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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快乐、正
面的思想，那么好的人、事、物都
会和他起共鸣，而且会被他吸过
来。

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
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

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
塔拉·韦斯特弗《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
人生最重要的是如何施爱

于人，并接受爱。 爱是唯一的理
性行为。

米奇·阿尔博姆《相约星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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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 200 年前的美味欺诈一本书

金智英婚后第一次给公公过生日
那天， 亲戚都聚集到丈夫郑代贤的老
家吃午饭。 在饭前准备、吃饭、饭后收
拾的过程中， 长辈们不停地向金智英
询问到底有没有好消息。 虽然金智英
都以还没有生小孩的打算作答， 但他
们自顾自地断定是因为金智英怀不上
孩子。

开车回首尔的路上， 郑代贤和金
智英一直在车里争吵。 郑代贤突然把
姿态放低说：“以后， 我有个办法可以
不用再听他们的唠叨。 ”

“什么办法？ ”
“就生吧，反正迟早都得要孩子。 ”
郑代贤没说错什么， 只是对于金

智英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能轻易决定
的事情。 她没有信心兼顾育儿和职场
生活。 主要因为他们夫妻俩都是平日
晚下班、周末经常要去公司加班，光靠
托儿所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加上双
方家长都无法帮忙照顾小孩， 她突然
发现自己连孩子都还没怀上， 竟然已
经在烦恼要通过什么方式把孩子托付
给其他人照顾。 金智英试图将自己所

感受到的罪恶感解释给先生听， 郑代
贤安慰道：“智英， 我觉得你不要只想
着自己会失去什么， 要多想想你会得
到什么。 就算遇到最糟的情况，导致你
不得不离职，也别担心，我会负责养你
们的。 ”

“所以你失去了什么？ ”
“啊？ ”
“你不是说叫我不要老是只想着

失去吗？ 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
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事、
朋友等社会人脉，还有我的人生规划、
未来梦想等种种， 所以才会一直只看
见自己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呢？ 你会失
去什么？ ”

“我……我也一定不会像现在这
样自由啊， 工作完回来还要帮你做家
务，肯定会比现在更累。 然后呢，身为
一家之主的我，还要抚养你们。 ”

虽然金智英努力接受郑代贤说的
这番话， 但是她觉得丈夫所说的这些
转变，都极其微不足道。

不久，金智英怀孕了。 随着预产期
临近，金智英的烦恼也越来越多。 金智

英与郑代贤讨论了很多种可能性，他们
将生完小孩马上回去上班、请一年的育
婴假然后再去上班、永远不回去上班这
三种可能写在纸上，并整理出每一种情
况诸如谁会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需要
投入多少费用、分别有哪些优缺点等。

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夫妻之中一
定要有一人放弃工作专职带小孩，而那
个人只能是金智英，因为郑代贤的工作
相对稳定，收入也较高，最重要的是，当
时的社会风气普遍也都是男主外、女主
内。

明明这些事情都早在自己的预料
之中，金智英依然难掩失落。 郑代贤拍
着她垂落无力的肩膀， 说：“我会帮你
的，放心。 ”

金智英明白丈夫的意思，但心中还
是不免冒出一把无名火。“能不能不要
再说‘帮’我了？ 这难道不是你的家、你
的事、你的孩子吗？ ”

离职第一天， 她目送郑代贤出门
后，流下了眼泪。
（《82 年生的金智英》 贵州人民出版社
【韩】赵南柱 尹嘉玄 / 译）

82年生的金智英·（六）生育

“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工作没有
价值，得不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与同
事关系不和……原因各不相同，总之大
家都感觉很痛苦。 不过，我希望大家先
想想看：人原本是为什么而工作呢？

也许有人会说“是为了做自己想做
的事”，也有人会说“是为了实现梦想”。
我认为，这些回答都是正确的。 然而，从
本质上来说， 人就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这个道理，亘古未变。 为了养活自己，为
了养活家人而工作，我认为这是工作的
首要目的。 因此，在我看来，为了钱而工
作，并不是可耻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
的事，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赚多少
钱倒没那么重要，如果能够支撑自己和
家人的日常生活，这就足够了。 人生，就
是这样活着而已。

1945年 6 月，16 岁的我从广岛尾道
前往大阪。 我们家有 5个孩子，父亲是一
名普通的小学教师。父母宠爱两个弟弟，
他们经常告诉我“从女校毕业后要么当
老师，要么嫁人，总之尽快自食其力”，除
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对于出身农村、孩子
又多的家庭来说， 这些话可能再也平常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早点出来
工作。 当时，正在大阪开诊所的叔叔说：

