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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国梁
最近看到一档真人秀综艺里，演员蓝盈莹在采访

中回应网友认为自己用力过猛，她说：“走向松弛感的

必经之路就是用力过猛。我们得先往自己身上不断添

东西和掌握这个技能，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实践，才能

得到运筹帷幄的松弛感。”我很赞同，她虽说的是演

员的表演过程，而生活中的松弛感也是同样的道理。

“松弛感”这个词其实早成了网络热词，但是很多

人并不知道松弛感是什么、从何而来，甚至有人以为

彻底放松、躺平甚至摆烂就是松弛感。事实并非如

此，松弛感是一种境界，而抵达这样的境界必然

要经历不松弛的过程，比如紧张烦躁的过程，沉

重焦虑的过程，没有谁天生就能拥有松弛感，因

为每个人此生都会负重前行，而我们都想把责任

尽到，把任务完成，就会不断完善自己。重任在肩，

松弛感难得，所以松弛感是一种境界。

从紧张烦躁、沉重焦虑到松弛感，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类似“繁华过后是平淡，喧

嚣过后是安宁”。松弛感换一种说法可以叫“从容”，

人生至境是从容，生命松弛为最美。松弛感是放松、

愉悦、平静、平和的状态，让人体验到的是快乐和

希望。松弛感是一种内心体验，修炼松弛感也是一

个修心的过程。

想要获得松弛感，应该明确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

么。比如“五柳先生”陶渊明一定也有不那么松弛的

时候，甚至他也像一般人那样焦躁烦闷过。他任命为

彭泽县令时，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别人让他穿好衣冠

迎接，他肯定比较反感焦躁。因为他不肯“向乡里小

儿折腰”，于是毅然辞官，归隐田园。过上“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后，他获得了心灵自由，活得无

比松弛。再比如“诗仙”李白离开长安后，他“且放

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过得逍遥自在。经

历过人生种种，你才会明白生命的终极目的，从而有

所舍弃，同时有所坚守。坚守自己想要的，内心满足，

便能拥有松弛感。

我们每个普通人也要经历逐渐走向松弛的过程。

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活得特别累，有些用力过猛。有

时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我殚精竭虑，心里总绷着一根弦。

那些年，我的目标一个接着一个，好像人生总有层出

不穷的目标，等待着我去完成。我觉得四十岁是个分

水岭，难怪人们都说“四十不惑”。年过四十后，我总

是夜不成眠，于是扪心自问：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想

要的吗？我的目标过于功利，活得也过于世俗。于是，

后来的日子我像放下了枷锁一样，开始做减法，学着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现在想来，我并不后悔年轻时

的殚精竭虑，那时我把自己的弓拉满，充分发掘出了自

己的潜能，最大限度释放了生命的能量。而走向松弛

感的状态后，我更加能体会到自身的变化。

你或许正走在寻找松弛感的路上，时不时会有惶

惑之感。在这个快节奏、浮躁的环境中，如何才能修

炼出真正的松弛感？首先要把脚步放慢一些，然后审

视和调整自己的状态，提醒自己保持平和从容。无论

遇到什么情况，情绪稳定才不至于焦头烂额。同时给

未来做个规划，即使有变化，也不会过得手忙脚乱。

最后，坚定内心，不随波逐流，不盲目攀比，这样才

不会被世俗的东西左右而让自己过得自洽。

松弛感是一种境界，正如登山，我们拼尽脚力，

极力攀高，终将抵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

大境界。

学会松弛感

长沙人的乐子夫妻理发店
为何爆火

文 / 谢文龙

家门口有五家理发店，就数这家夫妻

理发店生意最好。每次我和孩子去，店里

几乎都爆满。老板看到我们，热情迎上

来告知排号、大概等多久。倘若那天排号

人太多，老板为了避免客人久等，会建议

去附近超市逛逛或先去吃饭，过会儿再

过来。老板总是一边很麻利地理发，一

边找话题和顾客寒暄。他似乎和每个顾

客都很熟，很自然地问对方的家人有多久

没来理发或孩子现在学习怎么样……想想

也不奇怪，我们这群人都是他家的老主

顾。

其实，大家宁愿排队在这里理发，

价格便宜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最重

要的是这对夫妻做人厚道。我曾问他这

么做利润太薄图什么，他说：“跟同行比，

利润确实少很多，但是顾客都是附近的

熟人，很多都处成了老朋友。大家挣钱

都不容易，我们每天多做一点，挣的钱

也跟同行差不多。况且比我们辛苦的人多

的是，他们不见得比我们挣得多，而且我

们就在店里上班，雨淋不着、风吹不着，

已经挺好的了。”

老板这番话，让我对他的信赖又多了

一层。这年头谁都不容易，能够替他人

着想，日子过得自然就不会太差。你想

着别人，别人就会想着你！我似乎找到了

他们店始终红火的原因。

红火的背后，是他们的吃苦和坚持。

他们通常上午十点开门（早了也没有人来），

中午做饭的同时，还要把晚饭也一并做好，

因为晚上客人多，有时忙得甚至顾不上吃

饭，常常是上楼扒几口饭，就急急忙忙地

下楼来理发。晚上是他们生意最好的时

候，客人络绎不绝，有时甚至要到晚上十

一点以后才能打烊，节假日更是没日没夜

地忙。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正月初那几日

可以休息。

老板偶尔也会和顾客感叹现在的生

活太难，一会儿又自说自话地安慰自己和

客人，说：“虽然羡慕人家挣高薪的日子，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就

是要让孩子多读书，读好书，以后就会有

更多选择！”这番话让我深受感染，心理

上的生活重担仿佛也轻了许多。

老板的妻子话不多，平时除了在理发

店工作，还要操持一家人的生活，买菜、

接送孩子、洗洗涮涮……做事干净利索。

老板偶尔跟熟悉的客人就某个问题“争论”

