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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格言》杂志以“开启语言智慧，彰显时代精神”为办刊理念的文摘期刊，风格唯美、清雅、幽
默、生动，深受各个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自创刊以来，社会反应及市场表现均十分出色，被新闻出
版总署定位为“异军突起的新秀”。
《格言》作为国内第一本以“提高读者语言修养和生存智慧”为主题的文摘类期刊，深得广大读者的
喜爱与认可。
　　格言杂志社编著的《乐活：滴水之恩，滴水相报》主要收录了格言杂志社的经典美文。
　　《乐活：滴水之恩，滴水相报》囊括名家名作，盘点文化话题，引领阅读潮流，珍藏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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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繁花·尘世我的诗意童年37度半的生活胡同里的文艺青年饿肚子的时光和50个硬币的雨天早餐台词：
世界如此暴躁，我却如此美妙大隐隐于的士要成为一个有光彩的人翠姨幸福不问出身哎呀，爸爸选段
：幸福其实很近兄弟们长大牡丹花水你怎么知道人家早下班了小钱大快乐歌典：小人物，大生活客厅
里的鲜花唐娜·肖的葬礼“清单”真正的大师是我的儿子爱的简单生活地震中的少年那一院子落叶知
“族”者，常乐下水道里的美国穷人地上掉下了一块天市声小镇电影飞虹·锋尚有个人，不靠谱像鲁
滨逊一样活着在低处生活，获无上快乐微博那些事儿字幕组，不计回报的文化使者总能偷闲赴派对谁
的人生没几个故事执著于梦想的“灰太狼”Let’s Go Party！
“摆客”一族的时尚生活“挑刺儿”女孩的“纠客”生活正在把我们变傻的N件事物今天《星期五》
用卡通来理解全世界幽生活一默再不拍片，春天就老了凯瑟太太的微笑云帆·心志我是一个十分平庸
的人钢铁大王和他的图书馆旁听生：游学北大清华的乐与痛我没能够到云彩潇洒走一回一个人对付乔
丹的日子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鹤发稚颜，童心依旧自由在脚下世界上最爽的一件事我有自己的
独特舞步芬芳花语陈佩斯：就这样被逼上话剧舞台换种方式滑行肯爱千金轻一笑玩具人生留白又如何
流浪路上风光好用荒诞缔造传奇沐浴在爱中的写作往N+1的方向选段：快乐的加减乘除法和自己玩一
场懒人游戏一边柴米油盐，一边星光灿烂山羊上树的秘密剪影·视界别错过了剑桥上的一段青春台北
的品质生活光头王凯：我的风格与生俱来单车旅客，低碳骑客美国社会的自信市长兼职也疯狂植物的
笔名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欧洲的鸭子交换生活书屋：人人都有恋物癖脱口秀女王的谢幕寻访现代隐士1.6
公里内你有几个朋友钞票上的文化之旅城市也乐活Norain大叔阳光照到星期八让海豹安静地午休幸福
小镇，诗为你歌乡村生活的悠长趴在地上，仰拍蓝天暖炉·絮语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一个人的独舞再
不去看杏花，我们就老了当悲催袭来的时候⋯⋯我的朋友马德时光不老道明二三事人生有时不必看得
太远你就是幸福时间留下诗意让温暖弥散台词：喜剧大胃王的私人影院早餐店里的告示限速人生我喜
欢我们比20年前快乐吗好年龄与好衣服往昔岁月是一壶茶诗情的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缓慢行走巷内好时
光导盲犬的眼睛选段：微笑物语脱俗的美丽河边洗衣服的时光流光轻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魔方·生
趣零分作文：我说90后起洋名的白领你伤不起乐活族的二十四小时生活花草进屋后十年前，大明星在
做什么舒马赫原来是“鞋匠”公交车上的牧羊人从小狗那儿学到的18件事台词：记得那时年纪小让人
觉得愉快的事儿古人的环保生活烫还是不烫流浪在鲨前游乐园的魔法地图怎样用科学抓狮子钱锺书语
录老外的新年愿望吵架你用什么体哈利·波特告别演说：我这十年21世纪10年代活力人生+大印记之
