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休读书，看到老舍先生的文

章《避暑》，第一句话就让我忍俊不

禁。他写道：“英美的小资产阶级，

到了夏天若不避暑，是件很丢人的

事。”

这么说来，避暑不单单是为了

身心舒适，更是为了维护体面尊贵

的形象，就好比盛大的节日要穿礼

服参加舞会，到了炎热的夏季，必

然也要有与之相配的行动——

避暑。

当年的英美小资产阶级如何

避暑呢？有着海外生活经历的老

舍了如指掌。他写道：“城里的人

到海边去，乡下人到城里来；城里

若是热，乡下人来干嘛？若是不

热，城里的人为何不老老实实的在

家里歇着？”

言下之意，避暑的意思就是

“离家几天”，暑避了与否倒不重

要。也许换个地方，风轻云淡，避

开了暑热，皆大欢喜；也许去了某

避暑景点，人潮汹涌，吃住不如家

里，反而更添燥热。但不管过程如

何，等到避暑归来，亲友若盘问起

来，当事人肯定会说：那里可真凉

快，舒服极了，明年还要去避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

“形式化”的避暑，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多起来。

有一年夏天，我带家人去北戴

河避暑，人流之多超过我的想象。

海边的农家乐宾馆全部爆满，远道

而来的我们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房

间，每天奔波在各个景点走马观

花，忙得满头大汗。暑没有避开，

人倒是累得筋疲力尽，虽然朋友圈

里发的照片看起来“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只有我自己知道，所谓避

暑，其实是给自己添堵。

三伏天气温居高不下，每天躲

在空调房里闭门不出，靠现代科技

降温避暑，是一件幸事，但也是令

人遗憾，毕竟避暑的我们成了“笼

中之鸟”，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我

无比怀念小时候的避暑时光。

年少时每逢到了暑假，妈妈就

会把我送到外婆家。外婆家住在

湖边，环境宜人，早晚有风，气温相

对要低一些。

外婆精心照顾我和其他兄弟

姐妹的饮食起居。我们一群小孩

子吃饱饭后，就撒开脚丫子到处

玩耍，一会儿去屋后竹林荡秋千，

一会儿去湖边的木船上摇曳游荡，

一会儿又去稻田里捉蜻蜓……田

野的风弥漫着稻花香，徐徐拂面吹

来，年少的我们无忧无虑，奔跑在

大自然的清风里，只觉得轻松愉

悦，没有暑热袭人的感觉。

玩累了，回到家，外婆已经准

备好甜甜的西瓜，我们争先恐后拿

起最饱满的西瓜瓤，大快朵颐。晚

上，我们睡在院子里的竹床上，外

婆轻轻摇着芭蕉扇，为我们驱散暑

热，将清爽的风摇入梦中。

唐朝诗人李频在诗作《避暑》

里写道：“当暑忆归林，陶家借柳

阴。”这诗句深得我心，避暑最好的

地方就是阡陌田园，那儿有浓密遮

阴的竹林，有青翠悠长的柳树，只

需要一阵风，便可以享受无尽的凉

爽惬意。

诗人白居易也写过避暑诗：

“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

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

生为室空。”老舍先生也认为最好的

避暑方法是家里蹲，心静自然凉。

漫漫暑热，年年如此，我们为

此烦恼的同时，其实也享受到了无

限的乐趣，丰富了人生的体验。不

管是真避暑，还是假避暑，来来往

往中，日子变得越发有趣可爱，不

是吗？

抬头望天

星空灿烂
□ 李 晓

钱花不完，真幸福吗？

□ 袁跃兴

“离开几天”去避暑

□ 谢云凤

高温关怀要入心

□ 彭 宇

搬家是一件很折腾的事，大多数人都

对搬家感到头疼。在北京搬完第七次家以

后，笔者在朋友圈发起了一个小调查：工

作以后你搬过几次家？为什么搬家？出乎

意料的是，不少朋友尤其是在北上广等大

城市居住的朋友都搬过七八次，甚至十几

次家。搬家比较频繁的人经常住的都是租

来的房子，因为更经济更便利。有的不仅

在一个城市里搬来搬去，还搬到了别的城

市甚至别的国家。

西方人喜欢搬家，找到了好工作要搬

家，为了温暖的气候要搬家……一生搬十

几次家不足为奇。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则安

土重迁，不喜欢“挪窝”。是什么让现代

中国人越来越频繁地搬家？

一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过去大部

分人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过几年就换一次工作。

城市太大，为了就近，就有了搬家的需

要。还有的在别的城市有了更好的工作机

会，或是原本就在全国性公司、跨国公司

就职，隔几年就要换个地方工作，也需要

