
善“辨”
善“辨”（一）

清澈的小溪轻快地

跳跃着，不断辨别着前

行的道路。

敏捷的鸟儿快乐地

飞翔着，不断辨别着回家的航向。

枯黄的落叶自由地飘落着，不断辨别着归根的方向。

因为善辨，小溪来到了大海；因为善辨，鸟儿回到了温暖的巢；因为善辨，落

叶回到了根的怀抱。大自然如此，人亦如此，善辩是每一个人必须拥有的明珠。

没错，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总有一些路充满了危险与坎坷，却通往成功；而有

一些路相对平稳缓和，却通往绝谷。这时，我们需要善辨，辨别出属于自己的路。

开普勒，在成功以前，受到的是被人的冷嘲热讽，是病魔与困苦的折磨，有人

劝他放弃，但他辨出了属于自己的路，尽管有太多的心酸与艰难。但最终成功的是

他，他开创了著名的开普勒定律。

当然，也有人因不善辨而跌入了罪恶深渊 。

一个男孩家中贫困但学习很棒，乐于助人。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可他听信

了一个坏同学的话：“你只要帮他们送东西就可以了，其他都不用管，然后就可以

拿到钱，多好啊！”男孩觉得这么简单就能赚钱还能补贴家用，就答应了。他万万

没有想到他送的东西是毒品。男孩为自己辨出了一天舒适的路，却没有辨出这是一

条不归路。

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要善于辨别出不同的“路”。

在古代，从君王到臣子，从臣子到平民，人人也需要有一双善辨的慧眼。



唐太宗李世民善于辨别君子与小人，善于辨别忠言与谗语，察纳雅言，大批的

文人才子被任用，从而开创了大唐盛世，开启了贞观之治，成为一代明君。

鲍叔牙善于辨人，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

牙也不生气，说:“这不怪你，是时机不好。”当两人从政后，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

夺皇位，公子小白胜了，管仲沦为阶下囚。鲍叔牙知道管仲是人才，竭力向公子小

白推荐，从而使公子小白成为春秋霸主之一。

有人因善辨而名垂青史，也有人因不善辨而遗臭万年。

宋高宗赵构则属于后者，他嫉贤妒能，宠幸奸臣，迫害忠良，导致南宋王朝最

终落于金人之手。

在今天，善辨也是人们不可缺少的能力之一。

美国总统威尔逊被一个小男孩扔了鸡蛋，但他善于辨人，没有顾自己的面子和

尊严，而是向小男孩所在的学校推荐，说小男孩很有可能成为出色的球类运动员。

后来小男孩成为了出色的棒球运动员。因为威尔逊的善辨，美国有了一位优秀的运

动员。

然而，在当今社会，也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因不善辨而结交社会不良人员走上

违法犯罪道路。在今天我们很需要培养善辨的能力。

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今朝，无论是自然界的万物还是作为高智商动物的

人类，都必须拥有一颗善辨的心。

善辨，让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善辨，让我们正确的识人和用人；善辨，让我

们获得最后的成功。善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颗明珠！

善“辨”（二）



当人类跨入了电子信息时代，各类信息以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对于信息，我们需要以一种善辨的眼光去看待；对于人性我们更需要以一颗善辨

的心去感受。

别让繁多的事物迷乱我们的双眼，拥有一双慧眼，善于辨别事物的本质。我们

在甄别事物时往往只是拘泥于它的真假，却忘记了挖掘事物的本质。在愈来愈发达

的互联网上，我们随手输入一个词条，便有数以万计的信息涌入我们的眼帘，或许

大多数人的做法便是随便选择一番便选用，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不光是对于信息是否

