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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生活”离“最着急的地球人”有多远
请人吃饭，中国人常说“请慢用”；吃完饭

送客，会说“您慢走”。现在，这些成了纯粹的
客套话，“慢”成了难得的奢侈。

时下，“速度至上”成了很多中国人不约而
同的选择，人们快餐果腹，行色匆匆，好像永远
都在赶时间，觉得互联网永远不够快、前面的车
永远太慢、商店付款的队伍永远太长，一直还有
好多事没做完……前不久，有媒体惊呼：中国人
似乎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

当闲情逸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过劳死、抑
郁症、亚健康笼罩职场挥之不去，当不耐烦的情
绪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都市人意识到快餐
式的生活是粗糙的、缺少乐趣的，于是，“慢生
活”离我们有多远？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最着急的地球人”

中国人似乎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
地球人”？近日媒体抛出的这一观点，引起了
很多人的热议。

对于中国人的着急、不耐烦，持此观点的
媒体列举说：中国人爱赶时间，最爱“快进”，狂
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
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走
高速公路；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
能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
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
排队总是比我快呢？

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
了烦躁，不耐烦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生活愈现
代化，烦躁情绪就愈重。面对这种广泛的“烦躁
症”，媒体一边惊叹中国似乎变成了“急之国”，
一边困惑：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媒体列举的这些着急烦躁的众生相，在我
们的生活中可谓司空见惯。市民汪帆告诉记
者，每天被闹钟叫醒之后，忙得简直像打仗一
样，急匆匆洗漱、匆忙地在地摊上吃早餐、急匆
匆赶公交车上班，经常就这样“两眼一睁，忙到
瞎灯”，着急上火是常有的事。提起“忙”字，职
场人士贾冬冬女士也深感不解：“不知道从什
么时候起，自己不知不觉地就变得像鞭子抽打
着的陀螺，虽然很累，感觉其实在瞎忙，可是就
是慢不下来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的生活节奏确
实越来越快，吃饭、走路都在加速。英国文化
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过去 10年来，地球人的步
行速度加快了 10%，中国人则名列全球步行速
度排行榜第四名。

近期，《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进行的联合
调查显示，84%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在“加急
时代”，其中 71.1%的人称，“精神高度紧张，压
力大”，是让他们着急上火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是不是“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
人”？台湾作家李季纹比较分析后认为，如此
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急之国”是所有正在高速
发展的国家都存在的共性问题，同样的现象既
发生在日本、印度，也发生在纽约，不能把帽子

扣到中国人头上。“急之国”应更名为“急之
市”，因为在上海、北京等一二线城市之外的乡
村，生活还是悠缓如水的。

与李季纹的观点相佐证的是，世界卫生组
织的调查显示，早晨醒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
感受清晨的空气？是慵懒地伸伸腰？还是立
刻翻身看看现在几点了？现代都市人多数会
选择后者，都市人对生活的抱怨，问题多出在

“速度太快”，他们永远都在赶时间，永远觉得
时间不够用。

说中国人是“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
有失公允，有点“标题党”的意味，河南省社科
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认为，着急、不耐烦更
多的是“大城市病”在都市人身上的一种反映，
越是在大都市，生活节奏就越快，导致大城市
里的人们普遍感觉比中小城市的人活得累，这
种现象倒是值得我们反思。

“慢生活”风靡全球

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言：“大
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
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快节奏的生活给现代人
带来丰厚物质回报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理焦
虑、精神疲惫和健康每况愈下，一些有识之士
开始反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快”，思考如何令
身心更和谐。

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使得都市人习惯于狼
吞虎咽，吃饭的速度越来越快。1986 年，看到
几十名学生坐在广场上快嚼汉堡的场景，意大
利记者、美食评论家卡洛·佩特里尼震惊了，他
认为：“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正以生产力的名义
扭曲我们的生命和环境，我们要以慢慢吃为开
始，反抗快节奏的生活。”

当他得知罗马著名的西班牙广场附近要新
开一家麦当劳快餐时，为了捍卫意大利美食文

化，使人们认识到快餐的危害，
他发起了“慢餐运动”，组织人聚
集到西班牙广场端着传统意大
利面食进行抗议，阻止了麦当劳
的开张，全球“慢生活”潮流的源
头——慢餐运动由此兴起。

