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在心理学领域的定义是：过去经验在

头脑中的反映。我并不谙熟心理学专业知识，
却想借这个专业名词谈一谈我的记忆。因为拥

有超强记忆大脑的人总是让我很佩服，而我总
是间歇性失忆。门外汉的我，把一段时间的经
验情感无法再现头脑，或者更大程度上是不愿

再现头脑导致的记忆不清，叫做间歇性失忆。
很多时候，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会贴着

似有非有的间歇性失忆者标签。
间歇性失忆开始时，我们在揣摩和试探着

忘记。这个阶段我们还不完全是失忆者，倘若

尽量提取原材料，也不必太费力。但进入失忆
持续发展阶段时，再提取原材料便很难，因为

这个时候的间歇性失忆症状愈加明显。失忆是
否受心理因素影响，之前我说过我并非心理学
专业领域的人，所以我无法解答，但从自身来

说：心理可控失忆因素。
早些时候，朋友跟我分享她不太容易和父

母沟通的一个故事。其实倒不是她不善于言谈，
只是可能比起口头表达，她更喜欢文字，而父

母对文字的反应达不到她的预想。她的父母和

众多七八十年代的父母一样，一心为儿女付出，
但往往不善交流。这样的家庭性格构造模式让
她觉得，有时候说话有点吃力。朋友给我分享
的时候一开始显得有点泄气。实在话，我也泄
气，我也不善去和父母相处，我更不知道该如

何去开导她，一定程度上也是开导我自己。
恰好我听到失忆这个名词，恍然大悟。我

反思为什么我们觉得沟通寸步难行。大范围来

讲，我们都处在间歇性失忆阶段，我们好像忘

记父母是怎么教会我们长大。而我们

却选择忽略父母，标榜自己观点独
特，以年龄差距掩盖事实的我们，成

了间歇性失忆者。
再想拾起以往的回忆，好像比较

难，泛化概念就是与自身观点不磨
合、不尽同的人沟通都不会简单。失
忆症常常突发，不会记起任何人的
好。一个在前九天都给你送水的人，
倘若在第十天不给你送那杯水，记忆

就无法保持延续前九次，间歇性失忆
在这里充当的是选择退出。

事物具有两面性，间歇性

失忆在很多时候也很有必要。
人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在大群

体环境下，大部分人会一段时
间拼了命地想努力，一段时间
也跟丢了魂一样想偷懒。

刚好这几天和一位朋友
也交流到这个矛盾的问题。间

歇性失忆会让我们回归平静，
重新考虑问题，从矛盾中找到
一个平衡点。举个例子，A 想
去参加一个比赛，想去锻炼自
己，又害怕自己没经验，害怕

自己能力不够，A 选择间歇性
失忆，忘记压力，忘记这个比
赛，选择自身，问自己答案，从

外化到内化，答案就这么清楚
地摆在 A 的前面了。

进一步也好，退一步也
罢，始终有个答案摆在那里。进一步是成功，退

一步是沉淀。想想，间歇性失忆并不是何时都
自动退出，它还有自动激励的功能。

王小波说生活要有仪式感，提醒我们记住

身边的温暖，始终怀有一颗谦逊的心去对待世
界；颜陌说有些回忆不能记起，那么就选择性
失忆，也是提醒我们要包容这个世界，忘记一

些和我们相悖的东西，去寻找相向的平衡点。
如果间歇性失忆者记住了温暖，忘记了沮

丧失败，找到了相向的平衡点，那我想这类人

会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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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老师！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做，那他
会错吗？”

“小明，什么都没有做，怎么会犯错呢？”
“那，如果是我的作业没做呢？”
什么都没有做，也就不会出错。这是前辈们

总结了千百年得出的经验，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

学。所以才会有“各家自扫门前雪，谁管他人瓦上
霜”，又有俗语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样的思想烙在了我们的骨子里，写
入了我们的基因中。

许多人从小就接受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教育。

小学时，学校的走廊里悬挂的满是名言警
句。“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载着不满的人前进”是
我最难以理解的一句。“‘不满’是一个充满贬义

的词汇，它代表着凡夫俗子们不尽的欲念，总之
就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可是为什么鲁迅先生会
认为‘不满’的人还可以前进呢？”我暗自好奇了

