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的快乐比痛苦少得多，但
正是这些很少的快乐支撑着我们对
抗痛苦，给我们以希望与期盼。快
乐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痛苦则
具有持久性，可以延续数月数年甚
至一生，对于天性敏感的人来说，人
生似乎全是痛苦。当我们意识到自
己的愚蠢与无知之后，才能正确对
待生活，这也是一种对痛苦的解脱。

痛苦具有非凡的价值

人人都有逃避痛苦的倾向，但
很少人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痛苦，因
此大多数人的心理都存在缺陷，真
正的健康者寥寥无几，认识到了痛
苦真相仍然热爱生活的人更少。有
人宁可躲藏在头脑营造的虚幻世界
里，甚至完全与现实脱节，这无异于
作茧自缚。

其实，人生的痛苦具有非凡的
价值，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因，
没有痛苦就没有社会进步。要勇于
承担责任，敢于面对困难，才能使心
灵变得健康。有人说，人的一切痛
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
怒。痛苦是内伤。要想不痛苦，就
要不断矫正内在的失衡，提升自己
的能力，做到内控内调内养，“天人
合一”“中庸平和”，在学习中成长。

人的一生都处于成长中，永远
不可能真正成熟，因为世界变化太
快，你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贵在坚
持，不在瞬间。因此，要活到老学到
老，学习是终身大事。通过读书学
习，在充实自身过程中消减痛苦。
许多痛苦是因为读书太少，想法又
太多。如果把书读透了，也不会有
痛苦。

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痛苦在于不畅通。血脉不畅，肉体
痛苦；思想不通，精神痛苦。人生最
为痛苦之事就是没有认识自己。解
除痛苦关键在于解心结，想通了，放
下了，也就不痛苦了。

人的社会角色就是穿上服装演
戏，穿什么服装演什么角色，卸妆后
就是本人真身。通常，生命走到尽
头，人的面具才被摘下来，人间的真
相才被看清楚。财富和地位不是衡
量幸福的标准，没有钱的平民往往
更幸福，幸福在民间，幸福在自由。
拥有丰富内涵才幸福，自身得到社
会尊重的人才幸福，那些能从自身
获得乐趣的人才幸福。幸福在内
身，不在外部，更不在演出服装上。

丰富的内涵，健康的心理，良好
的身体，友善的环境，是构成幸福的
要件。外在环境只是一种感官的刺
激和催化，并不能决定自身的幸
福。皇帝有自己的痛苦，乞丐有自
己的快乐。人生从戏剧开始到悲剧
结束，中间是“闹剧”。但要大“闹”
一场，扬长而去。

人生痛苦的几条规律

要解决痛苦，必须解决失衡，恢
复平衡。但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
是常态、永恒的。所以，痛苦具有长
期性、终身性。解决痛苦的重要手
段是“开放”，与外界接触，让外界物
质、能量输入自体，把自身的不良资
源抛出去，失衡就成为平衡。

人是社会动物，只能在群体中
生活。封闭会萎缩，甚至死亡。开
放就有活力、生命。吃喝和排泄，就
是开放的表现，有新物质进入，有旧

物质排出，新陈代谢。人能生存，是
因为有新陈代谢。要消除痛苦，必
须有新陈代谢。让自己与朋友多交
流，排除存渣，吸入新资，心情就会
变好。

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说，
人体是远离平衡态的有序体，是典
型的耗散结构，只有保持开放，不断
地进行新陈代谢才有生命活力，才
能生存和发展下去。有些人，长期
自闭，不与外界交流，最容易产生痛
苦。让自己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成
为大自然的一员，气场和胸怀就变
大了，就没有痛苦了。胸怀博大，海
纳百川，也没有痛苦。从实践中可
以总结几条规律：

永存定律——每个生命都想永
远存活并不断繁衍壮大，比较和竞
争让痛苦永存。

恒等定律——人生是常数，痛
苦等同于快乐，有多快乐就有多痛
苦；有多痛苦就会有多快乐，但不一
定同步。

动力定律——欲望有多大，失衡
（差值）有多大；失衡有多大痛苦就有
多大，痛苦有多大动力就有多大。

常态定律——平衡是暂时的，
失衡是经常的，因此人生痛苦多于
快乐。

开放定律——开放的人生才有
活力，有前途，封闭没有希望，必定
衰减消亡。多交流多沟通，可以减
少痛苦。

反比定律——如果没有看透人
生本质，那么知识越多，敏感度越高，
痛苦阀门值越低，越容易痛苦；知识
越少，敏感度越低，痛苦阀门值越高，
抵抗挫折能力越强，不容易痛苦。

