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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一周微言】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我们在太空，由于没有了重力的束缚，表面张
力作用会更加明显，会驱动液面不断上升，流体表
面张力作用又一次大显神威……”10月12日，“天
宫课堂”再次开讲，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在全新
的“教室”——中国空间站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舱
为大家展示了变“懒”的水球、会调头的扳手等微
重力实验。在前不久的10月9日，我国综合性太
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成功发射升空，与去
年发射的“羲和号”卫星并肩探日。

我们探索星辰大海的步履从未停歇，这其中，属
于中国文化的诗意与浪漫始终伴随并见证了我国

“上天入海”科研攻坚的每一步。从我们熟悉的“神
舟”系列载人航天飞船、中国空间站“天宫”，绕月探
测工程“嫦娥”、月球车“玉兔号”、行星探测任务“天
问”系列、火星车“祝融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
卫星“羲和号”，到深海潜水器“蛟龙号”、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悟空号”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始
终伴随在我们无止境探索未知的征途中，赋予一个
个相继实现的中国梦以诗意和底蕴。

即将全面完成建造的中国空间站命名为“天
宫”，天宫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天帝居住的宫殿，
也是古人对未知太空的通俗叫法。《后汉书·卷四
十八》曾记载：“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而
宋代著名类书《太平御览》中也写道，“天宫，紫微
宫也。”从《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到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中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神话里
的“天宫”逐步变成了现实，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中
国“天宫”将迎接一批批航天员接续逐梦。

中国故事中，记载了古人对星辰大海充满好
奇的探索。明洪武年间，因曾被朱元璋封为万户
而被人们称为“万户”的陶成道，晚年时想亲眼观
察高空的景象，为此手持两个大风筝，坐在一辆捆
绑着四十七支火箭的蛇形飞车上，命令他的仆人
点燃第一排火箭。面对仆人的恐惧，陶成道义无
反顾，“飞天，乃是我中华千年之夙愿。今天，我
纵然粉身碎骨，血溅天疆，也要为后世闯出一条探
天的道路来。你等不必害怕，快来点火！”一声巨
响，飞车离开地面，徐徐升向半空，而后第二排火
箭自行点燃，陶成道从燃烧着的飞车上跌落下来，
手中还紧紧握着两只着了火的巨大风筝。虽然试
验以失败告终，但是万户借助火箭推力升空的创
想走出了探索太空的重要一步。为了纪念世界航
天始祖陶成道，世界科学家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
火山命名为“万户山”。

而今，万户和诸多古人们的梦想早已不再是
梦。“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屈
原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对历史、对宇宙的追
问。从上古文明，到夏朝少康复国、夏桀亡国，再到
东周时期吴楚之战，作为战国少有的“探索者”的代
表，屈原追问宇宙与历史奥妙，以宏观视角，将自己
置身于历史坐标中，写下了这篇“中国人追寻宇宙奥
妙的千年之叹”。数千年之后，命名为“天问”系列的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相继开展，执行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的“天问一号”探测器顺利着陆火星，按计划，“天
问”系列任务还将探访木星等其他行星。正如屈原
一样，中华民族儿女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对自
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决心，对科技创新永无止境的
追求还将继续。

探索宇宙与深海等一系列科技工程以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命名，是对探索精神的传承，更是文化
自信的彰显。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大荒南经》中
的羲和，被认为是太阳女神与制定时历的女神。
去年10月我国成功发射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
术试验卫星命名为“羲和号”，意为“效法羲和驭
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羲和号”实现了国际首
次太阳Hα波段光谱成像的空间探测，填补了太
阳爆发源区高质量观测数据的空白。而10月 9
日发射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夸父一号”同样取
名自《山海经》，来自大家熟悉的“与日逐走，入
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
的巨人夸父。“夸父一号”将作为中国第一颗综合
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实现对太阳“一磁两暴”多
波段和空间拓展上的组合观测。昔日的羲和与夸
父，带着我们对太阳数千年的探索之心，带着我们
对中华文化的自信，继续追逐太阳，永不止步。

借以浩瀚宇宙和无垠海洋，这些充满中式诗
意与浪漫的名字，将中华文化带到了更远的地
方。就在前不久，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意大
利女航天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距离地球
420公里的高空，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飞
越北京上空时，于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组太空摄影
作品，并配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
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东晋
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篇《兰亭集序》被这位欧洲宇
航员以中文、英语与意大利语精确呈现的同时，

