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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容，是一种姿态

《增广贤文》里讲：“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
背后不说人。”

人生在世，总会遭遇各种误会和不解。面
对无端的诽谤，回应得越多，事情可能越复
杂。懂你的人不用解释，不懂的人更不必解
释。

是非以不辩为解脱。无视讥谤，是放过别
人的修为，也是成全自己的智慧。

2005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引起争议。
一位译者公然对杨绛发起挑衅，指责杨绛

的译本中词句不准确，删减了重要情节，比他
的译本少了11万字。这位译者竟然还说：“我
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

犯这种错误。”此话一出，舆论哗然。
杨绛的朋友们非常气愤，想要为她打抱不

平，杨绛却淡淡地劝他们平息怒火。随后，她在
《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声明，感谢这位译者的
指点。

杨绛始终不急不躁，从容平和，从不作过多
解释。后来，大家才知道杨绛使用了“点烦”翻
译法，语义更贴合原著，行文也更简洁精辟。

允许争议，放过刁难，不是认输，而是发自
内心的自信和强大。

讥讽也好、误解也罢，不如都随它去。无论
何种境地，你只管从容地做好自己，因为时间会
给出答案。

2 豁达，是一种成熟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有的人饱尝
世态炎凉，有人始终怀才不遇。

抱怨世事的人，容易被情绪遮蔽双眼，迷失
在不甘与忿懑中。不抱怨的人，在挫折中成长，
在苦难中拼搏，搏取无悔人生。

最终取得成就的，始终是那些知晓人间苦、
接纳人间苦、苦中作乐亦觉其乐无穷的人。

唐朝的布衣宰相马周，幼年时成为孤儿，贫
苦无依。乡亲们嫌贫爱富，言语中无不带着轻
蔑，让马周小小年纪尝遍人间冷漠。

长大后的马周时常怨天尤人，抱怨天道不
公，抱怨怀才不遇，每日喝得酩酊大醉，被邻里
唤作“醉马周”。

武德年间，马周获得了一个担任官府教员
的机会，但他却抱怨大材小用，依旧日日醉酒，
无心工作。刺史斥责他：“恃才傲物，心比天

高”。马周被一番痛骂后幡然悔悟，他不再将自
己的遭遇归因于无常的世事。他发现原来自己
的抱怨，就是造成事事不顺的原因。

辞官后的马周潜心学习，踏实做事。马周
31 岁时，通过中郎将常何的引荐，成为监察御
史，后官拜宰辅，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

《荀子·荣辱》中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
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

无能的人，在遇到挫折坎坷时，只会怨天尤
人，却从不反思自己是否真心付出，又是否付出
了所有努力；而真正的强者，从不将精力用在抱
怨命运的无常，他们会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披荆
斩棘，一路勇往直前。

所谓的成熟，其实就是学会接纳生活的不
完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多一份豁达，少一
份执拗，经得起命运的跌宕起伏。

3 超越，是一种格局

1980年后，杨绛一家的生活逐渐安稳，工作
和创作也都有了成绩。然而，一家人的身体状
况却走了下坡路。

杨绛有冠心病；丈夫钱钟书患气喘、肾病；
女儿钱瑗肺癌转脊椎癌，发现时已是末期。

钱钟书住院后，杨绛每天为他送饭送汤，后
来钱瑗也住进医院，三人分居三处，杨绛勉力支
撑。

缠绵病榻两年后，钱瑗和钱钟书接连病
逝。至亲的离世对杨绛是巨大的打击，但她明
白“悲痛是不能对抗的”。

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
多》。在一遍遍阅读中，苏格拉底从容就义前对
生死话题的哲思治愈了她，“他那灵魂不灭的信
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
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杨绛着手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和笔记。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
逃走，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
任。”她说。

在忙碌充实的生活中，杨绛从容地打扫着
“人间战场”。

很多朋友担心她承受不住，赶过去探望
她。但当她们为杨绛的悲惨遭遇哀痛时，杨绛
却没有跟着哭泣，还反过来安慰她们：“我都挺
过来了，你们还这样哀伤？往深处想，痛苦的担
子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面对挫折，人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畏惧，
第二层是不惧，第三层就是超越。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撞头、不断清醒，然后不
断突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相信自
己，认清自己，成就自己。 来源：人民网

内心强大的三种境界：

从容、豁达、超越
作家杨绛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

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句话，越品越有味道。

《心安即是归处》是著名
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
学家、教育学家季羡林的作
品集，这本书不厚，全书收集
了季老生前六十三篇短文，
分人生的意义、读书、处世、
行走、当下、孤独、生死等八
个生命话题。

季老的文章以前零星读
过几篇，现在小学课本中也
有收入他的文章。关于他的

“三辞”事迹，《辞“国学大
师”》《辞“学界泰斗”》《辞“国
宝”》那是早已在其他文章中
读到过的，这三篇文章也收
入《心安即是归处》这本书最
后一个话题中。先生的人品
让人敬仰，看了这本书后，更
有文如其人的感受。

谈人生，人生何其大的
一个命题，季老三篇短文，只
有六页，每篇都是千把字的
小文章，读后却让人深思不
已。《人生》中季老说人生是
被动的，是糊里糊涂的，季老
还告诉大家要在被动中适时

地问自己，尽可能地减少一些糊涂。《再谈
人生》主要谈了人性问题，把鲁迅的观点

“人的本性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
展”分析得通俗易懂。《三论人生》讲到了伦
理道德问题，季老认为人可从为他人着想
多少来衡量道德水平的高下。三篇文章，
从三个方面勾勒出了人生这个话题的大
厦。文章没有概念化，每一篇都是谈话式
的娓娓道来，有的是季老思考后的形象比
喻，有的是季老博览群书后的自我理解。

“有福读书，可慰平生”这一辑文章都
与读书有关。《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从
大局讲读书的重要性，谈到人类永不停地
向前迈进靠的就是人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
领。《开卷有益》则是从个人的角度讲，信息
爆炸的时代，读书仍是获得信息的重要渠
道，只有读书才能及时获得信息，才能潇洒
地生活下去。

“我的人生信条：真实”这一辑中，季老
说自己的一些散文、杂文有前后矛盾的现
象，为了存真，未加删改。在写作上追求真
实，也反映出季老对人生真实的一种追求。

读《心安即是归处》，在字里行间能深
切地感受到季老的通透、朴实、纯粹、平淡，
一生不为外物所扰，遵从己心的豁达。

六十余篇文章并非季老生前整理在一
起的，编辑以生命智慧为主线，串珠成链，
可谓好点子，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读出季老
通透的生活思想、朴实的文笔风格、平淡的
人生心境。 姚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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