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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丰

100 年 前 的 1921 年 ，鲁 迅

发表《故乡》一文。这是一篇小

说，但也有相当多的写实成分，

比如现实中鲁迅也在北京买了

房子，回老家变卖财产，把母亲

接到大城市居住。这篇文章是

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但是教

科书侧重于新老闰土的对比，

多少弱化了鲁迅对故乡的告别

或者逃离。

事实上，《故乡》 预言了

此 后 100 年 中 国 人 的 经 典 叙

事 ： 青 年 才 俊 从 小 地 方 出 发

来 到 大 都 市 打 拼 ， 成 为 都 市

人 ， 在 不 断 的 “ 回 乡 ” 和

“返程”中，不仅构建出对故

乡 的 认 识 ， 也 发 展 出 一 个 新

的自我。这个“自我”，就是

现 代 的 都 市 人 形 象 ， 而 作 为

参照的“故乡”，尽管也是情

之 所 系 ， 大 多 时 候 却 都 是 落

后、愚昧的。

这个过程，可能开始于晚

清现代教育的初创时期，农村

才俊，不再满足于过去读乡村

私塾的教育模式，到上海、北

京 这 样 的 大 城 市 接 受 新 式 教

育。能够“离开”的青年，大

多家境殷实，他们才能够接触

新思想。这一进程虽然一度中

断 ， 在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开 始 却

又大大加快，以至于有几亿人

奔波“在路上”。

就此观之，今年可能是一

个 特 别 的 年 份 。 很 多 人 选 择

“就地过年”，人们开始大量抒

发在“新家”的感受，往年热

闹的春运场景没有再现，春节

后 照 例 在 网 上 传 播 的 各 种

“返乡手记”也不见踪影。这

当 然 是 受 疫 情 的 影 响 ， 但 是

也 可 能 真 的 出 现 了 某 种 转

机 ， 由 于 高 铁 、 高 速 公 路 和

私 家 车 大 大 普 及 ， 人 们 回 乡

变得更加容易了，社交媒体也

高度发达，视频聊天随时可以

进行——留给文字和想象的空

间大大变小了。

我的老家在豫东农村，这几年春节，老家都

会堵车，很多在江浙打工的人，会开着车回乡过

年，老家的乡镇公路永远跟不上节奏，镇上还没

有红绿灯。一个豫东的小镇，很容易堵成江浙的

一个城乡接合部，从车牌号看，确实给人这样的

观感。

去年夏天和弟弟一起回家为父亲过生日，在

县城不得不开启手机导航，从县城回村庄的路也

完全认不出来。路边开着大量美丽的花，司机说

那是“格桑花”——听起来像是高原上的植物。

现实中的故乡，已完全认不出来。

我在县城跑步 6 公里，想找回一点过去的踪

迹，但是所见皆是陌生场景，在路口差点被一个

电 动 车 撞 到 ， 骑 车 的 女 孩 说 ，“ 抱 歉 ， 小 心 点

啊”，她说的竟然是普通话。进餐馆吃一碗面，

老板问我要不要放辣椒，我说不要，他说：“那

就微辣吧。”他哪里知道我是从四川回来的，为

什么还要在河南老家吃微辣？

我 想 ，这 就 是 “ 返 乡 手 记 ” 终 结 的 根 本 原

因，你已变成故乡 的 陌 生 人 。 故 乡 和 你 都 在 剧

烈变动之中，你所顽固怀念的，终究是一个记

忆 中 的 故 乡 ， 某 种 意 义 上 ， 那是一种创造，也

会有一定程度的美化。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流，一旦离开，你可能就再也无法真的成为“本

乡子弟”了。

作家对这种巨变的感受，大概在 2015 年就

达 到 了 高 潮 。 那 年 我 看 到 两 本 有 关 故 乡 的 书 ，

《找不回的故乡》 和 《谁人故乡不沦陷》，从书名

就 能 看 出 作 者 的 震 惊 。“ 每 个 人 的 故 乡 都 在 沦

陷”这样的话几乎成为流行语，“沦陷”当然是

一种文学式的比喻，这样的感叹表达的是某种普

遍的不知所措。鲁迅写 《故乡》 的时候，尚能够

细致捕捉每一丝变化，而今天的我们，更多是惊

愕了。

在进城者的眼中，乡村的“没落感”可能在

2010 年左右达到了顶点——这也意味着此后出

现了转机。2020 年春天，因为疫情很多人不能

返城，一位在武汉某大学教书的老师，在自己山

东老家的房顶上给学生上网课，这一幕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由于技术进步，乡村更像城市，横亘

