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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股风正在吹，名字叫“极简主
义”。

在百度搜索“极简主义”，能找到相
关结果约3,260,000个；搜索“极简主义
生活方式”，相关结果约 966,000个；搜
索“极简主义设计”，相关结果约2,520,
000 个。为什么今日世界风行极简主
义？

简单地说，这里面包含着物质时代
对消费主义的反制，有抱朴见素的传统
东方美学，也有化繁为简的现代简约主
义思潮。

物质的极大丰富，增加了一个困难，
叫做“选择”。电影《搏击俱乐部》里说：

“广告诱惑我们买车子、衣服，于是拼命
工作买不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大战是心
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
而极简主义的兴起，正是在一个物质、信
息、人事，各方面趋向繁复甚至过剩的时
代，一种自觉的放弃。

为什么推崇极简主义工作、生活方

式？
爱因斯坦曾说：“任何一个有知识

的蠢货都能把事情搞得更大、更复杂；
而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则需要智慧和勇
气。”

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生活是高节奏
和复杂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焦头烂
额，有些人乐在其中？因为有的人善于
简化项目流程。

时间管理专家弗格斯·奥康奈尔在
其著作《极简主义：风靡欧美的工作与
生活趋势》一书中提出的第一个理念就
是“避免复杂，追求简单”。先弄明白自
己究竟要做什么，厘清事情的优先顺
序，制订事件的连续性计划，对结果和
预期有所界定，并学会从他人的角度看
问题，进而修正计划或行为，以增加成
功的机会。

时间和精力是现代社会的稀缺资
源，许多终日忙碌的管理者却鲜有成
效，究其原因正是分不清“重要的事”与

“紧迫的事”。从极简主义的观念看来，
管理之道就是简化之道，避繁逐简、以
简御繁。

19世纪的大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
开头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
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
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
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
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
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
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这段话也
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写照。

现代性催生了欲望，挤压了宁静的
内心。减少外物才能将自己从无穷无尽
的物品中解放出来，从无穷无尽的欲望
中解放出来。奉行极简主义的人都熟悉
奥卡姆剃刀定律：“如无必要，勿增实
体。”极简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在于精简生
活用品，精简信息，精简流程。减去多余
的物品只是手段，认清自我才是目的。

极简主义的重点不在于器物或者理
论，而在于自己的内心。需要简化的不

仅仅是眼睛能看见的物品，还包括看不
见的思想和情感。

极简主义理念的兴起是对消费主义
的反制。

随着经济发展，世界范围内都陷入
一个矛盾的世界：外在物质极大丰富，内
心却一片荒芜。外在的信息爆炸式增
长，但是深入内心的交流却极其罕有。
人们一方面追求张扬个性，另一方面不
可避免面临各种压抑。于是现代思潮开
始反思人的异化问题，极简主义理念正
是提倡舍弃外在的物质获得内在的自
由。

英畅销书作家理查德·泰普勒将自
己30多年的人生经验总结成一条条简
单的法则。

“泰普勒人生法则”系列图书全球累
计销量超过200多万册。随着“极简主
义”在中国风行，这套书也被翻译成中文
（《极简生活法则》《极简工作法则》《极简
管理法则》《父母极简法则》《破茧法则》
等）出版。“泰普勒人生法则”告诉我们：
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做选择，极简主义
人生的选择就是删繁就简。回归自我，
才能享受简而美的生活。

商业社会有各种诱人的故事和心理
的技巧来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拥有更
多”也的确在某一时刻带来享受的快乐，
但是占有物质的快感实际上很短暂。正
如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说：“人们由于
享乐失去了自由。”拥有越多，生活越复
杂，最终人们成为物质的奴隶。

现代对物质过剩阻碍心灵的批判可
以很明显看到千年前中国哲学家老子的
思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
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
得之货，令人行妨。”被日益繁多的消费
品淹没，对美的感知力日益减弱，这便是
物对人的异化。

无法舍弃过剩物质的原因其实只有
两个：“对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不
安”。只有活在当下，返璞归真，才能摆
脱匮乏的恐慌。 （李峥嵘）

如果你是恶魔，该怎样毁灭世界经
济？它看上去太强大也太完美了，个体
作用有限。

然而，本书作者提示了一个好办
法：造一个概念，然后骗华尔街的大佬
们投钱。

你当然知道，这个概念根本兑现不
了，但不妨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只要华
尔街的大佬们亏了钱，你就把他套牢
了。因为华尔街的大佬们花的也不是
自己的钱，而是金融资本，他可以通过
哄抬物价、引发通胀、操作股市等，分分
钟把钱赚回来。

投进来的华尔街的大佬们越多，游
资就越多，市场看上去就越热闹——虽
然没人赚到钱，可人人都以为自己赚到
了钱。

在这个畸形游戏中，资金充裕的人
群受益最多，缺乏资金的人群受害最
多。于是，华尔街的大佬们与普通人之
间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当社会财富集中
到少数人手中时，社会必然动荡——于
是，你就成功了。

