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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新 知

王少华 绘“夸”的含义千千万

刘云生

对中国人来说，房子绝对不
是单纯意义上的物理居住空间，
还负载了丰富的精神追求和文化
内涵。儒家思想加上农耕文化形
成一股合力，让中国人对房子有
着不同寻常的心理认知和社会认
知。这种社会心理有三个表现：

第一，安土重迁。对房子的
重视和依赖和中国的孝道文化息
息相关，是祖灵崇拜的产物。祖
先墓地所在、家族祠堂所在、父
母所在地是界定家的最重要的三
大 特 征 。 各 家 各 户 都 是 围 绕 祖
墓、祠堂添置产业，世代相守。
苏辙 73 岁生日时，在颍州已经置
下房产，但还是感慨“三千里外
未归人”——有房未必就有家，
只有祖先、父母遗骨所在地，才
算是真正的家。

第二，安身立命。中国人从
来 都 信 奉 有 房 才 有 家 ， 看 看

“家”“宅”“室”三个字就明白
了。“家”的本义是养猪的地方，
后来引申为人的居住地，喻义很
明确，人安财富——宝盖头象征
房屋，遮风避雨，猪代表人丁兴
旺，财富满满。

“宅”的本义是寄托的托，是
双手托梁架屋，许慎后来将这种
意义无限引申，解释为人类安身

立 命 之 所 ， 也 就 是 寄 养 身 心 之
地。这种解释深刻反映了中国人
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自己有才
是 真 的 有 ， 历 来 重 视 房 屋 所 有
权，轻视租赁权。

想当年，白居易京漂 20 年，
租 房 子 租 得 垂 头 丧 气 ， 写 诗 感
慨：“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
解藏身。”（《卜居》） ——京漂
没 房 的 日 子 ， 特 别 羡 慕 两 种 动
物，一是蜗牛，别人自带房屋，
从来不会担心房价上涨，房租高
低；二是大老鼠，走到哪儿都能
打 洞 安 窝 ， 繁 衍 子 孙 。 大 诗 人
到 了 知 天 命 的 年 龄 ， 有 了 自 己
的 房 子 ， 才 舒 口 气 、 叹 口 气 。
苏 东 坡 一 辈 子 大 气 洒 脱 ， 但 飘
荡 江 湖 几 十 年 ， 连 房 子 都 没
有 ， 所 以 ， 定 居 许 州 ， 好 朋 友
李 端 叔 修 房 子 ， 苏 东 坡 点 赞 之
余 ， 免 不 了 顾 影 自 怜 ， 哀 叹

“我年七十无住宅”。
作为精英阶层的白居易、苏

东坡对房子的焦虑实际上是一种
文化焦虑：不是没房子住，而是
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

这一点和西方文化差异特别
大。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人
在心在家就在，所以，只要是一
家人在一起，无论是自己动手建
房，还是图方便省事租房，都没
什么问题。高高兴兴活一辈子，

这才最重要。至于死后，子孙是
自己建房，还是买房，那都是子
孙自己的事，跟爹妈无关。但在
中国人看来，生下孩子就得给他
一个家，除了有爹有妈，还得有
房。活着一家人其乐融融，死后
儿女也不会寄人篱下。

换句话说，中国的不动产文
化语境中，房子不单纯是居住的
物理空间，还是精神空间；不仅
是私密性的自我存在，还是一种
伦理性的人际依存！所以，苏辙
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不乏骄傲
地 吩 咐 子 孙 ： 房 子 给 你 们 修 好
了，老子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现
在就两件事，吃饭、睡觉，别打
扰我！

再看“室”。“室”的本义是
休 养 生 息 的 地 方 ， 是 家 中 最 隐
秘、最安全的空域。为什么称之
为 “ 室 ”？ 许 慎 的 解 释 是 “ 实
也”，也就是填充、充实的意思。
后来代指男性娶妻为“室”，女性
嫁夫为“家”，这就是“家室”的
来源。古代男孩到了成年，爹妈
都得“授室”。什么意思？置下房
产，娶回儿媳。

