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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圆满，但没有谁的人生不
带缺口。事事追求完美，只会徒增烦恼；处处懂
得留缺，方能保持平衡。学会接受生命中的残
缺，你会拥有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1
给欲望留个缺口

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人之所以活得痛苦，不是因为得到太少，而

是因为想要太多。繁华俗世间，越是贪大求全、
不知满足的人，最终往往失去的越多。

晚清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白手起家挣下
无数财富。然而，这样一位富可敌国的商人，最
终却一败涂地、倾家荡产。究其原因，正是因为
被欲望淹没了本心。

光绪年间，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被
封官，权倾一时、富贵之极。但他却并不满足，他
企图垄断国内的丝茧贸易，赚取高额利润，继续
扩大自己的产业。他动用了2000万两白银，囤积
数百万担蚕丝，引发洋商高价抢购。但后来，生
丝出现严重滞销，彻底耗空资金，引发钱庄挤
兑。胡雪岩辛苦建立起的商业帝国，瞬间土崩瓦
解。最终，他仇恨交加，郁郁而终。

当一个人陷入欲望的黑洞，往往会失了本
心，将自己沦为欲望的奴隶。而因贪欲得到的一
切，也会因贪欲而失去，甚至，付出更为惨重的代
价。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欲望过多；欲望本无错，
错的是贪得无厌。唯有节制欲望，才会收获圆
满，否则拥有再多，也不过是虚幻的假象。

2
给生活留个缺口

《菜根谭》中说：“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
忙时要有悠闲的趣味。”人生路上，我们常常因为
着急赶路，而忽略沿途的景致，甚至忘却生活的
本真。适时放慢脚步，有张有弛，能让你更好地
积蓄力量，踏踏实实地往前走。

丰子恺先生，就是一个懂得忙里偷闲的人。
他之前坐车去杭州、石门，只要两三个小时

的路程，他却选择坐船，花上两三天的时间。
坐船会经过福岩寺、崇福等地，他白天在船

上看沿途的风景，夜晚上岸闲逛，兴致好了，他可
以玩上一整天。

别人把旅程看作“赶路”，匆忙间抵达，却忘
了欣赏路上的风景，而丰子恺不然，他没有匆忙
赶路，而是用心欣赏沿途的风景，领略到不一样
的东西。

人生不是快马加鞭才过得好，而是要劳逸结
合，忙闲有序。因为，紧绷的弦，永远比松驰有度
的弦断得更快。

年轻时的李连杰，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
中，收获颇多名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
感到力不从心，患上甲亢、心脏病……健康出现
诸多问题。人也看起来苍老了许多，头发花白、
身形消瘦，完全没有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虽说忙碌是人生的常态，但也别忘了给生活
留个缺口，为心情添一抹色彩。

不妨在纷繁日子里，挤出一点“闲”给自己，
赏花、听雨、闻香、品茶，为身心充充电。奔波劳
碌，是为了生活；忙里偷闲，则是为了自己。

记得梁实秋曾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
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
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

学会闲时心吃紧，忙处且偷闲，你会在平常
日子中找到更多趣味。

3
给关系留个缺口

看过一个故事。
曾有人向黄永玉求画，黄永玉按照市场价索

酬。求画者是金庸的好朋友，而金庸和黄永玉又

是多年的好友，求画者便想借这层关系，希望黄
永玉能降低要价。

没想到，黄永玉非但不降价，反而涨价。求
画者赶忙给金庸打电话，希望他能出面求情。金
庸了解事情原委后说：“赶快答应吧，若你再提
我，他还会涨价的。”

原来，黄永玉最讨厌别人利用关系来求画，
谁若利用关系求画，他就会涨价。金庸虽然和黄
永玉是多年好友，也不会逾越这个规矩。

我们常常觉得，作为朋友，就应该无条件答
应我们的要求。殊不知这样做，既让对方为难，
还会疏离感情。很多时候，一段关系之所以冷
却，恰恰是因为“越了界”。以为相识得久，就可
以理所当然；以为对方在意，就可以随心所欲。
但事实上，人心经不起消耗，感情也经不起利用。

正如三毛所说：“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差
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不论多么熟稔的
关系，都不要忘记为彼此留个缺口。

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其实是熟不逾
矩，亲密有间。就像梁实秋在《谈友谊》中所写：

“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才能不腻，才能持
久。”

4
给心灵留个缺口

罗曼·罗兰曾说：“人们烦恼迷惑，只因看得
太近，而又想得太多。”人生中的诸多烦恼，往往
源于想太多，以至于让自己患得患失。只有放下
执念，给心灵留个缺口，才能过得舒心。

