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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读闲书

何谓读“闲书”？就是读一些能提升精神
生活的书。少年时，读书为增长见识；老年
时，读书可修身养性。

作家梁晓声，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他颇
爱读闲书，到了 40 岁依旧花大量时间看闲
书。

在《聊斋》中，梁晓声感受到文言文的魅
力，读懂背后的情感，于是自己写了一本《鬼
狐启示录》。许多人觉得《白蛇传》只是个爱
情小说，他却从中看见了英雄悲剧主义。

梁晓声认为，一个人的心灵发育史，一定
跟他的阅读史有关，不必抱着功利主义去读
书，而是尽可能地看不同种类的书籍。

“昨夜睡觉迟，早起闻书香。闲书有咸
味，开卷饭桌旁。”

作家亦舒曾经写道：“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呢？就是在要紧关头，可以凭意志维持一点
自尊：人家不爱我们，我们站起来就走，无谓
纠缠。”

书是人生的避难所，你可以抛下所有烦
恼，沉浸在星空的广阔中、文人的胸怀里、历
史的渊源中。

一个人的专注力、忍耐力，正是在看书中
慢慢提升的。相比起看短视频、刷热搜，读书
是回报率更高的投资。

2
交高人

古人有言：“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
从游，则日生邪情。”一位高质量的朋友，胜过
一群聒噪的狐朋狗友。

春秋时期，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他
们彼此信任，合伙做生意。年底分红时，管仲
总是多拿一部分钱，鲍叔牙知道管仲家里穷
苦，从不多多计较。

在一次逃跑途中，管仲差点误杀齐桓公，
惹来灭顶之灾。鲍叔牙却对齐桓公说：“管仲
的智谋远远超过我，您应当请他做宰相。”

齐桓公说：“他险些害我，你却要我请他
做宰相？”鲍叔牙解释到：“这不能怪管仲，他
只是听从主人的命令。管仲宽厚爱民，善于
治理国家，制定礼仪，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

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建议，便任用管仲，
没过几年，齐国就迅速强大了起来。后来，管
仲感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真正的高人，亦师亦友，有着深远的智
慧，和不俗的品格。危难时，助你逢凶化吉；
困厄时，帮你转败为胜。

俗话说：“近贤则聪，近愚则聩。”人与人
之间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遇贵人，阔步
高谈间，为你带来新知；遇小人，花言巧语时，
拉你陷入深渊。

人生在世，既要修炼自己，也要结交高
人，路才能越走越远。

3
见世面

长篇小说《小妇人》中有一句话：“女孩就
是要见见世面，才能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
生活。”

在这本书中，女主角乔，出生于一个普通
家庭。她生性洒脱，喜欢看书写作，常常带领
姐妹们一起演话剧。

因为父亲在远方参加战争，家里没有收
入，乔尝试写小说赚钱，帮母亲分担生活压
力。当时，大家都觉得女孩应该早点结婚，只
有嫁入豪门，才能改变命运。

乔很讨厌这种观点，她选择独自去纽约
求学。在纽约，乔认识了巴尔教授，学习德
语，结交新朋友，不断开阔视野。与此同时，
她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尽管一次次投稿失败，
她依旧坚持。

最后，乔的小说被出版商看中，不仅赚取
了一大笔稿费，还创办了学校，实现了真正的
自由。

见过世面，知道天高地厚，才能懂得人情
世故；尝过甜苦，明白人世沧桑，才能辨别是
非黑白。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而活，不要被别人
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当你见的世面越多，心
胸也就越宽阔，不会轻易为鸡毛蒜皮而烦恼。

一个人的阅历和经历，比任何财富都值钱。
越是穷途末路，越要势如破竹，荆棘里会

开出花来，泥潭里也有诗意。
活在当下，多读书、交高人、见世面，一边

向下扎根，一边向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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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的生活不烦恼