搬家。

二是为了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的是

买学区房要搬家，有的是家长和孩子背着

行李逐校而居，孩子在哪里上学就在哪里

租房住。拿笔者来说，孩子从小学到高中

在所在城市几乎画了一个圆圈，家也搬了

好几次，在城区的东西南北各住了一遍。

现在出台了种种政策促进均衡教育，以后

为了孩子上学改变居住轨迹的故事大概会

少一些吧。

三是为了更好的居住条件。有的为了

改善住房由小房子搬进大房子，有的为了

享受更好的自然环境，由市区搬到郊区，

甚至搬到海南、云南等拥有生态风光更好

的地方去住。

其他的原因还有节省开支、更好地照

顾家人、房东卖房不得不搬家等等。

越是在经济发达、发展机会多、服务

业繁荣的地方，人们搬家的次数也越多。

随着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自

己束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也更适应根据

变动租房的生活方式。有朋友感叹，自己

是在移动中生活，总在变化。有时会很难

确定下一次会搬到哪儿住，能住多久。

总搬家尤其是长期租房，难免会影响

一些生活品质。比如不敢添置大件东西，

购买物品更注重功能性，希望东西越少越

好，最好简单打包就能装车运走。搬家也

有好的一面，因为大部分人搬家是为了追

求更好的机会，尤其是个人发展的机会。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居住能带来更多不同

的体验。

一个社会越发展，自由度越高，选

择的机会越多，变化的频率也越快。搬

家增多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变化，也

有条件追求精彩。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

表现。

当然，要满足人们追求变化的社会需

求，让搬家成为美好的体验，还有太多需

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各种社保尤其是医疗

保障的衔接,比如更方便的旧货市场服务

等。这样，当我们启程的时候，能更轻松

更少羁绊地放飞自我，去寻找更翠绿的芳

草地。

搬家亦是安居
□ 李予阳

财 富 的

价值、财富的

追求、财富的

伦理，成为国

人 需 要 面 对

的 现 实 人 生

问题

请让在高温下依然

工作的人们感受到社会

公众发自内心的真情

或许，今

天避暑的意思

就是“离家几

天”，暑避了与

否倒不重要

不爱“挪窝”的中国人，现在搬家的情况越来越多，其深层次

的原因是人们渴望变化，也有条件追求精彩

我们应该享受新技术新

创造带给生活和思想的便

利，但不要成为一个附依在

网络上的寄生虫，逐渐失去

独立思考能力

7 月 27 日，喜剧电影《西虹市

首富》上映，现如今票房已超过 12

亿元，被评为继《我不是药神》后，

今年暑期档第二个爆款电影。

《西虹市首富》的故事灵感，来

源于 1985 年的美国电影《布鲁斯

特的百万横财》，而这部电影改编

自乔治·巴尔·麦卡琴创作于 1902

年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100 多

年来曾 7次改编成电影，足以说明

财富话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学

影视题材。

而《西虹市首富》改编时，主要

情节和人物进行了本土化，这主要

是“这个电影非常适合现在的中国

环境，起码是能满足一部分人的一

些发财梦，而且影片主题还挺深

刻”，很多人看过电影后表示。

整个影片讲述落魄守门员王

多鱼得到一笔意外的遗产，但是继

承遗产的条件是要他一个月花光

十个亿，而且限制重重，最后他一

次次完成了挑战。

为什么这部影片《西虹市首

富》能成为“爆款”？这除了因为

“落魄守门员”得到“意外遗产”，

“一个月花光十个亿”，要突破“重

重限制”等等，这些人生际遇命运

反差错位巨大颇富戏剧性的因素

外，更主要的是这部影片的主题，

触及了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面对“金

钱”“财富”的考验和抉择。

的确，今天，有的人通过财富

数字来表现自身价值，有的人追逐

炫耀性的消费，有的人通过奢华的

生活证实自我……财富的价值、财

富的追求、财富的伦理，成为国人

需要面对的现实人生问题。

人们从不同的层面解读《西虹

市首富》的财富内涵。“《西虹市首

富》中一夜暴富的感觉，金钱终归

使大家成了懦夫”；“电影告诉大家

一个道理，穷的时候也要有梦想”；

“希望所有人眼中所谓的尊严不是

钱”；“观看《西虹市首富》的不少观

众，不愿意接受‘钱很重要’的事

实”，“《西虹市首富》如何守住‘钱’

