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的艺术
以文笔和幽默感享誉世界的大学者

林语堂先生曾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名为
《生活的艺术》。他结合自己在中西方生
活、治学的经验，在书中分析道：“美国人
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
的伟大的悠闲者。”

在林先生看来，中国人向来以悠闲
的生活方式著称于世，向来讲究生活的趣
味，而不是那么忙于赚钱；相反，美国人过
分期望事业的成功，过分讲求效率，过分
实用主义，林先生甚至将这些特质称为

“美国的恶习”。
呜呼哀哉！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

上述论断要完全颠倒过来了！
在高速发展的中国，什么东西都在

“提速”，似乎每个人每天都在艰辛而匆
忙地冲刺、冲刺！快呀，快点工作；快呀，
快点赚钱；快呀，快点成功！人们想的一
切，做的一切，为之付出的一切都必须以

“有用”为前提。
正因此，浏览昨天的晚报，几则报道

勾起了笔者的万千思绪。
显微镜下，微观世界里的牡丹呈现

出别样的风韵；雕塑作品展名为“木意
思”，实则大有内蕴以至有无穷的意思；
一组PS照片献给“最爱的你”，且言明“既
然不能和你最初相识，只好在你梦里造
次”，透露出小伙对女友的默默深情……

这几则饱含情趣、想象力、浪漫气息
的新闻，让人读起来舒服。当然，前提是
不把“情趣”等词视为“无用”。

现在的社会喜欢讲“幸福感”。问题
是，幸福这个词太难定义，因此它常常被
所谓的“成功学”所利用，而社会舆论在
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我们想一想，这个“成功学”从来
没有提到的是对幸福至关重要的一些东
西，比如爱情，比如生活的闲情逸致。因
为“成功学”认定，只要功成名就，票子在
手，这些东西就是唾手可得的。

但，这又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值一辩！
话说回来，生活不易，忙忙碌碌，紧

紧张张奔向自己的目标本无可非议。只
是，我们千万不要像法国电影《云上的日
子》里面那句台词说的一样：“走得太快，
以至把灵魂丢在了后面。”

细想，浪漫的情怀也无非是质朴而
清纯的，它的依赖者只是对生活的热
爱。它的表现，正是那些不经意间露出
的闲情逸致。

所以，即使没有拍微距牡丹的器材，
没有雕刻榆木的能耐，没有PS照片的技
术，我们依然可以在忙碌中让自己静下
来，读几页心仪的文字，聆听几首优美的
歌曲，和家人聊上一聊，去体会生活的情
趣、生命的蕴藉。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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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论撷英

我很感谢他，他当时没有要我的
命，才有我的今天。

——1994年，四川遂宁人王本
余在内蒙古打工，一个偶然彻底改变

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被指控犯有强
奸杀人罪并被判处死缓。直到2013
年，真凶李彦明落网，他才被洗去罪
名。谈到当时的法官，王本余说

守规矩，还怕啥？
“闯黄灯罚款200元，酒驾一

律拘役6个月……”近日，一条关
于我市高清探头全部启动惩治交
通违法行为的消息在网上疯传。
我市交警部门出面澄清，这条消
息不是真的，请大家不要信。然
而，尽管内容并不怎么靠谱，为何
此类消息还会有市场？

造谣者到底是咋想的？@水
泠云端叹道：这都什么心理啊？@
广东阿苗说：我也想弄明白，制造
这类谣言的目的是什么。@矿工
的风采认为，此类谣言的始作俑
者大多是想显示自己有能耐：你
看吧，这些都是内部消息。

造谣者有无能耐先不论，不
信谣那才是能耐。@HH_FF 说：
谣言止于智者，能甄别真假也是
本事。@WinterIsC：淡定面对谣
言，不冲动、不妄动。@踏浪之帆：
这条谣言在全国不少城市传了几
年了，每隔几个月就出现一次，谁
信谁天真。@听见太阳来了呼吁：

请大家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牢记出行安全第一。

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看
法。@水晶小草认为，这类谣言产
生后，起码让司机不敢再出现交
通违法行为。@黄政伟-光影漫
步表示认同：吓吓那些胡乱开车
的，倒也不是坏事。

说到底，人们之所以对“高清
探头惩治交通违法行为”很敏感，
关键还在于怕被拍到。@全世界
都不认识我名字最后一个字：自
己开车守规矩，还有啥好怕的？
就算查得再严，又能咋？@农技
推广员：有些人就是有明知故
犯的想法，十字路口有信号灯、
有探头就老实等待，没有就闯
信号灯了。@冯伟武：遵守交规
源于尊重生命，怎么仅仅是出于
对处罚的畏惧？人人守则成自
然，惧之何来？@郭怀东说：不管
有没有探头，遵守交通规则，这才
是正道。 （魏春兴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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