儒家文化圈中，成家立业的
“家”和“业”都指向一个共同目
标：房子。所以，才有了中国式
的婚房，没有新房，旧房也得加
上媳妇儿的名字，不买房、不加

名不仅意味着恋爱无成，还意味
着婚姻告吹。不仅悲催，而且丢
脸。有人专门统计过，纽约的住
房自有率是 41%，北京是多少？
86% 。 直 到 今 天 ， 北 方 生 下 儿
子，真的就成了建设银行，爹妈
加 上 爷 爷 奶 奶 拼 着 一 辈 子 当 房
奴，也得给儿子、孙子攒下一套
婚房！

第三，安居乐业。特别注意
“ 安 乐 ” 两 个 字 。 为 什 么 “ 安
乐”？按照建筑美学的命题：房子
是人性在空间的投影。一个小鲜
肉在北上广有房子、有老婆、有
孩子、有工作，那就是典型的四
有人才，幸福指数有多高，不用
测量，看看别人走路霸气侧漏的
气场就知道。

这种文化心理还催生了一系
列制度，影响着人的自我认同和
社 会 形 象 。 为 什 么 将 买 房 与 落
户、读书、社保挂钩？这些不仅
仅是资源配置问题，还涉及对城
市的认同度、归属感等心理认知
问题。房子代表的符号意义远远
超过实体意义，成为人在城市的
第二张“身份证”。

房 子 对 内 是 自 我 身 心 的 归
属；对外是自我形象的塑造。房
子就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诠释，
是物化的自我。

来源：深圳特区报

房子不单纯是居住的物理空间

黄明朗

看 到 两 段 企 退 人 员 微 信 。 一
段，有老两口退休金加起来不过
7000 多元，但过得很开心。他们
的想法是：改革前，夫妻俩工资一
共 70 多元，现在是那时的 100 倍，
若 把 眼 下 的 物 价 缩 小 100 倍 来 消
费，觉得太便宜了！比如，现在西
红 柿 5 元 1 斤 ， 相 当 于 当 年 5 分
钱；猪肉 25 元一斤，相当于 2 角 5
分；自行车 200 多元一辆，相当于
2 元多⋯⋯这么一想太知足了。另
一段很长，摘录几句：上山下乡不
去不行，回城工作技术不行，正当
壮年挣钱不行，混到退休工资不
行，想去旅游收入不行，写点东西
文化不行⋯⋯想来想去啥都不行。

对 这 类 微 信 ， 人 们 看 法 不

一，但有一点很明显，同是企退
老 人 ， 同 是 对 部 分 现 实 的 想 法 ，
前者乐观、豁达、开朗，后者则
悲观、无奈、消极。

“ 心 之 官 则 思 ”， 人 皆 有 想
法。想法，是一个人依照自己的
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等，对
外部世界作出的判断和选择。由
于看问题的水平、层次不同，判
断的准确性、选择的合理性因人
而异，有的高尚，有的卑劣；有
的 善 意 ， 有 的 恶 意 ； 有 的 睿 智 ，
有的愚钝；有的理性，有的极端
⋯⋯林林总总的想法看不见、摸
不着，但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它
可以影响人的心态、左右人的行
动，“想法”往往决定“做法”。

想 法 对 头 ， 思 考 的 方 向 、 方
法符合道德规范，符合人的成长
规 律 ， 放 得 下 过 去 ， 装 得 下 未
来，心态释然，知足常乐，积极

进取。想法不对头，总觉得人家
活得潇洒，自己工作太苦、工资
太 少 、 上 司 不 公 平 、 下 属 不 争
气 、 同 事 不 体 谅 ⋯⋯ 怨 天 尤 人 ，
就会失去前进方向和动力。

金 一 南 初 中 毕 业 时 遭 遇 “ 文
革”，其父原炮兵政委惨遭迫害，
他 作 为 “ 黑 帮 子 弟 ” 去 做 学 徒
工，因善于开动脑筋，屡创佳绩；
20 岁参军，因训练刻苦，在全团技
术比武中拔得头筹被破格提干；后
调国防大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他
没有埋在书堆，而是不断练笔，曾
写成 22 万字的 《装甲战》，但投到
出版社后书稿不知所终，他没有气
馁，继续研读军事著作，后来一鸣
惊人，成长为国防大学教授、我军
著名国家安全战略专家。

