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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前言

　　悠游度日有益身心健康。本书旨在歌颂悠闲懒散的生活作风，抨击西方世界里奴役、腐蚀、钳制
众多我辈中人的工作文化。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无所事事绝非易事。身边总有那么多人想
让你干点什么。有鉴于此，本人特地从过去三千多年的哲学、小说、诗歌、历史等诸多学科中遴选出
闲散著作的真经，为我辈闲人提供精神炮弹，打赢这场针对工作的战争。而且，单是闲人先哲的数目
，便可证明吾道不孤。　　悠游度日，事关自由。不单是买“麦当劳”还是买“汉堡王”、买“沃尔
沃”还是买“萨博”的自由，还有自由自在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摆脱老板、薪水、上下班、消费和
债务的自由。悠游度日，事关欢乐、满足与欣喜。　　世间正在酝酿一场革命。妙的是，要加入这场
革命，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加入我们的队伍吧，本性自由的男男女女，这会是世间最愉快
的革命。　　2004年6月16日于北德文郡

Page 2



《悠游度日》

内容概要

吕准，专业英中翻译，国际法学硕士，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联系方式：lvzhu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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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作者简介

英国作家，生于1968年，少年就读威斯敏斯特学校，于1993年创办《闲人》杂志。《星期日电讯报》
、《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撰稿人。最新力作《如何做个自由的人》（how to be free）于2006
年10月付梓（上海三联书店即出中文版）。此君正一如既往地做着先前做的事⋯⋯或者更准确地说，
什么都不做⋯⋯悠哉游哉地过着他的日子：编杂志、写文章、办Party和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现居英
国德文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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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书籍目录

序言8 a.m.：千古艰难唯起床9 a.m.：又累又麻烦10 a.m.：睡懒觉11 a.m.：溜号，以快乐与获益之名义正
午：酒后不适1 p.m.：午餐之死2 p.m.：论生病3 p.m.：打盹4 p.m.：喝茶时间5 p.m.：漫步6 p.m.：一天
中的第一杯酒7 p.m.：论钓鱼8 p.m.：吸烟9 p.m.：闲居家中10 p.m.：酒馆11 p.m.：闹事午夜：月亮和星
星1 a.m.：性与闲散2 a.m.：谈话的艺术3 a.m.：派对时间4 a.m.：冥想5 a.m.：睡眠6 a.m.：论假期7 a.m.
：白日梦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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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
立命的功夫。　　——[明]洪应明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清]项莲生　　醉
卧阶下听蝉鸣，闲坐石上论诗书。懒慢本是心境，让我们像先贤一样，体会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在懒
散中找到自己，成就自己。　　——网友慕鹤　　悠游度日——偷自己的懒，让神仙羡慕去吧！　　
悠游度日——时间可超频？偷闲好妙招。　　偷闲，不算偷，偷闲，全人类的事儿⋯⋯　　——网友
莲鲢　　生命，不仅仅是奋斗！　　——网友Rogerswu　　悠哉游哉，向喧嚣中觅寻“悠然见南山”
的恬静与闲适⋯⋯　　——网友沙河烟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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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编辑推荐

　　《悠游度日》旨在歌颂悠闲懒散的生活作风，抨击西方世界里奴役、腐蚀、钳制众多我辈中人的
工作文化。悠游度日，事关自由。不单是买“麦当劳”还是买“汉堡王”、买“沃尔沃”还是买“萨
博”的自由，还有自由自在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摆脱老板、薪水、上下班、消费和债务的自由。悠
游度日，事关欢乐、满足与欣喜。 悠游度日有益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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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精彩短评

1、很好看的一本书，读后，甚至有些改变我的生活观。
2、要不遗余力地安排出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一旦拥有，将其作为种子，让它茂盛成长。在各类
事务的平衡中得到悠闲、愉悦和幸福。
3、无聊无趣，被一篇友情书评给骗了
4、喜欢
5、有趣。有时候甚至不想上班。
6、羅哩羅嗦，默默唧唧
7、这是一本让勤劳者看了变懒，懒人看完更懒的书，哈哈
8、懒人的哲学，享受生活，可惜离我们太远
9、休闲是要学和练的
10、悠游度日，慢既优雅，悠游度日，慢生活的宣言
这是读后的最大体会
11、书是至爱，作者是知音
12、很有趣。
13、其实想做一个闲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4、理想的生活方式
15、2014年以此书领头，或许有所寓意：）于闲适缓慢中舒展自由,let it flow, let it flow.
16、懒，一直懒下去
17、闲人的同义词的自由 富有主见
18、"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叫做悠游度日."