前后定律——人的前半生主要
是寻求幸福，常常为无法满足自己
的欲望而痛苦；人的下半生才明白，
一切幸福都是自我感觉，人生的胜
负取决于下半生。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把解除痛
苦的责任推给“上帝”。其实，“上
帝”一直都不存在，只是人类一厢情
愿的幻象。尼采说过：上帝已死。
这说明，能解救人类痛苦的只有自
己，没有其他主体。

中国人信仰祖先，所以把祖先
供奉在祠堂，注重从古人那里学智
慧。从盘古开天起，人类就处在苦
难当中。野兽、洪水、寒冷，都可以轻
而易举夺去人的生命。人类经过数
百万年的努力，才学会了建造房子，
学会了医术，人类的痛苦才算缓解了
许多。 即使到了今天，所有的努力
也只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一些。

科技的发达，至少延续了人类
的生命。但人总有一死，这是无法
根除的痛苦。从基因诞生起，死亡
也伴随而来。人的一生，就是不断
走向死亡的过程。如果你不怕死，
也就无所谓痛苦。

苏格拉底面对死亡十分愉悦，
他说，死不是坏事，死了就没有了感
觉，还可以见到古诗人。

人类的死亡违背了基因生存和
繁衍的本质，这是痛苦的根源。肉
体无法永生，只有基因可以延续。
如果有那么一天，科技能把我们的
生命移植到一块永不损坏的芯片
上，那么，这个不死的世纪，将是人
类痛苦消失的世纪，在这样的世纪，
只有快乐，而没有痛苦。我们期待
着这一天！

人的痛苦从哪里来？（下）

□李后强

“走，幺哥儿，今天跟我一起上街，
买新衣服！”儿时，过年前夕的那个赶集
日——腊月二十八，父亲总要上街去置
办年货。而我也会屁颠屁颠地跟着父
亲，因为父亲总要给我买件新衣服过
年。用父亲的话说，再苦再穷，过年总
得穿上一身新衣裳，否则这一年就算是
白混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买新衣服过年这
一传统逐渐成为记忆。进城工作后，受
岳母岳父的影响，这一旧俗在我家又重
新提起。

按照惯例，过年前一周，外出工作
的大姨、大姨夫回来了，老婆的工作也
告一段落。于是，我们两家人和岳父、
岳母一大家子就约好抽一天时间逛逛
年货市场，对联、彩灯、窗花这些是必须
置办的，还有糖果、零食、水果、烟酒这
些也不可或缺。等把年货塞满车子尾
箱后，岳父一声令下：“走，买衣服去！”
大家就跟着他辗转于服装市场。

这个场景特别像儿时我跟在父亲
屁股后面，在老家的场镇上穿行的模
样。有点区别的是，那时我必须用双手
拽住父亲的衣服，生怕走丢了，因为赶
集的人几乎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

购置新衣是个折腾却幸福满满的
过程。岳母比较传统，总觉得服装店衣
服不合身，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往往要
寻找卖布料的地方，买好布料后再找制
衣店量身定制。岳父对衣服的品质有
所讲究，但因身材稍胖，且略显矮小，所
以选择一件中意的衣服需要花不少时
间。老婆和大姨喜欢货比三家，且对衣
服的品质和价位，几乎要经过数学方程
式的精准比对，所以成功入手一件衣服
的时间往往不短。我和大姨夫比较耿
直和随意，只要上身效果可以，一般逛
不了三家店就会乖乖掏钱。儿子和外
侄女，虽说有自己的选择倾向，但是在
我们一家人的综合意见下，他们也会很
快入手满意的衣服。买衣服那天，最迟
早上6点半就得起床，心急火燎地吃完
早餐就出发，否则到晚上八九点也不一
定能确保所有人的新衣全部到位。

几年下来，我们的足迹遍布泸州的
大街小巷，从况场街道到招呼站李子
林，从回龙湾到水井沟，从王氏商城到
万象汇……卖衣服比较集中的地方，我
们都会转转。

去年，因工作原因加上疫情的影
响，我家没有组织集体购置衣服。但是
在腊月尾上，岳父还是电话提醒我：要
过年了，你们还是要去买一件衣服哦。
仔细想想，买新衣过新年，确实是不错
的习俗，不能因为特殊原因而放弃，我
当即答应了。于是，我胡乱在网上搜索
了一件羽绒服，下单购买。结果，衣服
到了之后，一看质地和做工，完全和我
们此前精挑细选的不在一个“频道”
上。老婆埋怨说：“让你安排时间去买
衣服，你总说工作忙，你看看这个衣服，
怎么穿得上身去过年？”

