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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如果对一件事执念太深，不肯放过自己，
会让心负重太多。

听过一句话说：“没有谁能折磨一个人，除了他自
己。”人若想真正获得快乐，唯有放过自己。凡事不强
求，尽力就好。

成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认识并接受自己的过
程。越长大越明白，很多事情，并不是总是朝我们期望
的方向发展。倘若强求结果，只会让自己深陷痛苦漩
涡，难以自拔。但是，不强求并非不作为，而是竭尽全
力地努力，然后保持一颗平常心。

正如有句话所说：“如果尽力去争取了，即使没有
成功，也会拥有坚韧的铠甲，不再轻易惧怕未来的风
雨。”努力了，便是生活的强者。往后，学会放松一点，
别对自己那么苛刻。可以追求伟大，也要坦然接受平
凡。

凡事尽力就好，然后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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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疏都随缘，尽心就好。
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我们不可能和每一个人

成为朋友，也不会被所有人喜欢。三观不同的人，不必
费力迎合；不喜欢做的事，不必违心去做。

人生，过好自己的生活远比满足他人的期待重
要。就像有人说的：“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满足每
一个人，而是要找到跟自己同频共振的那一部分人。”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活，有缘的人自会被你吸
引。做好自己，亲疏随缘。

过往别纠结，当下即好。人这一生，难免有大大小
小的遗憾。有的人揪着过去不放，任自己在痛苦中沉
沦；有的人则选择放下过去，只抓住当下的时光。

其实很多时候，过不去的不是事，而是自己的心。
生命的车轮向前，再难的事都会结束，只看自己的心如
何选择。倘若放不下内心执念，一味纠结于过去，反而
会误了当下的幸福。

打碎了杯子，再难过也无法修复。与其埋怨悔恨，
不如欢欢喜喜去买一只新的。不为已经发生的事纠
结，是成年人的清醒。

3

得失全看淡，知足就好。
人生在世，知足才能常乐，心宽才能从容。这世

间，没有永恒的得到，也没有一味的失去。在得与失中
反复较劲，不过是给自己徒增烦恼。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下的失去，或许攒下了未
来的福气。一时的得与失，实在不必过于放在心上。
以平常心对待，生活方能豁达坦然。

所谓人生，不过是一半得到，一半失去。得到的，
好好珍惜，不辜负生命的馈赠；失去的，也别惋惜，它不
过是给未来的美好，留出了一席之地。

往后，看淡得失，知足常乐。心若无挂碍，时时是
晴天。

烦恼是自寻的，快乐也是自己给的。人生最好的
治愈，就是放过自己，学会释然。 小来

心若无挂碍 “汉服”一词最早起自辽代，当时以契丹
服为国服，中原传统服饰为汉服。当代所说
的汉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现汉文化的服
饰，非辽宋时期所说的汉人服饰。《汉服》这本
书的作者以“汉文化为内核、非汉元素为补充
的华夏文明”作为现代汉服讲述的主线，所以
何为“汉”，何为“汉族”“华夏”，自然而然成为
此书开宗明义需要讲清的问题，这为时下混
乱的汉服认识走向正途提供了路标。尤其在
胡汉区别方面，此书提到了满服汉化，圆领
袍、袴褶、曳撒纳入中原官服，北魏孝文帝胡
人汉化，东魏高欢汉人胡化的史实，作者以文
化而不以血统为标准的族属表述将近世史学
胡汉区分的主流观念推广到汉服设计领域，
这一点对于体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指向
非常重要。

在谋篇布局方面，不得不承认现在大多
数服饰史书籍分为两种编纂形式：一种是断
代式，就是按照朝代顺序叙说；另一种是分类
式，就是按照冠、服、裳、饰、料等品类进行罗
陈。其引述素材或源于古代典彝，或源于后
世研证，不可谓不详；但从构架上来说，过去
的两种写法所用的古文今译、断章摘句、图文
堆砌、古物复摹的做法给人以睹庖鱼、而非赏
池鱼的感觉。《汉服》的写作没有采用时下服
饰史书籍的编列程式，而是除了服饰实物、制
度法条、工笔人物画这些惯常的佐证材料外，
将服装放在一个个典故里展开，让读者在历
史事件中看服装，如此服饰史读来更有滋有
味。