他 的 成 功 得 益 于 一 个 “ 想
法”：只要精神不倒，干什么事就能
干到最好，就能在逆境中掌握自己

的命运。试想，如果他自视甚高，
心态失衡，或者因“学历不行”“后
台不行”妄自菲薄，甘于平庸，情
况又当如何呢？

更 有 甚 者 ， 如 果 一 个 人 想 法
歪了，干事情难免荒腔走板，甚
至走火入魔。有个新闻，在余姚
打 工 的 贵 州 男 子 陈 某 ， 月 入 万
元，本该拥有美好人生，却因一
念之差毁了前程。一天凌晨，他
看到有人醉酒倒在路边，心头一
热，把醉酒者扶到车内，但看到
那 人 脖 子 上 的 金 项 链 顿 起 歹 念 ，
摘下金项链逃之夭夭，后被警方
抓获，身陷囹圄。陈某冤吗？记
得 在 一 篇 小 说 里 警 察 对 罪 犯 说:

“千万不要跟我讲什么一念之差。
为了这一念,你平时该是积攒了多
久?”这话是何等深刻啊！

想 法 属 于 精 神 范 畴 ， 变 幻 莫
测，游移不定。有土豪买了一幅

《牡丹图》，后要求退画，他想的
是，画的边沿有半朵牡丹，觉得
这叫“富贵不全”，不吉利。画家
解释说，退画可以，不过，我可
是按“富贵无边”来构思的。土
豪一听如获至宝，哪里肯退。他
太迷信、太幼稚，一个人富贵与
否，跟字画有何相干？这种人想
法 的 改 变 纯 属 偶 然 ， 极 不 成 熟 、
稳定，一旦有其他诱因还可能故
态复萌。

要 使 正 确 想 法 更 加 牢 固 ， 使
不正确的想法得以改变，使严重
扭曲的想法得以纠正，实现内心
重建，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充
分发挥榜样的力量，注重社会环
境 、 家 风 传 承 等 的 巨 大 影 响 作
用。人们接触积德行善、艰苦奋
斗、勤奋向上的榜样，努力寻找
社 会 光 明 ， 自 己 也 会 获 得 光 明 。
在 宁 波 ， 如 意 公 司 董 事 长 储 吉

旺、“无偿捐肝”的林萍、支教奶
奶 周 秀 芳 ⋯⋯ 爱 心 人 士 层 出 不
穷。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宁波
爱 心 涌 动 ， 蔚 然 成 风 。“ 顺 其 自
然”20 年来化名向慈善组织、困
难 群 众 捐 款 ， 累 计 超 过 千 万 元 ，
在其感召下，到慈善机构匿名捐
款者有数千人。二是强化精神支
撑，注重世界观改造。内因是变
化的根据，提高学识修养，加强
自身历练，增强对歪风邪气的免
疫 力 ， 这 一 点 更 加 重 要 。 古 代
一 位 官 员 嗜 鱼 而 不 受 鱼 ， 他 的
想 法 是 ：“ 受 鱼 失 禄 ， 无 以 食
鱼；不受保禄，终身食鱼。”凡青
史流芳者,无不想法正确、头脑清
醒。然而，现实中一些官员在送
上门的钱财面前利令智昏，接受
天上掉下的馅饼，却掉进人家设
下的陷阱，最终锒铛入狱，人财
两空。

想法：应是动力而不是牵绊
随思录

王祖和 绘
实践出真知

吴启钱

夫妻关系，说复杂很复杂，
婚姻专家的有关研究汗牛充栋，

《民法典》 里“婚姻家庭编”也用
了近百个法条进行规范；说简单
也很简单，无非三个“分”：分
工、分担与分享。

平等的夫妻关系，少不了合
理的分工。男主外女主内，这是
一 种 传 统 的 分 工 ； 我 挑 水 你 浇
园，我纺纱你织布，这是一种古
代常见的男女分工；你负责貌美
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这是一
种如今很浪漫的分工；我买菜烧
菜，你洗碗收拾，我陪孩子做作
业，你出门倒垃圾取快递，这是
不少家庭日常家务的分工。