前两天，我和老婆商量，“买新衣过
新年”这个大事今年又要提上日程了，
大家都应该穿得整整齐齐、打扮得漂漂
亮亮，以崭新的面貌良好的精神状态辞
旧迎新。岳父知道我们的打算后，表示
赞同，说等大姨夫他们回来一家人集体
去买，今年一定买套最好的，奋斗了一
年，是该享受享受了。

其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于我
来说，买新衣过大年象征意义已经大于
现实需求。但是想想，一大家人停下奔
跑的脚步，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叙
叙来年打算，一起热络逛街的热闹情
景，也不失为一件开心的事情。

买新衣过大年
□曾永强

周末回老家，亲戚送我一大袋
咸菜，鲜香扑鼻，让我想起母亲生
前腌制的咸菜。

我的家乡在大竹县，有山前、
山后之说，老家在山后，与山前的
咸菜有别，山前称山后的咸菜为

“浸水咸菜”。这浸水咸菜，是山后
众多菜品中的一绝，更是母亲的拿
手绝活。每年春节后，母亲都要腌
制几大坛咸菜，原料就是自家地里
栽种的青菜。母亲腌制的咸菜，色
泽金黄，手艺无与伦比，盖过乡邻。

每年过了正月初一，母亲就开
始忙碌了。先是将地里的青菜采
回来，堆在院坝里，用竹刷把每兜
青菜由里向外反复清洗干净，再用
篾条将青菜穿串起来晾晒。待到
青菜四成干时，取下放在簸箕里。

之后，母亲会把晾干的青菜切
成小块薄片，用食盐、生姜、花椒、
辣椒粉等调料按一定比例混合搅
拌均匀，装在土陶坛里，封口罩上
盖。一个月后，腌制的咸菜就可食
用了。

母亲做的咸菜有形，有色，有
味，辣椒粉裹在上面，红里泛青，
青里透红，色泽诱人。吃在嘴里
香喷喷，脆生生，辣中带麻，麻中
有辣。尝过母亲咸菜的人，都会赞
不绝口。

咸菜的鲜香伴我度过饥饿的
童年。考上初中后，我来到离家近
10公里的石子中学读书。每周星
期天下午返校，母亲都用塑料瓶装
满咸菜，作为我一周的辅助菜肴。
她做的咸菜，为我的初中时光增加
了一味调味剂。

三年后，我考上高中。由于路
途遥远，我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每次返校，母亲不改初衷，用瓶子
盛满咸菜交给我。每当我在宿舍
里把咸菜瓶打开，鲜香总会引来室
友的争抢，即便睡觉前也会偷吃一
口。在高中的青葱岁月里，母亲做
的咸菜成了我的精神寄托。

上了大学，离家更远了，我十
分想念母亲做的咸菜。每次放假
回家，母亲都会为我准备更多咸
菜，以解我对咸菜的相思。

这些年，我吃过不少咸菜，如
菜摊上卖的、食店里做的。它们种
类繁多，色泽、形状各异。然而，在
我的味觉中，都不及母亲腌制的咸
菜味道好。

1984年5月的一天，当时的县
委领导率工作组进村调研，中午在
我家用餐，他对母亲做的咸菜特别
赞赏，临走时，还特意捎上一袋。
不久，这事传遍十里八村，不少家
庭主妇还来向母亲讨教腌制咸菜
的“秘方”。

母亲在世时，在灶屋隔壁房间
一角落里，依大小顺序摆放着十多
个菜坛子，每年都要装满咸菜，品
种齐全，有青菜做的，有萝卜干腌
的；有盛满萝卜、豇豆、生姜等做的
泡菜坛，有海带或菜叶包裹的霉豆
腐，还有椿树皮浸渍的咸鸭蛋。

这些坛子，是母亲一年四季为
家奔忙的见证，也是母亲为人处事
的象征。母亲用她那双勤劳的手，
为家人撑起了生活的蓝天。

母亲去世后，我回家的次数渐
少，菜坛无人管理，逐渐发霉变质，
只好扔掉。如今，尽管屋角菜坛荡
然无存，但一想起母亲，我就会想
起咸菜，想起母亲浓浓的爱。

那时咸菜香
□王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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