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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精致主义”从来与美好生活无关

□ 王继洋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南

京大学大三学生汤家易已连
续3月没买过一双鞋，对于视

“球鞋为生命”的这个男生来
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真没
余钱了。汤家易是南京本地
人，家境较好。在校时父母每
月会给他近3000元生活费，其
中近2000元会被他拿来买鞋。
疫情暴发后，汤家易每日待在
家中，看到父亲为支持家中生
活，大年三十当晚都还在外地
出差，没来得及赶回来吃上一
顿团圆饭。他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我很后悔以前大手大
脚，花钱从来不过脑袋。”

《中国青年报》把汤家易
这样的消费方式称之为“伪精
致主义”，通俗来说，就是“打
肿了脸充胖子”。《人民日报》
曾经这样描述过“伪精致主
义”：“能买戴森吸尘器就不用
扫帚了；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
麦了；100块钱一张的‘前男友

面膜’用起来也不心疼；一有
健身冲动，就非得去办张年
卡……虽然朋友圈光鲜，外表
看起来精致无比，但这群人口
袋空空如也，‘吃土’是常态。”

说实在话，以前对于大学
生“裸贷”感觉不可思议，如今
在了解了“伪精致主义”后，终
于明白了原因。想想也是，那
些在朋友圈里看起来过着小
资生活，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
完美人设，终究是要靠金钱堆
砌起来的。“宁愿买800元的衣
服，也不买超过10元的牙膏”，
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一针
见血地描绘出了“伪精致主
义”的神韵。

其实这样的“伪精致主
义”，早已被莫泊桑在小说《项
链》中阐述过。一个虚荣的女
人，借了朋友的钻石项链去参
加舞会，结果在享受了舞会的
风光后，发现项链丢了。为了
赔偿这条项链，女人付出了10
年的艰辛，结果后来才知道，
项链是假的。可是10年的美
好光阴，早已一去不复返。

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还
有人在重蹈《项链》中那个虚伪

女人的覆辙。怎样才能让自己
活得精致？他们的答案必须用
精致的、闪着光的昂贵精品来
证明自己的不平凡：买一两件
奢侈品，是品位的必要彰显；每
场不落的电影，是社交的有效
谈资；与好友一同订健身餐，是
生活态度的重要表达……那些
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被美其名
曰“努力生活的勋章”。

真正的精致主义，应该是
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便
是面对琐碎生活也保持仪式
感，在狼狈环境下也要保持体
面的姿态。这样的姿态不是
透支未来，而是对当下生活的
方方面面严要求、不将就，是
一种习惯成自然的高度自律。

希望这场疫情，能让越来
越多的人摆脱“伪精致主义”
的幻觉，别再让自己的审美被
大众流行所绑架，个人选择被
商家广告所催眠，钱包工资都
被社会塑造的假期望与消费
浪潮所裹挟，尽量避免情绪化
消费，还须坚持适度消费、理
性消费，认真过好自己的生
活。毕竟，“伪精致主义”从来
与真正的美好生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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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学渐开启，电商闻风推神器。
莫要轻易被洗脑，防疫还是要信医。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近来，随着各地陆续复工、部分省市中小学开学，一款被称作具
有除菌抑菌功效的随身消毒卡开始在朋友圈里推销。而在电商平
台，除了消毒卡，家用自测试剂盒等产品也受到追捧。对此，专家表
示，购买防疫产品不要轻信商家宣传，一些所谓的“防疫神器”实际
效果非常有限，有的甚至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据4月7日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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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黑”需要慎重，但不能不动，甚至沦为摆设，如果大多数不文明行为都
不被记入，黑名单恐怕就会变成“嘿名单”。现在都讲“有态度旅游”，对于景区
来说，也应该做到“有态度服务”。天下景区是一家，应该建立联动机制，果断
地向不文明行为，尤其是破坏文物行为说不，把其拉入黑名单，向其关上大门。

对破坏长城者就该“拒登城”

□ 东原
4月6日起，北京延庆八达岭特区办事处

制定的《关于对破坏八达岭长城景区文物行
为的惩戒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

《办法》对刻画、故意损坏等七类破坏文物行
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对破坏文物和造成
严重社会影响的不文明旅游行为，将纳入旅
游不文明行为记录，限制当事人购票参观。
在八达岭长城景区被列入“黑名单”的游客，
也会被延庆区其他旅游景区拒之门外。

旅游向来存在“到此一游”现象。一方
面，很多游客满足于到此一游，到一个地方，
只是“拍拍照走路”，而不愿意深入了解文物
的内涵；另一方面，一些游客忍不住手痒，到
一个地方，总喜欢刻画涂鸦，留下“某某某到
此一游”的字样。拍照式旅游，更多是个人选
择，倒也不必过于纠结，但“刻字式旅游”败坏
了景区形象，有的还破坏了文物，是典型的不
文明旅游行为，严重的甚至涉嫌违法犯罪。

“刻字游”在长城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是
一个老问题，可以说，自打长城的文化象征形
成后，就大量出现了，而在旅游大发展的第一
轮春风下，更是达到了高峰，就连老外也加入
到刻字行列。2017年，一组名为“八达岭长城
遭刻字，有大量英文”的照片在微博上流传，
引发网友热议。

随着文明旅游观念深入人心，加之谴责
和约束机制逐渐形成并强化，“刻字式旅游”现
象有所减少。然而，在长城上刻字涂鸦，竟然
还能“春风吹又生”。近日，媒体曝光“八达岭
长城恢复开放第一天就被人在墙体上刻字”

的短视频，引发网友热议。疫情已经让旅游
很“受伤”，长城遭“雕刻”更是让人无法忍受。

要从根本上解决“刻字式旅游”问题，除了
持续深入提升社会文明，推动旅游文明蔚然
成风之外，还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大管
理力度，真正把保护文物保护景区的责任承
担起来；二是加大惩戒力度，让不文明游客付
出应有的代价。北京始终高度重视长城保护
工作，此次迅速查处长城被“刻字”事件，八达
岭特区办事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很快制定

《办法》，有利于从上述两方面入手，建立健全
约束惩戒机制，让破坏长城文物成为一种高
风险、高代价行为，助推形成新的旅游文明。

这两年，旅游黑名单机制已经建立了，也
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毋庸讳言，该机制在一定
地方还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现象。有
的不文明行为往往要被公开曝光，引起社会
关注之后，才会被记入旅游黑名单。“拉黑”需
要慎重，但不能不动，甚至沦为摆设，如果大
多数不文明行为都不被记入，黑名单恐怕就
会变成“嘿名单”。现在都讲“有态度旅游”，
对于景区来说，也应该做到“有态度服务”。
天下景区是一家，应该建立联动机制，果断地
向不文明行为，尤其是破坏文物行为说不，把
其拉入黑名单，向其关上大门。

破坏长城文物者就该被拒绝“登城”，而
且应该拒绝其进入所有景区。八达岭特区
办事处制定的《惩戒办法》体现了鲜明的导
向，景区、游客和全社会就此应当形成共
识——— 讲文明才配“登长城做好汉”，才配进
景区当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