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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出轨更可怕的比出轨更可怕的比出轨更可怕的比出轨更可怕的，，，，是这一点是这一点是这一点是这一点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一

对夫妻去办离婚，工作人员问他们
为什么离婚，女子说：“说不着，结婚
仨月说了头一句话，离婚。”

没有共同语言是夫妻之间最难
以言喻的隔阂，电影中的这个镜头
很干脆，可换到生活中，结婚几年，也
曾有过激情和浪漫，孩子都那么大
了，说没感情是假的，说爱却好像又
不太合适，在同一个屋檐下，更多的
是习惯有这样一个身份，分不开，合
不来。

这是很多中年情感的日常状
态，也是《紫阳花日记》中的丈夫省吾
和妻子志麻子的状态。

省吾和志麻子算得上门当户
对，彼此般配，省吾是一家医院的经
营者，志麻子是端庄稳妥的才女，在
旁人看来他们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可回到家关上门，他们从孩子出生
不久，就早已分居两房，慢慢沦为了
假面夫妻。

俩人结婚已经十五年了，大女
儿上初一，小儿子读五年级，夫妻俩
之间的纽带不再是爱情，而是家庭
和责任，省吾主外，志麻子主内，他们
各司其职，走向了无性婚姻。

省吾一直觉得自己的外遇隐藏
得很深，而且他心中一直觉得，就算
妻子知道了这个人，知道了这件事，
也该体谅自己的辛苦，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得了。

在他发现妻子的日记之前，他
的确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样的快
感，而在这之后，省吾表面平静的生

活下开始波涛汹涌，这本日记里，
清楚而详细地记载着她对丈夫的
看法以及丈夫外遇的蛛丝马迹。

看起来温顺平静的妻子，却
总是有着豹子一样的灵敏，能够
轻易地看透省吾那些蹩脚的谎
言，撕开他虚伪的面具，让他看到
那个虚伪的自己，他无法再对这
件事视而不见，然而他又不能直
白地和妻子谈起，毕竟是他偷看
在先。

从这里开始，夫妻之间正式
开始了少有硝烟的斗智斗勇。

确切地说，志麻子想过离婚，
但仅仅只是想想罢了，从未想过
要真的把它付诸到行动中去，省
吾虽然明确的感受到了自己对情
人诗织的心动和兴趣，却从未想
过要和妻子离婚娶她进门。

其实大部分男人在这件事上
是非常拎得清的，他们明白，有些
事只适合在黑暗下偷偷摸摸，一
旦上了台面，就失去了它本身的
意义。

总是有女人问，男人为什么
会出轨，其实答案就在这里，他们
内心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
子，渴望偷腥的刺激感，不甘于安
定，总盼望更多。

就像《昼颜》中说的：结婚就
是用失去热情来换取安稳，丈夫
只会把妻子当成冰箱一样对待，
打开就有吃的，坏了也不去维修。

在追求一个女人时，男人真
切地觉得自己对她的爱足以盖过

这些欲望，他真的认为自己可以
做到修身养性只睡一个女人，而
当婚姻趋于平缓，甚至是例行公
事，男人也真的是觉得自己受不
了这样的死寂，他们开始为自己
找借口：我辛辛苦苦赚钱养家，我
只是放松一下怎么了？

这个时候，全职太太没有任
何优势，就像芝麻子在日记里写
的：“我们这些全职太太的生活来
源主要依赖丈夫，因而处理和丈
夫的矛盾时，投鼠忌器，顾虑很
多。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在现实
生活中，主动权是掌握在他手里
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哪怕在今
天，大部分女性已经开始走向经
济独立的前提下，女人在出轨这
件事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丈夫
出轨了，别人告诉你“忍忍就算
了，日子还能不过了？”自己出轨，
就容易被千夫所指。

