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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成本生活的价值观：生活在低处

以南京南站为鉴
少些“大干快上”

工程建设必须尊重科学规律。不错，工程建设首先要遵
循的就是科学规律，而不是长官意志和所谓的大局，为了工程
安全，宁可牺牲掉一些速度，宁可失去一些可以拿来炫耀的表
面政绩，这才是工程建设的准则。

这两天，京沪高铁屡屡因故障停运，引来质疑声不断，虽有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王曙光“停电停运反证京沪高铁安全”这样的
解释，却并未平复人们的担心。而京沪高铁最大枢纽站南京南
站出现的大量漏水和地基下沉现象，则更加令人心惊胆战。

来自中国江苏网7月13日的报道称：暴雨袭击南京，南京
南站换乘大厅出现漏水和地基下沉的现象，在部分下沉的区
域，积水甚至超过了人的脚踝处。换乘大厅顶部的白色横梁
有些已经断裂，有的地方干脆就没有横梁了。网友因此怀疑
工程可能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南京南站第一次出现质量问题，不久
前，南站北广场外数千平方米的地砖要敲掉重新返工，就曾经
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重点工程质量问题的关注。但此次的地基
沉降和换乘大厅顶部漏水问题，显然又比地砖重铺要严重得
多，难怪不断有网友在问：这个站到底安全吗？

还是来看看京沪高铁南京南站的诞生记吧，或许答案就
在这里。作为京沪高铁最大的枢纽站，南京南站的重要性显
而易见，但就是这么一个重中之重的工程，在建设时就屡屡陷
入赶工期的怪圈。为了确保京沪高铁6月30日能够正式通车，
南京南站的建设进度可谓飞速，但光有速度解决不了一切问
题，中国人有句话叫“萝卜快了不洗泥”，现在看来，京沪高铁
南京南站屡屡出问题，正是“速度胜于一切”理念结出的恶
果。事实上，“数千平方米地砖重新返工”这一怪事，已经明明
白白告诉了我们赶工期的恶果——该站建设单位、南京铁路
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因为南京南站的工期
非常紧，北广场原先铺设的地砖是不得已的临时设施。除了
北广场地砖敲掉重铺之外，南京南站启用时空调也没到位，以
至于站方不得不搬冰块降温。

地砖不合格、空调不到位，按理说是这个站还没达到启动
的条件，但到了建设方那里，却成了应急的临时举措。那么，
人们自然有理由追问：地基沉降和换乘大厅大量漏水，是不是
也是赶工期的临时举措造成的？一个号称“亚洲第一站”的重
点工程，维系着千千万万乘客的安全，赶工期和临时举措背
后，又埋下了多少令人胆战心惊的安全隐患？难道为了在规
定时间启用，为了不影响高铁正式开通的“大局”，乘客的安全
都可以成为筹码？

为了大局、为了政绩，大干快上赶工期，在很多地方是屡
见不鲜的，违背了工程建设的客观规律，牺牲掉的必然是工程
质量，这也是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方面，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说得很明白———他批
评了一些部门在工程建设上的浮躁作风，表示将坚决取消“决
战90天”“大干快上”等冒进标语口号，工程建设必须尊重科学
规律。启用不到一个月就问题不断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就
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娅男

ATM机前“捡钱”负刑责？假的
两个月前，在杭州打工的

张青到银行给家里汇款时，发
现自己还没插卡，按键时
ATM机就自动“吐钱”，接连
摁了6次之后，取出来的10500
元却成了“烫手山芋”。两小时
后，他就向警方自首。只是，因
为过分慌张，他把钱弄丢了。
尽管事后张青用自己的钱归还
了失主，但他还是因涉嫌信用
卡诈骗罪而被杭州江干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今日早报》)

这则新闻在众多网站被
冠以“男子ATM机前‘捡钱’
后自首，还钱仍被刑事处罚”
的标题，一时间，许多网民认
为张青比广州的许霆还冤，
因为许霆案发后没有自首，
他却在取钱后两小时就自
首，还主动退还了钱。真是