在游子和故乡中间的那道裂痕，似乎不知不觉间

消失了。

约翰·伯格在 《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

事》 中写了一位让人神往的英格兰乡村医生的经

历。主人公曾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二战时当过

军医，二战后扎根乡村，几十年为当地人做过几

万次大小手术。虽然扎根乡村，他每个月都看医

疗杂志的论文，知识和水准大体上保持和世界同

步，最终，他成为当地乡村生活的纽带，成为人

们内心的一个依靠。

去年夏天回家，我拜会了老家的乡村医生。

过去 30 年，他为我曾祖母、祖父母、父母和我

本人都看过病。他掌握大量“秘密”，有些话老

人不会对自己的子女讲，却都向他和盘托出，事

实上，他成了乡村最可靠的“书记员”。他的儿

子也和我一样，到外地读大学并就业，这让他感

到无比开心。

我向他表示感谢，这完全是真心话。我突然

意识到，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故乡虽然逐渐

“凋零”，但是仍然拥有坚固的内核。过去多年，

我虽然也为故乡写下大量文字，有时怀念有时感

伤，却从未真正接近这个内核。

逃离或再造

：返乡手记的终结

横亘在游子
和故乡中间的那
道裂痕，似乎不知
不觉间消失了。

□ 冯雪梅

几乎没有人猜到我的故乡在哪里。

他们总把我当成南方人，或者湖北人，

因为我在武汉读过 7 年书。娇小柔弱大

约不符合人们对西北人的想象。“裤带

面 ” 和 小 时 候 父 母 单 位 过 年 发 “ 半 扇

羊”，就成了我讲述和炫耀的资本，它

们是我对故乡最为直接的记忆。

后来我发现，记忆是靠不住的。比

如南小巷 （xiang），父母一直都把它叫

南小巷 （hang），以至于我在语文考试

中答错了题，老爸还振振有词：明明是

hang 子嘛，啥时候变成了 xiang？我对

这条巷子的记忆就是小学校和斜对面有

个 “ 农 民 商 店 ”， 去 外 地 读 书 过 年 回

来，瑟瑟发抖地挤坐在小店里的长板凳

上，吃一碗凉皮，再有就是原本挺宽的

巷子越来越窄，越来越乱，人车混杂，

进去了很难出来，让人不喜欢。

弟弟的记忆全然不是这样，他对家

门口的这条巷子充满深情。尽管已经搬

离多年，却时不时要骑自行车，后来是

开车回巷子里转一圈，说那里多热闹，

多有人气，说哪个门面的羊肉泡馍、哪

家的胡辣汤有多香，我在记忆里搜寻一

圈，全然找不到它们的影子。

其实，每个人心里的故乡是不一样

的，即便你们是兄弟，是乡党，对故土

也会有不同的印象，有时，甚至截然相

反。你离开得越久，越容易成为乡邻眼

里的“外乡人”，到了某一时刻，会像

加缪的 《局外人》 一样，疏远、隔阂、

不知所措。

贾平凹在 《商州又录》 里说：“我

写了 《商州初录》 ⋯⋯外边的世界知道

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我心中

就无限欣慰。但同时悔之 《初录》 太是

粗 糙 ， 有 的 地 名 太 真 ， 所 写 不 正 之 风

的 ， 易 被 读 者 对 号 入 座 ； 有 的 字 句 太

拙，所旨的以奇反正之意，又易被一些

人误解⋯⋯”

