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身体的一场对话

□钟倩

【人生悟语】 如何拒绝“狄德罗的睡衣”□刘峻歧

此“装”非彼“装”，说的是装修。
总听人说装修苦、家装烦。我劝

邻居们：这又不是给隔壁老王家干
的，将来入住的除了自己，就是至爱
的亲人，有什么烦的？纵然这装修事
一万件，可干一件就少一件。再者，
一张白纸铺在了眼前，未来的家是
中性美、古典仕女还是野兽派，全由
自己说了算，这种一朝权在手的机
会，作为普通人的你我，一辈子能赶
上几回？所以啊，就且装且乐吧。

现代装修就是一部生活的百科
全书+艺术宝典，不仅涉及美学，还
有建筑学、材料学、运筹学、智能化
等各门类的科学呢。选择极大丰富
的年代，“坑”也遍地都是。形势所
迫，倒逼业主学习成长。

深知自己根基浅、底子薄，一买
房，我就入了业主群，投靠了组织。群
里一帮子理科男、理科女、技术控加
品牌专家，我等“小白”在旁边听着，
时而恍然大悟，时而醍醐灌顶，各种
后怕把自己整得一愣一愣的。

每晚临睡前，都要把“群文件”
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精华部分还要
复制到记事本里。从买房到收房这
段刻苦的旁听生涯，除了攀上几位
大咖导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更弥
补了自己知识结构上的诸多不足，
填充了学校教育的种种缺失。仅仅
装个房子，就生生把自己培养成了
上通天“网”，下晓地“暖”的人才，不
亦值乎？

其实，天上地下这些学习，说得
技术点是追求性价比，说人话就是为

了省钱。“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之流，
是不需要做此功课的。但有些时候，
省钱比挣钱还有成就感呢！

说到这儿，就得鸣谢万能的
某宝了。保守地说，水泥、沙子除
外，某宝完全可以从头到尾拼成
一个宜家风格的新家。我个人比
较“奇葩”的经历，除了通过网店
添置安装了所有的吊灯，还网购
了几块老磨盘，摆作门前的步石。
有小钱可省，不亦乐乎？

基础装修都快完工了，我的一
面背景墙的材料还没有着落。按设
计师的想法，是选用一种水墨画纹
理的青石，呼应新中式的风格。可到
市场一看，但凡能看出些意味的石
材，成本都远超预算。

去补购瓷砖时，无意中把我的

困境说给店员听。一向不作声的老
板在旁边听到，掏出手机翻了半天，
走过来问我：“这种瓷砖行不行？”这
是老板年前去广州参加行业博览会
时拍下的。眼下国内瓷砖印刷技术
几可达到乱真的程度，难得的是，这
种水墨画的风格尽管小众，居然让
老板留心拍了下来。

一个不起眼小店铺的老板，
目光却也一直紧盯着行业的前
沿，每年几次自费去广东等地考
察。再往深里聊，彼此对新中式的
喜爱，乃至对传统老物件的寻觅，
竟然心有戚戚！真是每个行业都
有认真做事的人，装个房子也能
碰到知己，岂不快哉？

退一万步说，房价高企在前，能
有套房可装，您就偷着乐吧！

□魏震

刚过去的周末赶上了双十一，
自2009年开始，连续8年午夜时分开
启的买买买狂欢，似乎已经变成了
潜意识的一个开关，每到深秋之时，
便会自动开启消费的荷尔蒙。而且
你会发现，一旦买买买的闸门打开，
一会儿天猫会送你一张抵扣券，一
会儿又推荐给你一款“你可能喜欢”
的关联商品，让你剁手的欲望像溃
堤的洪水不可遏制。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朱丽
叶·施罗尔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
一书中，提出过一个“狄德罗效应”
的理论，援引的是200余年前法国启
蒙哲学宗师丹尼斯·狄德罗的一件
轶事：话说狄德罗某日收到一件质
地精良、做工考究的睡袍，他穿着新
睡袍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总觉得家
里的家具风格老旧，地毯的针脚粗
鄙，配不上身上雍容华贵的睡袍。于
是，狄德罗一通买买买，把家里重新
装修了一遍，终于跟上了睡袍的档
次，可这时候他心里却不舒服了，因
为他发现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
迫了”。以至于他写了一篇文章《与

