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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气质，来自于手术刀无法改变的内心
■ 林采宜

如今颜值已然成为一个社会热
词，更早些时候还曾流行一句“主要
看气质”。当传统的美貌变成具有
衡量标准的“颜值”，当技术量化一
切，美容业也相应进化成了复制标
准器官的“制造业”。在手术刀创造
颜值的时代，我们发现，好看的脸都
是相似的，不好看的脸则各有各的
缺陷。

“生命之书，如其本来”。当基
因在容颜上的天赋差异被技术彻底
埋葬时，剩下的就只有手术刀无法
改造的气质了。而气质，则来自于
手术刀无法改变的内心。

中国人夸人的最佳评语是“才
比子建，貌比潘安”。史上俊郎良
多，为什么垂名青史的只有潘安？
因为，潘安是晋代文豪，才气与陆机
齐名，有道是“潘江陆海”。可见他

不仅形貌俊美，而且也才华过人。
看来。“主要看气质”并非今人独创，
而是古已有之。

有人说，这是个拼颜值的时
代 ，颜 值 是 女 性 成 功 的 最 大 优
势。但我认为，人们对颜值的偏
好里有太多个人喜好以及社会流
行的审美规则。其实没有人可以
单靠容颜成功，手术刀可以挑战
五官形状，却无法改变大脑的运
行效率和思维模式。就单纯的容
貌而言，没有人打得过岁月；而智
慧则不一样，可以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不断增长。所以，美若要生
动，一定要透着智慧。米开朗琪
罗的每一个线条，都折射着雕塑
家的智慧。

好气质同样也来自于智慧。在
个人资产负债表上，如果智商属于
长期投资的无形资产，那么美颜只
能算“易耗品”，再高的估值都经不

起高比率折旧。手术刀改变容颜可
能只需要两个月，而好气质往往需
要20年甚至更多岁月的打磨。所谓

“腹有诗书气自华”，本质上颜值最
后反而是情商、智慧、修养的另一种
表达。

因此，个人的自我投资，最重要
场所应该是书房而不是美容院。整
容可以让你的五官布局变得更美，
但不一定因此拯救你的人生。如果
你的内在没有装着足够的智慧，再
好的容颜也只是大众消费品。因
为，美貌只是一张空白支票，能在上
面填多大的数字，还取决于你内在
的智慧与情商。

一般而言，盲目崇拜颜值的都
是智商有问题，讥讽嫉妒他人美貌
的则是心态有问题。再美的容颜也
只是掠过青春的一缕晨曦，而能陪
你一生一世的山河岁月，则是容颜
后面那个充盈的内心。

有人说，这是个拼颜值的时代。其实没有人可以单靠容颜成功，美若要生动，一定要透着智慧。好气

质同样也来自于智慧。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本质上颜值最后反而是情商、智慧、修养的另一种表达。

再美的容颜也只是掠过青春的一缕晨曦，而能陪你一生一世的山河岁月，则是容颜后面那个充盈的内心。

正所谓“生命之书，如其本来”。

■ 胡杨 文/摄

最近“菜市场里的美学”话题竟然登上
热搜，当时我们小区的早市因为疫情暂时关
闭了，还好两天后又重新开放了。那天我发
朋友圈感慨道：“因为疫情而封闭的宏福苑
小区就在我家附近，离我近在咫尺却没感到
任何不便，祖国的防疫做得太好了。早市关
了两天后也重新开了，一切井然有序，此刻
我想唱《我和我的祖国》。”

幸福指数不仅在GDP，还在菜市
场里

我家附近的文华早市可谓“大名鼎鼎”，
果蔬、花鸟鱼虫以及日杂应有尽有，很像一
个“大集”。每天从清晨开到上午10点收市，
周六日时间会更长一些。逛早市已成为附
近居民的一项“早锻炼”，每每在路上看到拉
着大车、推着小车、满载而归的男女老幼，我
都想起程璧的歌——《我的心里是满满的》。

“幸福指数不仅仅在GDP，还在菜市场
里。”这是我10月30日逛早市时发的朋友
圈。菜市场可谓民生的晴雨表，最近总有朋
友说“现在青菜比肉贵”，我实地考察的结果
却是：“好像没那么离谱”。这些年北京很多
地方的早市、菜市场纷纷销声匿迹，就连我
回老家漯河，发现我父母也改成去超市买菜
了。想当年每次回家探亲，我最喜欢就是跟
父母一起去五一路赶大集。可惜这些年，生
机勃勃的菜市场渐渐离我们而去。这两年
因为疫情，仅存的菜市场也常常处于“宕机”
之中……因此我常常感慨：“家附近有菜市
场，原来就是一种幸福啊。”