真实的辨析，更重要的是应融入我们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智慧和领悟去挖掘事物

的本质。科学的进步史不就是这样写就的吗?历代的科学家们在继承前人的知识和

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改进，利用一双双慧眼，善于辨析，去拥抱真正属于

我们的真理。

不善辨析，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的蠢行还将继续；不善辨析，纸上谈兵和拔苗

助长的故事还将演绎；不善辨析，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的陋习还将沿袭。一个不善

辨的人生，必定是一个平庸的人生；一个不善辨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愚昧的民族；

一个不善辨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衰败之邦。

我们不仅要拥有一双善于辨识事物的慧眼，还要拥有一颗善于辨识人性闪光点

的慧心。



毋庸讳言，当今社会的确存在一些阴暗面，但是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

阴暗面加以夸大，甚至虚构一些事情来渲染这些阴暗面。面对这些做法，我们需要

保持一颗善辨的心，以清醒的头脑对待，辨出事情的真假，分清事情的主次，看到

事物的本质，这样我们才能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罗丹说过：“世上不是没有美，

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我认为是我们缺少一颗善辨的心。沈飞集团董事长罗阳：用

生命换来歼-

15完美升空，辽宁舰只是中国航空母舰发展史上的一个起点，每一位为这份事业殉

职、流血、流汗者，都值得敬仰。铁片从天而降直击腹部，司机吴斌忍着剧痛用生

命最后76秒，完成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拯救24名乘

客……这些难道不都是社会正能量的传递吗？我们需要的是用一颗善辨的心去感受

美好，用我们能力所及的善举去将正能量辐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与其让我选择一棵大树，不如借给我一双善辨的慧眼，这样，我有可能发现一

片森林；与其送给我一杯净水，不如借给我一双善辨的慧眼，这样，我有可能发现

一汪清泉；与其赠给我一缕阳光，不如借给我一双善辨的慧眼，这样，我有可能发

现一片温暖。

成才之路上，我们应在不断地辨析中读取知识，获得经验，让认识在不断地思

辨中完善和沉淀，因为善辨是信步成才之路必带的一笔宝贵财富。

善“辨”（三）

辨，像茫茫大海中

高耸的灯塔，让孤独航

行的行船不再寂寞；辨

，像每一粒种子对土壤



的择取，让脆弱的生命得以延续；辨，像奔流对河道的拓展，只为了到达海洋的一

霎那······辨是人生脚印的一次转向，是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转向！

而善辨，恰恰是正确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转向！



“理性和判断力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泰西塔斯的名言至今依然如此

有力。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即使是一个普通人，理性和判断力依然是一个成功的

人必备的品质，而这两点的结合，就是善辨。行船不能善辨，那闪烁的灯塔也许会

成为它航行的枷锁；种子不能善辨，那它可能会在干枯的荒漠孤独地死去；奔流不

能善辨，那它或许会在曲折的盘绕后，流向沙漠······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孙悟空一路上斩妖除魔。而缺乏善辨能力的唐僧，却屡次

误解孙悟空。唐僧被白骨精虚伪的外表所蒙惑，竟然怀疑悟空滥杀无辜，最后却被

妖怪抓走，吃了大苦头。唐僧就是缺乏善辨能力的典范，无法看清面前的花朵是玫

瑰还是罂粟，让自己的一个转向蹩了脚。好在唐僧有悟空，蹩了脚还能再回来，可

是又有多少人能再转回来，却不被扭伤的筋骨疼得死去活来？所以，只有善辨，才

能在完成人生转向时少蹩脚，甚至不蹩脚。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几千年前，柏拉图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真理，真

理就是对无数事物的分辨而得出的。纵观古往今来的名人伟人，有几人是马马虎虎

，不善分辨的人？当世界人民都臣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永恒“真理”时，伽利略敏锐地

分辨出其中的错误所在，解开了众多统治人类几千年的枷锁；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

小平，在那个愚昧动荡的年代，却坚定地分辨出发展中国的正确道路，第一次挪动

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几千年的巨石；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在

经济危机摧残下，无法行走的他却分辨出了垂死的经济中的新火，从而拯救了美国

，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不计其数的人，在善辨这一有力的武器帮助下，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试想，如果伽利略无法善辨，他也会像平凡人一样，听由错误的

