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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一刻 ]
生命的悖论

□姚永刚[ 人生 讲义 ] [ 咬文 嚼字 ]
购书

男士到书店买书，问：《幸福的
婚姻生活》这书在哪里？

店员说：该书属幻想类小说，在
第一排。

男士又问：那《夫妻相处之道》
呢？

店员：属武打类小说，在第二
排。

男士：那《理财、购房要义》呢？
店员：那是妄想综合征，属精神

病类，在第八排。

绝招
一位富婆为拥有一只珍贵的古

代花瓶而深感骄傲，以至于她竟要把
卧室漆成与花瓶同样的颜色。几名
油漆匠试图调出这个底色，但是谁也
没能令那位有怪癖的富婆满意。

最后来了位老油漆匠，他非常
自信能调出那种颜色。富婆允其试
做，结果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油漆
匠于是一举成名。

多年以后，油漆匠退休了，生意
也交给儿子来做。“爸，”儿子说，“有
件事我得弄清楚，您是怎么使墙壁
的颜色与花瓶配得那么绝的？”

父亲回答说：“我漆了花瓶！”

一回头
语文老师一回头，此地空余黄

鹤楼。数学老师一回头，二次函数
对称轴。英语老师一回头，sorry加
上三克油。化学老师一回头，二氧
化碳变汽油。物理老师一回头，一
根杠杆撬地球。生物老师一回头，
试管婴儿水中游。体育老师一回
头，乔丹改打乒乓球。

接吻的定义
几何学教授：接吻是两条

直线间最短的距离。
物理学教授：接吻是由于

心的膨胀造成嘴的收缩。
动物学教授：接吻是雌雄

异体的唾液细菌交换。
生理学教授：接吻是两块

口轮匝肌在收缩状态时并置在
一起。

会计学教授：接吻是一种
信用贷款，因为返还时有利润
可图。

心理学教授：接吻是口腔
期滞留现象。

哲学教授：接吻是小孩的
烦扰，年轻人的狂喜，以及老人
的尊崇。

电子学教授：接吻是正电
子和负电子的相互吸引。

运输学教授：是把爱意由
甲地运输到乙地，产生某些程
度的回馈。

法律学教授：接吻是一种
行为人与相对人间的明示意思
表示。

经济学教授：接吻是市场
供需曲线交于同一点。

数学教授：两人接吻时，是
一加一等于二，二除二等于一，
合而一体。

生理科教授：接吻就是将
两个人体内的病毒互相交流。

解剖科教授：接吻就是让
你互相了解口腔内的结构。

公卫学教授：接吻对于公
共卫生习惯来说是一种不好的
习惯。

有的人嫌自己长得不够漂亮，便不惜一切代价去
整容，结果却是面目全非；有的人嫌妻子不够漂亮，便
在外面“彩旗飘飘”，最终东窗事发，妻离子散；有的人
嫌自己的官职不够高，便不择手段地行贿受贿，结果
锒铛入狱，身败名裂；有的人嫌自己的财富不够丰厚，
便想方设法制假造假，坑蒙拐骗，最终害人又害己……
世上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人的欲望也没有真正满
足的时候，生命中就充满了这样许许多多的悖论。

人生的每一阶段、每一处境都肯定不是最满意的，
生活中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残缺。但是，我们是否值得
刻意地去使其圆满呢？既然生命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
悖论，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做完美的事情，那些不尽如人
意的事情，何不顺其自然，做一个知足的人呢？因为知
足的人，是快乐的；知足的人，不会怨天尤人，不会自暴自
弃，不会自寻烦恼，不会大喜大悲；知足的人，不会欲壑难

平。因为他明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世界，那份淡泊，那
份清静，那份安宁，是很珍贵的。这样的人生，看似平凡，
其实很丰盈，很精彩。

有一则被人反复引用的故事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解：
有一位富翁在电视上播出一则广告：任何人只要

证明自己对生命真正满足了，就可以得到一百万元的
奖金。

广告播出的第二天，前来应答的人络绎不绝。有
的人理由是有个美满的家庭，有的人理由是有份合意
的工作，也有的人说自己获得理想学府的学位，林林总
总，各有各的说法。

尽管如此，却始终没有人能拿到那笔奖金。因为
没有人能满意地回答出富翁的反问：“既然你已经满足
了，为什么还想要那一百万呢？”

富翁的反问让人深思。

民以食为天，北方人尤以面食为天。到了兰州吃
拉面，到了武汉吃热干面，到了郑州，烩面那是必不可
少的。号称“烩面之城”的郑州，放眼望去，烩面馆遍布
大街小巷。那一碗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烩面，那种大快
朵颐的感觉，那份热情细致的服务，带给大家的实在是
一种精神盛宴。

作为河南特色美食烩面，不光外地人对它垂涎三
尺，本地人对它也是情有独钟。我也不例外，对烩面百
吃不厌，那种感觉醇厚而又温暖，就如相识多年的老朋
友。不光是我，周围的朋友或同事，对烩面喜爱的也不
在少数。

记得我还在上大学那会，赶上同学得了奖学金、
过生日什么的，大伙总要从屈指可数的生活费中兑
出钱来庆祝一番。一群人争拥着跑到烩面馆，几盘
凉菜，几瓶啤酒，几碗烩面，对我们是难得的美味。一
大碗烩面下肚，老板又给每人再添碗汤，瞬间，周身立
马暖和了……

还记得来新疆临进火车站检票口时，老婆急匆匆
地赶过来，顾不得擦拭满脸的汗水，就塞给我一个保温

桶。直到上了火车，掀开盖子，一股清香扑面而来，
哇！是烩面。刹那间，心中一股暖流涌上，周身弥漫。
尽管面已经泡得有点发胀了，里面的汤也所剩无几，可
我还是大口地吃了起来，心里默默地说，真香啊。

一碗烩面，那是新婚妻子依依不舍的深情，那是一
切皆在不言中的默契。她和无数的警察家属一样，为
了老公能够放心安心的工作，在一点一滴的生活中默
默地奉献着，付出着……

来新疆的日子久了，很是怀念家乡的烩面。地域
不同，饮食习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新疆尽管饭菜
很可口，可时间一长，大伙都没刚来时的那种热情。支
队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特意托人找来一专门
做烩面的河南师傅，专门给大伙又做起了烩面。大伙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食欲立马高涨了不少。

还记得，中秋佳节支队领导邀请两位新疆老人和
大家一块过节，特意用烩面招待，饭后两位老人竖起大
拇指连连称赞：“好吃！比我们的手抓饭好吃！”

大家都笑了！两位老人笑了！我想，这不仅仅是
烩面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