我们要自己去寻找解药
明代的作家陆绍珩写到：“一愿读尽世间好书，

二愿识尽世间好人，三愿看尽世间好风水。”
人生在世，没有谁的生活不烦恼，我们要自己

去寻找解药。最好的疗愈，是读闲书；最宝贵的机
遇，是交高人；最高的境界，是见世面。

一个做演员的女友说，她20多岁时从来不觉得自
己好看。黑，还胖过好几年。但当她过了45岁，看到
一些20年前的影像资料，真的被自己惊艳到。“后悔死
了，”她说，“当时要是知道自己好看就好了。”

我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儿也是这样，整天对着镜子
挑剔自己：不够白，不够瘦，腿不够细，皮肤不够好……
年轻女孩陷在完美主义的焦虑里不能自拔，直到上了
年纪，终于和自己和解，才遗憾错过的东西太多。

不只是容貌焦虑，在生活中也有很多诸如此类的
对“不够好”“不完美”的恐惧。就像我从小学画，但很
多年来都觉得自己画得不及格，更是从没出去写生过，
因为怕将拙劣的画技展示于人前。在我心里，那是一
个神圣且完美的画面，做不好就不如不做。直到40多
岁了，再次拿起画笔，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没有那么差。
再说画得不好又如何呢？享受画画的乐趣才是最重要
的，以及我还永远有开启下一张的机会。

装修收拾房子也是，我有一个装修好的家却迟迟
没有入住，更别说是招待朋友、举办家宴了。为什么？
总觉得不够完美，离我想象的样子还差得很远……就
是这些对完美的渴求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让原本早就
该有的生活和乐趣被搁浅放置，迟迟没有出现。

当我抱着对完美强烈的渴望时，不完美引发的焦
虑也更加强烈。而在我终于打开心结，从另一个角度

审视自己，接纳“生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个事实
后，一切反而发生了变化。

这其实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卡尔·罗杰
斯所说的悖论：当我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时，我就
能改变了。一个不喜欢当下的自己、对眼前生活有
着诸多嫌弃的人是没法获得幸福的，这也是生活的
悖论。

接纳和改变总是充满矛盾，只有不断看到自己
的优点、把眼下自身所拥有的一切当成自己可贵的
资源时，我们才能产生价值感，并不断走向更好的
生活。

作为一个身处时尚媒体行业近20年的从业者、
一个生活美学和生活方式的探索者，我也曾是被

“拥有一切”和“追求完美”洗脑最深的人。时尚杂
志上的女性总是从容优雅地讲述着自己如何事业
家庭双丰收，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又培养了优
秀的儿女，既有令人羡慕的生活品位、艺术修养又
有完美的婚姻，但其实谁都明白大多数女性确实

“have it all”：在追求更成功的事业、更高的收入和社
会地位的同时，她们身上背负的对家庭、婚姻和育
儿的传统责任一点儿没有减轻。

每个人都在拼命维护着生活表面的完美，一方
面追求更好、更卓越的生活，另一方面承受着沉重
的疲惫、焦躁和抑郁。追求完美，却离幸福越来越
远，这就像陷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死循环。

在我的新书《生活可爱，不必完美》中，我以一
种“可以坦诚面对生活和自己的诸多瑕疵，依然向
光生长”的立场和所有女性朋友聊一聊如何面对不
完美的人生和自我，如何把别人眼中的“缺点”活成
自己的“特点”，如何更好地坚持自我并做出选择，
以及面对生活中的诸多大问题和小麻烦，怎样解
锁，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之道……

生活本身不是
一门课程，而是一种
经历和探索。生活
也不会给我们标准
答案，只有靠自己不
断地发现。

我多么希望以
自己的视角和感受，
让更多的女性朋友
看到一个曾对自己
不满且苛刻，对自己
的成长充满遗憾但
最 终 和 解 的 过 程 。
这眼前的生活，也是
我们所拥有的唯一
一生必经的旅程，更
多地喜欢自己一点
儿，更多地热爱生活
一点儿吧。是的，它
们都不完美，却都那
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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