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里孔老夫子教我们
要引以为戒，不要“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整天没事做，没话
找话说，尽说些无聊话，说了等
于白说的废话。

犹记得小时候看李翰祥导
演拍的黄梅调电影《梁祝》，有
一幕是学生在学堂里摇头晃脑
地念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老师临时抽考：“饱食
终日，下一句是什么？”笨笨的
马文才答不出来，竟冒出：“就
不饿了。”台下观众爆笑，这就
是典型说废话引来的笑话。

但是生活中我们说废话
的几率越来越高，似乎有“世
人都晓扯皮好，不费力气不费
脑”的趋势，许多人喜欢用废
话来对应日常生活的沟通，是
年轻人对应资讯时代无用消
息的反击？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废话
有其正面的意义，因为语言本身
不仅仅是传递资讯，还有很强
的社交属性，一个人不会说废
话、场面话，就等于不会说话。

我们在与人交往时，不要
用目的性太强的语言，这样才
容易让人亲近。但信息量等于
零的废话又令人莫名其妙，譬

如“在我忘记之前，我一直记
得”“这手和巴掌一样大”“我能
活到我死”“七日不见，如隔一
周”“股票规律找到了，不是涨
就是跌”，等等。

形容说废话有各种说法：
耍嘴皮子、鬼扯、胡说八道……
有人惯用废话回答废话，似乎
更符合年轻人爱开玩笑的心
理，因此形成了另类搞怪的文
化趋势。当一位年轻人被七大

姑八大姨催婚时，他认为最得
体的废话是：“快了，该结的时
候就结了。”

想起我的一个同学从小参
加演讲比赛，老师请专人训练
他，果然到处得奖。

但他自嘲说自己受的是高
度专业的废话训练，听起来内
容好像很具体丰富，实际上很
空洞。包括冠冕堂皇的废话、
言之无物的废话、鸡同鸭讲的
废话、模棱两可的废话、举一反
三的废话、不知所云的废话、故

弄玄虚的废话、于事无补的废
话，等等，凑在一起好像应用得
当，其实还是说了像是没说。

另一类废话该算爱情废
话，有人曾说过：“爱情的副产
品就是废话。”谈恋爱之所以称
为“谈”，是因为两个人在互相
了解的过程中，就是彼此抛话
题，一来一往慢慢了解对方，逐
渐进入对方的心里。

所以恋爱期间难免要说许
多废话，多到一睁眼就想跟他
聊天，让琐碎的时光也变得诗
意和浪漫起来。

两人说着无聊的话，做着
无用的事，却觉得心里满溢着
一堆爱情，只想听不想打断，从
中感受到了深深的爱。

所谓幸福，就是找到了一
个愿意听你讲废话的人，一边
聊着废话，一边笑成个傻子，从
没有营养的对话中得到无法言
喻的快乐。
“你现在在干吗？有没有

想我？”不厌其烦地问，对方也
耐心地回应。只要有爱，废话
都会听成情意绵绵的温馨，和
一个什么废话都可以聊的人在
一起，那就是世上最好、最舒适
的关系。 吴玲瑶（摘自搜狐网）

人 生

箴 言

好运只是个副产品，只
有当你不带任何私心杂念，
单纯地去做事情时，它才会
降临。

马克·安德鲁斯

名人感悟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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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时候，父亲母亲与我
的关系很深，尤其是母亲。记得
小时候，有一次父亲问我考了第
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就严厉
地问：为什么没有考第一名？我
正发抖时，母亲一把把我抱走，
说：别理你爸爸。我好感谢那样
的拥抱，仿佛把一切我无法承担
的压力都纾解了。

我常感觉母亲有一双魔术
师般的手：我小时候盖的被子，
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人家送我母
亲十几种毛线，她就织成毛衣，每
年过年再把旧毛衣拆了，用旧毛线
织出新花样，便又是一件新衣了。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在
母亲身旁，看她买菜包水饺。不
论买什么菜，她总是会用食指跟
大拇指的指甲，把老的地方掐
掉，把普通的食材变成我们嘴里
最好吃的菜。

美的感受，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在生活上
花了很多的时间，譬如我盖的那
床被子，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
因为那是母亲亲手做出来的。

