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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有个词悄然兴起———“中
国式雅致生活”。什么是“中国式雅
致生活”？“中国式雅致生活”，是指
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以智慧、闲适
和觉醒为主要特征的一种艺术的人
生态度和活法。“中国式雅致生活”
是对“乡土中国”的一种历史追忆，
是对农耕时代田园牧歌生活的一种
精神向往，是对抱朴守真心灵生活
的一种崇尚回归。“中国式雅致生
活”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一
种古典的生活方式。

“中国式雅致生活”在精神层面
有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是简约。“中国式雅致生
活”追求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态度，
而非奢华的生活方式。那种一掷千
金、醉生梦死的“土豪生活”，那种追
求香车、豪宅、权力、美女的所谓“成
功生活”都不在此列。“中国式雅致
生活”更多的是隐含着一种精神和
文化。

其次是闲适。闲适是一种优雅，
闲适是一种从容，闲适是一种境界，
闲适是一种智慧。“中国式雅致生
活”享受的是充实的生活，而不是平
庸的日子；是平实无华的岁月，而不
是灯红酒绿的时间；是安然平静的
时光，而不是愤懑暴怒的态度。

最后是智慧。“中国式雅致生

活”是一种智慧的活法。拥有这种智
慧的人，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
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何谓“中国式雅致生活”？“中国
式雅致生活”是“闲爱孤云静爱僧”，
是“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是

“笑看风轻云淡，闲听花静鸟喧”，是
“竹密岂妨流水过，山高哪碍野云
飞”，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

“中国式雅致生活”是中国人特
有的生活哲学。林语堂先生是一个
天分颇高的人。他在研究了孔子、老
子、庄子、陶渊明、苏东坡等人之后，
形成了一套以“觉醒、幽默、闲适、享
受”为要义的生活哲学。

在一篇题为《中庸的哲学：子
思》的文章中，林语堂写道：“生活的
最高类型终究是《中庸》的作者、孔
子的孙儿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
这种中庸的精神在动作和不动作之
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其理想
就是一个半有名半无名的人；在懒
惰中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穷
到付不起屋租，而有钱也不至有钱
到可以完全不工作，或可以随心所
欲地帮助朋友；钢琴会弹，可是不十
分高明，只可以弹给知己的朋友听
听，而最大的用处却是做自己的消

遣；古董倒也收藏一些，可是只够排
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
太用功；学识颇渊博，可是不成为专
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
报》的信件有一半退回，有一半发表
了——— 总而言之，我相信这种中等
阶级生活的理想，是中国人所发现
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

同样，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茶
食》中也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
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
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
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
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
是生活上必要的——— 虽然是无用的
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这就是

“中国式雅致生活”。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如今我

们已进入一个高度发达的工商社
会。在一个人心普遍比较浮躁功利
的时代，人们总是步履纷杂、行色匆
匆。在一个人头攒动、惜时如金的社
会，人们总是很忙——— 忙得心力交
瘁，忙得长吁短叹，忙得精神萎缩，
忙得心灵苍白。这时我们多么希望
自己能慢下来，过一种艺术的、诗意
的“中国式雅致生活”。三千年读史
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
酒田园。我们需要———“中国式雅致
生活”。

我七岁那年，父亲因为母亲的病而疲于奔命，无暇
顾及四个子女，忍痛把我们四姐妹分散到四个亲戚家
里。年龄最小的我，被父亲安排在大娘家，从此，大娘成
了我的母亲。

刚开始去大娘家，我有点不习惯。大娘家有七个小
孩，最小的比我还小两岁。在大娘家，一年到头基本上吃
不到肉，晚上睡觉都是四五个小孩挤在一张木板床上。
最要命的是，大娘把好好的电线扯掉，晚上燃起煤油灯；
她把又大又甜的柚子和橙子打包，结结实实地捆起来，
等大雪过后，拿到集市上去卖；她把雪白的大米和金黄
的菜油拿到集市上去换钱，却用红薯给我们充饥，用咸
菜让我们下饭……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大娘就是现实版葛朗台。她不

但对我们小孩子抠，对自己更抠，赶集到镇上卖东西，挨
到天黑，也舍不得花一元钱吃一碗米粉。感冒生病什么
的，在床上躺两天，如果仍然起不来的话，就喝一碗石灰
水。用她的话说：石灰水是凉性的，生病都是因为上火，
喝了就没事了。

虽然大娘这么抠门，但几个小孩却非常争气，相继考
上大学。那时候，虽然学费不贵，但是，一个农村家庭要供
养几个大学生，真的很不容易。到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大娘
的家里更穷了，连咸菜就稀饭都没得吃，可能是已经到了
揭不开锅的地步吧。而我自己家，由于母亲长年疾病的拖
累，父亲早已累得没有人样。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心如死
灰，心里来回盘算着：自己的父母靠不住，这么抠门的大娘
肯定不会有钱让我去读书，况且，我又不是她的亲生女。因
为这些顾虑，我偷偷收拾行李，准备南下打工。可是，当真
的迈出脚步准备远行时，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
下掉，背上的行囊仿佛有千斤重。就在要上车的那一刻，一
双粗重的手突然从背后拖住我。我回头一看：是大娘！她愤
怒地指责我为何一声不吭就决定离开，紧接着，她从布袋
里拿出一叠东西放到我的手心里，说：“你的那份学费，我
在几年前就一点一点地为你攒着，已经攒得差不多了。”那
一刻，我无语凝咽，既羞愧又感动。

