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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名言，出自东汉末的大臣陈蕃的故事。这句名言千百年来，一
直在警示和教育着后人。无论是修炼者，还是当今的青少年，以及留学生，甚至肩挑重任的各界人士，这
句话都会带给我们深刻地鞭策和启悟。若想修炼成功，或者学业有成，将来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如果在生活起居上随意邋遢，与人交往时出言不逊，没有口德，平时在公众场合举止粗鲁，大声喧哗，甚
至在生活中奢侈浪费，只图享乐，不注意一些生活中的细节问题，那成功很可能会与我们失之交臂。正如
《人生应该注意的50个细节》一书中所言：“一心渴望伟大、追求伟大，伟大却了无踪影；甘于平淡，认
真做好每个细节，伟大却不期而至”。

在生活中，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却正反映出一个人的教养、素质和胸
襟。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很多人都在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那就让我们从生活中的细节做起，让真善美在我们的生活中，形成
一种习惯，因为习惯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独居一室而庭院龌龊不堪。他父亲的朋友薛勤见状批评说：“孺子何不洒扫以
待宾？”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针锋相对反问：“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故事。当今，不少青年像陈蕃一样，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他们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然而他们不愿做一些繁琐的工作，空抱着远大的志向无所事事，仿佛有朝一日伟大的事业会从天而降似的。

 

伟大的事业和繁琐的工作之间到底有何内在联系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古人是怎样想的。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荀况在《劝学》中写道：“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确，哪一座
巍峨的宫殿，不是由一石一木建筑起来的？哪一条滔滔的江河，没有汇合无数涓涓细流？哪一项伟大的科
学发现，没有经过科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由许多繁琐的工作积累而成的。

不是吗，李时珍要不是亲自上山采药，亲自收集民间验方，就不能写出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爱迪生
要不是经过千百次平凡而艰苦的科学试验，就无以制成给千家万户带来光明的电灯泡；如果没有千万个科
学家的辛勤钻研，没有千万家单位生产出宇宙飞船的零部件，人类的壮举——“阿波罗”登月计划又怎能
得以实现？

 

大家都知道彭端淑《为学》这篇文章吧，文中所说的蜀鄙二僧，都一心想到南海去，然而为什么贫者至而
富者不能呢？原因就在于富者不想干一瓶一钵，乞食求宿的事情。那些光有远大理想而不愿从小事做起的
人，与此富僧何异呢？

屋檐的雨水，一点一滴，落在阶前的石头上，谁也不会注意它。然而，当石头被滴出一个深洞，甚至滴穿
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穿石之功是长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陶行知先生说得好：“点滴的创造固
然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胸怀大志的青年朋友，应该多做些繁琐的小事，来充实自己的远大理想。否则，你的理想、能是缥缈虚无
的乌托邦。请记住列宁的教导：“要成就一件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

 

https://fhyuan.net/?p=3738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