人类的手，是一切美的起
点。人类五种感官的活动，构成
了美学。所谓美的感受，也源自
你对一个人的情感，对一个地方
的情感，对一个事物的情感。我
的第一堂美学课，其实是母亲给
我上的。我们过去经常会走到
院子里去看一朵花、一片叶子，
做很多没有目的的举动，她不像
其他大人，看到小孩没事做的时
候会慌张。

我尽量学习母亲的这种不
慌张，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每年
四月，羊蹄甲红成一片，上课的
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十八九岁
正在恋爱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
心思听课，我会停止上课，带学
生去花下坐一个钟头，聊天，或
什么都不做。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堂，不
是每天都要如此，而是偶尔要带
孩子出去看花，去听海浪的声
音，让他们脱掉鞋子去踩沙滩，
要让年轻人重新找回他们身体
里的很多的渴望。

蒋勋（摘自《散文大家》）

美的感受,需要时间
周末，我和爱人、孩子驱车

回乡下老家看望母亲，顺便给她
带了两盒老年钙片和一箱牛奶，
老人家岁数大了，让她补补钙。

闲聊时，说到保健养生，我
提醒母亲小心骗子，不要花钱
乱买保健品。这时，心直口快
的爱人提起了一桩往事——几
年前母亲曾被两个老乡说动了
心，凑了1000元，买了几盒“保
健品”，后来发现上当了。这件
事发生后，母亲难过了好一阵
子，我连忙示意爱人不要再说
了，爱人也意识到“失言”，气氛
顿时尴尬起来。

母亲现出迷糊的样子，说：
“有这事吗？我怎么不记得
了？只记得要提防诈骗。”然
后，她转移了话题，聊起我年少
时的开心事，细节都记得清清
楚楚，全不像容易忘事的人。

母亲身子骨硬朗，精神头
也好，爱说爱笑，可有一个“小
毛病”，就是经常会“选择性遗
忘”。好事，年月再久远，她都
记得很准；不好的事，特别是非
常糟糕、特别闹心的事，她很快
就忘记了，你再怎么提醒她，她
都是一副糊涂状，连连摇头，或
者转移话题。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其

实是母亲的一种生活智慧，她
不是记性不好，而是有选择地
“遗忘”，不好的事，不往心里去。

说起选择性遗忘，母亲总
结道：“人这一辈子，经历的事
这么多，如果事事都往心里放，
都记入脑子里，心和脑瓜儿还
不被撑破？好的事，当然要记
着，不好的事，已经改变不了，
吸取点教训，难过一会儿，就放
下吧，总耿耿于怀，情绪不好，
会生病的。”

我儿子问奶奶：“好的事情
您能记住，坏的事情不记得，您
是怎么做到的？”她笑着回答：
“奶奶呀，脑瓜里有个筛子，像

筛粮食似的，把生活中那些沙
子、石子，还有秕谷、灰尘都筛
掉了，留下的都是颗粒饱满的
好粮食……你看看，奶奶的脑
袋瓜多好啊，活得多么开心。”
我儿子听了，说：“我也要这样的
‘筛子’。”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我记得年轻时母亲就常
“过筛子”，邻里之间相处，人家
的“坏”事她都“筛”掉了，只记
得他们的好事。早年，东邻三
叔常到我们家借粮，只借不还，
但母亲并不计较。我气愤地对
母亲说：“春天的时候，三叔借
咱家的两袋子地瓜干还没还
呢，你怎么又借粮给他？”母亲
嘟囔着：“有这事吗？我只记得
他的好，他家生活负担重，但还
不忘助人。那年你小弟溺了
水，多亏他搭救，要不早淹没
了。远亲不如近邻，大家有难
处时都要互相帮助。”

年岁渐老，母亲的“选择性
遗忘”越来越厉害。她把几个
孩子抚养大，受过的苦、挨过的
痛、流过的泪，那得有多少啊！
但是母亲一直活得乐呵呵的。
每每有人讲起这些付出，她会
说：“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儿，我不记得了。不如多想想
将来的甜，日子才有奔头！”

母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我。咂摸咂摸母亲
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记住
生活的甜，忘掉过去的苦，看着
现在的美，想着将来的好，这样
的人生才有滋味。

如此说来，“选择性遗忘”
也是心灵治愈的一种良方，一
种生活的智慧。

刘琪瑞（摘自《广州日报》）

选择性遗忘

“着力即差”，
是苏东坡临终时
的遗言。什么意
思呢？就是说，凡
事太过用力就落
了下乘。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动
作太过用力，就会僵硬、笨拙，不
连贯、不流畅。跳舞，你太用力，
舞姿就难以行云流水；滑冰，你
太用力，身体就难以行动自如；
穿针，你太用力，手就会因颤抖
而难以把线穿进针眼。