真理；如果邓小平不会善辨，他也就只是盲从领导的众生；如果罗斯福不懂善辨，

美国也就在经济衰退中影灭了。

正如魏征告诫唐太宗：“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也



是告诫我们所有人。善辨生活，善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物。在

善辨中，找到缺憾，发现亮点，得到启示。



善辨吧，朋友，如此你才不会在航船时因灯塔而迷惑；善辨吧，朋友，如此你

才不会为种子的萌发而苦恼；善辨吧，朋友，如此你才不会因误入沙漠而干渴。让

你人生脚印的转向，成为正确改变你人生轨迹的转向！

善“辨”（四）

开车时要看清路线

，否则将会是车损人伤

；航海时要辨明方向，

否则将会是船毁人亡；

交友时要分辨善恶，购

物时要辨清真伪，考古

是要明辨历史真相，同

样，为人处世更需善辨，在混浊的世界中辨清是非。

善辨需要道德心。明辨是非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道德。年迈的老人，体力不

支，不慎跌倒，久久不立，繁华闹市，众人围观，无人相助。但当一位小学生扶起

老人时，人群中却传来非议声。如此道德冻结，如此是非不分，何谈“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善于明辨自己该做之事，用道德拂拭自己的心灵，唯其如此，道德的光芒才会

穿越迷雾与黑暗，照彻世间！



善辨需要智慧。善辨则明，善辨则智。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一弯皎月悬额前，

一块明镜悬堂中。一双慧眼，一腔正义，一颗忠心，洞察是非，明辨忠佞，分清好

歹善恶。世俗的波涛浊浪搅不混他明辨是非真假的心灵清泉，这是“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的清白品质；巧舌如簧的诡辩迷不乱他清晰的判案思路，阴谋诡计的

迷雾惑不倒他气撼山岳的果断魄力。千秋功罪，冤假错案，是非黑白，皆被高悬的

明镜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位古代圣贤睿智的修炼，因为他有雄鹰的眼力，先哲的理性，军事家的策略

，更因为他过人的智慧……

善辨需要坚持正义的高贵品质。“风波亭前屈英雄，青山有幸埋忠骨”。奸佞小

人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忠良，赤诚忠心的英雄岳飞用忠肝义胆辨别是非黑白

，控诉残小人的无耻罪恶。岳飞用个人的不幸筑就了一道英雄的丰碑，抒写了正义

与邪恶、忠臣与小人相对抗的正义篇章。他的精忠报国之魂飘扬于浩宇之上，“八

千里路云和月”和“壮士饥餐胡虏肉”结成一种高贵品质，流芳于千秋青史之中，这

种品质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回首千秋功过，细观漫卷青史，历史就是由是与非、真与假、好与坏构成的，

要想留名于漫卷青史，就应当学会善辨，拥有坚持正义的高贵品质。

善辨需要毅力。曾经，校园之外的天籁之音勾住了我的魂魄。我被这七个音符

所诱惑，在音乐的天空纵情飞舞，沉浸在歌声中不能自拔。我走路时在听，我吃饭

时在听，我入睡时依旧在听，甚至于上自习课时也听。我一直认为爱好音乐没有错

，对空灵飘逸的生活的向往没有错，但我渐渐发现了我的力不从心：作业时常不能

完成，成绩让人触目惊心，当我看见父母斑白的双鬓，当我看见师长漠视的眼光，

当我看见同学们灿烂的笑脸，悔恨的泪水冲刷着我的心田。于是，我把缤纷的音乐

嵌进了忧愁的历史，任凭那随身听上的灰尘一天比一天厚。



诱惑让我们迷失自我，而善于分辨诱惑并远离诱惑则能让我们把握自我，用毅

力在我们的心灵上筑起一道坚固的堡垒，任他万般诱惑，均能固守自我。

拥有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拥有一颗善辨是非善恶之心

，才能分清真假好坏，认清东西南北，在人生路上披荆斩棘，勇攀高峰。



善“辨”（五）

人常道“能言善辩”