九：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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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钱大快乐 裘山山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花钱的气度并不和她挣钱的多少成正比。
所谓“能挣也能花”是少数，多数情况是不能挣但能花、能挣却舍不得花。
　　比如我，虽说不是富婆，比起身边几个朋友来，算是收入高的，但我在花钱上的气度比她们小多
了。
我若是哪天买了件比较贵的衣服，便会好些日子惴惴不安，像做了错事。
不像我的女友，工资到手第一天，就敢买一件相当于一半工资的衣服或鞋或包，剩下的日子就在等下
个月的工资中度过了。
又比如，很多女人情绪低落时，往往以疯狂购物来调节，这招对我也不灵，我要那样情绪会更糟。
所以我总想：我前世一定是个穷人，穷怕了，穷习惯了。
　　这么一推理我发现，曾给我带来快乐的钱都是小钱，真的。
　　第一笔让我开心的钱是一角八分，我自己挣的。
那年我12岁，读初一，班上一个女生约我去打牛草，卖给她爸爸的单位。
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汗流浃背，且浑身痒痒，打了大半背篓牛草去卖。
过完秤，人家把钱递给我时，我不好意思数，一把捏住就塞进口袋里，然后边走边悄悄用指头去捏。
有张一毛的纸币，另外几个硬币我只好靠大小判断，最后确定一个一分，一个两分，还有一个五分。
摸到五分时，心中竟涌起一股暖流，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一角三分钱。
　　回家的时候，路过水果店，看见人们在排队买西瓜。
那是20世纪70年代，物资极其匮乏，水果店早已形同虚设了，偶尔来点儿水果必定要排队。
我也跟着去排，排到了，只剩三个最小的。
售货员把它们都称给我，就那么巧，刚好一角八分。
我乐滋滋地拿回家，妈妈和姐姐都喜出望外，西瓜虽小也是西瓜啊，我们已多日没吃过水果了。
那天真是老天照应，三个小西瓜，每个都很甜，吃得我们母女三人幸福不已。
　　此生我的第一笔存款是五元钱，也是在初中。
我们家那时每个月要烧200斤煤球，请人挑的话，100斤要付给人家五角钱。
但我妈要我去挑，省钱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为了锻炼我。
我妈常说我们家不能养小姐。
那时我们住在山城，到处都坡坡坎坎的，路很不好走。
我一次挑50斤，挑一次我妈给我一角钱。
当然不能说是工钱，只说是买冰棍儿吃的。
我舍不得买，除非天气实在太热。
钱都存下来，加上父亲每星期给我的三角零花钱（一个月一元两角），一个夏天我就存到五元了。
若不是有时嘴馋买了点儿零食，眼馋买了几块花手绢儿，我还可以存更多。
　　存到五元钱时我就沉不住气了，到底是穷人的底子，成天都念叨着要买个什么。
被我妈得知后，打起了“歪主意”。
我妈告诉我百货商店里有很好看的花布，五元钱就可以做一件新衣服。
我被说动了，跟她去百货商店买花布，做了件新衣服，上了当都不知道，还美滋滋的。
一直到成家后我才明白，衣食大事本该由“政府”出资的，不该征用“民间”的钱。
当然，我老妈已为此事专门向我“致歉”了。
　　我的第二笔存款就多了，60元。
那时我已经当兵，每个月津贴七元七角五分。
需要说明的是，七角五分是女兵的卫生费，同年的男兵就只有七元。
指导员上政治课动员我们勤俭过日子，让每月存五元。
我也就很听话，每月在司务处存五元，一个月剩下不到三元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到了年底，从司务处一下子领到60元，真觉得发了大财。
我拿着钱，跑到军人服务社，给爸爸买了两瓶茅台酒，当时茅台酒九元一瓶；给妈妈买了两瓶花生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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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喜欢吃花生；给姐姐买了件的确良衬衣，11元；剩下的给自己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
哈，觉得自己就像个富翁，很开心。
　　再说说我的第一次旅游，也是小钱带来的快乐。