除了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人读出不同

的意味之外，商州人对故乡的认知，恐

怕也与作家多有差别。这种因不同而带

来 的 争 议 ， 让 作 家 “ 又 录 ” 了 一 次 家 乡

——也不尽如此，故乡是贾平凹心里不尽

的念想，它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

绿，清清奇奇的瘦”；是“一个小妞儿刚

刚从鸡窝里取出新生的热蛋，眯了一只眼

儿对着太阳耀”；是一只褐色的狐狸“一

边走着，一边用尾巴扫着身后的脚印，悄

没声地伏在一个雪堆上”；是“河对岸的

一 家 人 ， 门 拉 开 的 声 很 脆 ， 走 出 一 个 女

儿，接着又牵出一头毛驴走下来”⋯⋯

这些写不完的情致是真的故乡吗？也

许未必，可它一定是作家记忆里的家园，

纵然远离，也不时回想。

我 记 得 有 一 年 ， 站 在 家 的 阳 台 上 ，

那 时 城 里 还 没 那 么 多 高 楼 ， 晴 空 碧 日

下 ， 能 看 到 远 处 秦 岭 的 黛 青 山 色 。 那 叠

嶂 起 伏 的 山 的 后 面 ， 是 什 么 ？ 世 界 仿 佛

一 下 子 变 得 很 大 ， 而 那 时 的 我 ， 都 还 不

曾出过关中平原。

去山的那一边，这个念想让我急切地

逃离。岂止我一个，有多少人或自觉或被

迫地远离故乡？有人离开后满心牵挂，有

人逃离之后，就没想再回去。可真正与故

乡形同陌路的，少之又少。就连曾经绝然

与故乡切断关系者——比如法国社会学家

迪迪埃·埃里蓬，最终也重返家乡，以一

本 《回归故里》，与故乡和解。“或者更准

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

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我 能 理 解 那 种 逃 离 ， 以 一 种 断 然 否

定、羞于承认来斩断和故乡——它代表着

曾经的过去、家庭背景、成长环境、自己

所不喜欢的一切——的关联，重新塑造一

种自我身份，可逃离并不代表过去的一切

不复存在。“我难道不是正通过另一种方

式，接受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惩罚吗？

这身份一直在我体内存活着，它就是我身

体的组成部分。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

西 ， 仍 然 作 为 我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 延 续

着。”——迪迪埃反思。

当然，迪迪埃的逃离纠缠着各种复杂

性 ， 不 仅 仅 是 摆 脱 家 庭 ， 更 有 着 社 会 压

迫、阶级的对抗，性别身份的认同 （他是

同 性 恋）， 它 们 缠 绕 在 一 起 ， 具 象 化 为

“故乡”这样一个概念。

故乡，不仅仅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

还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家庭

（族），你的阶层。父亲去世后，迪迪埃回

到家乡兰斯。葬礼的第二天，他和母亲翻

看旧照片。“这是谁？”他问母亲。“这是

你父亲 ， 你 不 认 识 他 啦 ？ 可 能 是 你 太 久

没见他的缘故。”母亲这样解释，可迪迪

埃 意 识 到 ， 父 亲 在 去 世 前 几 个 月 ， 甚 至

前 几 年 ， 就 已 不 再 是 自 己 憎 恨 的 那 个 父

亲 了 。 而 人 们 之 所 以 执 着 于 对 他 人 的 憎

恨 ， 原 因 之 一 ， 是 因 为 憎 恨 一 旦 消 失 ，

痛苦就会袭来。对于迪迪埃而言，“与其

说 是 痛 苦 ， 不 如 说 是 一 种 进 行 反 省 的 迫

切 欲 望 ， 我 不 可 抑 制 地 想 要 回 溯 时 光 ，

试 图 理 解 为 什 么 对 我 来 说 ， 与 父 亲 之 间

的 交 流 如 此 艰 难 ， 以 至 于 我 几 乎 不 认 识

他。”

