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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

阅读让人体会到生命
的多种可能性

读品：我想《梁永安：阅读、游
历和爱情》这本书的书名某种程度
上代表着您对人生成长历程的概
括。您觉得阅读、游历和爱情这三
者分别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怎
样的作用？

梁永安：这三个词本身包含着
成长。我在南京、西安、威海、云南
高黎贡山等地生活过，在这么大的
空间范围内移动，作为异乡人，我
不断接触并融合新鲜的生活。人
们曾经的生活方式是定居式的，活
动范围很小，而现代人很多重要的
生命感知都在游历中获得。但游
历获得的直接经验最多在知识中
占比百分之十，剩下百分之九十的
知识都是间接获得的，阅读就是非
常重要的途径。社会资源分布和
社会发展并不均衡，阅读实现了人
与人之间精神上的贯通感、共通性
和现代性。一个人必须通过阅读
和游历，不断认识世界、体会世界，
了解世界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才不
会因个人的单一性而陷于局限或
狭隘，认为与自己不同的都不好。

爱情本身就是一种差异性的存
在，有的人认为爱情或婚姻是自我实
现的重要方式，整天苦恼伴侣不合心
意。真正经历过阅读和游历，就知道
存在差异是最好的，在差异化的价值
连接中形成共生，在差异化理念的互
动中，形成一种宽阔、宽泛的情感，而
非限制在狭窄的标准或需求中。阅
读、游历和爱情这三者中，爱情最难
实现，好的爱情建立在个体对生命的
充分理解与个体精神的充分发展之
上，有了充分的阅读和游历，才能有
相对比较好的爱情。

读品：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越
来越多元，阅读似乎显得有些低效
率。当下应该如何看待阅读的价
值？如何在阅读中获得成长？

梁永安：书是有限的物质，但书
背后的生命是无限的。每个人都
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往往容易被公
众舆论、社会习俗等外部因素影
响，做出“单一化”的选择。小说中
大部分的选择不一样，比如安娜·
卡列尼娜没有遵循上流社会的常
规，打开了情感的另一面，感受到
不一样的生活。很多人一辈子没
有体验过真正的生活，活在从众
性、惯性和弱点里，发自内心的打
开生活、创造生活的欲望渐渐消失
了。阅读可以让人体会到人生其

他的可能性，让生命变得丰富且与
众不同，赋予人自由且独立的精
神。阅读在一定意义上使你真正
拥有世界，让人更真实地活着，而
非过着别人替你决定的生活，这就
是现代阅读的意义。

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生
活，我们的经验还太少

读品：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人
们的选择和社会思潮都趋于保守，
近年来的“上岸热”“考公热”就是
体现之一。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应
该如何寻找人生新的可能性？

梁永安：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
转型为现代社会的时间并不长，如
何在“不确定性”中生活，如何在新
的历史位置上探索，经验太少。西
方社会从文艺复兴时期就转型为
市民文化，距今已经有600年，仍然
存在很多问题。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的变动时期，全球化背景
下，现代人应该如何确立生命价
值？如果将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视为标准，仍旧是小农观念。生活
变得“量化”，努力工作、挣钱、成
家、买房、买车，似乎很踏实、目标
清晰，但这些只是生活的条件，生
活本身又在哪里？

到底应该怎么生活？哪里有我
的空间？什么是我发自内心热爱
的？个人的价值在哪里？考虑到
这些问题，要探索和学习的内容就
多了，会想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如何生活，他们有怎样的追求，不
同行为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渊源
……这就需要去游历和阅读。

首先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变成
“品味”。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生
活方式、不同的文化，思考不同的
文化与自己是怎样的关系，内心深
处也许就会对上述疑惑有了解答，
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不要让“量
化”的生活将自己封闭了，这个时
代的年轻人应该有另一种生命观。

读品：关注您的视频和文章，我
最大的感触是，与其说您在为年轻
人提供答案，不如说您在孜孜不倦
地告诉年轻人，这个转型时代里一
切都是全新的、需要自己去寻找答
案。当下，年轻人应如何处理个人
价值与时代需求之间的关系？哪
里蕴含着更广阔的世界？

梁永安：中国社会仍然处于“下
移时代”，大城市和小城市发展程
度差异较大，大城市的经济、文化
水平发展好，各类组织和院校等优
质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人们形成

了往大城市挤的惯性。中国目前
有大量青年挤在大城市，挫败感很
容易特别强。

社会发展其实还有另一面，比
如日本的东京和九州岛的某个乡
村，生活品质上是贯通的。中国社
会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文化、艺
术、商业等资源逐渐向2800多个县
级行政区下移。年轻人应该有“下
移”的眼光，接下来是中国县城发
展的关键时期，县城连接着44000
多个乡镇，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变化
潜能。我特别提倡成为“新乡民”，

“新乡民”不是“新农民”，“新农民”
还在挖地种田，“新乡民”可以将大
量城市中的文化、艺术等资源对接
到县城和乡村。英国十九世纪初
期，城市因工业化变得拥挤，大量
市民来到乡下，带动了乡村的文化
发展。

青年一代的历史价值在逐渐下
移，下移到足够宽阔、能容纳大量
人口的县城和乡村。这时，年轻人
可以进一步挖掘县城和乡村的地
方资源，比如家族文化、民间信仰、
民间艺术等，像陕北的剪纸艺术或
湖北的绣花鞋垫，都很有意思。我
相信年轻人会逐渐看到生活和社
会发生的变化，成为流动的“小蜜
蜂”，而非固定在某个地方。国家
和社会也将在青年的“下移”浪潮
中获得进一步现代化的转型。

读品：今年还有一种名为“发疯
文学”的现象颇值得关注，一部分
表达正逐渐走向荒谬和抽象，人们
似乎试图通过胡说八道来纾解自
己的情绪。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梁永安：不论是思想还是文化，
尤其是青年文化，最根本的价值是