的底线”。其实，每一种观点都在

拷问金钱。如果不拷问金钱，金钱

就会成为一切虚幻的通行证。金

钱虽然是好的，但是唯金钱至上一

定是错的——这就是这部喜剧带

给人们的“不适感”，或者说是“刺

痛感”。

这种“不适感”或“刺痛感”，反

映的是当今财富时代，我们应该怎

样面对财富、处理财富、坚持怎样

的财富文化伦理。

在影片中，王多鱼有拥有财富

的困惑焦虑，有对财富的挥霍、暴

殄天物，有对不劳而获的财富的自

我谴责，有对财富和人性的抉择，

也有对财富的现实需求考量，乃至

最终选择公益和慈善。影片中二

爷要求“合法的花光这笔钱”被看

作是《西虹市首富》表达财富理念

的关键，因而使影片具有了普遍典

型的社会意义。

对待财富的态度，从来就是考

验一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

观和人性的试金石。培根曾多次

告诫人们，“不要追求炫耀的财富，

仅寻求你可以用正当手段得来，庄

重地使用、愉快地施与、安然地遗

留的那种财富”。如何处置财富，

的确是一个“庄重”的问题，它可以

体现每个人的文化境界，道德境

界，人生境界！

人们为什么追求财富而恐惧

贫穷？现实情况是，贫穷是一种社

会地位，处于这种境遇下的人往往

缺乏有效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希

望和需要。贫穷之所以不好，不只

是它包含着明显的物质匮乏，更主

要的是因为它是一种无力的状

态。我们当然不愿意返回到贫穷

生活中去，但是，财富却不是幸福

的决定原因，也并非通向高尚生活

的决定因素。如果，把拥有财富看

作是不知餍足地“占有”，甚至，摆

阔性地挥霍、炫耀，我们正常的财

富焦虑就变成了病态的焦虑。

事实上，今天，那种被凡勃伦

称作是对财富近乎麻木的“摆阔性

的挥霍和摆阔性的浪费”，正在充

斥着我们的视听。如果，我们对待

财富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财富焦虑

不仅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的精

神、心智、灵魂也将永远处于贫困

之中……

从《西虹市首富》中，我们看到

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时代文化镜像。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患有颈椎腰椎