“标题党”害死人，如果说张
青果真没有插卡，而ATM机
出了故障自动“吐钱”，那张
青案就跟许霆案有些类似。

但报道说：“张青走到 ATM
取款机前，刚准备拿卡出来，
突然发现 ATM 机的页面并
不是以前经常看到提示插卡
的页面，而是显示有“取款”、

“查询余额”、“退卡”等的页
面”，这时他按“取款”取了
2000元，可以说，此时他是不
当得利，但接下来第二次取
500元钱后，他“查了下余额，
发现账户显示里面有6万多
元。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可

能是前面的客户把银
行卡给忘在ATM机
里了”。这时，他的性
质与许霆就完全不一
样了，因为他已经知
道是其他客户遗失的
卡导致 ATM 机“吐
钱”。但他一不做二
不休，又取了 4 次共
计8000元钱，这当然
是用他人信用卡进行
诈骗了。

所以，张青并不
是“捡钱”，而是骗
钱。“捡钱”应该是根
本 没 有 操 作 ATM
机，而机子出了故障
自动吐钱，骗钱则是
明知他人的卡遗留

在了ATM机，还主动通过按
取款键达到骗取银行的钱的
目的。根据 2008 年 5 月 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
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
(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
定性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拾
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
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
于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
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
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张青
的行为相当于在 ATM 机上
捡到别人的卡，又冒用别人名
义在机子上操作取款，这当然
应被追究刑责。

相关网站将其冠以“男
子ATM机前‘捡钱’后自首，
还钱仍被刑事处罚”，这是在
误导网民，因为“捡钱”不过
是个道德范畴的问题，而骗
钱则属于刑事法律问题。

当然，张青及时投案自
首和归还钱款，应当从轻或
减轻处罚，但这并不成为他
不负刑事责任的理由。“语不
惊人死不休”是某些媒体的
惯用手法，但标题必须切合
文章本意，“标题党”害人又
害己。 杨 涛

谁在纵容假“洋货”泛滥

达芬奇家居(微博)号称“意大利原产”却
被曝产于国内，“洋奶粉”施恩、澳优却仅在国
内有售，“源自美国”的阿诗丹顿热水器和“意
大利时装品牌”卡尔丹顿也是国产货……仰
仗洋品牌标注超高价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
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原因何在？

首先要谴责的，当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之
徒。所谓品牌战略是现代市场竞争的高级形
态，品牌是企业营销的重要策略和依托。透
视林林总总的假洋品牌，贴上洋标签，打出

“原装进口”，身价就可以几倍十几倍地增值，
普普通通的一个挎包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标榜
身份的奢侈品。这样的企业故意混淆视听，
浑水摸鱼，仅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至少
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理应受到谴责和
惩处。

其次是监管方面的空白，让一些厂商能
堂而皇之地打“擦边球”，逃避监管。消费者
仅凭肉眼并不能看出达芬奇家具的原产地、
用料、工艺，更难判断其真实品质。正是监管
的漏洞才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利益无法得到
保障。

其实，假洋货泛滥的根子还在于公众普
遍存在的崇洋消费心态。“外国的月亮比中国
圆”、“洋货贵有贵的道理”、“价廉物美的是低
档货”……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消费心理，
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中不断膨胀，对国外
市场知之甚少却盲目追求所谓的欧陆风情，
奢华享受，往往是自己当了“冤大头”还趾高
气扬。

殊不知，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
推进，我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世界
市场”，国内生产的绝大部分大众消费品质
量和款式与世界潮流之间的差距大为缩
小。不仅如此，我们的许多工厂还成为世界
著名品牌的制造商、代工厂。在这样的背景
下盲目崇尚“洋货”，花上几十万元购买洋品
牌，其质量还不如标价普通商场中只售一两
千元的国货，这种行为不但不时尚，反而很
可笑。

