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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佩良

“花看半开，酒饮微

醺，若即若离，似远还

近。”——《菜根谭》

杭州灵隐寺内，挂着

这样一幅对联：“人生哪

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

称心。”语言朴实无华，

却饱含人生哲理，道尽了

人生。

万事只求半称心，意

味着做人要知足常乐、随

遇而安。林语堂先生说，

这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

健全的生活理想”。对

此，我也非常赞同，“万事

只求半称心”应该成为人

们的一种生命状态与生

活追求。

现实中，人们常常会

因为自己拥有美好事物

而快乐，也常常会因为失

去一些东西而郁闷甚至

悲伤。我们生活在这个

世间，财富、智慧、健康、

长寿，哪个人不想求?但

又哪里能事事如意？儒、

佛、道因此都劝人“知

足”，劝人“修身心”。人

活在这个世上，确实需要

修身心，养性情，特别是

要修一颗善心，修一副菩

萨心肠，才能让自己的心

灵溢出芬芳，像花香，像

酒香，像檀香。这样的生

活，才能达到生命的较高

境界。而修心当以净心

为要，修道当以无我为

基。过去事，过去心，不

再纠结；现在事，现在心，

随缘即可；未来事，未来

心，何必劳心。

从古至今，有很多只

求半称心的人，如先秦逍

遥自在的庄子，东晋著名

隐士陶渊明，唐代山水大

师王维，明末清初多才多

艺的张岱…… 到 了 近

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

文学家、戏剧家杨绛，在

修身养性、淡泊处世方

面堪称典范。这位活了

一百零五岁的世纪老

人，原本出身于名门望

族，自从嫁给了钱钟书

后，却过着漂泊不定甚

至凄风苦雨的生活。她

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说

过：“得到了爱情未必拥

有金钱，获得了金钱未

必能拥有快乐，拥有快

乐又未必能享受到健

康，即便是拥有健康，也

未必一切如愿以偿。”是

的，人生不可能太满，不

可能事事如意，万事只

求半称心即可。

杨绛在的回忆录《我

们仨》中写到——“人间

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

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

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

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

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

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

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

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

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

还在寻觅归途……”这位

从容淡定的老人，直到一

百零五岁高龄，才安详地

离开这个世界。

当代中国，人们物质

生活日益充裕，精神生活

却日渐迷惘。因为物质

越丰厚，人们的欲望也越

多，内心越易浮躁，灵魂

也越难安放。这几年，全

社会都在谈“不忘初心”，

在我看来，“不忘初心”和

“万事只求半称心”颇有

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

要求做人要知足常乐，保

持良好的情怀与品性，不

忘从业、做事的初衷。

只求半称心的人，最

懂得欣赏，一杯茶也会品

出云淡风轻，一朵花也能

赏出绝妙风景。只求半

称心的人，也最懂得珍

惜，能平静地接受眼前的

一切，于尘烟中见朗月，

在百花中寻芬芳，活得如

山泉般清澈透明，走得如

太空漫步般潇洒从容。

他们决不会负累前行！

他们常在内心修篱种菊，

不管岁月如何风云变幻，

他们的生活总是知足而

平和，于简单中书写生命

的最美……

当然，“万事只求半

称心”和凡事尽心尽力并

不矛盾。“半称心”并非消

极无为，而是人心成熟后

的一种豁达与智慧。“半”

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心

灵状态，一种人生智慧，

一种处世哲学。

我们的人生，一忧一

喜皆心火，一荣一枯皆眼

尘。静心看透人间事，千

古不做梦里人。

花看半开，酒饮半

醉，万事只求半称心，月

到月半分外明！人生苦

短，没必要和生活过于

计较。修炼一份淡然的

心态，一切随缘，不为难

自己，不勉强他人。无

欲者方可自清闲，心宽

者才能享安乐。尽己

力，听天命。无愧于心，

不惑于情。顺势而为，随

遇而安。如此一生，岂不

甚好。

作者系深圳市亚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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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只求半称心