男女结为夫妻，当与恋爱期
间不同。虽然感情仍是维系夫妻
关系的基础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判准离婚的唯一条件即是
感 情 确 已 破 裂）， 但 在 感 情 之
外，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开
门七件事”，件件不省心，牵扯
双 方 精 力 和 时 间 。 这 些 家 务 琐
事，若处理得好，则感情弥坚，
白发可期；若处理得不好，感情
会 弱 化 淡 化 虚 化 ， 终 至 怨 气 内

生 ， 分 道 扬 镳 ， 各 自 归 去 。 大
数 据 显 示 ， 2018 年 浙 江 省 法 院
系 统 共 处 理 离 婚 纠 纷 49804 件 ，
其 中 34.21% 的 纠 纷 原 因 是 “ 生
活琐事”，这也是夫妻分手的最
大原因。

夫妻之间的分工，是社会分
工的家庭化发展，也与个人的性
情、才智、能力、禀赋等相关。都
说好夫妻是互补型夫妻，主要是就
夫妻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言。夫妻合
理分工能明晰夫妻双方的权利义
务，让各自的优势得以发挥，取得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有合理
分工的夫妻，生活有基本的秩序，
婚姻有稳定的基础。

但夫妻关系不是真正的合伙
关系，双方之间仅有分工远远不
够，还需要分担。分担是对对方
负起的一种责任。夫妻双方有各
自的工作，各自的亲属，各自的
社 会 关 系 ， 各 自 的 压 力 。 比 如
说，双方都有赡养自己父母的义
务，但双方父母的社会地位、经
济条件、身体状况和情感需求，
不可能会完全一样，因而双方在
作为子女尽义务时，承担的责任
与压力也不尽相同。如果机械地
以“你照顾你的父母，我赡养我

的 双 亲 ” 来 作 简 单 分 工 ， 不 公
平，也不道德。这个时候，负担
轻的一方，能力强的一方，应该
替对方多分担一点。

如果说分工基于社会习惯，
基于男女性别差异，基于合作，
那么分担则更多出于对爱人的体
贴，出于尊重，出于自觉。尤其
是丈夫，肩膀上要扛得起风雨，
要承担得起生活的重负，再苦再
累 ， 也 要 给 妻 子 一 床 温 暖 的 被
褥，给孩子一个避风的港湾，给
家庭一份不悔的承诺。

好夫妻，始之于分工，继之
于分担，固之于分享。主持人何
炅曾说过一段话：“在一段关系里
面，什么最重要？不是外貌，不
是面包，甚至不是忠诚与否，而
是分享。”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是
男尊女卑，比如夫妻相处的准则
是夫唱妇随，夫为妻纲。但是，
传统文化中又把相敬如宾、举案
齐 眉 、 卿 卿 我 我 的 夫 妻 作 为 典
范。《诗经》 中有“死生契阔，与
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的描写，还勾画了琴瑟和鸣的境
界，琴瑟和鸣就是夫妻能够彼此
分享。比如 《浮生六记》 中芸娘

与沈复的关系，就是琴瑟和鸣的
境界，这样的夫妻，不仅能够彼
此分担，更能够彼此分享，可谓
和谐美满。

如果说分担基于责任，分享
则基于爱情，互相欣赏、互相平
等，三观一致。分工可能无声，
分担可以默默，分享却离不开说
话。恩爱夫妻在一起时，会有着
说不完的话题，若是分开，必然
会相互挂念，总想听到伴侣的声
音。能分享的两个人，像是最好
的朋友一样，有聊不完的话题。
一个会分享的家庭，总是热气腾
腾，温馨宜人。有人说，婚姻里
最平凡却又最幸福的时刻，莫过
于在柴米油盐和生活琐事面前，
彼此还能津津有味地应和。有位
在无味婚姻中挣扎的朋友说，我
可以不需要分担，但是真的不能
没有分享，我不愿意过那种情感
孤独的生活。

婚姻专家说，婚姻的纽带不
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关于精
神的共同成长。如果夫妻双方有
分工，能分担，又会分享，那么
互相之间除了爱，还有肝胆相照
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离幸
福美满的生活也就不远了。

把握好婚姻里的三个“分”

世象管见

刘志永 绘
一扫而光

郝延鹏 绘
改头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