随着化妆品、家具、服装等零售领域“国
外便宜国内奇贵”的现象逐渐披露，越来越多
的洋品牌进入公众视野。也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真假洋品牌的质量、定价问题日益受到
舆论的关注。曝光的目的不是击垮一两家企
业，而是让消费者树立正确的品牌消费意识
和消费心态。同时，必须完善市场监管，将那
些以次充好的品牌挡在门外，对卖天价蒙骗
消费者的行为严惩不贷。 小 敏

准院士“情妇门”由谁来“证伪”
妻子曹霞一篇《中科院院

士段振豪包养二奶、小三、小
四，养私生女》网帖，直指丈夫
挪用科研经费包养情妇，将本
年度院士候选人、中科院地球
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段振豪
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
一说法被段否认。(7 月 13 日

《中国青年报》)
到底信谁，我有些糊涂

了。从情理上说，作为一个知

荣耻爱面子的知识女性，应深
谙“家丑不能外扬”的潜规
则。除非荣耻与共的夫君“做
绝了”，以至于“忍无可忍”，否
则妻子不会撕开脸面自揭伤
疤。何况曹“做过律师，讲求
凭证据说话。”又不乏反科学
腐败的公义之心。

段振豪似乎也有他的道
理。“别说包养情妇，我没违规
给任何人报过一分钱。你可以

去查。”倒也底气十足。他甚至
说，自身科研任务繁重，都不
知道酒吧在哪里，根本没有时
间“包二奶”。况且段已进入今
年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名单，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与公
示，相关机构岂能有眼无珠？

可常识又让我倾向于曹
女士，不仅其掌握证据，且近
年来科研界确实不“干净”。
挪用科研经费，“吃喝嫖赌全

报销”的大有人在；养情妇包
括非礼学子的男“叫兽”同样
不乏其人。

候选院士“情妇门”毕竟
不是“家务事”，不是一般的

“家丑”，而事关婚姻道德、学
界公德以及纳税人的知情监
督权，岂能听之任之。因此，
亟待职能部门包括纪检监察
部门介入调查，弄清真相。

效 仁

王王 刚刚 绘绘

核心提示

高消费不等于高品质，低成本不
等于穷日子。

CPI 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一路走
高。有没有可能过上既高品质又低成
本的生活？

我们提供省钱秘籍，教你如何借
助网购跑赢CPI；我们也捅破各种貌似
低成本的消费陷阱，教你不贪小便宜
吃大亏。但更重要的，是明确高品质
生活的定义和低成本生活的定义。

许多人错把高欲望和高消费当成
高品质生活。“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得用
钱去换，那当你都用钱去换的时候，你
用什么去换钱？”(朱德庸语)若用理想、
原则、闲暇、自我、爱好、自由、家庭去
换，你换回来的钱也买不到生活品质
和幸福。

而低成本生活的关键词不是消
费，是四个字：宅、绿、闲、乐。回归家
庭，享受亲情；节能减排，亲近自然；保
全自我，拥有闲暇；节制攀比之心，享
受日常乐趣。

我们占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指“南”，指向的是生活，不是欲望。

幸福需要谦卑态

幸福需要谦卑态，生活需要低姿
态。“低成本、中收入、高品质”是一种
崭新的生活价值观，它不会让你步入

“上流社会”，但至少可以让
你不至于坠入“下流社会”。

“艺术不是更高更快更
强，不是体育竞赛，而是每个
人独特的气息的体现。”歌手
李健这样描述他的“艺术
观”。

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
反省我们此时此地的“生
活”——像古龙所说“骑最烈
的马、喝最名贵的酒、交最难
征服的女人”才是生活的意
义吗？答案似乎不该是这
样，但现代人却演之愈烈。
成功者的标准模板是：高收
入、大房子、全私享。

这种“高大全”的盛景
的确蔚为大观，它堪称是“智
力竞赛”(脑力劳动者和嘴力
劳动者)、“财务竞赛”(企业
老板和高管)和“体能竞赛”
(熬夜、加班、应付人际关系，
在 40岁之后倒下的人，已属