“距离”，距离中蕴含着观察和思
考。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不一定是
逻辑化的，或者像以往的主流语
言，内在来源连接着传统文化。年
轻人需要独立，需要属于这一代的
表达。“发疯文学”的意义不在于词
句本身，而是年轻一代有了属于自
己借代性的表达，保持了怀疑和迷
茫。这其实很好。

相信爱情，提倡“积极
的单身主义”

读品：在这些年与年轻人的交
流中，您感受到他们普遍存在哪些
疑惑？对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
您有什么建议？

梁永安：对年轻人来说，两件事
最重要：一是找到喜欢的事业，一
是找到喜欢的人，做好一件就很不

梁永安：好的爱情需要充分的阅读和游历
1月20日，天气阴冷，南

京先锋书店内却是暖意融融
的景象。挨挨挤挤的年轻人
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他们都是
为了梁永安的“爱情课”而来。

2017年，梁永安因在一
席分享《在单身的黄金年代，
我们如何面对爱情》走入大
众视野。其实，梁永安并不
专门研究爱情，他是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
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
究，关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中
产化、城市化，以及精神文化
领域里青年化的问题。

走出“象牙塔”开讲爱情，
是因为梁永安发现，年轻人在
人生中面临着众多选择，爱情
可能是其中最自由的选项，
“如果渴望拥有真正的爱情，
又怕压力，最后只看条件，那
么年轻人最大的自由都没有
了。爱情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在文学和电影中，可以看到关
于爱情的不同选择，所以我就
开讲爱情课了。”

为了与年轻人进一步交
流，梁永安入驻了多个视频
平台。他分享的话题涉及异
地恋、社牛/社恐、大城床还
是小城房、考研还是工作等，
因为讨论的内容切中当代青
年的时代症候，他的个人视
频账号在三年时间内收获了
百万粉丝。“人间清醒”“年轻
人的人生导师”等也成为年
轻人赋予梁老师的新tittle。

梁永安从不试图为年轻
人提供人生的答案，他以一
种平等且真挚的朋友姿态，
告诉年轻人面临着怎样的世
界，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安
放自我，又如何做出更适合
自己的人生选择。他说，关
于爱情，要保持积极的单身
主义；他说，下移时代，青年
一代的目光应该投向广阔的
县城和乡村；他说，年轻人应
该先找到喜欢的事业，再找
到喜欢的人；他说，有了充分
的阅读和游历，才能有比较
好的爱情……字字句句，饱
含着一位走过人生风雨的前
辈对后辈的关怀与祝福。

通过自己的分享，他想向
年轻人传达怎样的观念？梁
永安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他希
望人们的思想能随社会转型
一同步入“活法时代”，“包裹
在传统问题里，生活变得‘量
化’，努力工作、挣钱、成家、买
房、买车，似乎很踏实、目标很
清晰，但这些只是生活的条
件，生活本身又在哪里？不要
让‘量化’的生活将自己封闭
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应该有
另一种生命观。”

实习生贯溪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王凡/文
牛华新/摄 苏蕊/后期

容易。年轻时，有的人认为找到“那
个人”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找到喜
欢的事业更重要。现代社会与农业
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农业社会不需
要主动寻找工作，挖地种田就可以；
现代社会，对事业的选择则要经过磨
练。大学毕业后的六七年，应该独立
地探索或创作，认真地找到能让自己
全力以赴又有时代发展价值的那件
事，然后做好它。

一份事业所打开的世界与年轻
人是否相合非常重要，“自我”就是你
选择的事业。比如选择了写作，不断
投稿，但又没办法发表，在这个过程
中，你会相对清楚自己是个怎样的
人，要成为怎样的人，应该追求什么，
对社会和世界有更清晰的认知，“自
我”真正出现了。成熟一些后，才明
白该找个怎样的人共同生活。很多
人最大的问题是自我认知还一塌糊
涂，就忙着找对象，找的对象也乱七
八糟，婚姻和生活自然一地鸡毛。

读品：您刚刚提到一种极端：一
些年轻人把爱情或婚姻当成头等大
事。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完全丧
失了对爱情的信心，打算孤独终老。
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极端？

梁永安：我提倡一种“积极的单
身主义”，秉持这种主义的人相信爱
情，一定因为爱情才和对方在一起，
而非物质条件。这种人有自己对爱
情的认定，因为这份从容，精神有其
他落脚点，比如旅行、摄影、写作等，
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生命的脉动。积
极的单身主义者假设自己一辈子单
身也能过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遇
到爱情的概率非常高。我的一些朋
友就是如此，一个朋友去西藏旅游，
忽然看到一个男生，眼睛一望，就是
他了，最后结婚了。保持自然的生命
状态，千万不要倒计时，觉得到了某
个年龄一定要结婚生子，特别焦虑。
这种人最大的问题是扼杀了生命的
可能性，没有给自己更多机会，匆忙
结了婚，也许永远也遇不到真爱。

读品：马上要过年了，一些大龄青
年难免被催婚，他们该如何应对催婚？

梁永安：年轻人要理解并感谢父
母的催婚。中国代际关系中，父母觉
得对子女的责任重大，催婚也是一种
温情。父母这一代比全世界的同龄
人辛苦得多，他们一方面实现了国家
的工业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
面哺育了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一代，存
在差异是必然的。

年轻人不要整天和父母对着来，
心态要有弹性、有活力，从容地面对
父母。最重要的是笑眯眯地听，但不
能完全服从。要明白自己的需求和
选择，有能力安顿好生活并且打造好
各个方面，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生
命需要自然成长，无法被催熟，年轻
人不要焦虑，随别人催吧！

学者梁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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