“如果有谁想当医生，我可以资助他全部
学费。”因此，我决定成为一名医生。这个
选择没有快乐不快乐之说， 也无所谓想
做或不想做，当时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工
作。我没有什么野心，工作挣钱也是为了
养儿育女。 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让人生顺
其自然吧。对于工作的态度，这样不是很
好吗？

如今，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令人不
安的新闻，某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因为
这样，内心的不安和不满会令人心情糟
糕透顶。 无法预料的未来会令人感到不
安，世界是瞬息万变的，任何时代都是
这样的。 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事，特别
是面对政治、经济等问题。 面对生活，我
们就要说服自己， 必须照顾好自己，守
护好家人。 当你面对“为了什么而工作”
感到迷茫时，你就干脆而果断地告诉自
己“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而已”。
这就是人为何要工作的根本。 至于“人
生价值”“自我成长”之类，是要等自己
立足安稳后，在闲暇之余慢慢思考的问
题。 人生很长，慢慢思考就好了。
（北京日报出版社《人间值得》［日］中村
恒子 范宏涛 / 译）

“为钱工作”理所当然

谁也不想被骗，尤其关于吃。
我的妈妈是一个业余十级的食品质

量监察员。 什么样的蔬菜是洒过农药的，
什么样的鸡是生长期太短的， 什么样的
零食是放了添加剂的，她都目光如炬，拥
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实践经
验主要来自菜市场， 理论知识的来源则

比较庞杂，比如，报纸杂志电视，微信公
众号文章，以及“听说”。

事实上，关于食品的陷阱，以“黑暗
料理”闻名的英国人也很焦虑。 三联书店
译介的比·威尔逊的《美味欺诈》，为我们
揭开了厨房里的黑幕。

1820 年， 在伦敦生活的化学家弗雷
德里克·阿库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食
品掺假和厨房毒物》，一个月就卖了 1000
册，之后又陆续卖出数万本，这在当时是
一个很大的发行量，堪称超级畅销书。

在阿库姆生活的时代， 化学是一个
时髦玩意儿，但当食品遇上化学，有时候
似乎就不那么美好了：泡菜是铜染绿的，
醋是硫酸勾兑的， 奶酪是在坏了的牛奶
里掺入米粉或木薯粉制成的， 芥末是芥
菜、小麦粉、辣椒粉、海盐、姜黄和豌豆粉
混合在一起调成的……尽管书卖得很
好，食品却还是过去的模样，因为食品掺

假只是工业革命的附属产物。 当英国圈
地运动不断升级， 可供种植的土地越来
越少； 而且人们在评判一种食品的好坏
时， 越来越在意卖相———低成本的化学
魔术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读完《美味欺诈》，我觉得“欺诈”并不
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 它包含了三层意
思：一是食品的假冒伪劣，为了利益伤害
人体健康；二是食品的委曲求全，在原料
供应不足的景况下维持人体需求，比如人
造黄油；三是食品的人工创造，在满足人
类味蕾的道路上孜孜不倦。 大部分时候，
我们憎恨欺诈，但有时候，也愿意享受“欺
诈”带来的价廉物美与味觉享受。

其实，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天然食品
和人造食品的化学成分没什么区别。 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只要我们愿意欺骗
自己的大脑， 欺骗味蕾并没有什么大不
了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介意的不是真不

真，而是贵不贵。 在满足温饱之后，食品
被赋予了某种身份的象征意味。 比如，一
些昂贵的藏红花粉，其骗术从 14 世纪至
今长盛不衰。

在全书的最后， 比·威尔逊建议，如
果不想受骗，不妨遵从以下一些标准：购
买完整、新鲜的食品；从你信任的人那里
购买；自己烹饪，要了解食品中所含的各
个成分， 这样你在碰到假货时就能分辨
真伪； 最关键的一点是， 相信自己的感
觉：听听巧克力折断时的响声，看看活鱼
身上的光泽，尝尝新鲜桂皮的甜度，闻闻
真正香米的气息。

看到这里，我觉得，我的妈妈不需要
任何培训，完全掌握以上鉴别食品的方式。
她不是科学家或美食家， 只是比我更接近
食品。 200年过去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从
前那个追求田园牧歌的时代，又有谁知道，
下一场对食品的争论会是什么倾向。

《寄养》
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的小说

《寄养》 讲述一个爱尔兰农户家的小
姑娘佩妥，由于家里孩子众多而生活
艰辛，被送往一户农庄主家寄养。 吉
根以佩妥的口吻将“寄居”生活娓娓
道来。“每个人都必须真诚又勇敢地
面对生活。 ”佩妥从养父母的身上感
受到了他们十分热爱生活，尽管他们
承受过失子之痛。小说的每一个场景
都似从日常熔炉里抓取的一把带着
火星的灰烬。 纵然生活热烈燃烧，吉
根却只写那些灰烬里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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