1989 年，佩特里尼成立了
“国际慢餐协会”，该组织以蜗
牛为标志，认为快餐毁坏了食
物的美味，令人们的味蕾迟钝，
加入这个运动的餐厅倡导食客
放慢节奏，细嚼慢咽，细细品
味，吃出健康。

很快，“慢食”风潮从欧洲
席卷全球，国际慢餐协会已发
展会员 10 万多名，遍及 100 多
个国家。慢餐运动还扩展到餐
桌之外，让人们不断思考自己
的生活，由此发展出一系列的

“慢生活”方式。
“世界慢生活日”的创建者

贡蒂贾尼就经历了从快到慢的过程。现年63岁
的贡蒂贾尼曾在电信、IT等企业工作，虽然收入
不菲，但生活紧张且充满压力，“即便度假时也
静不下来”。

1999年夏天与家人度假时，贡蒂贾尼突然
栽入海中，险些撞上海中的岩石丧命。这一事
件让他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妻子说这
是身体在警告我必须慢下来”。于是，贡蒂贾
尼放慢脚步，走向从容。

2005年，贡蒂贾尼成立了“慢生活艺术”组
织，并于2007年2月19日在意大利米兰举办了
第一个“世界慢生活日”。此后，“慢生活艺术”
组织每年都会在这一天，向大都市里行色匆匆
的路人开出自制的“超速罚单”，倡议人们减慢
生活节奏，过多地关注心灵、环境和传统。

慢餐运动提醒人们注重享受佳肴的过程，
体味饮食文化，而“慢城”则将“慢”放大到整个
生活环境，从而保护地方文化，抗拒伴随全球
化而来的同质化和标准化。

1999 年 10 月，在意大利古城奥尔维耶托
的一次慢餐活动中，意大利 5个小城的市长给

“慢城”做出了明确定义，“慢城”运动从此诞
生。能够入选“慢城”的地方，要符合汽车限
速、发展和使用环保技术、多建设绿地、保持当
地特有的风俗文化等55项条件。

“慢城”理念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创
造经济价值。成为“慢城”的意大利小城布拉，
失业率下降，悠闲的餐饮、恬然的氛围吸引了
大批游客，继而拉动了商业的发展。“慢城”已
成为一种旅游资源，使游客回归自然，放松身
心，全球已有60多个城市加入了“慢城”运动。

短短几年间，“慢生活”风靡全球，有 55个
国家、80多万会员加入了“慢生活”运动中，“慢
生活协会”、“慢生活俱乐部”等团体层出不
穷。“慢生活”渗透到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追求蜗牛的速度，慢慢吃，慢慢走，慢慢
看，慢慢思考，慢慢地享受人生。

生活节奏能否慢下来

毋庸置疑，忙碌的都市人无不渴望拥有从
容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节奏真的慢不下来吗？

媒体人李静觉得自己的生活像上了发条，
已经慢不下来了，“快节奏使生活变得匆忙无
味，缺乏诗意，家成了旅馆。很多时候，我也想
慢下来，睡到自然醒，再慢悠悠的下厨，做几道
菜谱上的饭菜，看几部经典的电影，写几段记
录心声的文字……可是，实在是太忙了，没有
时间去做这些”。

很多职场人士认为生活节奏是不由自主
的，“慢生活”可望而不可即。公司职员贾冬冬
坦言：“我刚毕业，正处于事业爬坡阶段，职场
竞争比较激烈，不是不想慢下来，生存压力逼
着你不得不快。何时不为生计发愁了，才能过
上慢生活。”

现代都市人为了梦想废寝忘食，幸福感为
什么却渐行渐远呢？金水区一家心理咨询中心
的心理咨询师张媛认为，很多人已经患了一种

“延缓幸福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全世界每100人
中就有40个这种患者。患这种病的人总是忙忙
碌碌，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休息时间放在次要
位置，身心超负荷运转，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感觉筋疲力尽，焦虑不堪，当然不会感觉幸福。

在记者采访到的市民中，多数认同“慢生
活”的理念，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让生活节奏放
缓并非易事，慢下来就会感觉心里发慌，特别
是年轻人大多有这样的顾虑。

