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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名为《以瘦为

美不健康，年轻人应如何走出身材焦虑》的

文章，引起关注。文中说，一个多月前，以

只卖小码衣服著称的时装品牌 BM 在北京

三里屯开了新店。与之前火遍全网的 A4

腰、漫画腿、锁骨放硬币一样，BM 宣扬的也

是“纸片人”的审美标准——只有“瘦成一

道闪电”，能把自己塞进童装一样尺码的衣

服里，才有资格成为“BM 女孩”，才能算得

上美。

实际上，BM 推崇的这种“美”一直备受

争议。虽说对于美的标准，环肥燕瘦，不同

时代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标准，但一些人对美

的追求达到怪异和畸形的程度，实在让人无

法认同。不说咱们唐朝，就是欧洲文艺复兴

时期崇尚的美女也往往有着圆润的小肚

子。然而到了现在，有些女性对美的标准简

单到“瘦成闪电”四个字，明明很苗条的姑

娘却仍在嫌弃自己“太胖”，口口声声喊着要

减肥，恨不得腰细到能用手握住。各爱美人

士通过节食甚至吃药等手段以达到纸片身

材的目标，美其名曰“骨感美”。

有研究者询问过很多年轻女性的理想

身高和理想体重，结果发现，女性理想的

BMI（即身体质量指数）均值是 17.87kg/㎡，

明显低于健康标准的下限18.5kg/㎡。可见，

当下的以瘦为美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

追求。

从健康上说，骨感美会带来很大隐患。

很多女明星的BMI数值要远低于正常值，然

而人们容易忽视的是，女演员和女模特其实

是进食障碍的高危人群，意大利一位女模特

甚至因为减肥过度得了厌食症而亡，引起时

尚界的集体反思。

反对以瘦为美，并不是要大家追求以胖

为美。世界万物，适度为好。对于人体来

说，健康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如果美的标准

需要人们付出健康的代价，那么，这个标准

一定不是个好标准。

如今，一些年轻女性对瘦身的过度追

求，可能与影视传播中呈现的单一审美标

准有很大关系，同时这种畸形观念的出现

也是审美教育缺失的后果。追求美丽是人

之常情，但求美者本身对美应该有正确的

认识。

“BM女孩”不是好标准，健康美才是真的美

如 果 美 的 标
准 需 要 人 们
付 出 健 康 的
代价，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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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不 是 个 好
标准。

世 间 很 多 美
好的事物，往
往 是“ 无 用 ”
的，它也许不
能 增 加 实 际
的财富，却点
亮 了 我 们 的
生活。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近