许多年。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成语是“知足常乐”。

就这样，我一路长大。可也只是长大，谈不上

什么成长。我没有志在凌云的少年心性，没有坚

韧不拔的优良品质，更不敢在人前表现自己，甚

至不能够大声呼喊。为此自然是成绩不佳、朋友
不多，一身胆小怯懦。

直到那一年，我十五岁。我硬着头皮，大着胆

子报名参加了高中学校的活动“青春讲坛”。这是
一个演讲活动，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说来可笑的

是，那时我选的题目是《清净》，以佛经开篇，全篇
舒缓，毫无激情。我为此准备了两个月之久，六七

千字的稿子让我背得滚瓜烂熟。可是真正站在讲
台上，面对几十名外班的同学，我还是慌了，无数
次的串行、忘词，还打乱了 PPT 的顺序，再加之

内容的平淡无奇，弄得满座的同学们昏昏欲睡。
如今早已记不清当时是如何溜下讲台的，但我可
以断定，那是我最糟糕的一次演讲。

不过，也正是那
次自不量力的演讲，

甚至是可以称之为
败北的经历，让我爱

上了演讲，爱上了登
台，也爱上了众人的
目光；让我学会了沉
着，学会了勇敢，也
学会了翼博长空；让
我改变了胆小，改变
了怯懦，也改变了佛
系思想。

我忽然明白，什
么都不做，只与自己
相处，虽然不容易
错，但会让我们的生

活缺少经历，让我们的人生难以成长。

既然厌倦了过去，就向更好的自己出发。
大学以来，我参加演讲比赛，参加辩论比赛，

加入学生组织，担任班级干部。在黑夜中兀自沉
思，在人海前毛遂自荐……

也有人会问我：“你做这么多事，有什么

用呢？”
有什么用呢？中华上下千百年来，“国泰民

安”即历代君王与黎民百姓的共同追求，“鸡犬相

闻，老死不相往来”才是先贤心中的理想乡。

不，不对！正是因为对现状的不满，中国才能

不断进取，在神州大地上屹立不倒；正是因为曾
经看过嘈杂，才会有周国平的三重境界。

到了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知
识的共享，读万卷书越来越容易，行万里路也就
愈加重要。而我们处在包容性较强的大学，恰逢
最输得起的青春年华，更要勇敢追求，不畏山高
路远、道阻且长，不问结果如何、成败与否，只求

曾经拥有。
我的恩师曾告诉我：“人永远没有机会去证

明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因为人生没有回档。”我

不知道我做的一切有没有用，但是我清楚地知道：
若我未曾勇敢，我不会有“仰天长啸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的轻狂；若我未曾奋战，我不
会有“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的豁
达；若我未曾失败，我不会有“江东不是无船渡，

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执着；若我未曾遇见，我不会
有“金河一去路千千，遇到天边更有天”的谦逊。

若我未曾消沉，我不会有“醉酒狂歌空度日，飞扬
跋扈为谁雄”的反思！

不要问“为什么我知道很多道理，还是过不
好这一生？”

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
为如若未曾经历，隔岸观火的人永远无法明白起
火的原因，只有置身风暴才能找到风眼所在。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

有一个上古的魂灵，在天地间云游了千万
年。看过盘古开天，目睹太公封神，游览名山大
谷，飞过江洋河泽，走遍了六合八荒。终于，十八
年前的一天，魂灵感到不甘了，他不甘心这美丽
的世界只允许自己观望，便祈求上苍，许自己一
世人间。

“人生一世，不足百年，青春菁华，万分短暂。
你可情愿？”

“愿。若我未曾，决不罢休。”