开篇确实有些闷,幸运的是坚持看下去,渐入佳境,喜欢.些许的'教科书味'当可忽略.
19、有意思
20、以为会看到一个人如何悠游度日，结果是巨多的引用和论述，印证悠游度日如何有好处。第一章
很好，其他不耐烦读，比较英国化的悠游。要是在中国，估计得包括逛菜市、下馆子⋯⋯
21、就在刚才，还接到让我每周改软文的电话⋯⋯
22、颠覆
23、悠闲才能享受生活
24、我这种懒人看这种书不好吧。
25、对于书的观点，我批判性地接受。作者反复强调闲散的日子对于作家，艺术家有多么重要，能多
大程度上激发创作欲望，但毕竟这是个小圈子，不是人人都有能耐阳春白雪，主流还是得为了生活奔
波劳碌。尤其不喜欢作者讨伐大机器来了之后彻底将原本幸福自在的人民推向了深渊，却毫不考虑社
会进步演化给他现在的潇洒生活奠了多少基。当然，为了工作不顾一切地当奴隶，是绝对不可取的，
舍本逐末了都。要记得工作是为了生活质量的提高。至于年轻人，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若是没有天赋
做真正的文艺青年，整日模仿作者白天睡到自然醒，夜晚做伴酒和性，不知道过了而立之年要不要悔
青肠子。
     咱没文艺细菌，老老实实先好好工作，等咱有了资本，再BE IDLE也不迟！
26、懒散度日 还是悠游 
27、想说的东西太多，面面俱到之余有滥竽充数之嫌；其实还有个问题书里没有给出答案：懒人需不
需要欲望？如果需要，那么欲望->money->工作这个食物链怎么破？
28、每一篇都得我心 也给了我反思日常生活的另一个视角  每个懒人都应该看看  看了就找到理论依据
啦。五星推荐。
29、好消磨意志
30、惬意
31、今天再看，突然意识到作者不过是在对抗而已。
32、充满启发性，如何赖床，旷工，喝茶，饮酒，散步。
33、201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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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34、并不适用我~~~Page144 以后可随便那么一读~~~
35、一天24小时，一个小时一种懒人行为，又证明了一点，原来到处都是懒人，哈哈，说出我们懒人
的心声啊
36、改变对生活的态度。
37、为无为 事无事 人生之大愿也
38、减法生活
39、调侃轻松的语言，批判现代工业制度
40、只有当一个人有能力让自己无需为生计操劳的时候，悠游度日的生活才是可能的。
41、站着说话不腰疼
42、一种生活状态，换个角度思考生活。
43、就是懒！说懒的艺术还得读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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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精彩书评