动作不能太用力，心也不能

太用力。动作太
用力，会弄巧成
拙；心太用力，会
事与愿违。一个
人心太用力，就

是心念太盛、贪欲太强，一个不
知满足的人永远得不到满足，一
个贪图享乐的人往往难以得到
幸福。

你看，自然界的一切，不刻
意、不强求、不急迫：花，就那样
自然地开；草，就那样自然地长；
风，就那样自然地吹；水，就那样
自然地流。不做作、不造势，不
着痕迹，行云流水，浑然天成。

人应该从自然界中悟到点
什么，让自己“自然”的成分多一
些，努力去克服自身什么都想
“着力”一番的贪婪。

明月（摘自《思维与智慧》）

着力即差

废话训练

我所在城市有一名业余羽
毛球高手，人称“耐打王”。他
是个六七十岁的干瘦老头，据
说早退休了，然而精神矍铄。

他打球并不凶狠，但步伐
好、防守好，不管对手怎么杀、
怎么吊，落点怎么刁，他总能防
起来，且主动失误很少，发挥非
常稳定。不少年轻高手喜欢挑
战他，但大多败北，
事后都叹服，说没
想到一位老人那么
“稳阵”（粤语“稳
重”的意思）。

我发现，大部分羽毛球初
学者喜欢暴力杀球，“嘭嘭嘭”，
一拍钉死，但不怎么重视防守，
毛里毛躁，失误多。而高手的
明显特征就是技术全面，动作
稳定。正如“耐打王”，他靠
“稳”，常累趴对手而获胜。

我很喜欢与“耐打王”搭档
打双打，因为他跑动快，懂补

位，多半会赢球——大家都爱
死他了，呵呵。

想一想，“稳”，还真是个人
生关键词。正所谓行稳致远，
一生能不能做成点事，往往拼
的不是速度和锐气，而是“稳”
住那口气的坚韧和耐性。

我观察有这样一类“稳”
人，看起来既不帅气也不漂亮，

既不显才也不多
金，不争不抢不出
风头，办事不紧不
慢又有条不紊，说
话从不高声大气，

但周围关系处理得和顺，无声
无息间妥妥地成了事业和生活
的赢家，真是“稳”得优雅，“稳”
得漂亮。
“稳”人，意味着心智成熟，

性格定型，做人做事有章法，一
切可预期，借用流行语，就是人
“靠谱”。

陈中奇（摘自《意林》）

稳

国王死
了，王后也
死了。

这句话
非常客观地陈述了两个事实，
有开端，也有结局，但少了过
程，便称不上故事。国王死了
和王后死了都是“事件”，两个
事件罗列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常
说的“流水账”。

但试着将这句话稍加扩
充，情况马上不一样了：国王死
了，王后因为悲伤也死了。

两件事因为因果关系被串
联成了一件事，而这种陈述比
刚才的客观陈述传递了更多信
息，也多了让人唏嘘的情绪：王
后离世是因为悲伤啊。

其中的关键在于“因果”。
有了因果关系，事件就成了
“情节”。

情节，是构成故事的重要
因素，它往往是一个有因果关
系的事件团。诸多情节叠加，
就组成了故事的“过程”。我们
可以试着继续扩写：国王死了，

小王子继承
了王位。但
因为小王子
尚未成年，

国王留下遗嘱，让王后摄政。
可王后向来不问政事，毫无经
验，因此大臣们不希望王后摄
政，便想方设法阻挠，并成功说
服一向讨厌受母亲管束的调皮
王子，不准王后摄政。王后失
去了丈夫，又被儿子嫌弃，因悲
伤过度去世了。

这个段落中，有不同因果
的四个情节，每个情节环环相
扣，因此它可以被称为一个故
事。虽然它远远谈不上精彩，
更像是一个故事的概述。但通
过这个扩写，已经足够让你明
白“事件”“情节”和“故事”的区
别了。

故事是过程，一个具有因
果逻辑链条的过程，情节保证
了这个过程的延宕和推进，事
件则让故事血肉丰满。

黄磊 韩志鹏（摘自《会讲
故事的人都这么讲》）

事件不等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