书中在讲中国古代尚宽衣博带时，引用
了《淮南子·齐俗训》中春秋时期“楚庄王裾衣
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的记载。很多
着作引用这段文字都意在显示中原宽博服装
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以至于楚庄王心向往
之。这虚构了当时四夷来朝的气氛。实则这
段记载的落脚点在于穿华夏服装、成华夏一
员，才有资格号令诸侯。毕竟后世熊渠对诸
夏的气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也非
空穴来风。同时这本书也在努力做到不因疑
问而谬断。对于合裆裤形成的脉络，此书既
讲到赵武灵王骑射改革需要骑兵穿合裆裤以
便骑乘这个推测，也提到胫衣在汉代发展为

开裆裤，然后演进到合裆裤的可能。作者对
于历史存疑的问题，采用诸疑列置而不强论
是非的态度，有利于读者客观看待史论研究
的待解之谜。

在讲唐代服饰时，书中列举单丝碧罗笼
裙、石榴裙、披帛三个案例，体现了作者讲服
装、赋深情的人文情怀。诸如说到石榴裙时，
作者引用了李世民去世、武则天出家写给高
宗李治的一首诗《如意娘》，诗中武则天借石
榴裙上的斑驳泪痕来申述对李治的思念之
情。而《酉阳杂俎》中杨贵妃死后，贺怀智把
匣藏的带有贵妃领巾香气的幞头给唐玄宗
时，玄宗泪如雨下并说出这是龙脑香的味
道。这则故事既讲述了领巾可用龙脑香熏的
后处理工艺，又借物抒发了玄宗对杨贵妃爱
情的真挚。作者将读者带入“物因情而重”的
情感世界，讲史与抒情顺畅地融合到一起。

德与礼是中国服饰制度维护的精神家
园，如何让读者轻松地感受由衣服传达的礼
教与美德呢？这本书没有采用将《舆服志》法
条和儒家文献分类对比的做法，而是通过典
故来反映这些思想。例如，对于敬上忠君的
思想，这本书引用《史记·儒生列传》中黄生以
冠首履足比喻君臣尊卑不可逾的故事，这既
说明了汉代习以为常的着装品类和搭配方
式，也体现了儒生对于社会等级的认识逐步
趋向稳定。对于以玉比德的认识，作者不但
提到了管仲“九德”、孔子“十一德”，更以孔子
听到玉佩叮咚而知南子夫人隔帷还礼的典故
来赞扬当时女子守礼谨行的德操。作者将德
礼融入服饰史的讲述方式，怎能不使当代的
读者对传统美德心驰神往？

实践与礼法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日常
穿戴才是服装使用的本来面目。在讲到宽衣
博带的地域分布和实用价值时，作者通过《闲
情偶记》中李渔的经历进行例说。李渔所在
的南方多半是富人穿着绒制的褐，他对朱熹
所言“褐，贱者之服；宽博，宽大之衣”十分困
惑。当李渔到陕西后，看到贫民穿着毛织粗
疏的褐，衣服很大，晚上可以当作寝衣，这才
解决了当初的疑问。这样一则故事让读者了
解到南方崇尚宽衣，与北方贫民喜欢穿宽博
衣服的动因存在根本差异。同时也让读者感
悟到表象上看南北追求的服装形式相同，实
际上这只是一种巧合。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清晰梳理传统
汉服发展历史的同时，配以多幅精美大图，直
观再现汉服的华美以及演变历程，提升了全
书的美感。 任怀晟

从典故中认识华美汉服
近十年汉服拥趸甚多，从民间追捧到官方推颂，可谓热闹

非凡。但这股热潮中确实存在躬而不知其名、用而不辨其义
的情况。《汉服》这本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积疴的疏解。
此书意在说衣论道，但并非说教，它走出了过往服饰史书籍的
窠臼，把服饰史讲活了。

时时是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