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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偶拾

心灵点击 名人堂

投稿邮箱：canwu@laoren.com

事同理不同

审思明辨

夏天的时候，我一人
在家。半夜，听到家里有
响动。我披衣而起，在家
里巡视了几圈，终于辨别
出了声音的来源——是金
鱼发出来的。它们也许失
眠了，也许闷了，也许饿
了，我便从冰箱翻出面包，
陪它们吃夜宵，然后清洗
鱼缸，给它们换水。

想 着 有 三 条 金 鱼 相
伴，我其实并不孤单，很快
便进入了梦乡。可第二天
早晨一觉醒来，我去查看
鱼缸，竟发现三条金鱼只
剩下两条。我检查了洗手
间，包括下水口，什么都没
有；我观察了大鱼，肚子不
大，水中也没有任何残留，
排除了其作案的嫌疑。

那条金鱼到底是如何
消失的呢？我苦思冥想，
一直不得其解。直到第五
天，我把搜索范围扩大到
了整个家。果不其然，在
鱼缸旁边的电视机柜后
边，这条消失的金鱼粘在

地板上，因为天气比较炎
热，已经干巴得像一条咸
鱼。不过，地上留下一条
不易觉察的痕迹，是它生
前游旅过的路线。

金鱼是如何消失的？
我用这个问题，考过很多
人，包括夫人和儿子，也包
括几位脑洞比较大的朋友，
他们和我一样，觉得不可思
议。因为按照常规的思
维，鱼不食同类，鱼不会飞，
鱼依赖水，必须活在水中。

我把鱼消失的答案揭
晓的时候，夫人给我讲了另
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去叔
叔家做客，不停地盯着桌子
上放着的一盘糖果。叔叔
说，你吃吧。他不应。叔叔
说，你抓一把吧。他还是不
应。后来，叔叔抓了一把
糖果塞给他，他就欣然接
受了。回家的路上，母亲
问他，为什么自己不抓？
他的答案令人意外：叔叔的
手比自己的手大……

子 非 鱼 ，安 知 鱼 之

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鱼之乐？养鱼，宠鱼，戏
鱼，吃鱼，杀鱼，我们总觉
得鱼离开水非死不可，却
不知道鱼怎么看待水，是
不是想摆脱水呢？通过鱼
的消失，我顿时明白了，鱼
身在水中，盯着的绝对不
是水，不是装水的鱼缸，而
是鱼缸之外的世界。最
终，它不是死于同类，也不
是死于人类，而是死于对
外面世界的渴望，死于自
己对命运的挣扎。我们可
能惋惜它死得可怜，感叹
它为什么不安分一点呢？
但是鱼也许这么想，献出
生命是值得的，毕竟自己
跳出了水，跳出了鱼缸，跳
进了另一个世界。

人生亦如此，如果总
是盯着糖果，盯着装糖果
的盘子，而不注意抓糖果
的大手和小手，我们也许就
会错过真正的答案，错过另
一份更加广阔而美好的人
生。（文/陈仓 52岁，作家）

鱼缸之外 你就是黑天鹅

错过列车，只有在
你追赶它时才是痛苦
的。同样，不能达到别
人对你的期望，只有在
它也是你所追求的东西
时才是痛苦的。

回忆一下，人们难
以看到自己生活中发生
的事件的真实概率。我
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活
着本身就是极大的运
气，一个可能性微小的
事件，一个极大的偶然
事件。想象一下一个大
小 10 亿倍于地球的行
星边上的一粒尘埃。这
粒尘埃就代表你出生的
概率，庞大的行星则代
表相反的概率。所以，
不要再为小事烦恼了。
不要再像一个忘恩负义
者，得到一座城堡，还要
介意浴室里的霉菌。不
要再检查别人赠予你的
马的牙齿。请记住，你
就是黑天鹅。（摘编自

《黑天鹅》一书）

大有佳处

“此中大有佳处”。
这是肇庆七星岩石室洞
中众多的摩崖石刻中的
一句。就在“此中大有佳
处”旁边有一石窟，里面
有一张雕着莲花状的石
凳。我踏上石头垒起的
石阶，攀上平台，在莲花
宝座上静然坐下。一时
沉浸于身在福中之感。

我写不出可以传世
的诗句，更没有值得收
藏的墨迹，无此资格在
洞中崖壁留下一丝一
痕。不过，我可以把自
己留下来。以身旁的“此
中大有佳处”为注解，留
下我沾着福气、沾着仙
气、沾着诗气的身影。

这就够了。尽管只
有我自己看到，只是我
自己知道。其实每个人
都可以这样留下来。所
有期待生活在佳处的
人，只要有此念头，都可
以——身在福中。（广东
珠海 蔡旭 75岁）

叶子爱旅游，总参加短途旅
游。实际上，她旅游比一般人更
困难，因为她家有六位高龄老人
需要她照顾。

怎会有六老？除了叶子自己
的父母，她没有子女的舅舅、舅妈
住在养老院，她也得常去探望。
终生未婚的阿姨五年前回国定
居，叶子身边又多了一老。今年，
在安徽的公公去世，叶子提出，把

婆婆接来上海由她照顾。
家有六老每日忙，叶子却常

说：“日子总是这样过，要开心每一
天。”叶子的儿子十分懂事，偶尔母
亲外出短途游，照顾老人的担子就
落在儿子和儿媳身上。叶子感叹：

“我已60岁了，虽家有六老，但仍
希望能挤出时间，做自己喜欢的
事，开阔眼界，生活怎么少得了调
味品啊！”（上海 周成树 60岁）

生活的调味品

宰相之责
陈平联合周勃平定诸吕之

乱，匡扶汉室，力主汉文帝登基。
陈平认为在平乱过程中，周勃的
功劳要大于自己，便坚决要求将
右丞相一职让与周勃，自己做了
左丞相。一次上朝时，汉文帝问
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审理多少案
件，周勃不知。汉文帝又问全国
一年的钱粮收入有多少，周勃还
是不知。汉文帝又问左丞相陈
平。陈平说，这些问题，主管的人
自然清楚。汉文帝问，主管的人
是谁？陈平回答，陛下要了解案
件审理情况，可以询问廷尉；要了
解钱粮收支，可以问治粟内史。

汉文帝说，既然这些事情都各
有主管，那么你又主管些什么事
呢？陈平故作惶恐状，回道，依臣
看，作为宰相，对上要辅佐天子调
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则哺育万

物，使之适时生长；对外要镇抚四
夷诸侯；对内则亲附百姓，使公卿
大夫各尽其职。（摘编自《读者》）

请将您对这个故事的感悟在
2月17日前发送至18673167043。

故事回顾

上期故事详见 1 月 25 日“参
悟”版《批评改变命运》

百家争鸣：批评像一面镜子，
也像一杆秤，它能照出一个人的
心态，也能衡量一个人的能量。
（河南孟州 李宏智 60岁）

人生如行船，批评如风吹，扯
紧命运之帆，才能乘风破浪。（湖
南溆浦 易湘峰 53岁）

虽说批评是指路牌，但接受批
评后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自我奋
斗。（河北石家庄 杨世欣 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