一般我是周六或周日去逛早市，主要
以“逛”为主，买菜只是顺手牵羊。记得有

一次我拎着大包小包回家，发朋友圈“炫
耀”自己的战果以及沸腾的集市，有个退休
同事立刻向我推荐了买菜APP，她说：“我
现在买菜都足不出户，又便宜还能送到
家。”我笑道：“其实我去早市不是为了买
菜，而是为了逛啊！”

“我明明买来的是挂钟，但仿佛买回的
是光阴。”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换句话
说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比如那天出门
逛早市，我先是被门前院后的银杏“黄金甲”
迷住了，好一阵儿拍、拍、拍。花园里又开出
一种紫色的矢车菊，楼前健身器材又增加

了，路边那些日渐粗壮的榆树让路面鼓起，
环卫工人正在截根、重新铺砖……来到人群
熙攘、叫卖声不绝于耳的早市，尤其是看见
那些新鲜水嫩的瓜果蔬菜，立马感觉到一种
亲切自然。人们在充满烟火气的早市里挑
选、购买自己中意、喜爱的食材，悠然自得，
闲适美好。

有个女友说：“我买菜两个小时，其中半
个小时在买，另外一个半小时在拍。”我也差
不多，红的果、绿的叶、黄的瓜、紫的茄，各色
果蔬既是丰富的食材又是审美的题材，随便
码放都犹如一幅灿烂的油画，给人美好的享
受。好看的，要拍；没见过的，要拍；甚至卖
菜人有趣的，也要收入镜头。

逛菜市场是一种精神“代偿”，是
我们接触绿色自然的媒介

“大姐，这个香水茉莉可好闻了”“这个满
天星能开很久”“瓜叶菊很好养……”早市上
卖花的高个姑娘，每次只要看到我就不厌其
烦地推荐各种花草。我也总是回回都左手拎
着食材、右手抱着花儿，乐滋滋地回家了。

这些年在早市，我买花的钱并不少于
买菜的钱，我家阳台上也总是花开不败。
我不爱买鲜切花，喜欢盆栽。鲜花很容易
就开败了，盆栽花则可以慢慢养，让我每天
都有新的发现。一盆花往往也就二三十
元，有的却开了又开，非常物超所值。很多
朋友觉得我会养花，其实我更擅长赏花、拍
花，分享它们的娇艳，就像一个老母亲爱炫

耀自己的孩子。
蒋勋曾说：“离开衣食住行这些平凡又

琐碎的细节，生活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重心
与中心。美，或许不在剧院，不在音乐厅，不
在画廊；美，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我的理
解则更直接，菜市场不仅是我们连接一日
三餐、油盐酱醋茶的地方，更是我们接触绿
色自然的媒介。平时散步时，我最喜欢走
林间小路，那里有泥土的芳香，沁人心脾。
就像植物生长靠太阳、需要土壤以及雨露
滋润，人也需要这些大自然的“维生素”，上
接阳气，下接地气，与天地和谐共生才能更
健康。

逛菜市场在我看来还是一种精神“代
偿”。现代都市的钢筋水泥与网络世界，让
我们逐渐远离绿色的森林、新鲜的空气以及
生养我们的土地，可以说很多疾病和亚健康
都与我们与大自然“失联”有关。记得有人
说：“若将发现美的目光落在菜市场，就会发
现它所迸发出的强烈的生活气息，那是绿色
和乡土形成的独特菜市场美学。 逛菜市场
不知不觉成了我去认识一座城的第一课，生
动又活泼。我的评判标准很简单，有新鲜蔬
果、鲜花的地方，就是好地方。”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我想那应该就是
菜市场的模样吧。古龙说过：“当一个人对
生活失去希望，就放他去菜市场。”我想喜爱
菜市场的人，应该是热爱生活的人，也是质
朴踏实的人。生活的智慧或许就是这般简
单：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在平凡的人间烟火
里，慢慢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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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说过：“当一个人