1、还没有看这本书，不过已放入购买的暂存架里了。请教看过这本书的朋友：1. 书里有没有讲，谋生
的问题，如果我偷懒被老板发现，扣我奖金怎么办？2. 悠闲的先哲们是靠什么度日的？可能有几个哲
人是独身一辈子，一直处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境地，这个适用于多数普通人吗？就算所有哲人都
是孑然一身，他们是通过什么喂饱自己的？如果你说悠闲的先哲们都是写文章卖钱的，我们能找到这
样的机会吗，一般的写手写一千个字也不一定买得起一斤猪肉。卖文字换悠闲生活？大家都改吃素吧
。3. 悠闲的先哲们的房子都是怎么来的，继承来的？还是一辈子租房？哪个先哲需要月月还贷款？4. 
悠闲的先哲们是怎么交税的，和我们一样-工资没到手税就扣掉了？5. 悠闲的先哲们是怎么出门的，打
车，挤公交，坐地铁，还是总能碰到赶着牛车朴实善良的老农厚道地搭你一程？
2、很抱歉地讲，这不是对书的评论而是书对我的启迪。于是我想，是不是该 降低生活标准，走上休
闲的道路？我们为什么要每天按时上班呢，我们为什么要按时上班呢，我们为什么要上班呢？我想也
许是时候，不上班了。不过我退休，太早了。另，此书于我市某折价书店读了半本，望心向闲适的有
闲之士踊跃购买。品相不好，但仅此一本，五折出售，过期不候。
3、记得从前读过一本书,《你能不能不工作》。可惜的是，只记得书名了。似乎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读完了，再次可以肯定如今这样的度日方式。可若是将此称为懒惰的宣言，那可能也将远离作者的
意图了。这是一种对工作文化的挑战，也是对现代人的提醒。追溯到源头，还是那个哲学的问题：人
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4、不打算老掉牙地批判“快餐文化”，苦口婆心状“我们已经失去了慢的艺术”云云。行云流水之
快，确实值得享受值得追求——前提是，不在此过程中成为“快”的奴隶。闲散在当今大概确实是种
奢侈品，这无可厚非。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快的，谁不想坐享清福呢。但若因此主动放弃“闲”的权利
而徒生抱怨，那只能说这是失去了“闲”的能力。也有人天生爱拼爱闯爱冲锋陷阵时刻准备着，但也
有一些人并不打算在鸡血紧张刺激中过活。问题是，请给后者一点空间。而本书存在的意义在于，它
给了后者一点信心。一点“做自己”的勇气。睡懒觉、溜号、慢悠悠午餐、打盹、生病、钓鱼、喝茶
、漫步、白日梦⋯⋯惰乃人之天性，而当今对此持清一色的否定态度，要克服、要戒绝、要狠狠地了
断⋯⋯人性被“崇高”压抑，造成“闲适”只能偷，只与负罪感挂钩。而作者说“悠游度日，事关自
由”“事关满足与欣喜”。我并不完全赞同作者对工作的批判，但我完全理解他浓重的自我意识和对
自由的诚挚追求。我欣赏他，退后一步的凝视。如何度日，这命题非常严肃，关乎我们如何感知时间
，关乎我们用怎样的姿势面对生活，关乎我们以怎样的节奏“成为自己”。“我想，布莱克从一粒沙
看世界的时候，是否便是余醉未醒？”重新感受闲适之趣，重新品尝无所事事的甜蜜，重新发现时间
和生命。“一无所惧地溺爱自己”，并不需要羞愧。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回笼觉、伸懒腰、一酒
杯、一烟斗、余醉未醒、小病卧床，慢食细品、打盹小憩、啜茶忘喧、雅谈闲扯，万顷波中得自由⋯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你“灵魂深处是flaneur”, 你是波德莱尔，是本雅明，你踱步、闲荡，你旁观
、内省，你有你自己的节奏，独属于自己的曼妙。懒散没有错，相反，它可能是一个人曾认真活过。
“我是我心灵的船长”，慢船又何妨。谢谢你，让我相信自己。
5、作者按时间的顺序从24个方面介绍了如何过悠游的生活，可惜他没告诉我们，如果全世界的人民都
听他的话“悠游”的过日子，谁来保障我们的生活？11点以前的内容是我最喜爱的。其中，8点里关于
闹钟的一句话在我看来堪称经典：“花自己的血汗钱买个设备，好让人生中的每一天尽可能不痛快地
开始，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自己出卖时间的对象——雇主，这不是太可笑了嘛？”而9点里的那句：“
青少年时期的埋头苦干，便是为了成年后继续埋头苦干。”则真让人苦笑。11点之前的很多内容，让
我对工作、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也因此，我生活的速度迅速的慢了下来，懒惰的罪恶感光速远离—
—有几天我是真的发呆度过的。可惜，我确实生活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而不是已经富甲一方的英国，
所以，懒散的过了几天后，我迅速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11点到晚上9点的内容不过是自然生活
的翻版。在中国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只要你有经济基础。至于晚9点以后的内容，实在乏善可陈，
无外乎享乐。可惜天上不掉馅饼，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又敌视我们，所以就算想过书里生活——也确实
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现实的外忧内患实在让人提不起多大的兴趣。或许如果有天我们统一了地球，
倒是可以认真考虑下实施的可能。
6、吕准同学翻译的《How to be idle（中文名《悠游度日》）》一书，在经历了快递员n次过我家门而
主人不在的情况后终于入手，拜谢吕准同学，同时感谢锲而不舍的快递公司员工。看名字诸位也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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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度日》

