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C 2013年9月12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徐礼军 校对／陈晨 组版／迎迎

三彩风·随笔

把微感觉拿出来叫本
能，把微感觉留在心里叫
本事。

【生活手记】

□寇兴耀

微感觉
□付秀宏

现在很流行玩微博。玩微博久了，人
们明显少了一份沉静，缺少一种微感觉。

郭德纲在新浪微博上发表“宣言”：
“你编出花来，我也不在你那儿开微博；
你骂出血来，我也不在你那儿开微博；
你喊出人黄来，我也不在你那儿开微
博；你学出龙叫唤来，我也不在你儿那
开微博。随你叫骂，我不生气。把脾气
拿出来叫本能，把脾气压回去叫本事。
在一个有些‘二’的日子里，我养的狗结
婚，要娶企鹅，你说还有王法吗？”

随后，这个“德纲体”段子被迅速复
制，成就了微博写段子的热闹场景。有
人说，这种自娱自乐，就是寻找一种微
感觉。应该说，郭德纲的这段话大俗大

雅。俗就不必说了，雅句在于“把脾气
拿出来叫本能，把脾气压回去叫本事”。

我玩味良久，便“克隆”了一句：“把
微感觉拿出来叫本能，把微感觉留在心
里叫本事。”是的，把微感觉留在心里，
不叫嚣，不吵闹，的确是一种本事。

没有个人的体悟和安宁，这种微感
觉绝对不会出现。微感觉有时是小享
受，比如安静地眺望，透过雨雾看到心
中的小村落，看到自己青涩的初恋。这
个时候，脸上会浮现出微笑，嘴角会飘
过一丝丝“涟漪”。

心灵在微感觉的适意中跳舞，周围
的天地是你的，你和自己的内心在轻轻
地交谈。你可以仰面躺在草地上，听白
杨树叶飒飒地响，看蓝天白云悠悠，嘴
里含着一根青草，品尝大自然的滋味。
树叶像小手在舞动，在白杨树枝上摇呀
摇，千只万只那样的小手，和天空说清
凉，和我说唐代那个叫陈子昂的悲怆。

这种融入自然的微感觉可能有些
奢侈，毕竟产生这种微感觉需要好多条
件——空闲、心情好、有天籁、很随意。
那么，就本真一点儿，就当一个大自然
的潜伏者吧，不发言，不冲撞，只是静静
地看、淡淡地感受。

有了微感觉的人会互相“传染”，就
好像春风拂面，感觉很舒服。微笑、微
光、微童话、微小说……一波又一波的
微感觉来了，人们都有一丝一缕的会意
和理解。渐渐地，不少人从微感觉中感
知出了微文化，于是心胸越来越宽广，
心态越来越平和。

悄悄看，不发言，小风景，频频见，
这就是微感觉一族独特的风情。

前不久去台湾旅游，那里的风土
人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里
山，景色如梦如幻，日月潭，湖水朦
胧、恬静……然而，给我最大感受的
却是当地人说话轻声细语所展现出
来的素养。

给我们当导游的小伙子叫阿
布。在去景点的车上，大陆游客都兴
奋异常，喧哗不停。我注意到阿布一
脸的无奈，等大家的情绪稍稍平静
时，他面带微笑对大家做了个“嘘”的
动作，轻声说：“大陆的亲人们，我们
共同做好一件事，好吗？到了景点，
我们说话小声点儿，不要打扰其他游
客。拜托了！”车上的游客面面相觑，

都表示理解和同意。
到了景区，游客们在阿布的带

领下，静静地欣赏宝岛美景。虽然
景区内游客很多，但大家说话的声
音都很小。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偶
尔和同行好友窃窃私语，我感觉惬
意极了。

想起之前在国内的一些景区，
导游们一个个手执喇叭，扯着喉咙
大声呼喊注意事项，游客们却我行
我素、高谈阔论，还有那些嘈杂声、
喧闹声更是此起彼伏，所过之处狼
藉一片。这哪里是在看风景啊，分
明是在糟蹋风景！不少人旅游回
家后都会感慨万分：“旅游就是找
罪受！”

在台湾数日，我发现无论是在街
道旁，还是在购物商场，或是在公交
车上，当地人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给
人的感觉是既礼貌又温柔，听起来很
舒服。想想在家时，公共场合旁若无
人的大声说话，全然不顾他人紧皱的
眉头和愤怒的情绪。难怪不少朋友
脾气不断见长，听一听声音，便可想
象到素养。

台湾同胞的个人素养为前往台
湾旅游的人们留下了良好印象。据
说，这种素养也是吸引游客的因素
之一。

降低声调说话，既显示了个人的
素养，也创造了和谐美好的生活局
面。因此，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从降
低声调做起，多为他人着想。提高素
养，就像在夜间点亮一盏灯，既照亮
了他人，也照亮了自己！