迪 迪 埃 想 要 逃 离 的 ， 是 社 会 强 加 于

父 亲 身 上 的 那 种 他 所 排 斥 和 厌 恶 的 东

西 ， 是 他 曾 经 所 处 的 阶 层 ， 自 己 所 立 足

的 世 界 —— 他 的 故 乡 。 故 乡 给 予 我 们 一

个 确 定 自 我 身 份 的 坐 标 ， 你 可 能 不 喜 欢

它 ， 奋 力 想 把 它 抹 去 ， 可 它 自 始 至 终 ，

不 管 你 愿 意 与 否 ， 都 是 你 未 来 一 切 的 起

点，你的身上，永远有着它的印记。

最初的、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其实是回

不 去 的 ， 就 像 你 永 远 无 法 真 正 逃 离 它 一

样。在某一个时刻，你会突然想起它，甚

至不用想。人流里，听到说普通话的人夹

杂个别乡音，哪怕是一丝一缕，我都能敏

感 地 辨 别 出 来 ， 心 里 陡 然 涌 起 一 种 亲 切

感：哦，他是我的乡党。故乡就这样猝不

及防地走到眼前。

“ 或 许 就 在 某 一 个 黄 昏 ， 我 突 然 回

头，看见了落向我家乡的夕阳。”刚过 30
岁 ， 辞 去 乡 农 机 管 理 员 工 作 、 孤 身 一 人

在 乌 鲁 木 齐 打 工 的 刘 亮 程 ， 看 着 太 阳 从

城 市 上 空 落 下 去 ， 落 到 了 自 己 的 家 乡 。

那 些 被 他 遗 忘 多 年 ， 让 他 度 过 童 年 、 少

年 、 青 年 时 光 的 小 村 庄 ， 被 他 想 了 起

来。“仿佛从一场睡梦中醒来，看见了另

外 一 个 世 界 ， 如 此 强 大 、 饱 满 、 鲜 活 地

存放在身边，那是我曾经的家乡，从记忆

中回来了。”

于是， 就 写 了 近 十 年 ， 有 了 那 一 本

反 反 复 复 被 出 版 、 被 阅 读的 《一个人的

村庄》。

《回归故里》 中，迪迪埃引用了一位

作家的话：拒绝回归，便是拒绝自己、拒

绝生命本身。刘亮程说：“我们都有一个

土地上的家乡和精神中的故乡。当那个能

够找到名字、找到一条道路回去的地理意

义上的家乡远去时，我们心中已经铸就出

一个不会改变的故乡。而那个故乡，便是

我和这个世界的相互拥有。”

我们都在记忆中回归故里
你离开得越久，

越容易成为乡邻眼
里的“外乡人”，到了
某一时刻，会像加缪
的《局外人》一样，疏
远、隔阂、不知所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项 飙 18 岁 离 家 到 北 京 大 学 社 会 学

系 念 书 ， 而 后 赴 牛 津 大 学 读 人 类 学 博

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正在德国访学。尽

管跨越了不少地理意义的边界，可他始

终认为自己是个温州人。

如今像项飙这样的“流动”已不奇

怪，几乎是当下年轻人的常态，一年一

度的春节“迁徙”，总能够看到流向的

回归与出发。而今年“打工人”普遍的

原地过年，又搅动年轻人无处安放的灵

魂。故乡总是亲近又疏远，都市青年的

归属感在哪里？在新书 《把自己作为方

法》 中 ， 项 飙 说 ， 我 们 都 在 “ 悬 浮 ”