想想身边那些走进中年的夫
妻，你看他们一起买菜一起逛街，
细探之下，原来大多都经历过这
等俗的戏码，只是，真正离婚的有
多少？

于是，男人在出轨这件事上，
往往带一点有恃无恐的窃喜。

话说回最初，我常在深夜收
到倾诉，说自己对老公的感觉已
经不再是爱了，可是出于对家庭、
对孩子、对老人的考虑，凑合着
过，却好像是现实之下最好的选
择。

是啊，哪怕半份爱情都没了，
还有这么多牵绊，更何况大部分
女人都像志麻子，看到老公在情
人那里受了气，自己还会忍不住
有些可怜他。

成年人的婚姻，不再是年轻时
候的恋爱撒娇，哪怕内里已经碎成
一地的玻璃碴子了，表面上、人前时，
还是能够维持平滑和完整。

书里的志麻子就是这样，她
在经历了丈夫出轨，自己生气怨
恨甚至去到丈夫情人的公寓里正
面较量之后，却突然从自己的处
境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丈夫是丈
夫，自己是自己，两个独立的个
体，应该有各自独立的世界。

比起被出轨，更可怕的是女
人为了婚姻将自己封闭在自己一
个小圈子里，而当女人真正意识
到自己的独立时，这一切就都将
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而男人为
什么出轨这个问题，也就不再是
女人想知道的答案了。

现实就是这样，生活越独立、
内心越丰盈的女人，越不惧怕丈
夫出轨，而越是这样的女人，被出
轨的几率越小，她们永远不会成
为谁的附庸。

夫妻一场，无论经历什么，都
是成长，退回到最初的位置看一
看，你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
母亲，你这一生最该做的，是你自
己。

愿你一生被爱，更愿你做自
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

余生余生，，请找一个和你频率相同的人请找一个和你频率相同的人

在海洋中，有一只世界上最孤
独的鲸鱼，它叫Alice。

因为它的频率与众不同，世间
没有任何生物能听到它的声音，与
它同磁共振。

所以，它的悲与欢，只能独自
消化。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游后，
一个研究团队终于找到了和Alice
一样频率的鲸鱼，而它也终于可以
不再忍受孤独。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Alice，终其一生都在寻觅一个和自
己频率相同的人。

只有遇到一个灵魂能与之共
振的人时，我们的生命才终于不再
孤独。

所有关系的变淡所有关系的变淡
都是因为频率不同都是因为频率不同
之前，在知乎看过一个热门话

题：“为什么好朋友之间会渐行渐
远？”

在评论区中，留
下了无数个悲伤的
故事。

有人因为生活
阅历的不同，导致彼
此的远方不再重合；
有人因为距离的遥
远，造成友谊之间建
立一道墙。

其 实 ，归 根 到
底，所有关系变淡的
原因，不过都是频率
不同罢了。

在一段感情中，
如果两个人步伐不
一致，迟早会有一个
人先行离开。

记得看小说《故
乡》时，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鲁迅与闰土
之间的友谊。

在少年时期，闰
土是鲁迅最好的玩
伴。

他们一起在乡
下刺猹、捕麻雀、捡

贝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二十多年后，鲁迅重回故乡，

一直期待着与闰土的重逢。
但见到闰土时，闰土却恭敬地

叫了一声“老爷”。
也正是这句话，才让鲁迅明

白，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太遥远
了。

虽然年少时他们步调一致。
可分别后，鲁迅一直在大步的向前
走，而闰土却留在乡下原地踏步。

慢慢地走过的路，看到的风景
都全然不同。那么，分道扬镳，各
行其路，便成了最后的结局。

不光是友情，爱情也是如此。
在一段感情中，最难能可贵的，莫
过于共同成长。

就像舒婷在《致橡树》中所描
绘的：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
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
里。”

之前，杨绛和钱钟书就是这
样，他们在爱的滋养下，步调一致，
相互成就。

在钱钟书提出创作《围城》遇
到瓶颈时，多亏了杨绛的支持和鼓
励才坚持下去。

后来，杨绛编写话剧时信心不
足，也是钱钟书给予了她最大的勇
气和自信。

就这样，你不追我不赶，默契
地走过了一辈子。

所以，要记住，在任何一段关
系中，只有和频率相同的人在一
起，感情才能走得更远。

频率不同频率不同
注定不是一路人注定不是一路人
在《十一种孤独》一书中，作者

理查德耶茨讲了十一个孤独的故
事。

其中，有一对情侣，在婚礼的
前几天，女孩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和
未婚夫之间充满了陌生。

