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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和老公吵架了。仅仅因为一句令人误解的话，婆婆生气，老公
恼。一气之下，芳将往日的“新仇旧恨”翻了个遍。末了，她心灰意冷，电
话中与我哭诉：“没法过了，日子没法过了。”

日子真的没法过了吗？
我摇头好气又好笑，不知不觉和芳聊起同事——王老师。
王老师在两周前查出卵巢癌，晚期，扩散。新近，刚刚做了手术。我

与其他同事一起探望她。没有预想中的悲伤，没有预想中的颓丧，她笑
盈盈地迎接我们。脸色如常，笑容如常，甚至说话的语调也与平时一模
一样。

王老师说：“做了化疗，头发掉得快，几乎掉光了，还好戴帽子也蛮
漂亮！”

王老师又说：“头发掉了，是坏事也是好事，掉落的里面，有很多是
白发。重新长出来的头发，全部黑色，再也没白头发呢！”

化疗后的王老师，端坐着，微笑着，风轻云淡地说着。在常人看来
无法承受的疾病，她竟坦然待之，愣是从苦痛的光阴中寻出当下的好。

临走，我望见她的桌角下，一盆发芽的郁金香。王老师对我笑了
笑，说：“生病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偶尔种种花，挺好。郁金香发芽了，
春天准开花，你说对吗？”

我愣在这样的话语里，久久不能出声。笑容，在嘴角微微弥漫，泪
花，在眼眶水雾蒙蒙。

当挫折、烦躁、苦痛像突兀的荆棘交错而生，是抱怨，放弃，自怨自
艾？还是心平气和地从容，淡然，坦然待之？

生病的王老师给我们这群健康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见过一只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玩。小狗追得快，尾巴也逃得快。无

论它怎样努力，总也追不上。人，有时候就是那只追尾巴的小狗，傻傻
地原地打转，越是追不上，越不甘心，越是不甘心，越纠结，甚而心灰意
冷。如果懂得停一停，懂得换个角度，是不是就会不同？

小时候读书，耳熟能详的一篇课文——《塞翁失马》，让人感慨复感
慨。谁也不能预算明天会发生什么。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祸兮？福
兮？陆游的《游山西村》告诉我们：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即便身处绝境，依然不忘心怀希望。
去了医院。熙熙攘攘的病人接踵摩肩，长长的队伍密密麻麻。排完

一个又一个的长队，终于闯进一个诊室，迎面就听到一个手拿报告单
的医生对着病人家属说：“嗯，恶性肿瘤，需入院治疗……”

听听都会心发冷，当事的人又该如何承受？
这就是生活，真实且残酷。我对芳说，当你觉得日子没法过的时

候，去医院看一看吧。有多少人羡慕你所拥有的东西？你今天的安好，
又是多少人为之努力追求的？

明天与病痛哪一个先来？不知，不知。人在相似的光阴中行走，厌
倦乏味、不以为然，心安理得地以为明天之后还是明天，明天的明天依
然是明天。忽然，有一天，生生截止，说没就没了。才发现，所谓的名利
钱财、苦痛伤心，只是浮云。

朋友的父亲遭遇突发脑溢血，死亡。她在QQ里写下签名：子欲养，
亲不待。

她絮絮叨叨地说，父亲厨艺好，常准备丰盛的菜，等她吃。而她呢？
照例吃得漫不经心。又说，父亲一直想去普陀山拜佛，她一直用工作忙
的借口推脱着。总想着，哪天空闲了，带父亲走一走。没想到，还没等到
那一天，父亲永远地去了。

有那么多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却从不知道珍惜。谁又会想到，明
天也会戛然而止，没有预兆，没有商量，像不容抗拒的祈使句，挂着触
目惊心的感叹号。

电话那一头的芳安静了下来，若有所思。
过了一会儿。芳忽然支支吾吾了，她问，怎么办，我一生气就叫婆

婆回老家了。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吗？
我微微地笑，说当然来得及，赶紧认个错。一家人哪里还能置气呢？
而我，正从医院的机子里打出前天的检查报告单。

