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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言语留白，更舒服

《道德经》中有言：“多言数穷，不如
守中。”所谓“八面玲珑”，也有失算的时
候；再“能说会道”，也有言语不当的时
候。因此，很多时候，不如多保持虚静沉
默，把不该说、不适宜说的话留在心里。

说话留有余地，方能进退自如。可
见古人自古就有“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
无友；责人不必苛尽，苛尽则众远”的非
凡智慧。

国画大师张大千一幅名为《绿柳鸣
蝉图》的画，只见画中一只夏蝉俯趴在绿
茵茵的柳枝上，头朝下，看似跃跃欲飞。

国画大师齐白石见了画后，夸赞道：
此画极其妙不可言。接着，他靠近张大
千小声说道：“我曾经向一位农民请教
过，说蝉的头没有朝下的，都是朝上的。”

后来张大千去青城山写生，他仔细
观察后，发现树上的蝉果然都是头朝上
的。当他把自己的观察结果告诉了齐白
石后，齐白石微微一笑道：“我也观察
过……”当日，齐白石只是怕他丢面子，
才假称是从一个农民口中听到的。

能让自己开心的，是乐观的人；能让
别人快乐的，是有心的人。既能让自己
舒服又能让别人愉悦的人，一定会是懂
得适当留白的人。

2
处事留白，更易成

俗话说：“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
载物。”凡事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就是给
他人留一点余地，不把事情做到极致，才
是为人处事之道。

东晋时，太尉庾亮因朝中发生叛乱
而逃出京都，想找陶侃联合起来征讨叛
军。一次，两人一同吃饭时，随从端上一
盘薤头，但是庾亮并没有全部吃得精光，
而是留下了薤头根部的薤白。陶侃非常
疑惑地问：“为什么留下薤白不吃呢？”庾
亮回答道：“这个还可以种。”

正应了曾国藩曾说过的那句：“话不
说尽有余地，事不做尽有余路，情不散尽

有余韵。”
有时候，看似少，实则多；看似慢，实

则快。做人做事，留三分余地，才会有无
限转机。

处事留白，才会更有发展空间，懂得
留白，才有更多可能。

3
关系留白，更长久

君子之交淡如水，适当留白使双方
距离恰到好处，刚刚好。

好的关系，往往都具备清晰明确的
边界感以及恰到好处的空间感。在这样
的关系中，双方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始终
坚守彼此之间那无形却又至关重要的界
限，绝不轻易越界。

正是因为如此，双方才能够在相处
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自然而然的舒适与
惬意。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
和谋士许攸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两人无话不谈。

在官渡之战中，许攸献计火烧乌巢，
助曹操打了胜仗，立下战功。但从那以
后，许攸自以为有功，便失了分寸。

一次，许攸在城头上直呼曹操乳名：
“阿瞒，如果没有我，你能拿下冀州吗？”
甚至后来许攸跟自己的手下说：“你们不
要看曹阿瞒现在威风凛凛，小时候我们
在一起，什么顽皮的事情都做过。”曹操
最终忍无可忍，许攸因此丢了性命。

诗人纪伯伦曾这样说：“不管你们多
么相依相伴，彼此之间都要留出间隙，让
回旋在空中的风在间隙中舞动。”

真正靠谱而又长久的关系，往往都
需要带点“冷淡”。

无论怎样的人际关系，想要维持长
久，都要做到调控亲疏之度。

适当的距离感，才是正确的交往方
式。好的关系，需要留白；再好的关系，
也要懂得分寸，有界限感。熟不逾矩，有
分寸感的人，路才会越走越宽。

留白，是一种艺术的追求，更是一种
生活的智慧。学会做减法，适当留白，才
能更好地去感受生活。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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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思想家庄子说：“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虚室生白”的意思是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如果房间堆满

了东西，有光亮也透不出来。留白，亦是一种人生智慧。“吉祥止
止”，即为喜庆好事不断出现。

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也提出了“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以简约精炼代替繁复奢华。
这种风格注重简洁与精致的平衡，不仅提升了生活的品质，也让
人们在简约中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和美的享受。

人生，亦是如此。言语留白，更舒服；处事留白，更易成；关
系留白，更长久。

《姑苏桥》一书收录了作者胡忠勤的
镜头下关于家乡苏州的三百余座古桥。
该书以园林中的桥梁为开篇，依次呈现
了运河、古城、乡村中的现存古桥，同时
对每座桥的基本特征、历史变迁、文化典
故等进行文字阐述与总结，充分展现了
姑苏桥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风韵。

《姑苏桥》由李璇整体设计。抛却了
对小桥流水、诗情画意的概念化设计思
路，设计师围绕“一块桥石”的灵感，将书
籍整体外观设计为形似桥梁上的武康
石，暗喻着古桥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与“老苏州”胡忠勤一起实地探访后，
李璇决定采用苏州浒墅关镇众缘桥上的
石纹作为基础设计元素。

众缘桥始建于宋代，距今已有700余

年的历史。桥虽小，但精致优美，且保存
良好。该桥桥面由一整块武康石构成，
这在苏州地区的桥梁中十分罕见。作为
苏州古桥建造中的代表性石材，武康石
表面有很多孔隙，紫褐色透溢出古雅之
感。

整本书在书口处还特别进行了雕
刻，并采用喷绘工艺，强化石面凹凸不平
的质感，让读者能够触摸书口的不同深
度，丰富了触觉上的感受。包裹书脊的
纱布，经过茶叶染色的特殊处理，呈现出
雅致的浅褐色。

全书设计结构清晰，纸张选用了表
面粗糙的轻型艺术纸。内页版式简洁疏
朗，桥梁的整体面貌图片采用四色印刷，
局部结构图片则为黑白印刷，阅读层次
分明的同时，凸显了桥梁上丰富的装饰
图案和构造细节。

值得一提的是，包裹书籍的书衣为
中国传统桃花坞木版年画“苏州名桥彩
选格”。彩选格好似延续千年的“桌游”，
是旧时民间流行的木版套色彩印玩具。
其玩法为骰子掷彩，依彩大小进选官职，
故名“彩选”或“升官图”。这幅“苏州名
桥彩选格”上有万年桥、香花桥、太平桥、
彩云桥等知名苏州古桥，它们的身影在
该书中都能够找到。读者拆掉书衣后可
以将其作为装饰画收藏，也可以在闲暇
之余体验古时游戏，趣味十足。

来源：中新网

《姑苏桥》：
以“桥石”
定格古桥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