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擅长告别，无疑已经成为了这样
一种才智：能够果决地同过往作别，又
可以就地重新出发而不受羁绊，时时
自新。

生活终究是新鲜而蓬勃的，那些
一而再再而三、日复一日的东西，会加
固我们对寻常的顺应，乐于照常，惯于
禁锢，感觉处处皆有禁忌。自新，则是
自我打破袭故守常，在对崭新的接纳
和汇入中，完成一次次的更新和蜕变，
发觉并遇见更好的自己。

自新，是需要勇气的。
有时候，成就我们的，也往往会反

过来成为一种限制。不敢从盛名之下
走出来，是因为害怕失去而愈发留恋，
从而产生畏惧。有多想赢，就有多怕
输！因为不舍就此将过去清零，从而
不愿开始未知的际遇和挑战，接受就
会意味着风险，有可能会陷入不复从
前的境地。

英雄不提当年勇，可想，是何等的
辽阔之心！

当我们自发自觉地做一件事，就
不会显得被动，也会更加接近预期，这
是自律的价值所在。自新，就是一种
自律，要求自我不断地学习和修行，举
止言谈更得体，内心更强大！

热闹之后，方见本真。很多喧嚣
和忙碌，有伪饰和张扬的附带，这个时
候，安静就会是一种沉淀和清醒。

繁华过目，需要强制自己总结整
理，虚幻的要断然丢弃，珍贵的要慎重
留 存 ，建 立 一 套 自 己 遇 事 对 人 的 方
式。那么，只要依从这样的方式，所有
遇过的人碰到的事，无论何种经历都
会对我们有所助益，因为我们得到了

改变。这样的改变就是自新，主动区
别过去，完善过去。适时、定期清理自
己的人，会保持清醒，这种海内皆空的
澄明往往使得问题拨云见日，从而更
加容易走出困境，而这，就是一种尘世
的修行。

佛家形容人改天换地的变化，说
他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涅槃和修
行都是佛教语，熙攘俗尘，向死而生是
不多见的，注满的是琐碎而冗杂的小
事，但涅槃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涅槃的现实意义在于，不依靠，不
侥幸，决然地完成一次有益的辞故纳
新。我们最终得以遇见怎样崭新的自
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自
始至终向善而生的过程中，真正地递
进自己。

自新，不一定就要改过。
并非错了就该否定，也并非推翻

了 的 就 一 定 是 错 的 。 我 们 会 怀 念 简
单、美好，也会怀念遗憾、错失，只要那
些记忆如真似切。但如果仅仅是怀念
本身，就不值得过分沉溺，那终究不过
是一场耗费；所有的怀念，都应该是为
了更好地走出，携着曾经的美好，敞怀
当下，唯有当下才是必要和避无可避的。

自新是每一天都将昨天归零，崭
新出发，刷新、提高并完善自己。

落红化春泥，春来发几枝。此时
的自新，如同一场新陈代谢，化解、吸
收以往的沉积，找寻新的状态。不需
要多，也许读几页书、看几部电影、采
几缕阳光就可以捕捉到全新的感觉。

坚持不断地学习，对当下的停歇、
整理、改换，都会带来新的向往！

——摘自《青年文摘》

□ 马亚伟

心怀远方

“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做到身体在路上，毕
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人人都能消
费得起的。工作、家庭都是甜蜜的负担，
我们是现实的蛛网上努力攀爬的蜘蛛，逃
不脱千丝万缕的牵绊。当身体无法在路
上时，别忘了心怀远方。

心怀远方，就是心中藏着风景。我
们很多人不能做到行万里路，让身体感受
启程和抵达的快意，体验沿途风光的壮美
和辽阔。可即使如此，我们的心中也要装
着日月星辰，装着万水千山，装着森林草
原……心中藏着风景，怀着远方，你的世
界就永远是开阔的。