对此，张媛告诉记者，“慢生活”被心理学
界公认为是减少压力、恢复心理平衡的良方，
可以使生活变得更从容。国外一条公路边竖
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你是想以50迈的速度
开到 100 岁，还是想以 100 迈的速度开到 50
岁？”这句话很有哲理，“忙”字左面是心，右面
是亡，人太忙了，生活失去平衡，心就死了，许
多心理问题的背后都有生活节奏过快的原因。

如何才能放慢生活节奏？张媛给“支招”
说：其实也不难，首先是心态要放平，如果人们
把欲望降低一点，而不是盲目攀比，别人住豪
宅，我有房住就行，别人有车，我有辆代步车也
行，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工作和生活，好多烦
恼就没有了。再者就是要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学会做“减法”，清理掉不必要的应酬和杂
事，张弛有度，不透支健康，让生活更有效
率。有道是“风景永远在路上”，追求幸福的
脚步越快，错过的风景就越多，不如慢下来，
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细细地品味生
活。慢餐、慢工作、慢运动、慢读、慢游、慢情
爱、慢休闲，被称为七大慢生活方式，都是简
单易行，非常实用的。

“慢活族”的快与慢

慢活族，是教育部公布的 171 个汉语
新词之一，指的是放慢生活节奏，让精神和

身心都得到放松的人群。
一个偶然的机会，市民孟晓薇通过一个名为

“懒人部落”的QQ群，了解到“慢生活”的概念
后，她很快就萌发了“对快的叛逆，对慢的神往”。

作为慢生活的实践者，她辞掉了以前快节
奏的工作，换了一份收入不高但压力较小的工
作。此后，她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吃慢餐，做瑜
伽这类慢运动，经常品读古诗词、练书法、骑车
郊游。虽然要上班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但那
种真实地融入生活的感觉，使她活得很自在，
朋友们都惊讶于她的潇洒。

放慢生活节拍，细细咀嚼生活，弃快从慢
的“慢生活”正在受到都市人推崇，一些商家看出
了商机，推出了慢游、慢餐厅、慢茶楼，郑州的很
多楼盘也在打造慢生活小区。南阳路上的一家
茶楼特意为慢活族推出了包括早餐和午餐的早
午餐，服务员告诉记者，很多客人都是慢慢享用
早午餐后再品茶、读书，有时一坐就是半天。

有人担心，“慢生活”会不会让人越来越懒
惰？对此，颇受慢活族喜爱的缓慢运动网站有
句名言：“慢活并不是将每件事都拖得如蜗牛
般缓慢，而是希望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
是一种平衡，该快则快、能慢则慢，尽量以音乐
家所谓的正确的速度来生活。”

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在
其主编的《慢生活》一书中，也指出：慢生活不
是散漫、杂乱无章，慢生活的本质是尊重自然
规律，回归和谐，大事小事很有计划性很周
密。慢生活并不代表没有效率，而是如何在慢
与快之间取得平衡，寻找适合自己的节奏，达
到身心平衡。这样你的生活效率会更高，会活
得更精彩。

建筑工程设计师刘涛也是忙碌的上班族，
平时工作很忙，接到工程后更要加班加点。然
而，了解了“慢生活”的奥妙后，上班时他高效
地完成工作，下班后就关掉手机，按照自己的
兴趣爱好悠闲地看书、听音乐、打篮球。虽然
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忙，但他学会了让从容取
代匆忙，心态很淡定，经过慢生活的调节，再回
到工作岗位上，感觉精力十分充沛。

刘涛淡然地说，“慢”也需要悟性，成为“慢
活族”，其实是一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求高
速，只要从容。

本报记者 余英茂

贫困线标准是穷人的也是富人的
国务院扶贫办正在会同

有关部门编制 2011 至 2020
年扶贫开发纲要。几次被提
议上调的贫困线标准，有望
在纲要中提及。“以前我们根
据每人每天2100大卡设定营
养标准，由此按照食物价格
推算出贫困线，现在我们提
出一个健康生存的概念，除
了基本的营养需求外，还要
满足让人生活健康的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贫困线应该
设 定 在 1300 到 1400 元 之
间。”国家统计局一位不愿具
名人士告诉记者。（《21世纪
经济报道》10月27日）

