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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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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理不同

生活偶拾

朋友圈是一条河流
我总觉得，朋友圈是

一条河流，有小溪不断汇
入，也有支流或灌渠不断
分岔，与干流分道扬镳。

那天去某地出差，想咨
询当地一位微友那里的一
家民宿是否对外开放。信
息发过去，显示的内容是：
你还不是他（她）的朋友，请
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

我有些失落。不知道
对方什么时候将我从好友
中删除，也想不起来最后
一次聊天是什么时间。四
年前我更换了手机，好友
的对话框一片空白。

记 得 与 这 位 微 友 相
识，是在多年前的一次聚
会中。那时候与他经常
在微信中聊天，分享生活
日常和工作经验，互动频
繁。是什么原因导致话
题减少，以至于出现一片
空白？我使劲想，脑海里
亦如眼前的对话框，空白
一片。

现在，他成了我朋友

圈中分离出去的一条支
流，悄无声息。还有多少
微友也像他这样悄然流失
了呢？

翻开微信通讯录，名
单有一千五百多条，我发
现除了约十分之一经常联
系，约五分之一偶尔联系，
其余大部分基本不联系。
在这不联系的人群中，有
的仅显示昵称，没有备注
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
什么时候添加为好友的，
对方姓甚名谁，本地还是
外地，是男是女，从事什么
职业，一概不知，甚至觉得
那是谁偷偷安插在我手机
里的一个监控芯片，不声
不响，却将我朋友圈包括
微信运动的底细看得一清
二楚。左右为难，删除吧，
万一是熟人，岂不尴尬？
不删吧，又很不自在。终
于找到了机会，趁着春节，
我向这些微友群发拜年短
信，意外的是，都得到了同
样群发的回复。我怪自己

粗心，添加时没有备注，且
留在通讯录中不去打扰
吧。

对于微友，我慎加少
删。我是一个念旧的人，包
括一些已经故去的好友，也
没有从通讯录中删除。我
总觉得，那些好友还活着，
活在我的朋友圈里。

时光如河水，川流不
息，一个人不能踏进同一
条河流。人的一生，就是
不断遇见又不断分离的过
程，这些年，我流失了一些
微友，也陆续添加了一些
微友，添加的都是我人生
旅途上的同行者或知心
人，就像一条小溪，不断地
有泉流注入、壮大，结伴走
向共同的远方。

不仅仅是朋友圈，生
活圈中也是这样。明白了
这些，就会通透，豁达，那
些被拉黑被删除的烦恼，
以及生活中的不如意，自
会烟消云散。（文/疏泽民
60岁，作家）

独 暖

傍晚，不想回家做
饭的我，从冰冷的街上
直接走进一家小餐厅，
点了一份酸菜鱼锅仔。

上菜时，锅仔放在
一个红泥小炉上，炉内
有炭火，发出红艳艳的
光。我喝了一勺汤，一
股暖意瞬间传到胃里。

坐在我斜对面的一
位老者，把外衣全脱了，
只穿了一件贴身的内
衣，额头上渗出了汗，他
吃的是麻辣牛肉锅仔。

那位老者看上去有
70岁，他吃得很投入，以
至于我三番五次打量
他，他都没有发现。他
在寒冷的夜晚独自在外
面吃饭，背后或许有故
事。和家人围坐一起吃
饭固然是种幸福，但对
有些人来说，可能不一
定实现得了。好在，我
们可以自己守炉而坐，
用食物温暖自己。（文/
夏生荷）

树一直长

在树林中，树会奋
力向上探出头，它要跟
同伴争阳光；它也会将
根尽量往深处扎，往广处
伸，它需要与同伴以及
其他植物争水分和养分。

树 长 成 了 一 棵 大
树，可以造屋盖房了，人
们夸赞它是栋梁，但树
不知道。因为空间的影
响，因为时间的造化，因
为机遇的青睐，树也可
能长成风景，悦人眼目，
引人赞叹，但是树也不
知道。

树一直在长，至于
是不是长成了栋梁，它
从没考虑过；是不是成
为风景，那是望风景的
人的事情。它不知道自
己会长成什么模样，哪
怕最后长成废材，只能
用来生火，它也乐意。

它 的 心 思 只 有 一
个：只要活着，就一直成
长。（贵州贵阳 赵宽宏
69岁）

古希腊犬儒学派哲人第欧根
尼有一次外出旅行，来到一条涨
满水的河边，他站在渡口没有办
法。有个人经常背旅人过河，看
见第欧根尼在那里犯难，便走过
来，把他背过河去。

顺利渡河的第欧根尼站在那
里称赞那人心好，同时抱怨自己
贫穷，无法报答对他行善之人。
当他还在这样思考时，那人看见又
有一个行路人过不了河，便赶紧跑
过去，把那个行路人也背过了
河。这时，第欧根尼上前对他说：

“我不想为刚才的事感谢你了，因
为我看到，你这样做并不是出于
理智的决断，而是由于病态。”（摘
编自《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名译》）

请将您对这个故事的感悟在

1月23日前发送至18673167043。

故事回顾

上期故事详见 1 月 11 日“参
悟”版《服从》

百家争鸣：有时候，我们不用
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是要学
会倾听和理解别人的观点。（河北
隆尧 张士杰 60岁）

嫉妒是一剂毒药，往往只会
伤了自己，而别人毫发无损。（陕
西汉中 赵亚勇 62岁）

错误总是发生在不知不觉
中，发生在欲望的支配之下。（河
北沙河 王文增 76岁）

面对挑衅，要学会以柔克刚，
巧妙化解。（湖南邵阳 唐新民 66岁）

行善与回报

最近，反思生活，正好一边吃饭
一边思考。其实，人生就是一双筷
子。你看，一头小，一头大，正提醒
我们：生活应粗中有细，粗中见细。

一双筷子，拿捏到位，才能真
正运筹帷幄，处世不惊。一个沉
着的人，总是像筷子一样，四两拨
千斤，面对困境，总是心定乾坤阔。

其实，筷子的哲学，早就告诉
我们：一个人，应该拿得起，放得
下。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一边拥
有，一边失去的过程。只有在失

去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拥有；而
一味地无休止地拥有，必然失去。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丢弃生活中那
些不重要的 90%，去积极拥有那
剩下的10%呢？那样或许会让我
们收获更多。

余华在《活着》的序言里就这
么说过：“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
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愿我们在生活中握好自己的
筷子，拿得起，更应放得下。（文/
鄢文龙）

筷子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