毛病，有的人甚至感到痛不欲生。

一个友人对我感叹，唐朝的李白，一

生中写了那么多诗，好像还是一直高昂

着头。我只是成天念叨着诗与远方，怎

么就患腰椎间盘突出症了。我看见他躺

在病床上还不停地刷着微信。

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多人靠着点赞

来给精神输液，给内心供氧。有时我也

不能免俗，比如发了微信，期待点赞，期

待一个隔空而来的表情，挺纠结的。其

实这些影影绰绰的人，他们到底与我的

生活有多少关系呢。多少人生得意处，

都在这里假装上演。某日，我一个人兴

致高昂去吃大餐，见到几个活色生香的

菜，赶紧拍了照片发微信，令我失落的

是，除了躺在床上吃着方便面上网的刘

胖子，来了一个张大嘴巴的表情，再没有

一个人来给予回复点赞了。那顿大餐，

我真的没胃口了。

行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上，在公交

车上、商场餐馆里，发现一个同样的现

象：很少有人离开过手机，他们盯住手机

屏幕，仿佛靠手机艰难地导航，生怕漏掉

了一条信息，少了一个回复一个点赞。

在心灵的汪洋大海里，随便腾起的一朵

浪花，就让眼神发亮。一旦回到现实里，

大街上相逢相遇，说不定是翻一个白眼

打着哈欠。

有天，同一个大学教授探讨这个眼

睛紧盯屏幕的时代。教授说，望着屏幕

的人们，知识似乎是手到擒来了，智慧

却苍白了，天南地北的事知道了，目光

却短浅了，人与人的物理距离近了，人

心却像天际线一样被推远了。有人说，

现在大师更难脱颖而出了，其中一个原

因就是人们获得的知识与智慧，大多还

是在反复咀嚼消化既往年代大师们的成

果，更有口吐白沫消化不良者的胡言乱

语，一片狼藉。教授对我说，这就是现

代人与古人的区别，一个是紧张地盯住

屏幕，一个是安详地抬头望星空。这种

想法虽然是片面的，但是依靠片面的没

有经过自己消化的知识来集藏智慧，显

然无法实现。

在浩瀚的诗歌海洋中，最夺目的，大

多是那些古人的诗歌。可以这么说，他

们的诗，把人类的基本情感都写到了巅

峰。而现代人的诗歌，真正打动人心的，

少之又少。我写诗的朋友老鲁，大半生

写了八百多首诗。有一天，他发现自己

的诗，竟不能完整地写一首在石头上。

老鲁叹息道，他那些诗，是自己内心的轰

鸣，但也是为了发表，换来一点酒钱。这

时，他才感到自己的诗歌与古人的差别

了。比如古人写友情的诗，去拜望天涯

友人，可以把一匹马走瘦，把一条路走憔

悴，把臃肿的身材走得衣带渐宽，所以迸

发的，是寂寞翻滚内心里最深厚的情感，

是岩石里浸出的水，是煤层里燃起的火

焰，他们行走的身影或许佝偻，但投射到

他们内心的，是璀璨星空。

网络时代，一些人的知识，是靠碎片

迅速地拼接，他们最亲切最依赖的“娘”，

不是亲娘，是“度娘”。有天我在路上碰

见一个人，那人看见地上一只虫子一时

叫不出名字，拿出手机拍照“度娘”，兴奋

地叫出了虫子的名字。也确实够厉害

的，而今搜索引擎，把某个关键字百度一

下，互联网的大海里，所有的鱼虾海藻尽

在网中。

但在我们内心的容器里，在我们大

脑的宝库里，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知识，成

为我们成长中壮实的骨骼，化为我们奔

腾的血液。我们应该享受这个时代新技

术新创造带给生活和思想的便利，但不

要成为一个附依在网络上的寄生虫。如

果我们成为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力的弱智

儿，网络扰乱着我们的大脑，重构着我们

的神经系统，这将是“屏幕”带给我们的

悲哀，带给我们的萎缩与蜕化。在这个

网络时代，让我们成为深水潜水员，而不

是一个小舟上撒网的渔翁。

适当地从屏幕中抬起头来，望一望

被我们冷落了的星空，像那些有明月一

样目光的古人们，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你会发现，地气蒸腾，星空灿烂。

最近连续高温天气，在炙热的阳光

照射下，连走出家门都变成了一件需要

鼓足勇气的事。当人们在空调房内看着

电视、玩着手机或者什么也不干舒舒服

服地睡觉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烈日下

挥汗如雨地工作着。建筑工地上的农民

工，送快递的小哥，执勤的交警，扫地

的环卫工人,酒店的厨师，等等，他们

遍布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维持着人们

在高温下的正常生活。

对于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应

该给予更多的关爱。

首先，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提供必要

的保障。一方面督促、落实好防暑法

规，确保高温补贴发到每一个一线劳动

者手里；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加强检

查，让高温时段的劳动保护到位，对于

不符合规定作业的要及时纠正。社会各

界力量应尽可能地积极参与其中。

最近，在杭州等地方出现了“爱心

冰柜”，环节工人、交警、快递小哥等

人群可以自助取用冷炊、西瓜等解暑的

饮品、食物。有的超市，在城市的多家

连锁店，全部免费为环卫工人等务工人

员提供避暑场所和饮用水。普通市民也

能够发挥作用。一些路过的行人，看到

“爱心冰柜”后，还将自己买来的水

果、冷饮也放一两个在里面，尽自己的

一份力。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市民们

看到交警、环卫工人、快递小哥暑天坚

持在一线工作，十分辛苦，纷纷给他们

送上饮用水、清凉油，然后道一声

辛苦。

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尽管

随手可为，但是在高温下依然工作的人

们能感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真诚，心里

是甜甜的。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体谅，

尽量不要给他们添麻烦。比如，尽量珍

惜高温下的食物，不要浪费；遵守交通

法规，不要乱闯红灯，遇到事故尽量心

平气和地解决；尽量保持好环境卫生，

不要随意乱扔垃圾。多一些换位思考，

就能多送上一丝清凉；从身边点滴做

起，就会创造出烈日下的“奇迹”。

要给高温天气下不得不工作的劳动

者提供更多帮助，除了高温补贴、免费

冷饮外，还应该对劳动者劳动时间和强

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让劳动者获得

高温福利和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外，

也应当适当缩减工作时间。比如，在高

温的三伏天让劳动者每周只工作4天或

每周5天的工作日只工作半天。

高温关怀，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才能不让他们既流汗又流泪。高温天气

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挑战，他们无惧高

温，不畏酷暑，用自己的忠诚坚守测量

着炎炎烈日的温度，着实令人敬佩，为

他们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