“出圈”的不仅是中国文化，还是跨越国界、超越
分歧，共同拥抱太空的共识。目前已有 17个国
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
验首批入选项目，相信不久的将来，“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的中国空间站内，全世界将在此共同探
索宇宙奥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探索星辰大
海的征途中，独属于中国的浪漫，在科技发展的步
伐中，在无限的空间内，不断增强了中华文明传播
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隽
永的历史，走向遥远的未来，这个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还将继续逐梦神州。

文化自信，
带我们探索星辰大海

视 线

年轻人的新节俭生活

晚上九点前不去超市，衣服网购，电影
票用积分兑换，请客吃饭用优惠券……这两
年，“晒俭”渐渐成为吴昕跟闺蜜分享的一项
重要内容。

吴昕是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软件工
程师，刚毕业时，她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
孩，每天一杯星巴克，定期打卡网红店，即
使住出租屋，烤箱、扫地机器人、戴森吹风
机……一个都不能少。尽管月薪过万，却
常常捉襟见肘。前年底，妈妈突发心梗，做
了心脏搭桥手术，出院后，吴昕想给妈妈打
点钱，但几张银行卡的余额，加起来还不到
四位数。这让她有深深的挫败和无力感，
也开始反思：当初买买买的生活方式，到底
给自己带来了什么？

从那以后，吴昕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
从过去流行什么买什么，到如今下单前总是
先问一下自己：“我真的需要吗？”一年下来攒
的钱竟然超过5万。吴昕给妈妈买了颈椎按
摩器，又给爸爸转了2000元，听到转账成功
的“叮咚”声，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如果
总以拥有什么来衡量自己，就会陷入‘更多更
好，永远不够’的死循环。摒弃无谓的铺张浪
费，对每一件拥有的事物加以善用，从中获得
愉悦，这才是生活的精髓。”吴昕开始以平和
的心态梳理生活，一步步明澈内心的诉求。

近些年，像吴昕这样从“尚攀”到“尚俭”
的年轻人不在少数。除了消费观念的转变
外，环保意识的加强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节俭不光为了省钱，更是用环保的理
念去生活。”去年研究生毕业的汪明竹，自从
上了大学后，她的不少教材和书籍都购自二
手平台，除了市面上的二手网站，她和学长
学姐的学生群、宿管群里等都有交易。“不仅
是因为价格便宜，一些书上还有之前用过的
同学画好的重点，更重要的是环保！有个广
告语不是这样说的嘛，在你买下一本二手书
的同时，赋予了一本书新的生命，也为地球
减轻一份重量。”

洗脸水用来冲厕所、单车骑行代替汽车
出行、去超市自带环保袋……家住在南京雨
花台区平治东苑的孙艳荣在节俭的生活方
式中还找到了“妙手回春”“变废为宝”的新
乐趣。“衬衫改九分袖子，如果九分袖的手肘
磨破了就剪成短袖，看烦了就裁成马甲。你
瞧，我家这几个房间桌上的收纳盒都是我用
废弃的包装盒自制的，裁裁剪剪，再重新组
合一下，心情好的时候用水彩笔再画上几笔
装饰一下，一天的心情都美美的！”前几天，
她从饭局上带回酒瓶，插上亲手栽培的绿
植，“化腐朽为神奇”，别有一番情趣。

“有什么样的金钱观，就有什么样的人
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吴亦
明认为，在不同时代，勤俭节约被赋予了不
同内涵，在物质匮乏年代，过过苦日子的老
一辈人，养成了节俭的习惯。然而，随着物
质水平的提高，那些“新三年，旧三年，缝缝
补补又三年”的观念，无法满足现代人正常
的物质需求。

“新节俭主义”，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
的节俭，它强调量入为出、“把钱用在刀刃
上”。在理性消费的同时享受生活，是一种
反璞归真、更成熟、更健康的消费理念。比
如，他们会用省下的钱学习某种知识和技能
来提升自己，或者用于旅行游学、开阔视野
等。比起单纯的存钱，新节俭主义更重要的
意义在于让人清醒地朝着认定的方向努力。

是传统更是责任

“我们家不允许剩饭，这是传承的家
风。”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服务中心
后勤保障科科长崔连凤出自农村，往上三代
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知道一颗米要成为
一粒饭，是多么不容易。在她看来，无论何
时，勤俭节约的美德都不能丢。