“也好。”
魂灵点了点头，神明掐诀念咒。魂灵消散的

同时，一个孩童诞生了。

孩童不知道自己和魂灵有什么关系，但他冥
冥中觉得，这一遭，一定要拥抱这个世界，拓宽自
己的眼界，尝试更多的可能。

算下来，这个孩童应该与我一般年纪。我也

觉得，世界就摆在我面前，等我雁过留声。我们不
能甘于只是观望，否则莫要说十八岁，纵有八十
春秋之高，也只是在重复同一天的生活，循环了

几十年之久，有何意义？所谓“人不轻狂枉少年”，
趁着年轻，请勇敢地向毫无新意、未曾做过自己

的生活说“不”。
莫要待到青春不再，才恍然发现自己未曾拥

抱过这个世界。既然这个世界号称是多元化的世
界，那么我们就要去尝试闯荡世界，实现自己的
诺言。

也许这一切不会让我们突然间变得更优秀，
也许遍体鳞伤惹人笑眼。但我曾努力过、我曾奋
斗过、我曾偏执过、我曾轻狂过、我曾哭笑过。这

些无不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我曾经来过。我才会
觉得生逢其时，我未曾后悔过。

若 我 未 曾
苏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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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习惯的养成真的需要 21 天吗？
不知你是否曾经认真地坚持过 21 天，却在
第 22 天的时候突然放弃了？自律很难，因

为自律就是我们在和自己的天性做对抗。
当我们遭到别人质疑的时候，才终于明

白了自律的可贵。我们开始反省自己，如果

当初我能够……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的生活
中不存在质疑、不存在责备、不存在竞争，
我们可以过着一种风平浪静的日子。一切

按部就班，不会有横生枝节的可能性。那么
我们也就不会焦虑、不会失落、不会慌张与

忧愁。在没有变故的日子里，我们每天只需

要解决好基本的生存问题，一切就都完美
了。可是这样的日子终究还是平淡乏味了
一点。生活没有“如果”，亦没有“假设”，所
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

学习普通话的经历对我来说可谓是一
部血泪史了。我口音很重，平翘舌不分，前
鼻音、后鼻音弄不明白。总之，语言中那些

应该区分的，我无疑是全部躲避掉了。说来
我还真是有些佩服我自己。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上了一节语言课。
那位老师的声音非常动听，为什么呢？因为
他是专业配音员。倒不是想让自己也能拥
有如此好听的声音，这不太现实；一个人的
音色即使能改变，那也只能做小小的改变，
若企图有大的改变确实是比较难的。

那我为什么突发奇想的想要改变自己
呢？一个字———怕！怕同学们笑话我的普通
话，怕别人听不懂我说话，怕自己面试的时
候因为普通话而遭到嫌弃……

我很感谢这起初的怕，因为到现在，我
已经把每天练习普通话当做我的生活必需
了。好的习惯养成真的需要 21 天吗？我们总
是拿一个时间段来约束自己、欺骗自己，以
为完成了这段时间，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

了。我们每天给自己制作计划表，哪个时间
做什么，安排得满满的，小到每一分钟也不
放过，可是也许我们从心底对它却并不感兴
趣。21 天真的就养成好习惯了吗？事实上并
非如此。其实我想这个时间的约束并非是想
把我们框定住，而是想让我们先培养起兴
趣，而后养成自律的好习惯。

说来你也许不信，曾经有一段时间，每
当我路过一块广告牌，一个商家店铺，甚至
路口的交通指示牌，我都会停下来读一读再
走。每天我都会拿着手机练习普通话，第一
次过不了二甲，我就反复地读、再读，直到我

得到二甲。到现在为止，软件上的文章，我已

经大部分可以熟练地背诵下来了。不过你不
要认为我普通话变好了，其实我还是很差。

但我现在听到的评价是“感觉你普通话最近
变化挺大的”。对此，我会付之一笑。

毕达哥拉斯说：不能约束自己的人不能
称他为自由的人。规章制度、秩序准则那不
是自律，那是“他律”。如果我们长期处于一

种被动的“他律”状态，长此以往，不仅会消
磨我们的信心和乐趣，甚至有可能会让我们

自己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我们的自律
并不是让一大堆规章制度来层层地束缚自
己，而是用自律的行动创造一种井然的秩
序，来为我们的学习生活争取更大的自由。

我们缺乏的不是自律的能力，而是一种
动力与兴趣，一种可以为了某件想做的事可
以付出的时间与经历。如果我们有这种欲望

与需求，那么自律对我们而言就只不过是前
行道路上的一种习惯。

一切迂回的道路都不会只是徒劳，相信

自律的力量是无限大的。既然我们做不了擂
台上的擂主，那我们就做台下的积蓄者，不
停地充盈自己，不停地积蓄力量。

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有与擂台
上的霸主平视的勇气与力量。

自 律 真 的 难 吗
庹 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