“一切正常，不用担心。少吃海鲜与紫菜！”白大褂医生表情温和，
他的话语仿佛阳光，心上舞。

摸了摸左侧的脖子，一个很小的结节。无痛无痒，也无害。如此，终是
安心。从医院出来，春风吹来柔柔的，路人的脸上也写满了春色。这
样，真好！

缺陷和完美是永恒的话题。圆满和完美，人人都向往，但生活中
更多的是缺陷，是残缺。世间因为有了缺陷，才让我们领悟到完美的
珍贵。

古诗词中，有多少的缺和残？
单单一轮缺月，就引得无数的吟唱。从汉代的“三五明月满，四五

蟾兔缺”开始，到唐代李建枢的“一年十二度圆缺，能得几多时少年”，
还有陆龟蒙的“转缺霜轮上转迟，好风偏似送佳期 ”。诗圣杜甫在月
圆时感叹：“未缺空山静，高悬列宿稀”。苏轼是在乌台诗案以后，跌了
大跟头，才对缺月情有独钟。“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是他在《卜
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里的句子，被贬官黄州时期写的。“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更是他的千古名句。南宋的辛弃
疾继续吟咏：“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到了明代，落魄才子唐寅说：

“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他一定知道诗仙在《君子有所
思行》中也吟唱过：“圆光过满缺，太阳移中昃”。进入清朝，富贵公子
纳兰性德又叹息：“碧海年年，试问取、冰轮为谁圆缺”。

除了月缺，还有人缺。“那知今夜，月圆人缺 ”，这是宋代何梦桂
《忆秦娥·伤离别》的句子。更有云缺，杜甫在他的第一首五百字的长
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缺
憾之事何其多也。

不必再一一列举了，缺陷无所不在。美学在宋代发生了变化，有
人认为宋代是古代美学的最高点。他们放弃了完美主义，追求极简主
义，要求绝对的单纯，就是圆、方、素色、质感的单纯。唐朝的美是大红
大绿，到宋朝竟敢用墨来画画，但墨分五彩，墨比彩色还要高，淡雅反
而显得高贵，这是素朴之美。他们还歌颂梅花（唐人喜欢的是牡丹）、
枯木，认为残花很美，枯木也美。裂纹也可以构成美，鹧鸪斑、兔毫、窑
变都是缺陷之美。瓷器的冰裂纹，本来是烧坏了，但宋人觉得这有种
沧桑美，称之为开片。他们用不同火温去烧出开片，本来是败笔、损
坏，换一个角度来看，却变成了美。宋人把缺陷变成了美，他们含蓄内
敛包容，尊重每个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这种思维，影响至今。

苏东坡年轻时，字写得很漂亮，《寒食帖》是他在人生摔一大跤后
写出来的。贬官黄州时，他在书法上就不在意完美了，而是写得很自
然自在。别人说这字好丑，苏东坡就自嘲说这是“石压蛤蟆体”。自然
才显出人性和天性，是人生最高境界，别人来取笑，有何关系呢？

我年少时常自卑于自身的缺陷。我脸上有胎记，很多人劝我去
“点”掉，出生时才半个米粒大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变大。幸亏
母亲从小就跟我说，这是我的特殊记号，即便我被人抱走了或是失散
了，她凭着胎记也一定能找到我。奶奶信佛，说这是观音菩萨留的记
号，会特别地保佑我。奶奶和母亲的宽慰起了作用，我不再记挂胎记
了。但在青春期，我自卑于矮小的个子、浓重的腿毛，心中无比的烦
恼。渐渐的，我接受了现实，认同不完美的我：只要身体健康、心智正
常，这些不算什么。多年后听到张国荣的歌，心有戚戚然——“我就是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永远不够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生活的坎坷让我懂得了进
退。我永远不够完美，我要感谢各种苦难和困惑，让我知晓什么才是最
宝贵的。不完美的我，只有不断努力，才能
做更好的自己。

当下的好
□胡曙霞

缺陷亦是美
□安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