2004年3月23日，世界
银行在中国举办中外记者
招待会，国务院扶贫办宣
布：中国贫困人口已由1978
年的 2.5 亿下降到 2900 万。
但世界银行副行长弗兰妮
当场表示，（根据世界银行
掌握的数据）中国贫困人口
是由 1978 年的 6.34 亿下降
到2003年的2.1亿。两个数
据差距如此之大，根子就在
于统计标准不同。2008 年
年底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
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 785
元。尽管中央之后宣布实
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
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
但世行的报告认为，这一新
划定的贫困线依然偏低。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
缺富人缺“穷人”。我们一直
习惯以满足人体生命活动的
最低需求标准——“饿死还
是饿不死”，作为贫困线的划
分标准。时至今天，国民经
济和综合国力已经有了一个
质的飞跃，我们已经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还以
此作为贫困线标准，是对弱

势群体权利的一种无视。因
此，提高贫困线标准，倡导

“健康生存”——不仅保障
“吃饭”维持生命的需求，还
要保障就医、教育等多方面
的基本社会性需求。这是一
种巨大的制度进步，值得我
们鼓掌喝彩。

这是天下所有穷人的幸
事。不过，贫困线标准其实
不仅是穷人的，也是富人
的。一个健康绿色的贫困线
标准，能让更多的弱势者受
益终生。穷人的权利有了更
多“机会”的保障和政策的扶
持，会消弭底层人固化的危
机，加速穷人向上的流动，有
利于构建更和谐的社会结
构；同时，穷人的保障层面拓
宽，意味着社会整体福利的
提升，意味着劳动力的充盈，
反过来会推动富人创富能力
的进一步加强，富人的生存
环境也会得到品质的改善。

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
前提，是富人和穷人的和谐
相处；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
展，是穷人与富人良性互动
的结果。一座没有了穷人的
城市，富人根本无法生存。

没有了穷人，谁来为城
市盖房子？谁来进富人的工
厂打工？谁来拾荒收破烂？
谁来……因此，在国力提高
的时代语境下，从国家的高
度和政策的层面，不断提高
贫困线标准，可能会从统计
数据上增加很多贫困人口，
但却给予了穷人更多的尊
严和机会，加速了社会的良
性循环，让穷人渐渐获得体
面和滋润，实现与富人的友
好共存共荣。不论是短期
还是长远，都润泽穷人又惠
及富人。 陈一舟

官员快速复出让问责沦为“儿戏”
10月13日上午，国土资源部通报了5起国土资

源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其中包括四川省简阳市政
府违法批地案。简阳市所属的地级市资阳市也给出
了一份罚单：简阳市长段成武党内警告处分，调离市
长岗位。一周之后，8月24日，资阳市人大任命段成
武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人民网》10月27日）

一个犯了错误被组织追究责任，丢掉“乌纱帽”
的官员，居然仅过一周时间，又再次坐上局长的“宝
座”，成为另一要害部门的同级别领导。这样的快速
复出无疑是一种变相的调动，而不是惩罚。这样的
复出给人的感觉是，当初的处理只是做给“上面”看，
或者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和群众愤怒而做的“表演
秀”。如此“雷声大雨点小”的处罚，让本来十分严肃
的干部问责机制沦为儿戏！

近年来，问题官员悄然复出已成为一种引发社
会争议的现象。远的不说近的就有，因黑砖窑事件
被撤职的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早已

“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另据报道，
因“6·28”瓮安事件被撤职的贵州省瓮安县委原书记
王勤也已悄然“复出”，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
政局副局长。这些问题官员的悄然复出，正使“责任
追究”成为一种摆设，使“严惩”成为一句空话。它们
在刺激公众神经、引发公众的疑问和不满的同时，也
在损害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形象，应当引起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一些问题官员能这么快地复出？在我看
来，与相关政策的漏洞有关。按照中央关于领导干
部问责的相关规定，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领导干部，
一年内不得提拔。受到党内警告的党员，被要求一
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
于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也就是说，犯错误后被调
离岗位的干部，是完全可以调到一个同级别的岗位
的。这样看来，所谓的“调离岗位”的处罚，不过是给
官员换个工作环境罢了，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处罚！