，殊不知善辩不如善“

辨”。人世间有许多事

物不是人们所见到的那

么简单，迷茫中，只有“辨”能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展现本质。

辨，别也。

辨，有辨别之意。善“辨”即善于分辨事物。在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被流放

到南大西洋上一个叫做圣赫勒拿的孤岛上。他成了终身囚犯。面对浩瀚的大海，他

常想从岛上逃走，可那是不可能的，他对岛上的地形一无所知！

他的一位密友以极其秘密的方式给他送来了一副象棋——

用象牙和玉制成的极其精美的国际象棋。枯草一样活着的拿破仑如获至宝，遂把象

棋当成伴侣。他爱不释手，一个人默默地下象棋。他一遍又一遍地下，日复一日地

用象棋打发无聊的时光。在生命耗尽之后，在这个岛上枯涩地死去。

拿破仑死后，那副象棋作为遗物被不断转卖。最后得到象棋的那个买主在一个

偶然的机会发现，有一颗象棋子的底部能够打开。当他试着打开后，惊呆了。里边

竟然密密麻麻地写着如何从这个岛上逃走的详细计划。

如果拿破仑善于分辨，就能够看到那副象棋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也不会枉费了

他朋友的良苦用心。

辨，判也



辨，可以认为是对某事物的判断。人，作为食物链的高层，有思想，能够判断

。一个人的判断力，决定了他的成功。同时人也是有感情的动物，至情至性的人往

往因感情失去了判断力，不再善“辨”。

辨，正也。

辨，也可理解为将事物还于本质。在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琢玉能手

，在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内）里得到一块璞玉。卞和捧着璞玉去见楚厉王，厉王

命玉工查看，玉工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

。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再次捧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又命玉工查看，玉工仍然

说只是一块石头，卞和因此又失去了右脚。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楚

山下痛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接着流出来的是血。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为何

，卞和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

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于是，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

玉，命名为和氏璧。

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人们为和氏璧的出世而惊叹时，有没有想过如果楚厉王派

遣的玉工能够仔细查看璞玉，及时认清“石头”的本质，卞和也不会平白遭受两次的

不白之冤和皮肉之苦，而和氏璧也会更早现世。世间无数的璞玉被人们当作石头，

同时又把鱼目混为珍珠。

“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这是一句出自《荀子·荣辱》的话。眼睛能够

辨别黑白美丑，耳朵能够分辨声音的清浊。每一个都能够利用上天赋予我们的能力

去辨别世间的一切，哪怕是盲人和耳聋者，只要他们有一颗善“辨”的心，就能去辨

别事物。上天赋予我们辨别的能力，而人们应该在利用这能力的同时，通过生活去

加强对事物的认识，完善自己的辨别力。

还事物之本，惟辨之。



善“辨”（六）

如今，一种嘴上的

运动流行起来——

辩论。参与辩论的人必

须说话吐字清楚，所说

的话还必须前后合乎情理，必须符合逻辑，不久，各高校便涌现出了许多能言善辩

的才男才女。这不禁让我们感叹他们的口齿伶俐与学识渊博。当然，这只是题外话

，辩论培养了我们的嘴，却没有培养我们的思想。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善“辨”。

当今的社会，一切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复杂，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很多假的东

西却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必须要善"辨"。只有学会了“

辨”，我们才不至于在这样的社会中吃亏，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善“辨”，要求我们必须善于辨别是非，很多事是我们不能做也是我们不该做的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去做。这其中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处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对许多东西都比较好奇，对那些陌生和新鲜的东西都想去尝试和体验一下，所以

往往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也会对我们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二一个，是现在很多

孩子还不会“辨”，更不用说善“辨”了，很多事情的好坏与是非，我们还不能辨别。

所以有时跟着自己的感觉去走，却往往是错的。在我们这个年龄段，有好奇心，想

去尝试体验其他新鲜事物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分辨出这些事情和东西的

好坏，往往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大，更多，所受的伤害都大于前者。所以，学会“辨”

，善于“辨“，对于我们更为重要，更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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