朋友小林喜欢摄影，她梦想着走遍
世界的每个角落，拍下最神奇最美丽的风
景。可是，条件所限，她无法经常去远方，
也很难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她的脚
步始终在能够企及的小圈子里打转，几乎
是周而复始，不会偏离自己的轨道。尽管
如此，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发现美，拍摄美。
她说，一滴水可折射太阳的光辉，一颗星
可传递夜空的渴望，我不能走遍千山万

水，但我始终心怀远方，藏着远方的风景。
我懂小林的意思：心中有开阔辽远

的风景，你的眼界就开了，你的世界就会
开放和延展到最遥远的地方。心怀远方，
可以抵御现实的琐碎。“生活不只有眼前
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其实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诗和远方是藏在心里的。现实芜
杂，琐事纷繁，但如果我们能够怀着向远
方的愿望生活，就能收获一路的无限风光。

远方，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词。
远方代表的是心灵栖息的地方，脚步不能
抵达的地方，心灵完全可以容纳。远方，
是我们向往的世外桃源，是为心灵创设的
最美殿堂，它美丽而诗意，浪漫而自由。
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其实，生
活在此处，而梦想在别处，在远方。远方，
是盛放我们梦想的地方。既要脚踏实地，
又要仰望星空，才能走出丰富而精彩的人
生。现实的一切都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的，
但不要把梦想丢掉。遥远浩瀚的夜空，星
辉斑斓，我们的梦想时刻都在闪光，捕捉
着梦想的光芒前行，心永远都不会黑暗。

远方，还代表着未来。心怀远方，永远

都会有一份期许和憧憬。一个心中没有远
方的人，会把所有的日子都过得乏味不堪，
他们得过且过，任凭现实生活的芜杂侵蚀
心灵。一个只顾眼前苟且的人，心灵会逐
渐贫瘠沙化、空虚无望，他会把生活过得
一地鸡毛，狼藉不堪。心怀远方，心灵之泉
永远不会干涸。远方有多遥远，未来有多
新奇，一切都在想象中。想象是丰饶而美
丽的，一朵花就是一个春天，一抹绿就是整
个夏季，一片云就是辽阔秋空，一片雪就是
冬天的童话……我们拥有的可以不多，但
憧憬的一定要足够丰富。心怀远方，你会
与所有美好的风景不期而遇。

远方，是一个诗意的所在。“结庐在人
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偏。”陶渊明早早就悟出了心在远方的意
义。远方，也是一个与梦想相遇的所在。
当我们的身体无法抵达远方时，一定要让
心中怀着远方。心怀远方，胸藏八千里路
云和月，胸藏九曲黄河万里沙，那么生活
中一切琐碎和烦恼都会变得轻如鸿毛。
心去远方，与美丽相遇……

——摘自《思维与智慧》

破扰

□□ 程刚程刚

点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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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梁

人 生

定好生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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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去朋友家玩，发现他家的书房里多
了一幅字：细水长流，岁月静好。我疑惑
地问：“人家挂幅字都写‘宁静致远’或者

‘难得糊涂’之类的，表明自己的心志，你
写的这几个字怎么讲呢？”朋友一笑，说：

“这是我四十岁生日时写的，也是为今后
的日子定好的生活基调！”

生活基调？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
这么说。乐曲有基调，绘画有基调，文学
作品有基调，说的是主要风格和基本感
情。有了基调，作品就不会偏离主题。
可生活基调又是怎么回事呢？朋友解释
说，人到了四十岁，忽然有种顿悟的感
觉，所谓四十不惑，觉得自己活明白了。
翻过了中年的山头，人生进入下半场，生
活基调应该是“细水长流，岁月静好”，让
脚步慢下来，学会品味生活的细节之美，
把后半生活成岁月静好的样子。