中。最近，他开始对“附近”感兴趣，

有没有想过，理发店的 Tony 老师、小

区 门 口 的 保 安 大 哥 、 对 门 不 知 名 的 邻

居，都可能是我们归属感的灵魂人物。

如 果 一 个 人 有 强 大 的
“小世界”，会更从容

中青报·中青网：年轻人以往回家
过年会吐槽，今年因为疫情回不去又觉
得有点“凄凉”，这种矛盾反映了青年
和故乡、家庭、父母怎样的一种牵扯和
连接？

项飙：“吐槽”和“凄凉”可能不是一

个量级的，“凄凉”只是一时的情绪，“吐

槽”是较长时间的现状。这个问题可以分

成两个维度来考虑，一是青年和父母的

关系，二是青年和所在地的关系。

“吐槽”往往来源于青年和父母价

值观的不一致。其实，父母对子女的关

心，应该从他们自己的生命史出发来理

解。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就像我小时

候，家里厨房连门都没有，买个桌子都

是一件很大的事。从物资贫乏到生活小

康，在物质积累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

奋斗了一生。

但不可否认，父母可能失去了一种

对人生意义的反思能力。他们对子女有

情感上的依赖性，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

想法过圆满的生活。这些父母对子女的

要 求 ， 一 定 意 义 上 是 我 们 欠 历 史 的 债

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浓缩化、高速化的

发展，带来的人的精神上的“悬浮”。

而青年和他们生活、工作所在地的

关系，也十分值得考虑。我最近在思考

一个概念——“附近”。在我们的日常

生 活 中 ， 对 门 的 邻 居 、 楼 道 的 保 洁 阿

姨、小区门口的保安、小区底商的理发

师⋯⋯经常能见到，但好像从来不知道

他们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

当下，至少在一部分行业，年轻人的

工作环境越来越把人打成“原子化”，要

你加班、付你高工资，节奏加快，而同事

之间的额外交流是非常少的，甚至互相

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这就把一个人

重要的社会关系打碎了，年轻人在职场

失去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这样就解释

了为什么回不去会觉得“凄凉”。

我和一些年轻人聊天，他们哪怕拿

着几十万元的年薪，也觉得生活不好。

他们看不到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只

看到自己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把生活

过成了一个单线项目。

如 果 一 个 人 有 强 大 的 “ 小 世 界 ”，

会更从容。“小世界”有两层含义，一

是志同道合、能互相扶持的朋友，二就

是 物 理 空 间 的 “ 附 近 ”。 你 和 “ 附 近 ”

的人不一定总要互相帮助，但我想提倡

的是，你可以去了解那些理发的、卖菜

的、搞卫生的人，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间

是一个怎样的构成。

我们经常讲要淡定从容，似乎这种

品质来自于思想境界，其实不是的。很

多时候，性格和思想境界来自于一种认

知 。 如 果 你 对 这 个 世 界 的 认 知 比 较 客

观，就会对自我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也

就会比较从容。

中青报·中青网：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乡愁、故乡在各种文化形式中被反
复吟咏，但如今好像失去了这些浪漫、
美化的部分，这反映了环境和人们心态
一种怎样的变迁？

项飙：乡愁的逝去，不是因为流动少

了，相反是流动普遍化了。“乡愁”被反复

吟咏，是因为当时“流动”被视为一种比

较特殊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到了 21 世纪

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物流业、高铁系统

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普遍放开，地方经

济形态的变化，都让“流动”成为普遍。

乡愁文化在大众文化中的消减，是

因为流动的普遍性，这里引申出一个观

点：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要想办法形

成一种新的语言，去 anchor （锚住） 这

种现象。

我个人认为，执念一个已经不存在

的 、 只 是 想 象 中 的 、 浪 漫 化 了 的 “ 江

城”（《江城》，彼得·海勒斯作品，讲
述上世纪 90 年代的涪陵——记 者 注）
没有太大意思。他把一个想象中的浪漫

化了的过去当成现在生活的反衬，然后

抒发某一种感情，有点虚无缥缈。

文化研究者讲过，“乡愁”最早出

现是与英国农村经济转型相关，当农村

不再是农民的农村而变成贵族庄园，农

民进入城市住在贫民窟，才有了乡愁的

出现，这有着很强的社会批判性。中国

的城市化发展没有重蹈欧洲 19 世纪的

覆辙，没有明显的城市病。只是当出现

刚才说的年轻人悬浮、空虚、被裹挟的

状况，需要我们用新的语言、新的文化

想象来讲述这种状态，而不是一味用乡

愁来构想出一个浪漫的对象。

家乡对于一个人的印记
是 很 自 然 的 ， 我 想 强 调 一
点，印记和认同不一定是一
回事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新书《把自

己作为方法》 中谈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是
温州人，是不是意味着“我是哪里人”
与童年青少年有关？为什么很多人在所
在城市生活那么多年，依然会认同自己
的家乡属性？