1979年我考进大学，依然拿部队的津贴，一个月十元。
因为要买书什么的，简直不够花，每月都得从伙食费里退一点儿出来聊作弥补。
　　有一年春天，我们三个女友相约去卧龙玩儿。
三个人都是穷光蛋，就各自找了几件旧衣裤去附近的村子里卖，也没卖多少钱，七八元钱吧，又去退
了点儿伙食费，凑了二十多元钱，加上另外三个男生也凑了些钱，总计不超过50元，交给我保管。
一路上我们能搭便车就搭便车，能吃素面就吃素面，能睡车站就睡车站。
六个人用那50元玩了整整五天。
到卧龙后还假装做社会调查，吃了公家的饭。
这应该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自助游”了。
　　结束时，我把每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学校的钱分给大家后，就剩一分了。
我一扬手，将那一分钱扔进了锦江，然后开心不已、身无分文地回了学校。
　　第二次旅游是母亲赞助的。
放暑假前我收到我妈的信，信里竟然夹了50元钱，说为了奖励我学习好，让我这个暑假先到北京去玩
几天再回杭州，我高兴得当时就跳了起来。
那时我们家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四分五裂，我爸在长沙，我妈在杭州，我姐在西安，我在成都
。
每次放假，我们都要商量半天怎么集中。
　　我以这50元为基础，退了点儿伙食费，用一个北方同学的学生证买了张半价学生票，就去了北京
。
在北京期间，我表弟提供住宿，他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书，给我找了个女生宿舍。
我每天坐公交车出游，去了颐和园、圆明园、八达岭、北海、香山，还有王府井，差不多北京有名的
地方我全去了，最后还留下了回杭州的车票钱。
可以说，那次在北京是我玩得最开心的一次。
后来再去北京，遇到的讨厌事就越来越多了。
　　说到钱带给我的快乐，肯定要说到稿费。
我现在差不多已经是个靠稿费谋生的人了。
我拿第一笔稿费时是20岁，在连队当兵，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稿费七元。
那是我第一次拿到津贴以外的钱，纯属“意外之财”，不知如何是好。
大概是从小家庭不顺的缘故，已学得很乖巧，便主动拿这七元钱去书店买书，捐给了连队。
七元钱竟然买了十几本书，当然是按自己的喜好全买的小说之类。
连里的战友也很高兴，以至于后来，连里的战友一看到书店来了新书就通知我，等着我再去买。
　　拿到第一笔“大稿费”时，我已经结婚，是一个中篇的稿费，四百多元。
我用它给爸爸妈妈买了张沙发，150元；给公公婆婆每人买了床狗皮褥子，160元；还买了许多零碎。
我买一样，就在那个装稿费的信封上记一笔，后来信封上密密麻麻的，可见买了不少东西，着实过了
一把花钱的瘾。
　　我此生的第一笔高消费，是买电脑。
早在1991年，当时我只有2000元存款，便卖了自己的金项链，一举花2800元买了台电脑，放在床头柜
上，开始了我的电脑写作生涯。
这是我很引以为豪的一次花钱记录。
以后的日子，我依然过得很节俭，或者说更节俭了。
　　至今我也没体验过花大钱的快乐，所谓一掷千金，所谓挥金如土，所谓花钱如流水，到底是什么
感觉呢？
我无法体会。
我也有几个很有钱的朋友，比如那种经常出国旅游要坐头等舱的，那种每周要去香港洗脸的，那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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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块钱订一个选美比赛前排座位的⋯⋯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是自得的、自负的，但他们很少说到
“快乐”这个词。
他们会说很痛快——痛，并快乐着。
实事求是地说，我永远也不想体会那种感觉，我估计我会受不了的。
我一定是：痛，并不安着。
　　我肯定不鄙视钱。
我只希望钱能带给我真正的快乐，那种良心安宁前提下的快乐。
　　（摘自《从往事门前走过》，西藏人民出版社，小黑孩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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