一个官员犯了错误，并不是要“一棒子打死”，不能
复出，但显然问题官员的复出，需要给公众一个信服的
正当理由，并且要遵循透明公开的民主程序。这个正
当理由就是，问题官员在思想上确实对以往的错误有
了深刻认识和悔改，在行动上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做出
了有目共睹的突出实绩，足以让群众原谅他以往的错
误。而在程序上，必须广泛征求民意，取得民意上的许
可，同时必须严格按照干部任命程序进行。遗憾的是，
我国在官员复出上缺乏一个专门规定。比如在什么情
况下可以复出，以及复出的具体程序等都不明确，这给
了一些官员的违法复出以可乘之机。 孙瑞灼

通胀预期下生活资料涨价应慎之又慎
资源品价格涨势不断。继发改委宣

布拟在全国推行居民用电“阶梯式累进
电价”之后不久，又决定自本月26日零
时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230元与220元，相当于90号汽油每升上
调0.1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9元。

不可否认，阶梯电价收费模式拟定
还是成品油价格上调，前者是节能减排
资源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而后者则是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作用下的必然
表现。然而，在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的
经济背景下，资源品价格的上调却进一
步加剧了公众的生活负担，难免引发囤
积、抢购等扰乱正常经济秩序的个体行
为。就此而言，行政部门所决定的涨价
因素应综合考虑客观背景，谨慎而行。

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物价上涨
预期不断强化，从早期的“蒜你狠”、

“豆你玩”，到近期的“糖高宗”、“苹什
么”，乃至方便面、食用油等价格都在
上涨。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
达到3.6%，创下近23个月新高。公众
情绪对于价格上涨的反感度与敏感度
都在提升。“囤族”顺应而生，不少人成

为价格变动的惊弓之鸟，甚至还有人
自称“海豚(囤)”。

回顾历史，抢购之风也曾激烈上
演。1988年6月，被称为“价格闯关”的
激进价格改革方案仓促出台。当年7
月，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涨幅为 19.3%，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据媒体
记载，当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
出现抢购。曾有人一口气买200公斤
食盐，买 500 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
空。而在普通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
人们已经开始了囤积居奇，囤积物品
包括钢材、水泥等建材和彩电、冰箱等
电器。面对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
整对策，将社会稳定放在了工作首位。

相形之下，虽然目前物价上涨压
力远不及“价格闯关”时期，但对公众
日常生活的影响性质是一致的，由此
滋生的社会不良情绪应得到主管部门
的高度关注。从原因分析，大蒜、辣椒
等农作物价格上涨，与游资投机行为
不无关系；而食用油等农副食品的涨
价，则与我国农业规划不到位、大豆定

价权缺失有着直接联系。这些原因的
消弭，需要主管部门根据热钱流向、市
场供求等实际情况进行间接调控，并
非朝夕间便可实现。

而如果在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同
时，政府管控的资源品价格、税费价格也
出现同步上涨，就会进一步恶化通胀预
期。更重要的是，与一般商品不同，成品
油、民用电等资源品涨价是无法替代消
费的，属于典型的刚性开支，其所带来的
市场影响力与心理影响力要更大。

所以，在物价普涨时期，行政部门
直接调控的资源品价格应该逆涨价周
期而动，以缓涨价、慎涨价来平抑公众
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是为“削峰填谷”的
调控政策原则。发改委称，这次调价后
国内成品油价格对应的原油价格仍然
低于目前国际市场。这似乎表明，主管
部门在调整油价时也考虑到国内物价
水平的客观表现。但需要强调的是，涨
价举措本身已在实际上加剧坊间的通
胀预期。可见，对资源品价格改革，决
策部门应该具备“大局意识”，更加贴近
公众的呼声与意见。 马红漫

“让消费者团结起
来，拒买血房!”一张由
网友制作的标注近年
来中国暴力拆迁的电
子地图，网上备受追
捧。“血房地图”折射
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
展，民众的尊严意识、
参与社会生活的意愿
得到加强，同时社会
更加多元和开放，更
加呼唤法治，而拆迁
纠纷正成为中国在推
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面对的一个比较突出
的挑战。焦海洋/图

为求快，都市人往往喜爱“抄近道”

（均为资料图片）横穿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