在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食堂，中午11点半，食堂的工作人员
已经将16种小份菜准备齐全。米饭、菜品
分为半碗和满碗，供餐模式改革后提供的

“小份餐”很受欢迎。孙竹瑄是当天“厉行节
约”监督员，他介绍特色菜品的同时，提醒大
家勤拿少取，并不时把菜品向中间归拢，避
免浪费，收盘时，如果发现剩菜提醒大家打
包带走。

为了杜绝浪费，食堂根据就餐人数采购
蔬菜，中午的剩饭晚上加工成炒饭，择剩的
芹菜叶子做蛋花汤，以前丢弃的西兰花菜梗
变废为宝，做成炒菜或沙拉。“之前每天餐余
垃圾有四桶，现在已经减了一半。”

监督了一个月，崔连凤明显发现大家观
念在转变，“以前，点菜少会被说成寒酸，现
在大家都光盘，点多了剩下来，反而会觉得
不好意思。”

眼下，勤俭节约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一
种文明风尚。比如徐州市鼓楼区丰财街道
办公室里设了“备用箱”和“再生箱”，只用过
一面的纸张都放在备用箱中，其他人可以再
利用那张纸的背面，两面都用过的纸则放入
再生箱中回收。平日里，参加非正式性会
议，自带水杯，办公区域实现LED照明。

节俭操办红白喜事，也呈现风清气正的
喜人社会景象。

面子问题，曾困扰过徐州马庄村村民厉
慧卿，“农村人看重婚丧，前些年，大家在红
白事上互相攀比，如果规格低了，或者份子
钱少了，会被人说闲话。”

扭曲变味的人情负担让农村家庭苦不
堪言，有些村民不惜债台高筑，也要摆排
场，马庄村村委副书记王侠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不能让这股铺张浪费和攀比之
风蔓延！”

2019 年，他动员有威望的老党员成
立“红白理事会”，请教了研究民俗的专
家，探索出一套既有仪式感，又能减轻村
民负担的仪式。两年前，村里利用空置
地，盖了真旺大食堂，给村民免费操办红
白喜事。“不安排豪华车队，不摆豪华排
场，不请低俗乐队，白事每桌不超过 300
元，红事每桌不超过 500元，随礼不超过
500 元……”，这些办事标准也清晰地写
进了马庄村的“村规民约”。

前不久，厉慧卿的公公去世，大家在村
里的真旺大食堂为他送行，公公生前是个
本分的老矿工，临终前特地叮嘱家人，“丧
事一定要简办”。“大食堂能放20多桌，场
地、音响都免费，价格比酒店便宜了一半，
既有脸面，还经济实惠，亲戚朋友都夸‘办
得漂亮’。”王侠说，已经有20多
户村民在这里办红白事，“凡是
简办红白事的家庭，奖励10个
积分，纳入家庭年度档案，年
底这些都是评选精神文明户
的依据。”

政府的倡导让节俭不仅成
为一种风尚，更在日积月累中成
为内化于心的一种习惯。

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节俭的生活方
式缘于他们身上的一份责任，还有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28岁的杨洋在南京一家国企当会计，今
年3月份，她和相恋6年的男友攒够了首付，
在临近长江的地方，拥有了一个小家。房贷
每月9000多元、车贷1500元，加上保险费、
物业费，当这些花费一一摆上桌面时，小两
口决定奉行“新节俭主义”。

厉行了半年多的精打细算，他们发现，
开支降低了，但生活品质并没有变。新衣
服少了，杨洋把以前的经典款翻出来，重新
搭配一下，别有一番味道。下馆子少了，两
人在家变着花样学做菜，听着葱姜蒜椒在
油锅里噼啪作响，杨洋有种脚踏实地的安
全感。到了周末，小夫妻喜欢从绿博园沿
着江岸骑行，江风吹拂，既健身又浪漫。今
年夏天，杨洋还考了网约车驾驶员证，每次
出门，发个顺路消息，搭个人，“一个人走是
走，两个人走也是走，赚了钱，也节约了资
源，何乐而不为。”

最近，两人还商定，设个育儿账户，每月
从工资里拿出4000元，购买稳健的债券，这
样下去，三年内生宝宝的目标，也变得切实
可行。

节俭，是另一场丰收

有人说世界上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
泪，节约用水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

