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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时间够用吗？如果你一天的
时间能超出 24 小时，你想过怎样利用
吗？

朋友每天晚上12点睡觉，早上5点
起床，除非特殊情况，基本雷打不动。
我很震惊他的时间安排。

早上 5 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
正是睡得正香的时候吗？他说自己每
天起床后，喝一杯热水和一杯热牛奶，
然后去跑步5公里，回来后吃早餐，读
书，看报，然后送孩子上学，再去公司上
班。下班后，吃过简单的晚餐便去健
身，或是游泳，或是跆拳道。

他说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非常重要，
不要总是说很忙，时间就是挤出来的。

我问他这个时间表坚持有多久了，
他说大学毕业后刚参加工作时养成的，
那时候是不得已，单位管得很严，得跟
上单位的节奏。后来，虽然离开了那家
单位，但习惯已经成了自然，就坚持了
下来。

他还说，早起看到的风景很美，天
边有零落的星辰，也有云霞，还有街边
闪烁的霓虹灯，并分享一张随手拍，我
被美丽的画面迷住了，心里却涌上一句
话：“星光不问赶路人。”

是啊，他的晚睡早起，成就了他的
事业，从单位的高管，到后来自己创业，
虽然工作日总在四处奔走，但周末必定
回家陪伴孩子，可谓家庭事业双丰收。

而他的作息时间和自律，让他的每
一天不止24小时，像是每天多出了8个
小时。

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他
的自律，让一切成为必然。当我们呼呼
大睡的时候，他早已元气满满，开启新
的一天。当我们沉迷手机游戏与电视
剧或是其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却在为
自己充电，为下一个明天做准备。

每一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你看不
到的艰辛与努力。都说越努力，越幸
运。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平凡的
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抱怨命运的不公？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在
羡慕别人的成功中迷失自己，不如抓紧
自己的时间，成就自己。 杨柳

星光不问赶路人

清人张潮曾在《幽梦影》中写道：“花不可以无蝶，
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人不可
以无癖。”

人生在世，最有益的事情，莫过于找到真心喜欢
的爱好。只有柴米油盐的生活，难免会有些无趣。在
生活常态之外，有更诗意有趣的世界。

拥有自己的爱好，丰富了内心，再普通的日子也
能过出妙趣横生、锦上添花般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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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所言：“余观世上言语无
味，面目可憎者，皆无癖之人耳。”

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好，对世界不再好奇，对生活
不再热爱，活得犹如一潭死水。有爱好的人，发自内
心地喜欢一件事情，在获得无穷乐趣的同时，也调养
出热爱生活的真性情。

汪曾祺喜欢做饭，到了晚年更喜欢亲自下厨。他
必须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他说：“我不爱逛百货商场，
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

菜市场热热闹闹，满是人间烟火气。在那里有鸡
鸭鱼肉，有青蔬瓜果，无一不在传递着生活的乐趣。

买完菜回来，汪曾祺便兴致勃勃地在厨房腾挪转
移，将肉剁碎，加入葱花，拌上酱瓜末，塞入油条段中，
入油锅炸至金黄，是汪曾祺自创的菜——塞肉回锅油
条，嚼之酥碎，味道极好。

一餐一饭都变得有滋有味，一朝一夕都变得诗意
盎然，对世界如此热爱，对生活如此珍重。

当人有了爱好时，便能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之
外，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饮茶、种
花、写字……无关乎功名富贵，只关乎内心的欢喜，
生活因此变得趣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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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在那些沮丧的时
间，要懂得用自己的爱好，让自己快乐起来。

明代的张岱喜爱赏雪，有一天他打开门，哇！好
一个大雪初霁，天地白茫茫。于是撑着一叶小舟，穿
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往湖心亭看雪，记录下湖面雪
景：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
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只身出门，哪管
什么寒气逼人，哪管有无人相伴。有的是一份热爱生
活的真趣与深情。

生活原本平庸，有了兴趣爱好，就会在一些难捱
的时光里，给你安慰、力量和底气。

要懂得拥抱自己，在生活里寻找到让自己快乐的
源泉，积极抓住生活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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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说：“排遣的方式，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
情。”