【若有所思】

老城之魂

10日，媒体报道，洛阳古城保护与
整治项目详细规划出炉，老城东南隅、
西南隅旧城区要进行整体改造。欣喜
之余，因没有见过具体的改造效果图，
不知仅存的半拉子老城会变身为何种
模样，作为痴爱家乡的市民，思虑亦起，
记下三思，供主政者参考。

老城需要改造。由于历史的原因，
老城居民自发改善居住条件的行为，使
许许多多青砖灰瓦的传统民居变成了红
砖水泥顶的现代楼房，与古城面貌极不
协调，需要统一成传统风格；不少老房缺
乏维修，已成残旧危房，亟待翻新；一些
过于粗制、简陋的老建筑理应进行改造。

明确改造方向。洛阳是十三朝古
都，不论建城史还是都城史，在神州大
地都荣居榜首，这是历史对洛阳的厚
爱。城市发展主打历史文化牌，是洛阳
的优势。老城的旧城改造要为这个优
势助力，而不是拖后腿。因此，老城的
改造不能成为单纯的房地产商业开发，
不能打着旅游开发的牌子“毁掉古董造赝
品”，应该是传承并提升古建筑的历史特
色、古风古韵。

洛阳有夏代、商代、西周、东周、汉
魏、隋唐等都城遗址，宋西京城之后，洛
阳结束都城历史后，金、元、明、清城池
规模的辉煌不再，但万幸的是，在逐鹿
中原的战火中留存下来了当代老城的
格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池不大
古味犹存，无数中外游客流连在东、西
大街，寻看老街和老建筑。

务必保留特色。站在老城十字街口，
放眼北望改造不久的北大街，古味不再，
我不由得开始为南边的旧城改造担忧。

保持洛阳建筑特色。每个地区的
建筑特色，都受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所
左右，它是当地人长期探索的智慧结
晶。古代欧洲的建筑多用石材，承重力
大，建筑向上发展，塔楼冲天；中国人善
用木材，巧搭框架，房屋横向扩展，室内
空间开阔。中国南方多雨潮湿，通风的
高脚屋干栏式建筑流行；北方寒冷，厚
墙窄院的房屋利于保暖；西北风大，院
墙常常高过屋顶；徽商家庭壮年男性外
出经商，家里多是妇女老弱，徽式民居
形成高墙密闭的外观。吸引游客的，正
是建筑的风格不同。

洛阳民居多是中轴线对称结构的
深宅大院，三进四进深，地基逐渐抬高，
寓意步步高升；中轴线贯穿的临街屋、
过厅屋、上房屋与两旁对应的厢房主次
分明，长幼居住有序，中规中矩。这应
该是礼制思维、民俗和气候环境综合的
产物。洛阳的旧城改造，应该保持这种
建筑特色，传承这种文化。不能为了自以
为是的漂亮或者一时的经济利益，建成欧
式别墅，建成北京四合院，建成马头墙高
耸的徽式民居。抛弃自身特色、邯郸学步
式的建筑，会割断洛阳老城的建筑文化传
承史，惹游客讥笑，让后人遗憾。

延续老城生活气息。从平遥、周庄
等城镇发展旅游业的成功经验看，古城

镇旅游开发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建筑特
色，还要保留原居民的生活状态。民风
民俗对游客同样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有生命力的洛阳老城应该飘着浆
面条的酸香味，回荡着土土的洛阳话，
唱着高腔的豫西调，挂着红红的圆宫
灯，老宅门口坐着晒太阳的白发老翁和
掉了牙的老妪……建设主导者要从制
度和经济上确保新的老城有一定量的
原居民、原经营者。原汁原味的新老城
才会给洛阳的旅游业加分助力。

媒体日前报道，国家住建部和文物
局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省聊城市、湖南
省岳阳市、云南省大理市等8县市因保
护工作不力，致使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
重破坏，名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
响的情况进行通报批评。外地历史文化
街区在“拆旧建新”的房地产开发热潮
中，过度商业化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
关注。洛阳人继承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
产，有责任做好保护传承工作，在改善居
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古城风貌和神韵。
因为古风古韵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明清风貌的洛阳老城，虽然没有以
前都城时代的辉煌，不是“国保单位”，
但它是活生生可以欣赏、感知、游玩、体
味、沉醉的老城。“拆旧建新”时，请务必
三思。

□张旭琳

小声说话

抛弃自身特色、邯郸学
步式的建筑，会割断洛阳老
城的建筑文化传承史，惹游
客讥笑，让后人遗憾。

【洛城随想】

提高素养，就像在夜间点
亮一盏灯，既照亮了他人，也
照亮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