这是天方夜谭吗？似乎是，但自从
有了“共享经济”，一切便皆有可能。

本书作者发现，“共享经济”讲了太
多动听的故事，比如短租让普通人也能
当房东，租车网让私家车变成出租车，
拼工作网让你有更多兼职机会……这
样老板节约成本，员工增加收入，设备
充分利用，岂不是几方得利？

然而，这个故事根本经不起现实考
验：开拼车的司机在抱怨，他们比正经
出租车司机收入少很多，根本不足以养
家糊口，而出租车司机则抱怨他们失去
了太多客源；兼职多的人干了比平时多
3倍的活，工资却增加不到1倍；虽然能
拼车，可调查发现，没有谁因此决定暂
时不买车；个人出租根本构不成生意
流，80%的短租房其实是企业在出租，
这样可以逃税……

真正支撑“共享经济”的，竟然是法
律漏洞！

雇用兼职工的老板不用承担保险、
医疗等，他们的效益并非来自生产率提
高，而是对员工更残酷的压榨；临时出

租车司机能赚钱，并不是他们更勤劳，
而是他们不需要培训，不用遵守服务规
章，也不用承担正规出租车司机的风险
……

“共享经济”正在毁灭真正意义上
的经济。因兼职增加，员工单位时间收
入大大降低，他们因此丧失了购买力，
而缺乏购买力，经济陷入低迷，他们又
成为受害者。这个循环只对已经拥有
巨额财富的华尔街大佬们有利——反
正有那么多人在网上等着干临时工，他
们更可以为所欲为了，当年奴隶主用暴
力想做到的事，现在华尔街大佬们用钱
也能做到。

史蒂文·希尔认为，造成这一现象
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偏颇。正如罗斯
福时美国遭遇大萧条，政府及时出手，
通过保险、政府补贴、资金扶持等，力保
中产人群，这就稳定了消费与税源，随
着美国中产阶级日渐强大，美国平安度
过了那次危机。

然而，当“共享经济”拼命打劫中产
时，美国政府却无所作为，听任老板们
盘剥越来越多的兼职者。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未来47%的职位将可能被
替代，可政府对此的补贴、扶持又在哪
呢？互联网真能如此迅速地制造出这
么多新职位吗？麻烦的是，蓝领反而不
会下岗，中产阶级的中坚——白领们反
而率先受害者……

当大批失业白领涌上街头，那么，
世界经济崩溃（即本书作者所说的经济
奇点）还有多远？ （蔡辉）

极简主义为什么风行？

《极简生活法则》
（英）理查德·泰普勒
人民邮电出版社

“共享经济”正在毁灭经济？

《经济奇点》
（美）史蒂文·希尔
中信出版社

卡森·麦卡勒斯，美国南方女作家，
也许是世界上孤独感最深的作家。她
永远是那个偏执的孩子，沉迷在“人的
孤独”“爱的无能”这样的命题，淡漠地、
疯狂地，写出她眼中绝对的孤独。2017
年，麦卡勒斯诞辰 100 周年，逝世 50 周
年，是的，这位传奇小说家只活了 50
岁，一生被人与人之间“爱和被爱的不
可能性”折磨。

在这位文学偶像百年诞辰之际，九
久读书人与人文社合作出版了六部麦
卡勒斯的经典作品，这是当年上海三联
书店出版其作品之后，国内规模最大的
麦卡勒斯集中出版活动。1940 年，23
岁的麦卡勒斯发表长篇小说处女作《心
是孤独的猎手》，近 60 年后，在美国现
代文库结合众多名家意见评出的“二十
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榜单中，这部
小说依然高居第 17 位。除《心是孤独
的猎手》外，麦卡勒斯还著有《伤心咖啡
馆之歌》《婚礼的成员》《金色眼睛的映
像》等。孤独到极致，最深切的爱也无
法改变人类最终极的孤独，这是标准的
麦卡勒斯式的主题。

麦卡勒斯作品系列
作者：卡森·麦卡勒斯
译者：李文俊等
版本：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保罗·策兰诗全集》
作者：保罗·策兰
译者：孟明等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谁敢用眼睛直视美，谁就被托付
给死神。”19 世纪德国诗人普拉腾的这
句诗，简直就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
写照。作为二战以来影响最大的德语
诗人，保罗·策兰1952年的成名作《死亡
赋格曲》震撼了德国。1970 年 4 月的一
个深夜，他在巴黎投水自尽。

保罗·策兰的诗歌有一种神奇的抒
情格调，像沐浴了法国诗歌的光辉，又
像感染了巴尔干半岛忧郁的调子。在
这套全集中，特别推荐第八卷《暗蚀》，
这是诗人在巴黎圣安娜精神病院治疗
期间完成的诗集，交织表现主义、超现
实主义、象征主义和希伯来文化的预言
传统。策兰意欲探测人性深不可测的
深渊，这些在精神治疗的痛苦中形成的
诗作，对自我的探究格外用力，背后有
着阅读莎士比亚、卡夫卡和弗洛伊德精
神分析书籍的影子。也许在精神领域
里被视作“疾病”的东西，一旦降临在诗
人身上，诗歌也将成为超验的暗夜体
验。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