无路可退的女孩内心满是孤
独与无力，然而她却只能拼命掩饰
自己。

最后，理查德耶茨写到：
“我想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

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
绪，不在同一个频率。”

频率不同的两个人，就像收音
机，频道错位就永远无法倾听到对
方的心声。

即使朝夕相处，也终归不是一
路人。

在电影《碧海蓝天》中，雅克是
一名潜水员，乔安娜见到他的第一
面就深深爱上了他。

但对于雅克来说，他仿佛来自
于另外一个世界，就像一只生活在
陆地的Alice。

他每次潜入海底，压根就不关
心什么世界纪录，只想永远留在那
里。

甚至连雅克钱包里的亲人照
片，都是一只海豚。

在这段感情中，乔安娜的世界
是雅克，而雅克的世界却是孤寂的
大海。

他们彼此拥抱，却又彼此孤
独。

在电影的最后，雅克还是选择
了投身于深海中，随着一只海豚消
失在了蔚蓝里。

而乔安娜则痛苦地哭喊道：
“那里又黑又冷，什么都没

有！看看我，我是真实存在的！”
直到最后一刻，乔安娜才终于

接受“雅克不属于她”这个无法逆
转的命运。

很多时候，爱而不得，皆是命
中注定。

就像周杰伦那首《珊瑚海》中
的歌词一样：“海鸟和鱼相爱，只是
一场意外。”

在感情的悲剧里，频率不同不
是谁的错，只可惜一个属于蓝天，
一个属于大海，在一起只会互相消
耗。

但真正的友情和爱情，是不会
让你感觉到疲惫的。

所以，往后余生，与其互相消
耗，不如找一个频率相同的爱人与
挚友。

频率相同的人频率相同的人
懂你悲欢懂你悲欢
在电影《刺客聂隐娘》中，有一

则故事。
罽宾国国王得一青鸾，三年不

鸣，夫人曰，常闻鸾见同类则鸣，何
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
鸣，终宵舞镜而绝。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青鸾，
没有同类。你只能对着镜中自己
的影子拼命表达，永远没有回应。

很多时候，你我终其一生，不
过是为了寻觅一个能与之交流的
灵魂，进而化解生命的孤独。

就像廖一梅所说的：
“人这一辈子，遇到爱，遇到

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
解。”

曾经，明星林心如在 12岁时，
就经历了父母离婚。

那时，林爸爸总向林妈妈的花
盆里弹烟灰、扔烟头，还经常不洗
澡、乱扔臭袜子、记不住纪念日

……
林妈妈一意孤行地离了婚，即

使被外婆愤怒的指责为“太过矫
情”，也不在乎。

林妈妈只说了一句话：“他人
很好，但过不到一块去，毕竟一辈
子太长了。”

后来，林心如 16岁的时候，继
父出现了。

他给林妈妈的花花草草换上
了漂亮的花盆，还拉着林妈妈的手
去江边散步。

直到这时，林心如才真正明
白：唯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欣赏
你的好，懂得你的苦。

记得妙莉叶·芭贝里曾说过：
“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

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
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

人生路漫漫，和一个频率不同
的人交流，就像在浩瀚的宇宙中互
相呐喊一样，根本没有任何传播的
介质。

知己难求，三五足矣，爱人一
个，交心就够。

所以，从今往后，请和知你冷
暖，懂你悲欢的人在一起。

有人说：
“余生太长，如果不能和一个

频率相同的人生活该有多累；余生
太短，如果不能和一个频率相同的
人生活该有多遗憾。”

在人生这条路上，我们都是孤
独患者。人和人之间，也不过一世
的缘分。

唯有在琴瑟和鸣的震颤中，感
受与人相处的欢欣，才能不负此
生。

就像史铁生在《务虚笔记》里
所说的：

“残缺就是孤独，寻求弥补就
是要摆脱孤独。当一个孤独寻找
另一个孤独时，便有了爱的欲望。”

我始终相信，这世上一定有一
个和我们频率相同的人，那人未必
是恋人，可能是任何人。

在往后余生里，我们也一定会
找到那个人，同他看日出，听夜雨，
温暖彼此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