后来，我去了北方的城市上大学。因为路费昂贵，整整
三年，我都没有回故乡，每到寒假暑假，就在学校打工，以
补充自己的生活费用。而我的学费，大娘总会按时给我寄
到学校。那个时候，渐渐懂事的我暗暗发誓：等我以后出息
挣钱了，一定要让一辈子受穷的大娘好好享受下半生。那
年，毕业分配的情况出乎意料地好，我被分配在北京一所
有名的学校。同学们都为我兴奋不已，我自己也有些飘飘
然，能够扎根北京，这是我多年的梦想。我立马写信给大
娘，让她也来北京和我一起生活，可是，大娘的回信却只有
一句话：死，也要埋在故乡的土地上。这一行字让我热泪盈
眶，原来大娘不但抠门，还有这么深厚的故乡情结。思量再
三，我决定还是回故乡任教。

但是，我却再也没有看到大娘。因为，在我回到故乡
之前，大娘就已长眠于地下。我真的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大娘长得人高马大，是家里的主劳力，以前也从来没有
听说过她有什么重病。可是，家里人说，一次在地里翻田
时，大娘被生锈的耙子钩到了脚，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喝
了几碗石灰水，病入膏肓的时候被家人强行送至医院，
却被告知得了血癌，得做透析和化疗。医生还说，如果当
初被耙子钩破脚的时候能及时送到医院，只要几十块钱
就可以把病治好，可惜……

就在一家人紧急商量怎样帮大娘对付病魔的时候，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大娘趁人不注意，偷偷地溜出了医
院，此后，执拗的她就没有再进过医院的大门。可能内心
早有预兆吧，在这期间，她做了几件事：把学费分批寄到
几个孩子的学校；列出经济明细清单，债务都清清楚楚
地记在本子上；把旧房子拆掉，动土建新房……

新房落好地基那天，大娘很兴奋，竟然喝了酒，也就
在那天晚上，她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叮嘱家里
人，不准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在外面上学的孩子。所以，
再相见时，我眼前只有一堆凄凉的黄土。

一转眼，时间转过二十几个春秋，我的身上虽然也沿
袭了大娘的勤俭习惯，但怎么也比不上她。每每想起大娘
的一生，想起她把最珍贵的财富全用在孩子的教育上，这
种精神，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味和感念。

【传统大家谈】

我们需要中国式雅致生活
□史飞翔

【逝者背影】

“抠门”的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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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很早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就写过一个《新原道》，他讲中国哲学精神是什

么呢？“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哲学的精
神。而讲高明和中庸最好的就是儒学，中庸是什么？中庸就是生活的常道，
生活之道是“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就
是从生活的本身出发，但是要追求生活的超越，又解决人的安身立命的问
题，所以它又是极高明的。冯友兰先生讲完这个又回过头来讲，中国还有其
他各家学派，有的侧重于解决极高明的问题，有的侧重于解决道中庸的问
题，讲道中庸问题的可能缺乏极高明的理念，讲了极高明的可能缺乏了这
方面，他认为讲得最好的应该就是儒家。我认为，儒家里这样一种人生态
度，“极高明而道中庸”，从生活的本身出发、从生活的常道出发确立人生价
值的方法，对未来的人来说至少是一种选择。儒家讲“和而不同”，万物并遇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仁的方面、礼的方面、家庭方面，在这样一种基本
的人生态度下，它才能得以展开。

———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

儒学需做现代化转型
儒学里面有很强的等级观念。我写过一篇文章，

孔子去见某一个国君，赶快抖开袖子，趋小步上台
阶，耸着肩。所以孔子身上也有这样的对等级社会
的服从或者他自己构想的等级社会。今天我们要
对儒学进行清理，看哪一些是适合现代化的，我
们不能说是儒学的都照搬。要看中国现在的社
会组织结构发生什么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发生什么变化，针对这些，在中国的传统思想
中可以挖掘到什么样的一些道德诉求，变成我
们普通人都可以遵循的、在今天这个社会中可
以遵循的道德。不然，再背《三字经》就是很可笑
的，这是自欺欺人。

——— 阿来（著名作家）

【百家之言】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投稿邮箱：qlwbjia@163 .com

求仁之途，除了学习、修身，还
有就是践行了。践行，就是在生活实
践中去体验和感悟“仁”。

【论语】子曰：“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斯道也？”（雍也17）

【译文】孔子说：“谁能不经过门
而走出屋子呢？为什么不沿着这条
道路走呢？”

在这里，孔子举例说明“践行”
的重要性。没有人能够不经过门而
走出屋子的，路径只有一条，过了门
槛，门外就是“大道”。

后来弟子子张向孔子问道，
孔子也是从“践行”的角度来回
答：

【论语】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
“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20)

【译文】子张问善人是什么样的
人。孔子说：“不再踩着别人的脚印
走了，但还没有登堂入室。”

善人，应该是“完人”——— 完美
之人，仅次于“圣人”。善人对“仁”的
领悟已达自觉，无需再跟随他人学
习了，只是还没能像圣人那样达到
登堂入室的程度。

道，无所不在。生活中，到处都
能够体验和感悟到“仁”，甚至在山
水之中。

【论语】子曰：“知者乐水，仁者
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

寿。”（雍也23）
【译文】孔子说：“智者喜爱水，

仁者喜爱山；智者活跃，仁者沉静。
智者快乐，仁者长寿。”

因此，孔子要求弟子们“志于
道”，也要“游于艺”。

【论语】子曰：“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述而6）

【译文】孔子说：“有志于道，立
身于德，遵循于仁，游娱于六艺之
中。”

这里的“艺”，说的应该是“六
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者，既是学习的内容，也是践行的方
式，从中可以悟道达仁。

□钱宁

践行悟道
悦读·核心篇之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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