起来，她马上来做和事佬，让他专心做事，

不要说不懂行的话。夫妻俩有两个乖巧

懂事的儿子，每回都能看到孩子放学后在

店里写作业，忙完后就帮着父母打下手。

这家店每年房租七八万元，夫妻俩上

有老下有小，日子并不轻松。客户有时聊

到这个话题，夫妻俩都会轻松地说道：“过

日子不能和别人的比，要和过去的比，我

们至少每天都有收入，日子有盼头，一

家人天天在一起就是幸福。”每次在店里

理完发，不仅人焕然一新，心灵上也经

历了一次洗礼。我相信，心里有盼头的日

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文 / 何漂

多年前初来乍到长沙，我租住在一个热闹的巷子里，每

晚七八点窗外不时传来用长沙方言说唱的长沙弹词。我当时

想若早个一百年来这里，此时应是“茶楼饭馆小天地，世上

人间大舞台，丝弦小调迎宾客，相声小品乐开怀，评书快板

莲花落，弹词一曲说古今……”人们辛苦劳作之余想歇歇脚，

便能找到一家茶馆，寻一处坐下，泡一壶茶，来几盘瓜子点

心，听一段长沙弹词，身上的心气儿又回来了，离开时还一

边摇头晃脑地走路一边“咿呀咿呀”地学着哼唱一段。老

长沙人曾告诉我，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沙的大街小

巷、茶楼饭馆依旧是“一曲薰风”。

而今，长沙这座千年乐

都的“乐子”在繁忙之

余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了。人们在繁忙之

余，可以去梅溪湖

大剧院看一场精

彩的演出，去酒

吧来一次放松与

消遣，去茶楼品

一段清闲，去古

街小巷里吃一顿宵

夜，或者喊上朋友去

笑工厂“饱”一回开心。

若是逢年过节，老长沙民俗

轮番上演，各色主题庙会活动再

现“老长沙”韵味，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传统特色

小吃，还有猜灯谜、财神爷送福、唱花鼓戏、湘绣表演等

趣味民俗游艺节目，让新长沙人回味了“老长沙”的味道。

我常和外地的文友说长沙新老味道，他们总会不可思

议：有着两千四百多年历史记载的长沙，文化厚重，历史悠

久，竟然这般魅力四射，充满了青春气息。每次他们来长沙

旅行，我这个新长沙人定要尽地主之谊的，除了去岳麓山的

千年学府追寻文脉、喝一口白沙井的汩汩清流、看一眼爱晚

亭周围的红枫、走一走橘子洲，更要体验一下长沙不同凡响

的乐子，穿过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亲身感触那歌厅里的激

情、酒吧里的动感、舞台上的魅力、戏园子里的掌声等等，

这种感觉就好像置身在一张现代版的鲜活的《清明上河图》

中。尤其是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更能体现长沙的韵味和情调。

夜幕降临，城内随处可见济济人群、滚滚车流，黄兴路步行街、

解放路酒吧一条街、小吃一条街坡子街、太平老街、沿江

风光带、渔人码头、橘子洲公园等地齐聚了所有动感、时尚

和热情，曾经“老古董”的长沙很时髦。

说起这座乐都的兴起，肯定是离不开当年歌厅文化的

繁荣。“歌厅”一度成为长沙的一张名片，那时甚至有“不

去歌厅，等于没到过长沙”的说法。去歌厅看一场表演，

仿佛饮过烈酒一般，身上透着一股子热劲。当长沙歌厅“涅

槃”后，国际范的梅溪湖大剧院又为长沙人的快乐增添了许

多文化内涵。如今若想体验老长沙人的快乐，就要去“老戏

园里搭新舞台”的笑工厂，电视中的那些熟悉的本土笑星，

都在这里一一登台表演。他们原汁原味的曲艺表演，在座无

虚席的观众席里一次又一次掀起热浪。最有意思的是这边

厢才看了长沙弹词，那边厢又听见唱起了长沙大鼓，等下又

来了一段长沙快板，紧接着是一段幽默的相声，讲完相声又

是风趣的双簧……有意思的长沙人，总能够玩出“名堂”。

无论日子如何疯长，长沙人的快乐总是不间断。早上去

天心阁锻炼，中午去火宫殿品尝美食，晚上去解放西路寻找

快乐；春天赶往植物园看樱花，夏天去海底世界玩耍，秋

天登岳麓山看红枫，冬天去坡子街吃火锅暖身子；带孩子

去看岳麓书院、博物馆，带父母去烈士公园散步，和爱人一

起走走西湖公园，陪朋友转一圈梅溪湖大剧院；接待客人

去歌厅看演出，亲戚来了带去笑工厂，兄弟聚会泡个吧、喝

个茶、吃个宵夜。我愈发觉得，生活在长沙好，度假在长沙

也好，希望长沙永远有快乐。

摄影 / 吴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