据分析，一个家庭只要注意改掉不良
习惯，养成良好的节水意识，就能节水70％
左右。比如在水龙头下放一个容器；不用
抽水马桶冲烟头和碎细废物；洗脸水用后
可以洗脚，然后冲厕所；家中应预备一个收
集废水的大桶，它完全可以保证冲厕所需
要的水量；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
碗筷，去油又节水；养鱼的水浇
花，能促进花木生长；衣服集
中一起洗，洗菜时控制水龙
头流量，改不间断冲洗为
间断冲洗等等。

“节俭不只是个人
行为，也应该是一种
社会行为。”吴亦明认
为，“新节俭主义”是
新时代对勤俭节约传
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
更符合新时期建设资源
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他说，要把目光放远些，树立“大社
会”意识，任何资源都不是用之不竭的，“钱
是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奉行新节俭
主义，是善待我们人类的未来，造福我们的
子孙后代。“把这种美德传下去，是每个人的
责任。”

如何让勤俭节约，融入到生活的点点滴
滴，全社会都在行动。面对“新节俭主义”，
商家转变理念，纷纷推出了小份菜、半份菜、
一人食套餐；低碳出行、绿色环保已经成为
人们的共识，截至2021年底，哈啰用户累计
骑行427.7亿公里，累计减少碳排放近200
万吨；江苏省教育厅2020年出台的《江苏省
中小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实施方
案》，将勤俭节约纳入中小学德育课程和校
园文化建设。

而在90后中学老师邓典看来，节俭不
仅是物质层面的“节约”，更是精神层面的

“丰收”。最近他留意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当
年希望工程中的“大眼睛”女孩苏明娟一直
过着节俭的日子。2018年，苏明娟拿出3万
元积蓄，成立了助学基金，截至今年9月，这
笔基金筹集了大约490万元，参与建设了5
所希望小学。“如果一个人自小养成艰苦朴
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在精神层面也会
不断强健，从而炼就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
意志品质，成为一个敢于直面任何困难、迎
接任何挑战的人。她感受过光，便努力也要
成为那道光。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吧！”

又是一年秋收季，稻谷金黄，长势饱满，
伴随着阵阵农机轰鸣，一排排稻谷连秆带穗
被卷入收割机中。

崔连凤总想起，小时候，跟随妈妈去帮
外公家收割的情景。当时她年龄还小，母亲
让她去田地里拾麦穗、捡谷穗，告诉她，当天
捡拾多少，晚饭就吃多少量。那时候，崔连
凤饭量大，任凭她再怎么努力，都没法捡拾
到晚饭所需要的分量。

真实体验过“粒粒皆辛苦”，崔连凤
对自然、对丰收有了更深的敬畏。每
年的丰收季，她会把孩子带回老家，
让孩子看到广袤沃野背后农人的
艰辛。

如果说丰收给人安全感，节
俭则是守护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全
感，崔连凤觉得，“节俭本身就是
另一场丰收。”

左图：海安市少先队员在展示绘
制的爱水节水宣传手抄报。

翟慧勇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新节俭主义，
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娴娴

在物质丰足的今天在物质丰足的今天，，““节俭节俭””二字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二字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

生活富裕了生活富裕了，，为什么还要节俭为什么还要节俭？？很多人提出了疑问很多人提出了疑问，，但更多人说出了内心的答案但更多人说出了内心的答案——

““一粥一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恒念物力维艰””，，物质再丰富物质再丰富，，也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勤俭节约勤俭节约，，它既是一种习惯它既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文明，，更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品质。。

节俭不是抠门节俭不是抠门，，是物尽其用是物尽其用，，是自律中蕴含的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是自律中蕴含的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

全国每个人少用一双一次性木筷全国每个人少用一双一次性木筷，，意味着成千上万亩森林免遭砍伐厄运意味着成千上万亩森林免遭砍伐厄运。。没有节俭精神没有节俭精神，，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从举手之劳做起从举手之劳做起，，节约一度电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滴水、、一张纸一张纸、、一粒粮一粒粮，，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永远美丽富饶……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永远美丽富饶……

从这些回答中从这些回答中，，我们看到了物质富裕年代我们看到了物质富裕年代““节俭节俭””的时代价值的时代价值。。今天今天，，节俭已渐渐成为一种风潮节俭已渐渐成为一种风潮，，融入到人们的每一个生活融入到人们的每一个生活

细节中细节中。。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又成为新风尚又成为新风尚。。新节俭主义新节俭主义，，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