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那些獨處的時光 

中三級  郭嘉妮 

 

交際是一種能力，獨處也是。 

從前的我只認為朋友越多越好，享受著被許多人圍繞時受歡迎的感覺，可現在的我在外向

的同時，也會花許多時間跟自己獨處。 

余華《在細雨中呼喊》寫道：「我不再裝模作樣地擁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單之中，

以真正的我開始了獨自的生活。」而這種獨處並非是說與世隔絕，只是說給自己一個緩衝的時

間，也同時創造一個只屬於自己的世界。 

不可避免的是，我們在這個年齡每天都必然地接觸到不同的人，我們並不能拒絕所有的社

交，所以獨處的時間就顯得尤為珍貴。也正是這一段時間，我們才能通過獨處重新儲備能量去

迎接這無盡的社交，因此我也認為我們應該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我寧願一個人感到孤獨

寂寞，也不願意花任何心力與性格不合的人周旋。我很慶幸自己在這個年紀就已經有這樣的想

法，往後也不會太為難自己去做我不喜歡的事情。 

又或許你曾聽過一句話：「孤獨原本是人生常態。」曾經，我很是不認同這句話。然而，

一位我非常敬愛的中文老師曾說過：「這一生你遇到的所有人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在你死的時

候也只會是孑然一身。」當我聽完她的話後我確實有種悵然若失的錯覺，但經歷過跟好朋友分

開後，我便明白到「階段性陪伴」這個詞的意思。我曾認為失去朋友是上天對我的懲罰，但長

大後卻明白到每一個你遇到的人都是為了教會你一些東西，或許是給你一些美好的記憶，或是

讓你學會一些教訓而出現。我反思思考後，再也沒有對任何人抱有能一直陪伴我的期望，這不

但能叫我情緒穩定，更有助我成長。 

慢慢地，我了解到獨處的好處；慢慢地，我接受獨個兒的生活；慢慢地，我感受到獨處的

樂趣。 

在獨處的時候，我有足夠的時間去瞭解自己，體會到自己是鮮活的，是自由的，是飽滿豐

盈的。在這段時間，我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活在當下。獨處時我能去感受、去對話。

我會跟書本對話，跟音樂對話，跟電影對話，甚至跟自己對話。 

怎麼對話？「對話」，一個很抽象的詞語，表面上看確實可以理解為通過語言交流，不過

在我看來對話的形式可以分為幾種。文字上的交流、心靈上的交流，或者是肢體的交流。 

當我一個人時，我容易變得多愁善感，思考很多問題，悟出很多道理。在書本當中，我能

接收到與我素未謀面的陌生人的所思所想，我們相隔時空，卻能在心靈上共鳴。 

這麼多藝術形式當中，我最鍾情於音樂，因為我在音樂當中尋找答案，音樂能帶給我與別

不同的寧靜。有時候聽歌不單是聽，還有讀，當你不再只聽旋律而是去解讀歌詞想帶出的情感

的時候，我們就不只是在聽歌了，而是與音樂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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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我們做一件事情並不會去思考它的意義或者它帶來的價值，比如說看電影，雖然

說幾乎所有電影的內容都是為了延伸出它的主題以及道理，但整場下來，觀眾看完後印象最深

刻的永遠是電影裡的劇情、妝造、佈景，很少會有人會去思考看完之後的感想及帶給自己的收

穫。等週末，一個人，一杯茶，仔細地去品味一部高分電影，或許又會有不同的感受。這時，

我們又做到了與電影交流。 

人總是很貪心，當滿足了物質慾望，就開始要求精神陪伴。人總覺得自身是不完整的，「靈

魂伴侶」這的出現就讓人找到了救贖。事實上，靈魂並不需要伴侶，是你充滿匱乏的心靈需要

它。正因如此，我們應該學會自處，學會跟自己對話，讓自己的精神富足，從而不再依賴任何

人。 

總而言之，內心豐盈者，獨行也如眾。學會獨處，去感受文字的力量，去感知自己的情緒，

去尋找一個人的樂趣，不靠任何人去填補自身的空虛，便可以活成自己喜歡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