幸运)。
生活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前进，

人生却向着“更猥琐更自私更有压力”
一路滑坡。有一个貌似占便宜的心算
方法：现代人的生活密度和信息量很
大，一年的经历相当于古人的三年。
这样看来，人生不曾虚度，年过半百即
已活得够份。但是，这种生活密度不
空闲却浮华、不放松却紧张、不舒心却
忙碌。

究其实，生活的感受决定了生活
的品质而不是其他。如果连生活的

“感受器”都发生了问题，人只是一具
消费终端机。

高调生产 低调生活

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很难一言蔽
之。在革命年代，生活就是阶级斗争；
在如今的经济年代，生活同样被“卷
入”了，在“生产——消费”模式的环境
中，人被迫从生活中退场，生活被挤压
成简单的二点一线(办公室、卧室)，或
叠加成复杂的飞机旅行(每周日程填
满，城际商务)。

一位出版商诉苦说：“这个行业是
只能进，不能退。”退出机制受很大
约束，让之前的投入都变成沉没成
本，另外，当你想退时，已身不由己，
辛苦建立起来的品牌和团队都需要维
持运转。

除非去做个“个体人”或“自由职
业者”，否则，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面临

着这类问题——公司一旦做大，便有
了自己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
个人的自由意志为转移的，换句话说，
它倾向于无限挤压个人生活空间，从
而将生产空间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

若问问人们对生活的理想，不再
是上世纪 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愉
悦，人们正在经历着一个繁茂的“物欲
时代”。物质使人们的心理期望值不
再需要想象，而是有三六九等、明码标
价的现实填充物，等待你去领取。

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可怕之处，数
量取代了质量，复制取代了手工，升级
取代了停顿，极品取代了耐用品。

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先生说：
“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阴谋，你不
觉得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耐用了吗？
就是为了让你不停地购买。”他的诺基
亚手机使用 7年了，还未换掉，磨损严
重。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他在办公
楼里加班，忽然产生了想跳下去的念
头，那时是他的盛名时期，荣誉和事务
一起扑面而来，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
停，他差点被压力击倒。

“我果断地终止了许多事务，按自
己的节奏来生活和工作，尽量不受外
界影响。”朱德庸说，实现财务自由就
是为了让自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
活，这种生活就是拥有闲暇。

林语堂称：“在所有的动物中，只
有人类发明了工作。”动物只有在饥饿
时才觅食，其他时间则自由自在地生
活，而人类却饱受欲望支配和折磨。

电影导演大卫·林奇说：“只有拥
有闲暇，才能让好事自然地发生。”但
大部分人已经享受不到闲暇的乐趣，
且不具备让好事自然发生的能力了。

“策划”、“统筹”、“执行”等硬性法则让
人工干预颠覆了天然乐趣。

哲学家罗素讲：“人类应用 20%的
时间工作，用 80%的时间生活。”但现
实恰恰相反，大多数人工作 5天休息 2
天，也有工作狂全天候都在精神亢奋
之中，美其名曰工作就是生活。而这，
恰恰是舍本求末。

低成本生活：宅、绿、闲、乐

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感
觉到“M型社会”的危机了。中产正在
坍塌。经济危机之后的通货膨胀直接
影响到每个人的收入。物价在上涨，
CPI在上升，钱越来越多，而购买力越
来越小。中产者的生活品质大受影响。

以北京为例，许多上班族改坐出
租车上下班了，因为停车费交不起，而

且油价一直在涨。以前，人均一百元
能吃到很好的大餐，而现在，人均两百
元还不含酒水，才是请客的预算。

至于生活品质的另外几个因素，
比如住，几乎成了一代人的心病；比如
时尚消费，则是永远追赶不上的美学
法则。而大城市的环境污染、恶劣交
通、无良食品则令人担忧。这一点，在
熟人社会的二、三线城市，则要缓解许
多，那里，人们的幸福指数显然要高很
多，而生活成本，则显得不那么高企。

渡边淳一在最新的著作《幸福达
人》里说：“幸福与不幸福的判断来自
于和别人的比较。”要想幸福，“不和周
围的人比较就行了。”而这一点殊难做
到，因为“我们总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
生活、行动的”。

