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 2018 年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更
克制、更冷静；更亲密、更温柔”
的长篇小说，记录了三代女性来
自不同时空的心灵私语：伊达因
车祸来到一间乡野小屋，她与一
条垂死的狗滞留在了这个她度
过童年的地方；帕拉斯凯维亚常
年居住在山上远离尘烟的房子
里，她的丈夫在星期日的晚上去
世了；玛雅离婚后带着儿子前往
位于中国南部的小岛旅游，遇到
一位患病的魔术师。母亲、外祖
母、女儿，她们的道路早已分开，
生命却又紧密相连。现在，她们
将 独 自 面 对 避 无 可 避 的“ 死
亡 ”。 这 是 她 们“ 最 后 的 故
事”…… 景杉

《最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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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一时的挫折内耗自己

当人因生活中的挫折，而处于情绪内耗的
状态中时，身体会受负能量磁场的影响，长此
以往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曾国藩说：“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
杂，既过不恋。”

人要懂得活在当下，少为未来忧虑，也不
要因过去而痛苦。当我们拥有了豁然明朗的
性情与自心清净的处世之态，便能将当下过成
人生最好的时节。

大家都读过杨绛的故事。她一生经历的
多次挫折，都是常人不能承受之重。

但关于她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却
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不要紧”。

她好像从来不会慌张，丈夫钱钟书每次闯
“祸”，她都能想尽办法，很快解决，从不把能量

消耗在“担忧”上。
钱钟书染黑了房东的桌布，杨绛说：“不要

紧，我会洗。”钱钟书不小心砸了台灯，杨绛说：
“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
杨绛说“不要紧”，一步步照着护士的指导护
理，连疤都没有留。

而杨绛豁达的人生态度，其实源自她的父亲。
小时候杨绛母亲每天晚上都要记账，有时

对不上账便觉得苦恼。杨绛父亲就夺过账本，
一笔写上“糊涂账”，免得母亲心烦。

杨绛和父亲恰恰从两个方面印证了他们
的人生哲学：永远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也不要
总困囿于“挫折感”中。

在许多大事小事里，朝前走、向前看，才会
摆脱内心真正的包袱和阴霾。

不要对曾经的遗憾耿耿于怀

“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来的依旧重来，在沧
桑的枝叶间，择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
它疼痛又甜蜜。”汪曾祺写在《人间草木》中的
一段话，道出了面对昨天的最好姿态。

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成熟的
人，不会让太多的昨天占据自己的今天。

公元1499年，明代画家唐寅怀着连中三元
的志向踏入考场，却意外陷入科考舞弊案，终
身禁考。

生性高傲的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索性
“破罐子破摔”，赋闲在家，靠饮酒赋诗和作画
维持生计。

每次卖完字画，他就会纵情享乐，一醉方
休，只为排遣心中愤懑。然而，常年沉溺于声
色犬马的结果，是后半生穷困潦倒，无人问津。

最终在凄凉的桃花庵里，他结束了自己潦
倒落魄的一生。

人生总有遗憾，若不能及时释怀，就会错
过更多。一次“科考”遗憾，唐寅搭上了自己的
一生。

人生路上，倘若任何不快、不舍都记挂于
心，那么纵使天下之大，也处处是牢笼，举步维
艰。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要有“狼吞虎咽”的勇
气，让他尽快过去，不要细细咀嚼、频繁回头思
量。越过去，往前走，着眼于那些美好的事物，
才不至于辜负自己，辜负人生。

等到过一段时间回头再看，就会发现，
当初令自己纠结不已的事情，根本就不值一
提。

人这一生，最大的对手是自己，最大的依
靠也是自己。唯有学会与自己和解，坦然接受
生命中的黯淡与荣光，才能活得愈加通透。

来源：人民网

学会放下烦恼
才能迎接美好

生活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比如遇到了一些难事，就会连着好

几天闷闷不乐；因为一次遗憾，回想起
来还会时不时暗自伤神，不肯释怀……
这些坏情绪就像生活的“垃圾”，迟迟不
肯扔掉，只会带给自己不好的影响。

不为过去的遗憾徒增烦恼，也不为
眼前的挫折糟心烦忧，如此，才能敞开
胸怀容纳生活的美好。

月食是一种当月球运行进入地球的阴影
时，原本可被太阳光照亮的部分，有部分或全
部不能被直射阳光照亮，使得位于地球的观测
者无法看到普通的月相的天文现象。月食发
生时，太阳、地球、月球恰好或几乎在同一条直
线上，因此月食必定发生在满月的晚上（农历
十五、十六、十七），如《说文》所说“日食则朔，
月食则望”。中国早在西汉时就有明确的官方
史书开始记录月食。作为古代天文学最为发
达、记录最为完整的国家，我们在记录月食时
还会记录宿度，也就是月食发生时，月球在天
空中的位置。

中国古代对月食的研究十分深刻。这就
不得不提到伟大的古代天文学家刘洪。他第
一次从各个方面提出了精确的月球运动理论，
解决了大量关于月球运动的难题，奠定了中国

“月球运动”学说的基础，使历法进一步走向精
密。可以说，只要天上的月亮圆缺不已，照耀
大地，刘洪的功绩就永远不应被人忘记。

刘洪大约出生于东汉永建四年，是我国古
代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珠算发明者和月
球运动不均匀性理论发现者，被后世尊为“算
圣”。

刘洪撰成的《乾象历》一书，是人类传世的
第一部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理论的历法。
在刘洪之前的100多年，已有学者（如李梵、苏
统）发现月亮的运动有时快有时慢，而且最快
点的位置捉摸不定。现在我们知道，月亮绕地
球运动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月亮过近地点时走
得最快、过远地点时走得最慢。刘洪通过多年
观测记录的数据分析出，在月亮运行的一个周
期里，这个“最快点”是相对稳定的。刘洪通过
长期测量得出，月亮从“最快点”走到下一个

“最快点”要用 27.55476 日（现在称作“近点
月 ”），他 求 出 的 这 一 数 值 和 现 在 的 测 值
27.55455日相差甚微。从此，中国人真正确认
了月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 沈滔

刘
洪
：
月
亮
运
行
的
﹃
善
算
﹄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