我理解了朋友的想法。定好生活基
调，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智慧。人到中年
以后，真的需要提醒自己，该以什么样的
姿态来面对生活了。别再为生活疲于奔
命了，别再追逐那遥不可及的所谓人生
巅峰了，是时候慢下来了，曾经的岁月如
果是惊涛拍岸，以后的岁月就应该细水
长流了。细水长流，是多么美妙的状态，
岁月之河涓涓潺潺，流淌成温情缱绻的
样子，人的心也会沉静下来。静下心来
生活，才会发现，生存与生活的本质区别
在于一个“活”字，生活就要活泼灵动、活
色生香，而要品味种种美好的滋味，必须
要以宁静安然的姿态来面对生活。这种
生活基调，非常契合中年的状态。

诚然，岁月静好是最美好的愿望，但
谁的生活会永远风平浪静？谁的心情没
有起起落落？谁的日子没有酸甜苦辣？
罗素说，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生
活之曲从来都是错落有致的，每个音符
都跳荡着不平静，谁也无法预知下一秒
会发生什么，幸与不幸总是在不远的前
方等你，这也是幸福的一部分。生活是
不平静的，但如果你定好了生活基调，就
能掌控生活的大方向，能左右生活的底
色。我们不能决定未来日子里的喜怒哀
乐哪一个先到，但可以根据生活基调，调
整自己的心情。惊喜降临时，无需忘乎
所以；悲哀来袭时，及时走出阴霾。牢牢
掌控着你定好的生活基调，努力保持平
静平和的心态。鲜花或者陷阱，我都在
这里，无怨无尤；幸运或者不幸，我都在
这里，不悲不喜。所有的境遇，不过是生
活基调上几个调节平淡的音符，响过之
后复归平静。生活就是一曲悲喜忧欢交
织的曲子，演绎着人生静好的主题。

我们真的应该为生活定好基调。杂
乱无章的日子，容易手忙脚乱，心情也容
易因大起大落而失衡，有时会处理不好
生活为你制造的各种障碍。随心所欲的
生活中，人经常会偏离正常轨道，跑调跑
得找不着北，生活可能翻转成满地狼藉
的状态，无法恢复平静。定好生活基调，
你也可以围绕生活之曲的主旋律信马由
缰，那时候，放得开，收得拢，收放自如才
是生活之道。

当然，要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生
活，定制属于自己的生活基调。年轻人要
有活力有激情，老年人要沉稳和智慧，各
有不同。生活基调无需模仿，不必雷同，
完全是“私人定制”，只要适合自己，能带
给自己舒适和愉快，就是最好的基调。

——摘自《北海日报》

自新自新

□□ 草予草予

秀才屡试不第，心烦意乱，决定
放弃科考。可习惯了刻苦学习的日
子，如今无所事事，他的心更加烦乱。

这一天，他到寺院找大师，请大
师收留他在这里清静修行。大师接
纳了他，并把他安排在山上一处非
常清静的小院里。每天清晨，鸟儿
叽叽喳喳地鸣叫……

秀才心事太重，每晚都睡不着，
或是睡得很晚，早上睡得正香时，却
被这鸟叫声烦扰得不行，根本无法
再睡，便想赶走这些鸟儿。

秀才拿着弹弓打鸟儿，可无论
打下几只，明早照样还有许多只在
鸣叫，他有一种快崩溃的感觉。大
师了解情况后，问秀才说：“施主，鸟
儿鸣叫时，恰逢太阳升起，你为什么
不早起，和鸟儿一起享受新鲜的空
气呢？”秀才立即回答说：“可是我晚
上睡不着，早上刚刚睡着这鸟儿就
叫，我根本睡不好，哪能起得来？”

大师笑了，对秀才说：“小徒弟
都告诉我了，说您睡不着，晚上彻夜
灯亮，然后吹箫弹琴，您也影响到鸟
儿休息了，可鸟儿第二天还不是按
时鸣叫吗？到底是谁影响谁呢？”

秀才一听，似乎有所悟。大师拍
了拍他的肩膀说：“是你在烦扰自己，
不如学学这鸟儿，虽然晚上被你所
扰，但它仍能坚持自己，欢快鸣叫。
你也是啊！要坚持做你自己，不被任
何挫折所扰，你心中的扰就破了。”

秀才听后，顿悟。
——摘自《亭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