他引用一位日本女诗人的和歌：
“昔有浪女遭割乳，吾亦丧乳同堪怜。
俯身为君系鞋带，幸福有此谦卑态。”
这位因患乳腺癌而英年早逝的女诗人
叫中城文子，她的生活观影响了一代
日本人，怎样去追寻生活的本质。

学者余世存说：“在全球化和消费
主义的这趟欲望号特快列车上，你不
上车，就会被时代抛弃，你上车了，又
会迷失自我。”他的最新著作“非常道
II”拟命名为《狂欢》，他编纂的这部世
界各国经典名人语汇，则为当下的生
活注入了思想话语清流。

既然高欲望释放的是人性中的自
私、贪婪，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
人既过上体面的生活，又不那么面临
高消费的压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低成本生
活就是一种选择。有人将低
成本生活归结为四个字：宅、
绿、闲、乐。

“宅”是指回归家庭，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生
活上，从而享受家庭生活的乐
趣。“绿”则是指绿色生活，节
能减排，保护环境，多运动和
亲近自然，不浪费少排碳节约
能源。“闲”是指一定要拥有自
我支配的闲暇时间，因为大部
分人生的乐趣、业余爱好和成
就其实是工作之外的“第二人
生”产生出来的；“乐”是指乐
活，一种有机的健康生活，这
种生活并不需要花费太多钱，
就可以享受到积极的、向上的
生活乐趣，这是一种令人愉悦
的生活态度。

朱德庸说：“真正有品质
的生活反而是不太花钱的，看

你对品质如何定义。”高欲望与低成本
难以协调，但高品质与低成本并不矛
盾。他的高品质生活有三件事：散步、
音乐、绘画。而这，不仅不花钱，反而
给他带来价值，散步让他享受闲暇，音
乐让他修复人性，绘画让他取得成功。

过度消费与新穷人

一旦生活进入更低、更慢、更轻的
状态，便会有自由而轻盈的状态，不再
受到工作、社会的压力和束缚。而这，
正是由低成本生活的选择所带来的
——面对生活，你应该孜孜不倦、斤斤
计较。

当下的难堪是，你努力工作，积极
表现，发现收入并未增加，时间却失去
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警告说：

“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
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

在鲍曼看来，“消费自由”具有欺
骗性，它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
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永
难满足的”。

生活必需品与生活奢选品之间的
界线被有意模糊，大量的时尚和广告
使人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不满足的状
态。而“传统消费者”则是消费社会的

“公敌”，因为他们只在必需品上作出
选择。

而正是过度的“消费”奴役了人
们，使之成为“新穷人”。月光族、卡
奴、房奴，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须付出的

一切，使得“新穷人”必须努力投入工
作才能获得想象中的生活方式。而一
旦他们支付不起这种生活时，便堕入
日本学者三浦展所描述的“下流社
会”：收入低，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
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也
都全盘降低，对于生活的热情低下，收
入难以提高，独身比例则增高。显然，
低成本生活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则提
出了一种自我救赎的道路：重振生活
积极价值，树立生活的信心，提高生活
与工作的“性价比”。

鲍曼在其社会学新著《工作、消费
与新穷人》中说：“现在是消费美学占
据了过去由工作伦理曾经统辖的位
置。对于经过消费者训练而成功毕业
的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由可能性构成
的巨大母体……世界及其所有碎片都
由它来评判——诱发欲望的能力。”

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欲望并
不渴望满足。相反的，欲望渴望依然
是欲望。”

深刻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
革命》一书中，尖锐地刻画出“穷人”的
嘴脸，她说：“追求一夜暴富的知名激
情绝不是感官邪恶，而是穷人的梦想；
穷人秘而不宣的愿望不是‘各取所需’，
而是‘各取所欲’。”她嘲弄说：“富足与
无休无止的消费乃是穷人的理想：它
们是苦难荒漠中的海市蜃楼。”

现在，你明白了低成本生活的可
贵与意义了吧：只有生活在低处，自由
才在高处。 据《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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