在那些柴米油盐的时光里，是兴趣爱好，给了我
们平衡人生的支撑点。无论跳舞、养花、钓鱼、集邮，
或是书画、唱歌、下棋、看书，这些看似无用的兴趣爱
好，才真正决定了生活的品质。

演员陈道明曾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从小弹得一
手好钢琴，喜欢到钟爱。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现
在最喜欢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我也会做点手
工，都还算拿手。”

早年的他出门经常带着一台电子琴，缓缓而流的
音乐就是心灵的寄托。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
男主人公在监狱被关禁闭时说的那句经典台词：“我
并不寂寞，因为有莫扎特陪着我。”在精神的世界里，
看似无用的事物，譬如音乐、歌赋、习字……却往往更
能给人带来静谧之感，让人无端感到心安。

听过一句话：“给时间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
间。”培养一门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你沉浸其
中而怡然自得时，便遇见了那个生命状态更美好、更
开阔的自己。

梁启超说过：“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
才有价值。”生活趣味不在别处，在一饭一蔬，三朋两
友，四时风物，和能终生爱之的爱好。

人活着，择一事成癖，择一好终老，足矣。渡兰君

你的爱好，

暴露了你的生活品质

每一件文物，都可被视为开启历史大门的钥匙。
而一场精彩的展览，则能够让观众体验到与古人的跨
时空“对话”，从更深层去了解一段关于个人、群体、时
代的故事。《观看之外：博物馆展览中的历史与人》收录
的9篇观展评述文章，聚焦于9场以“史”与“人”为题材
的博物馆展览，采用第三方评论和对话策展人、艺术家
的形式，把展览的表现手法、内在逻辑、暗藏深意等内
容娓娓道来，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让观展的视角更加
清晰、开阔。

这本书把笔触放在了故宫博物院的“千古风流人
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60件（套）与
苏轼相关的书画、碑帖，辅以部分器物和古籍善本，从
苏轼的文学创作、书法艺术、生活情趣、人生态度等不
同角度，为观众塑造了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
由物而得见其人，由人而得见其身边人、所处时代，延
展的过程，无疑也是探索的过程。

在让大师“重回日常”的思考框架下，书中不仅
局限于对古代人物的追思，还把目光聚焦于被誉为

“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的“梁思成文献展”，让作者感到，一旦展柜错
位，就会降低观展的体验感。譬如，一般观众对于展
览最多的评价可能归为“画得真好”，而难以将梁思
成的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建筑教育家三个定位串联感
受。当博物馆想要展示“人”时，总会选择“人”更具光

环的一面，放大并突出。
以实物为载体的展览，要如何实现透物见人且见

精神？在作者看来，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永远有多
远”艺术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展览中，官
吏陶俑、跽坐女陶俑、绕襟衣舞者陶俑等文物展品，体
现了“俑”作为专为死者制作的再现类丧葬用品，为墓
主人建造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死后世界。而影像、装置
艺术作品“失乐园”，则呈现了一个由3D技术打印的各
种虚拟形象组合而成的空间，透过镜头，可以窥探它们
从“生”到“死”，从“简单”到“复杂”的“成、蛀、败、空”的
过程。

展览，可以“高大上”，也可以很“草根”。书中讲述
了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让
社区自主发声、自我表达的独特方式。胡同生活是老
北京的一个缩影，展览陈列着胡同居民们捐赠的家中
老物什，如家具、小人书、唱片、老相机、钟表等。此外，
墙上的老照片重现了老北京曾经的生活场景。展厅旁
边的小房子中保存着各种胡同的声音，包括卖豆汁、卖
糖葫芦等70多种声音，仿佛让人回到了过去。

一场让文物走出库房的展览，“物”的陈列，只是一
种浅层表象，其实质在于对“史”与“人”的深度挖掘与
释读。文物本不会说话，但经由策展人、艺术家的元素
聚合和艺术表达，便能以“在场者”的身份，讲述一段历
史、一群人的故事，此中真味，值得好好琢磨。 刘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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