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来反思。
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在双十一停

不下来的剁手冲动？施罗尔教授用
这件事，来提醒身处消费时代的我
们，在拥有了一件新物品后，总倾向
于不断配置与其相适应的物品，以
达到心理上的平衡。所以，不被双十
一的冲动剁手所裹挟，最好的抵御
就是不接受那件“睡衣”。

回想一下你的衣柜，有多少
衣服是冲着打折促销的名目买下
的？又有多少衣服是你跟朋友逛
街，看着别人大包小袋购买，自己
不愿意空手而归勉强买来的？就
因为看到打折，看到别人也在买
便跟风，以后还要花费更多时间
来思考：“我为什么要买它？”“以
后什么场合能用到它？”这岂不是
浪费更多的时间和感情？

但如何去抵御我们心底强大的
贪婪好利的本性呢？下面这个案例
研究，也许能帮到你：2012年美国西
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减
少每天闲暇时间的久坐时，他们每
日的脂肪摄入量也减少了。即使参

加试验者没有被明确告知要低脂饮
食，但由于他们减少了久坐沙发边
看电视边吃零食的时间，他们的饮
食习惯也附带改善了。

一个习惯影响另一个习惯，
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击倒另一
个。没错，这就是行为心理学中另
一个理念“多米诺效应”：我们的
行为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当你改
变一种行为时，其他行为也会随
之改变。

就像买衣服这件事，你只要
想一想自己可能此生都没有机会
参加奥斯卡颁奖礼，那你就不会
对橱窗里贵气逼人的黑晚礼服动
心；或者，你知道家门口都是石子
路，你就不会执念于11厘米的细跟
靴。勉强穿上不适合的衣服，不光
自己的身体知道，别人看你脸上
的表情，也能知道。

其实多米诺效应也好，狄德罗
效应也罢，都是岁月借由消费在考
验我们的人性：你有没有学会妥协。
而所谓理性消费，无非是跟岁月谈
妥条件，大家皆大欢喜。

【都市随想】

我们彼此亏欠吗□小V

【职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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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牙疼令我寝食难安，尤其
是夜半时分，牙疼变本加厉，我就像咆
哮的小兽。不得不去医院问诊，照例是
拍片、检查，躺在诊室的治疗床上，护
士给戴上专门的避光镜，张大嘴巴的
刹那，我瞬间觉得，面对的是陌生的世
界，从未有过的紧张与忐忑。残根、深
龋、牙髓，医生边检查，边让助手记录，
我已经对自己的病情心中有数：疼到
极致是信号，疼本身就是一种预警，你
咋不长记性呢？这就是惩罚。

我的脑海中萦绕着拍片时的场
景。穿上防辐射衣服，我轻轻咬住仪器
上的一个小凹槽，只听“咔哒”一声，门
关上了，也将嘈杂的世界关在了门外。
在里面的这一分钟里，我微闭着眼睛，
就像过了一个小时，机器隆隆地转动，
心却静得出奇，似乎能听见滴答的声
响。后来，我才顿悟，那是与身体的一
场隐秘而动情的对话。

依稀记得，儿时第一次看牙，是上
小学三年级时，放了暑假，姑姑带着我
去医院，白色的墙壁、浓烈的消毒水使
我生厌，进去不到一分钟，医生就让我
出来了，只觉得口腔里多了个碘酒棉
球，其他的我没敢问。走廊连椅上等候
半小时后，医生出来，讶异地问道：“你
们怎么还没走？已经拔完了，可以走
了。”我被姑姑数落一顿，又为医生“一
点没有感觉就拔完了”的高超技术而
叹服，回到家后麻药劲儿下去，才隐隐
作痛。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懂得，拔掉
的不只是一颗牙，还有那颗牙勾连的
童年记忆，眨眼间，都没了。