日，杭州市玉皇山路上发生一起电动车起火

事故，导致车上一对父女烧伤严重。钱江晚

报·小时新闻与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共同

成立的“钱报善基金”，第一时间为这对父女

发起生命助力。截至 7 月 20 日 20 点，“钱报

善基金”一共筹得1512564.91元。

涓涓细流汇成海，点点纤尘积就山。加

上其他渠道的捐款，短短两天时间已汇集数

百万元善款。这对烧伤父女牵动着无数人

的心，网友们说得最多的是，“尽绵薄之力”，

“为父女二人祈祷平安”。人间有大爱，尽显

其中。

这些“尽绵薄之力”的人中，有孩子，有

老人，也有和这家人一样努力打拼的年轻

人。他们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他们都在努

力生活。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是一个普通人

的善意。数百万捐款所呈现出来的，则是

“集社会之力挽救生命”的姿态，更是在告诉

这家人：这个世界是爱他们的！

这几年社会上的爱心捐款层出不穷，但

像此次捐款速度如此之快、金额如此之大的

却不多见。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并不复杂，

在于此事触动了人心的柔软之处。

要知道，电动自行车上的人生，就是普

通人的日常。每日每夜，在每个城市和乡村

的街道上，有无数电动自行车的影子。据中

国自行车协会统计，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

车年销量超过 3000 万辆，社会保有量接近 3

亿辆。这 3 亿辆车，背负着亿万家庭的人身

安全。

骑电动车带孩子去上课，去运动和郊

游，是中国家长的“众生相”。所以说，杭州

市玉皇山路电动车起火的事故，虽然发生在

这对父女身上，但也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

个人的身上。

此事就成了每一个普通人的镜子，人

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和困难，自然就产生同理心，有一份感同

身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捐款看似是在帮

助烧伤父女，其实又何尝不是在帮助我们

自己呢？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孩子

愿意捐出压岁钱，很多父母愿意积极助力

了。

数百万捐款，其真正表达的是人们“希

望能听到这家人好消息”的普遍心声。集社

会之力，守护这个普通家庭的幸福，就像守

护其他千万普通家庭的幸福，是人们的心之

所向。

爱之花盛开的地方，生命便欣欣向荣。

当然，这份爱的表达，也体现在对电动自行

车公共安全隐患的关注上。任何事故都是

可以预防的，最大程度地捍卫公共安全，避

免事故发生，也是人们的同理心所在。

烧伤父女获数百万捐款，读懂背后的同理心烧伤父女获数百万捐款，读懂背后的同理心

这几天，湖北武汉东湖风景区执法局下

属的城管队长陶恺火了。同事们夸他“博士

出马，一个顶俩”，网友们则纷纷竖起大拇

指，说：这个城管真硬核！

据新华网报道，41 岁的陶恺是土生土长

的武汉人，2001 年大专毕业后，进入东湖风

景区环湖管理处工作。上学时玩不够，但他

工作以后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先后取得武汉

理工大学工商管理本科及武汉大学公共管

理硕士学位，之后7年埋头苦读，2016年拿到

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19 年陶恺从

机关调到执法一线后，又于今年 4 月拿到了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惊爆了他的朋友圈。

陶恺一边工作一边泡图书馆，在繁忙的

城管事务之余，能把学习坚持下来不容易。

有人有疑问：做城管，用得上博士学位和法

考证书吗？

陶恺想了想回答：“善战者无赫赫之

功。我们的工作可能很平凡、很琐碎，但我

们要做好这份工作，就要充分‘武装’自己，

提高自身素质，多学点总是没错的。”

看来，陶恺就像善战者，不打无准备之

仗。他每一天的学习都是在做准备，眼下

“无用”没关系，“武装”好了，总有一天会用

得上。

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起一些具体事情，

常常质疑，这有什么用？我们中绝大多数人

从小追求的是能拿到分数的“有用”教育，按

照定义和程序成长。大多数人只愿意讨论

“有用”的事物，解出哥德巴赫猜想会让你涨

工资吗？知道广义相对论能够使你长生不

老吗？仰望星空会使你的财富增多吗？都

没有用，那就扔一边去，不用管它。

正像先哲感叹的那样：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太过急功近利的

人，终其一生都在被“有用”这条鞭子驱赶

前行，为人做事常寻思“有用”，计算结果，患

得患失，困在各种人生枷锁中。殊不知，那

些看似无用的事物，实际上却有更大用处。

很多时候，“无用”不过是不愿附和现实

利益，而生活的美妙感觉，常常由“无用”得

来。作家梁文道说过，“读一些无用的书，做

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

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

会。”就如陶恺，读一些看起来对眼下没有什

么实际用处的书，不能用来升职加薪，但日

积月累学习后，眼界开了，思考问题更接近

本质，也许突然某一天，“无用之用”可能就

变成“大用”，人生就此收获丰硕成果。

不妨给“无用之用”来点掌声。正是“无

用之用”切切实实改变了陶恺，超越了原来

的自己，创造了人生新的境界。世间很多美

好的事物，往往是“无用”的，它也许不能增

加实际的财富，却点亮了我们的生活。

城管用得着考博士吗？“无用之用”有大用

集社会之力，
守 护 这 个 普
通 家 庭 的 幸
福，就像守护
其 他 千 万 普
通 家 庭 的 幸
福，是人们的
心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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