对生活失去希望，就放他去
菜市场。”菜市场不仅是我
们连接一日三餐、油盐酱醋
茶的地方，更是我们接触绿
色自然的媒介，是绿色和乡
土形成的独特菜市场美
学。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
我想那应该就是菜市场的
模样吧。生活的智慧或许
就是这般简单：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在平凡的人间烟
火里，慢慢变老。

■ 芍药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记忆深
刻的老师有三位。每年秋季都是
桂花正开的时候，暗香浮动，品格
高雅，就像这几位老师的言传身
教。做一个满身芬芳的人，让周
围的人都如沐春风。

第一位是我初中的语文老
师。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学习史
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她大声
朗读着每个字，情绪饱满，可是读
着读着她竟抽泣起来，沉浸在文
字中久久不能自拔。当时我们还
太小，没人理解老师为什么会
哭。只是我们好像明白了：老师
不是全能的钢铁侠，老师也有脆
弱无助的一面。后来每当想起这
位老师，我总是觉得她像春日里
默默无语的柳，随风摇摆却无比
柔韧。

第二位是我高中的地理老
师。她总是很轻松时髦的样子，
亭亭玉立。每次地理课都是这位
老师的时装秀，她用宽大的牛仔
喇叭裤配各式尖头高跟鞋，摇曳
生姿地来，一本正经地讲着枯燥
的地理知识，这股反差很是有
趣。她就像永远灿烂的向日葵，
开在最烈的阳光下，热烈、鲜艳，
是永远的视觉中心。

第三位老师是我大学的美学
老师。夕阳西下，他会骑着破旧
的摩托车，跑到半人高的甘蔗地
看夕阳，非常浪漫。他给我们放
电影《廊桥遗梦》，说残缺才是美
的最高境界。他给我拿来厚厚的
《中国地理杂志》《庄子》和周国平
的书，还不忘吼一嗓子：“一定要
还给我！”

在最贫乏的物质生活中，过
最富足的精神生活，这位老师让
我看到超越物质财富的坚定，生
而为人的智慧选择。他教会我，
即使在人生碰壁、困苦的时候，也
依然要相信生活的诗意，就像在
寒冷冰雪中顽强绽放的梅花。

《相约星期二》里说：“一个真
正的好老师，她把我看成是一块
璞玉、一颗原钻，只要假以智慧磨
砺，就可以发出耀眼光辉。”而一
个真正的好老师，他/她的一生会遇到许多资质
不同、志向不同的学生，会因材施教，也会在人
生的数次考验中不断自我升华。

师者育人，是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就像一
棵树动摇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是人与人之间，
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

那
些
年
老
师
教
会
我
的
﹃
草
木
精
神
﹄

■ 四月

当你走在路上，是否停下脚步观察过道路
两旁的行道树；当你漫步公园，是否伸手触摸过
那些历经沧桑的参天古木……即使生活在城市
的钢铁水泥中，我们每个人都不该忘记自己与
树的联系、与自然的联系。

上周末，我去了趟杭州植物园，享受了一场
森林浴。散步、呼吸，一整天下来身体里的污浊
之气仿佛都在被一丝丝净化。就如心理学的

“注意力恢复理论”所说——处在自然环境中，
我们不需要像处在城市中一样，花费那么多的
注意力或者说分散注意力。在自然中，我们的
大脑和心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复原。

植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吉内特就曾在法国
阿讷西的欧洲花园，举办了一场名为“TREE
HUG（拥抱大树）”的行为艺术活动。他和当地
居民一起，在每一棵树的树干周围安装了一双
双手臂。每个人在烦恼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
抱一棵树，以此换得片刻平和 。

前段时间，行为艺术家玛琳娜·阿布拉莫维
奇也建议大家，可以跑到公园里，找一棵树诉诉
苦，倾诉或发泄出自己的压抑与苦闷。“树木就像
人类，有智慧，有感觉，彼此之间也会交流，甚至可
以成为最好的听众，静静聆听人类的苦闷。”

其实，不管是树桩背后漫长的岁月，还是眼
前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树木给予我们的力量，
都是由内而外的。波普拉夫斯基曾写诗道：“透
明的树叶和灼热的青草，它们的死亡深刻，可更
深刻的是复活。”所以，这个秋天，请你认真观
察一棵树吧！烦恼的时候，就去拥抱一棵树吧！

乐活感悟感悟

烦恼时快去
拥抱一棵树

乐活日子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