二十多年后，也就是在去年冬天，
被牙疼困扰的我进了医院。女医生和
蔼而利落，耐心地检查、问诊，拿出治
疗方案，有颗牙要做根管治疗，俗称

“杀神经”。那个过程令我铭心刻骨，拍
片、麻醉、钻牙、去腐、钻管、冲洗、封
冠……治疗椅上的我乖巧得像个孩
子，灯光投射过来，嘴巴张大，我的心
里却一片黑暗，是来自未知的恐惧，还
是自我的怯懦，我说不清楚。当根管钻
发出“吱吱吱”的刺耳尖声，我仿佛听
到体内回响的声音，“你对我好，我也
会对你好，不要小看我，我也是有体
温、有性格的。”打磨牙齿的时候，女医
生多次举起镜子，让我照照，以修复到
美观、满意。那一刻，我才知道，勇气这
个东西已经被我用完，不是让疼痛给
赶跑，是自己被另一个“自我”打败。第
二次去治疗的时候，充填根管，女医生
满脸耐心地嘱咐我：“牙疼是不可逆
的，疼了就得赶快治，不能一味忍着。
这个牙疼不是靠意志力就能解决的。”
我使劲点点头，又问了几个问题。

一颗坏牙，就像精神世界的一个
黑洞，就像内心深处的一个伤口，叫我
看到自己的狭促和不堪，也终于有机
会停下来跟自己的身体对话，聆听体
内的信息，并慢慢理解村上春树的教
诲：“身体是每个人的神殿，不管里面
供奉的是什么，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
强韧、美丽和清洁。一个好的身体，就
应该是一种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
清醒地审视自己。”正如周晓枫在新书

《有如候鸟》中的精妙之语：“我的齿痕
就是我的路，经由拒绝，经由牙的切肤
之痛，那些我们吃过的食物，吃过的
亏，吃过的经验、真理、教训和秘
密……它们搅拌在一起，被缓慢消化，
继而组成个人秘而不宣的成长通道。”

“对不起，我的牙！”这天医生看完
后，我走出诊室，在心里小声说道，又
不禁一脸苦笑。

你亏欠的，早晚都要还，这是颠扑
不破的至理。“齿落竟何悲，不落亦何
喜。但愿不肿痛，叫号动邻里。”在尚未
亏欠之前，在牙好无损、吃吗吗香之
时，还是经常多与自己的身体对话。因
为，你的身体里面蕴藏着全部的生命
哲学，还有你将要走的路。

“装”得不亦乐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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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我团队里有几个同
事辞职了，他们都是平时跟我很亲近
的同事，帮我做了很多项目，非常辛
苦。他们对我说，辞职并不是对团队
有意见，而是有了更好的机会、更好
的选择。他们提出辞职的时候，我心
里经历了很多波动。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担心，是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团
队的负责人做得不够好，是不是他们
对我失望了？后来我又有些生气，我
们一起工作那么久，彼此信任，辞职
了才通知我，多年的感情呢？我的心
不会痛吗？

等我冷静下来，我就在思考：在
职场里，负责人和团队究竟是什么
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相处呢？如果想
喂别人一碗鸡汤的话，我会说是家
人。各处都在推行家文化，团队是一
家人，彼此帮助、扶持、理解、容忍。
但真的是家人吗？我们坦白说吧，肯

定不是，我们内心都知道不是，因为
我们对家人会不要求回报地付出，
但是对同事不会。

那么，是朋友吗？我们在工作中
朝夕相处彼此了解，非工作时间也
经常一起吃饭或者聊天。是的，也许
关系很好，但是我们不会给朋友打
绩效考核的成绩，也不会给朋友确
定年度工资水平。所以同事既不是
家人，也不是朋友，就是同事。只不
过分关系好的同事和关系不好的同
事。关系好的同事会更加偏向朋友
的属性，关系不好的同事则更加偏
向陌生人的属性。

既然是同事，那同事就没有义
务白给你帮忙或者一切从你的利益
出发，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在职场中
就会不那么纠结。既然是同事，那就
有工作上的契约，团队负责人应该
尽全力为大家争取利益并且给予项

目上的支持与关怀，团队同事在这
个过程中一起努力协作不掉链子。
不要扯“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对我
不够好”，负责人对团队好是应当
的，而团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
是应当的。

从一定程度上说，团队负责人
应该对团队的未来负责，但团队成
员不用对他的未来负责，他们只需
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当然，所谓对
自己的未来负责，也包括对这份工
作负责、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如
果你能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工作，你
就对得起自己团队的负责人了。

所以，如果有好的团队成员遇
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团队负责人除
了会挽留以外，更应该从他们本身
去分析这个机会是否适合他们，是
否是一个值得去尝试的机会，然后
为他们的成长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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