项飙：并不是家乡有多好，而是因为

我们只有在童年才认真观察世界。

童年时期，一个人的知识很少，但观

察是最真实的 ， 不 从 任 何 已 有 定 义 、 已

有 身 份 出 发 ， 不 管 男 的 应 该 怎 么 样 、 女

的 应 该 怎 么 样 ， 不 把 人 分 成 不 同 类 别 。

孩子观察的时候，“区别”不是他的出发

点 ， 他 的 出 发 点 就 是 好 玩 、 好 看 ； 不 会

用 边 界 来 限 制 自 己 ， 父 母 说 不 行 的 事 他

可 能 更 有 好 奇 心 去 看 看 究 竟 怎 么 回 事 。

就 这 样 ， 我 们 在 家 乡 生 活 了 十 几 年 ， 慢

慢 形 成 了 自 我 意 识 、 看 问 题 的 方 式 ， 以

及自己的气质。

家 乡 对 于 一 个 人 的 印 记 是 很 自 然

的 ， 我 想 强 调 一 点 ， 印 记 和 认 同 不 一 定

是 一 回 事 。 也 有 人 想 摆 脱 印 记 ， 印 记 只

是 一 个 客 观 存 在 ， 不 等 于 主 观 价 值 上 对

它的认同。

我在书中讲，我是温州人。我出生成

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中国南方中小

城市，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份认同很清晰。但

大家现在说的身份认同有另外一层意思，

好 像 认 同 了 一 个 东 西 ， 就 要 捍 卫 一 套 价

值，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继承一定的文

化气质，这个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不存在。

如果我有自己真实的“小世界”，哪怕比

较边缘，但比较强大，可以互相讨论，不

用去找这样的认可。

中青报·中青网：那对于一个生活在
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
重要吗？

项飙：归属感是重要的，但还是要回

到“附近”的感念，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

“附近感”。

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现在流动性非

常强，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很多人

不一定在某个城市待很长时间，如果要把

地图上一个个点都当作自己的认同对象、

归属对象，不太现实。所以，对更加切近

的东西产生归属感，会更加重要，它跟你

每天的生活都联系在一起。

二是对“附近”的归属感可能比对一

个城市的归属感更重要。城市的归属感在

很多情况下是用抽象符号构建出来的，比

如北京是首都，后海、三里屯的氛围让你感

觉很舒服，这是对一个文化符号的归属，有

一定象征性；而当你家里的下水管堵了、楼

下的垃圾桶满了，一旦出现这种危机，你就

十分需要对“附近”的归属感。

如 何 克 服“社 恐”，与“附
近”交 流 ，对 年 轻 人 来 讲 似 乎
是需要努力学习的

中青报·中青网：那么，“附近”的归
属感该如何建立？

项飙：第一，不要被一些抽象的象征

性符号裹挟，要从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经

验中出发；第二，归属这个词，原本就有

一点被动的含义。环境是不变的，就看你

能不能进入，进入了就归属了。但我们一

定要意识到，归属感其实是需要你去积极

投入的，邻里互动、社群互动，这对现在

很 多 年 轻 人 来 讲 ， 似 乎 是 需 要 努 力 学 习

的，如何克服“社恐”，去与“附近”交

流。

也许，当你和小区门口买菜的人顺畅

交流后，你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的能量和

营养，会是你的财富。

中青报·中青网：虽然有“逃离北上
广”一说，但青年流向大城市依然是趋
势。您在书中提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一
个小的中心，这种状态在当下能实现吗？

项飙：短期内不是很容易，需要咱们

慢慢努力。

我 对 自 己 原 来 的 说 法 要 补 充 一 下 ，

“北上广”这些中心城市其实吸引的是没

有什么社会背景，或者说不愿依靠社会背

景的年轻人。他们在相对小的地方更容易

被社会关系裹挟，而在大城市，规则比较

清 晰 、 相 对 公 平 。 所 以 ， 与 其 说 向 往 中

心，不如说向往公平。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当下年轻人有
什么建议吗？

项飙：关注“附近”，其实就是直面

当下。

你 与 父 母 的 对 话 ， 获 得 的 并 不 是

他 们 此 时 此 刻 的 想 法 ， 而 是 积 累 了 几

十 年 的 人 生 感 悟 。你 要 做 的 ，就 是 把 这

些 都“ 历 史 化 ”，然 后 建 立 自 己 的“ 小 世

界 ”。只 有 你 站 稳 脚 跟 ，才 能 从 容 对 话 ，

即 便 最 后 你 还 是 不 能 接 受 ，但 也 不 会

有 焦 虑 感 和 受 伤 感 。知 道 了 你 是 怎 么

来 的 、他 是 怎 么 来 的 ，那 我 们 不 妨 找 个

最 大 公 约 数 看 看 。

项飙：年轻人在异乡，不妨融入“附近”寻找城市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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