晚清名臣曾国藩，呕心沥血创立湘军，并一
次次血战沙场。然而没想到的是，全身心的付出
换来的只是朝廷的猜忌，一纸诏书回乡守制，剥
夺军权。

灰溜溜回到家的曾国藩，怎么也想不通，为
什么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他愤懑、不甘、暴躁，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不出。

不久，他一病不起，原先威风凛凛的大将变
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蔫老头，眼睛也近乎失明。
家人为了给他治病，也是遍寻无果。

直到有一天，偶遇一位隐居的道士点拨，他
才幡然醒悟，大病皆退。他有感而发，留下了醒
世名言：“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

人活一世，鲜少有人能事事顺心，我们总会
遇到各种烦心事。面对这些绕不开的烦恼，有人
一笑而过，有人耿耿于怀。

那些活得糟心的人，往往就是爱钻牛角尖、
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与其沉溺往事止步不前，不
如看轻看淡，腾空过往，把自己解脱出来。

莫言在《檀香刑》中写道：“世界上的事情，最忌
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
满了，马上就要亏厌；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
就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追求完美是人的天性，经历缺憾却是人生的
必然。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永远不会把人生
填得太满。盈而未满，万事求缺，方为余生的圆
满之道。 棠唐

给人生留个缺口
人到中年，书读半生。虽说收获无多，“胃

口”却日益“刁钻”，以致淘书择书，常常踌躇万
端，偶或一见倾心，必倾囊而购。譬如，付秀莹的

“芳村”系列短篇以及她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陌
上》与《他乡》等，具是甚合吾意、深撼吾心的佳
作。《他乡》的主人公翟小梨，这个从芳村走出的
知识女性，其人生辗转、命运沉浮予吾太多“不得
不说”的强劲“诱因”与无尽“潜力”。

来自芳村的女孩翟小梨学习刻苦，成绩优
异，偏偏人世多错迕，高考时发挥失常，别无选择
之下，只能上了一个二流大学。此后，她的命运
便因结识了男友章幼通而彻底改变。虽说章来
自省城的小知识分子家庭，亦曾一度点燃了翟小
梨心底的炽烈爱火，并颇费周章地遂了她的留城
心愿，但，嫁到章家，生了女儿，生活似才阴恻恻
地一抹脸，露出它狰狞又无情、令她近乎窒息却
又无处逃遁的一面来。章家并非翟小梨想象中
的爱之巢穴，家中的日常氛围很是压抑：姐姐章
幼宜离婚后，成了“憎恨族”，对弟弟冷漠，对小梨
无视；章妈无暇顾及儿女，一心只活在章爸的世
界里，而章爸则活在自我的小世界里——年轻时
不得志，一生无所建树，却又自命清高，睥睨一
切，对儿子亦是讥嘲不屑外带打击……最让小梨
难以理解且无法接受的是，丈夫章幼通尽管善
良、包容又忠诚，可面对拮据、纷乱的生活，竟一
直安于现状，不求思变，反似还越来越完美地继
承了他曾极度讨厌的父亲的“衣钵”，只落得一张
夸夸其谈、唾沫横飞的嘴，无论小梨如何努力打
拼，为家操持，亦无论小梨如何劝慰，给他鼓励，
眼高手低的丈夫却依然无动于衷，振振有词……

如果说，把她牵到这样水深火热、烦乱不堪
日子里的，是丈夫章幼通，可是，这一切又何尝不
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不过，她的身上终究
流淌着芳村的血液，那血液里又漫涌着、翻腾着、
飞溅着坚定、倔强与不屈的乡土基因，所以，当翟
小梨毅然决然地重新捧起了书本，然后脚踏实
地、一笔一画地执着书写了一段进京读研、留京
生活的人生传奇时，我们并不觉得惊奇。尤其
是，翟小梨所走的路，应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广大农村学子实现进城梦、捧上“铁饭碗”的
不二“捷径”。所以，纵观小说，作家采用的记事
写实的笔法，让吾等同样来自农村，经求学选考
而落脚他乡的“天涯沦落人”，从翟小梨身上一眼
望见了故乡，那迢迢远逝的岁月，则在顷刻间化
成了一段段血与泪的过往。

翟小梨的这个人物形象拥有着撼人心魄的
力量，远远超越了地域、性别与虚实，让你我在不
知不觉间产生了超强的“代入感”，迷惘着她的迷
惘，纠结着她的纠结，快乐着她的快乐，忧伤着她
的忧伤……这恰恰彰显了作家的智慧与才华。
翟小梨的离乡，双脚踏上前往省城的路、直达首
都的道，这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远离，亦是精
神层面的一次“断奶”。而翟小梨的平静回归，实
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体现——精神有了皈依
处，他乡终作了故乡。 刘敬

此心安处是吾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