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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持有”的不光是物质还有心理
“很累”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的标

签。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这是
活得很累的都市人的感慨。

人来到世界上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
存。要生存，就必然遇到竞争；有竞争，就必然
有压力。所以，只要你选择活着，就注定要承
受生存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如升学就
业、养家糊口、购置家业等。心理上的“不持
有”，能让我们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压力。

生活犹如一棵葡萄藤，只有修剪掉多
余的叶子，才能结出更香甜的果实。严峻
的社会现实，让我们从“人之初，性本善”
的纯真年华，变得挖空心思，钩心斗角，追
名逐利……我们捡起大大小小的包袱，在生
命之舟不能负荷的时候，毅然决然地丢弃了
我们原有的品性。

自觉为生活减负，收拾心情，重新上路，
轻松的旅程将伴随着愉快的收获与你一起
度过人生的每一段岁月！不管昨天发生了
什么，不管昨天的自己有多难堪，多无奈，多
苦涩，都过去了，不会再来，也无法更改。就
让昨天把所有的苦、所有的累、所有的痛远
远地带走吧，而今天则要收拾心情，轻松上
路。有的人每天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活
力，生活得有滋有味儿；有的人则整天无精
打采，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感到生活枯燥
乏味，不堪重负。究其原因，除了与每个人
的生活境遇有关外，关键是看个人的生活态
度。有一个人背个筐登山，起初筐里什么也
没有，他十分轻松快乐，欣赏着山上的美
景。后来他发现山上有许多美丽的石子，于
是他装些石子，背着上路了。可他还不知满
足，一路上看到什么好东西都想据为己有，
筐越装越满，他还不停止，最后累死在山上。

生命不堪承受过多压力，让轻风吹醒我
们的大脑，让明月照亮我们的心灵，让我们
为生活减负。

学着“不持有”为生活减负
“不持有”是相对的

一位朋友听到“不持有”的概念时，第一反
应是这个“不持有”压根就不是“不持有”，如果
真的“不持有”的话，那就应该“住天桥、睡马
路、交通全部靠走路，然后把挣来的钱都捐出
去；不能存钱，存钱便是持有者，而且不拉动内
需”。

显然这代表了一部分人对“不持有”这一
概念的第一反应，事实上不论是中野孝次提出
的“清贫思想”，还是金子由纪子提出的“不持
有的生活之道”，都不是不顾现实的。他们所
强调的都不是“一贫如洗”状态下的“清贫”或

“不持有”，像孔夫子说颜回那种“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状
况并不是他们推崇的。

“不持有”并非省吃俭用或者搞到家徒四
壁的节约生活，而是不持有“非必要物品”的生
活态度。超过自己管理能力的物品就应该“不
持有”，不留恋的物品也应该“不持有”，无法回
归自然或转让给其他人的物品还应该“不持
有”，和自己的生活风格不符的物品也应该“不
持有”，提倡用“少量物品过悠闲生活，并从中
获得快乐”的生活态度，主张把一些我们不是
很想要的东西舍弃，把时间或空间留给更重要
的人、事、物。

讨论“不持有”这个命题，必定要在物质极
大丰富、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消费实力并且
物欲开始膨胀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不持有”不
是真的、完全、绝对的“不持有”，而是一种态
度，一种思想，它的目的在于“缩减”，而不是完
全摒弃。“贫穷亦美”不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的写照。比如说，当你买了一套房子解决了自
己的居住问题之后，你还有能力买第二套、第
三套，你可能控制欲望没再继续买下去，这在
一定程度上就是欲望的缩减。再比如说，不买
车的人可能会这么考虑：车是代步工具，但同
时也是废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出于环保或节

约能源的考虑而不买车，这也是一种“不持有”
的表现形态。

“不持有”的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
能是一个暂时的、阶段性的思维定式，也有可
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比方说，本来
你是不打算再买房子了，可一想到只有现金积
蓄生活似乎缺乏稳定感，万一以后有个病啊灾

的，估计扛不住，也有可能改变主意。
“不持有”这个概念，看上去很美，事实上

“持有”还是“不持有”是见仁见智的，我们并不
是在大肆宣扬“不持有”的生活之道就一定值
得标榜。人生苦短，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但
毋庸置疑的是，不过度持有绝对是一种健康积
极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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