【旧地新天】

朋友，你听过雨吗？你感

受过听雨时那份内心的无我

吗？

曾几何时，我爱上了下雨

的日子，更爱上听雨的时光！

听雨，只需要一颗闲情的

心，就可以在下雨的日子感受

一份宁静之美，无我之境。

春天的雨，温柔得如同江

南的女子，总是莲步缓缓，生怕

脚步快了影响了自己的婀娜。

当它悠悠地飘扬在天空，细细

如绣花针，密密如牛毛。这时

候，如果你能够放下手头或心

头的事，坐在窗前静听，就能听

到一阵仿佛是蚕儿吃桑叶的沙

沙声，既均匀又有一份诗意。

而你听着那雨，内心也会漾起

喜悦，能感受到春雨贵如油的

欢欣。

夏天的雨，不再是细雨，而

多是瓢泼大雨。这时候听雨，

手边需握一杯咖啡，或者一杯

香气四溢的玫瑰花茶，雨水不

再是滴滴嗒嗒的声音，而是急

切地、重重地落在、砸在屋瓦

上，让人悚然而惊。在雨滴敲

击树叶、敲击窗户的时候，心灵

会失去听春雨的平静，而多出

一份豪迈，让你突然觉得时光

易逝，红颜易老，人生激越，正

宜昂然向前。

秋天的雨，没有春雨的浪

漫和缠绵，没有夏雨的狂放与

不羁，有的只是簌簌而落。这

时候听雨，乐观的人会觉得秋

雨也有一份浪漫之气，既美丽

又缠绵；而悲观的人听秋雨，心

头多是烦忧，他会觉得雨有萧

瑟之气，平添一丝落寞。

冬天的雨，让人体会最深

的是一份彻骨的冷,透着料峭

的寒。最好烧一盆炭火，坐在

火炉前，在温暖中享受着冬雨

带来的思考。冬雨，基本是漫

不经心的，有点随心所欲。落

下时，轻轻地，仿佛怕吵醒了

谁。一滴滴的雨水，仿佛滴到

心上，心里会突然生出一份牵

挂，家乡的父母年事已高，这

样的季节，可曾记得加衣？爱

人出门没有带雨伞，是否会

打湿他的衣衫？而那亲爱的

孩子，谁又在安慰他那迷茫

的心？

听雨，听一份生活的闲情，

品一份独处的快乐，放松平常

绷紧的弦。无论是春雨贵如

油，还是暴雨如注，只要别在

意，所有的雨都会过去，总会有

艳阳高照时。

□刘桂华

听雨
【生活流水】

那年，我们毕业了
【那年那人】

□马亚伟

那时我们总喜欢唱“那时

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

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

眼就各奔东西”，唱着唱着，真

的要各奔东西了。大学校园里

栀子花开了，落了，无数洁白的

花瓣飘飞着，仿佛万千离愁。

那天晚饭后，我和邻座的

男生说起毕业，都伤感起来。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说到入

学时的青涩单纯，说到毕业时

的茫然傍徨。青春、理想，珍

惜、留恋……我们谈了那么

多。其实，平日里我很内向，不

常和男生长谈，邻座的男生也

是很是个内向的人，四年里我

们说过的话，都没有那一天

多。那次的敞开心扉，两个人

忽然觉得心里灵犀。几天后的

晚上，他送给我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毕业后经常写信好

吗”。我一抬头，看到了他眼神

里的期待和伤感。窄窄的纸条

上还写着他的地址，一行小

字。那一瞬间，我似乎有一种

恋爱般的怦然心动。可是，已

经到了毕业之时，我和他，仿佛

两只小船，刚刚有过交集，稍稍

感应到对方的心跳，时光之河

却“唰啦”一下汹涌而来，把我

们冲散了。从此，渐行渐远。

毕业前的那段时间，大大

小小的聚会是我们每天的保留

节目。友情是一杯味道醇厚的

酒，饮下一杯又一杯，回味绵

长。最难忘的是我们两个宿舍

八个女孩的最后狂欢，我们唱

啊，跳啊，快要把房顶掀起来。

到了最后，大家一句话都没了，

只有沉默，只有眼泪。一个女

孩突然说：“好了，不要哭了！

今天我们就约好了，十年后大

家再聚首，到时候我们都带上

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我们的

故事，好吧？”我们都笑了，笑她

真没羞，早把孩子的事都计划

好了。十年后，千山万水的阻

隔，却让我们的约定成了美丽

的梦，不能兑现当初的诺言。

如今，我只能对着青春时的照

片，给孩子讲我们的故事。

毕业前，我们把汪国真、席

慕容的诗集都收了起来，放到

到最底层，手里捧着的都是“交

际指南”或者“职场攻略”之类

的书，企图完成一次从梦想之

巅到现实之路的抵达。但是内

心深处，我们又是多么不愿脱

下蜕变的壳。那只壳里，是个

美丽的茧，纯真，浪漫，无拘无

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段

时光，是生命中的柠檬色，梦

幻，轻盈，青春飞扬。那段人

生，内心豪情无数，有欲上青天

的痴狂，也有聛睨一切的傲

气。可是，这一切都要画上一

个句号，等待我们的是未可知

的前路。多年后，我们散落到

四方，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中坚

力量，但那些青涩的记忆依旧

保留在记忆中。

毕业了，栀子花也落了。

似水流年，我们曾一次次回眸

青春，每一次都泪眼朦胧。往

事如烟，也清晰如昨，回首间，

嗅到栀子花芬芳依旧……

教育民生 教改先声

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