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什么内容丰富生活
你说了算

仅用粉笔等简单材料，
就能在地上画出“蒙娜丽莎”
肖像……这两天，一位50多
岁的“平民艺术家”在我市吸
引了不少目光。

他之所以被关注，无外
乎是“流浪者+艺术家”的组
合标签让人很感兴趣。倘
若把主角换成大学生或涂
鸦艺人，关注度可能就没这
么高了。

姜文曾在访谈节目中提
到，大家之所以更容易被狮
子、老虎的亲子画面感动，多
半是因为一般人很难将“野
兽”与“温情”联系起来。再
如，有人看到“马云”们吃便
餐觉得不可思议，仿佛认定
了“富翁=奢侈”。简单地
说，这都是思维定式。

抛开这些思维定式，许
多事就不那么稀罕了。《华西
都市报》日前报道，成都一名
姑娘在国外留学期间迷上了
中医按摩，回国后执意到中
医理疗店工作，其父母直叹

“简直把脸都丢光了”。留学

与中医按摩、上百万元的留
学费投入与上千元的工资收
入，在父母看来这些确实是
天壤之别。不过，对孩子来
说，如果确实是感兴趣，日后
又能自食其力，未必“不值”。

事实上，在类似话题上，
现在的舆论较之以往已有相
当改善。过去，名牌大学生
养猪、卖菜、扫马路，总能引
起议论狂潮，仿佛这种举动
颠覆了大家的世界观；如今，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已很
少引起重视了，即便被报道
出来，也能看到“想怎么活是
人家自己的事”等评论。

都说“人往高处走”，但
何为“高处”，绝不能由世俗
的成功学来定义。更何况，

“高处”还可能“不胜寒”啊，
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了，活得
随性一点儿逐渐成为许多年
轻人的人生观念。

进一步说，到底往“高
处”走过得好，还是往“低处”
去才过得美，每个人的认识
都不一样。钻研生活哲学的

人，总爱讲物质和精神的辩
证关系，甚至一度抛出了

“物质水平与精神幸福指数
呈反比”的论调，其实没什
么确凿的依据。坦率地讲，
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确和
学历、年龄、薪资有关，但并
不总是由其中一项或几项
决定的。

把“该不该”“能不能”的
问题放在一边，也有助于我
们在观察一些人、分析一些
事时少一些偏见。今年纪念

“九一八”事变当天，大连街
头一名外卖小哥在防空警报
中驻足默哀，有人却怀疑其

“有作秀动机”。外卖小哥就
不能默哀吗？抛开职业头
衔，普通人驻足默哀，又有什
么不可以呢？

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
必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
其中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生
活内容的权利。不过度解
读、不恶意揣测，对于社会
中的每个人来说，应是起
码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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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包容的社
会，其中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内容的权利。 “外卖毁灭下一代”

是危言耸听吗

一篇内容为“外卖毁灭下
一代”的文章日前在网络热传，
文章指出，外卖行业的高速发
展将带来严重的塑料制品污染
等危害。对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有人态度明确，比如@木
子水青青和@忆jiangnan：这个

“锅”，不能只让外卖背。
有人 话 里 有 愧 ，@ 吃 草

兔子不好惹就是其中之一：
不得不承认，吃完外卖垃圾随
手就扔的次数很多。单位附近
的垃圾箱，基本都被塞满了塑
料盒……

有人直叹“无奈”，其观点
以@Even 冰所言为主：有关塑
料制品污染环境的话题屡见不
鲜，每次说起来，人人痛心疾呼

“污染已到临界点”，每次又都
无果而终。即便后来有了“限塑
令”，塑料袋收费了，效果还是
不明显。依我看，在没有其他等
价替代品出现前，塑料制品还
是市场和消费者的首选。谁都
知道塑料袋污染环境，连买菜
的老太太都明白这道理，但需
要使用时又能怎样选择呢？

其他替代品难推广？@颖
珍珠问道：有些外卖能装在纸
袋子、纸盒子里，汤汤水水的可

就不容易了吧？@千山寒_认
为，既然“塑料袋不用不行”，不
如提高塑料制品的生产标准：
有些外卖用的塑料盒看着就是
劣质品，受热后还会产生一股
怪味儿。我建议，凡是进驻外卖
平台的商家，一律使用统一的
塑料制品。消费者参与举报监
督，一经核实商家使用劣质塑
料制品，从重处罚！

“不过，换个角度看，如此
‘危机’或许也是社会发展的必
经阶段。”@闷逗王觉得，外卖
行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
染问题，并非“突发现象”，“生
活节奏快了，吃外卖很正常。
生活节奏会一直加速下去吗？
我看未必。环保是一个系统工
程，也是一个长期工程。塑料
污染严重与否，其实就是垃圾
回收、处理等相关环节运行情
况如何。如果环保各环节、配套
制度更完善，这些问题也不难
解决吧？”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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