道，这是本教导人们如何享乐，并且保持快乐，丢掉因为感觉碌碌无为而羞愧的心情的教科书。严格
的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这种类型的译本书了（呃，我记得最后一次看的是《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所以阅读起来就有一种逆流时光的愉悦感。开篇第一章“千古艰难唯起床”，我因为这句
话而大笑了一阵——这种浑然天成的磅礴感非常有写历史文的吕准同学古风做派。她将这本书处理成
了一种有一定严肃性，又轻微的吊儿啷当的口吻，更融入了中国古风元素。比方【3.a.m：派对时间】
这个章节中的那段——换句话说，今后你大有可能穷困潦倒，干吗不趁现在“花开堪折直须折”呢？
与某荀不同，吕准同学的文学造诣属于学院流，（当时某荀正致力于译本风格的小说写作），善于用
精准的古风语言插入适当的语句中来展现感情。花开堪折直须折——这句用在此处甚妙。吕准同学的
神来妙笔和突然会精巧的出现在句式中的优雅词句非常清顺畅达，以至于会让你有一种看《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的感觉（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Tom hodgkinson应该就是林语堂的fans，显而易见
的是他的无数理念都在贴合林语堂的这本畅销书）。综上所述，你可以选一个恰当的时候，泡一壶清
茶或者准备半杯红酒，在闲散的心情下读一读这本书。然后抛弃“浪费时间是可耻的”这种根深蒂固
的念头，给自己的身心放一次假。最后说⋯⋯呃，你们没发觉吗？我在以上这段话里保持的译本风格
口吻？
7、这本书从星期开始就很想推结果一直赖到星期结束——英国汤姆。霍奇金森的《悠游度日》。有
点奇怪为什么豆瓣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身边也有看了几段说无感的人，然后想起来在野写AIKI时候
用的关于核桃和核桃夹子的比喻（还是坚果什么的?= =）。好吧，这次的核桃可是端端正正地卡在了
我这颗夹子里。（总觉得这个比喻和原来的有差距⋯⋯究竟差在哪里呢⋯⋯）简单地来说：这是一本
阐述懒人生活以及懒人生活的正义性的书。其实总有这样的时候吧，忙忙碌碌地生活，“忙”是“盲
人”的“忙”，“碌”是“碌碌无为”的“碌”，突然的放纵总是让自己心怀愧疚，赖到日上三竿起
床的时候不禁埋怨自己又荒度了一个上午，日常的行程是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开不完的会议，了不掉
的应酬，明明是真诚的亲情友情爱情，结果也觉得像一个又一个结束不了的工程，带了刻意敷衍的味
道。这时候，多希望有人能对你说“请停一停。”忽然想起来学校的小门卫，每次看到我急冲冲地往
学校奔的时候都会带笑着喊“慢一点!慢一点!别急！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小门卫简
直就是天使⋯⋯= =啊，扯远了，我想说，汤姆.霍奇金森就是那个对我们大家喊着“慢一点”的人。
其实翻开它的时候我正在开会⋯⋯缩在教室的小角落里，看其他的老师打盹的打盹，玩手机的玩手机
，然后刚看完第一段我就乐了！“我真纳闷，本杰明·富兰克林（努力工作的美国理性主义者、工业
界的喽罗）1757年凭着清教徒的满腔热情宣传那句明显不符合实际的陈腐格言——“早睡早起，使人
健康、富有又聪明”——的时候，是否晓得自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不幸？”我找到了一直想听
的话！！！！！！！！接着呢，作者诅咒闹钟“睡眠是魅力无边的妖精，所以，世人发明了可怕的武
器来对付她。”诅咒工作“在闲人的一天里，毋庸置疑，九点是最可怕、最残酷的一个时点”，赞成
悠闲地喝茶，半朦胧状态的钓鱼，以及在别人努力工作的时候愉快地溜号——不是义愤填膺，毫无节
制的谩骂和发泄，作者有英国人特有的古板与幽默，古今中外的作家，思想家，工业者，政治家，都
在他的考据范围之内，你可以欣喜地发现原来你有如此多的同好，他们懒惰，但并非一事无成，与其
盲目地忙不停手，倒不如静下来想想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身心都被奴役的生活，还是属于自己的
快乐人生。我非常高兴作者对中国的悠闲哲学很感兴趣，一直在举老子和林语堂做例子，“最好的事
情就是什么都不做！”，连上帝也在这里被调侃了一把，“他只工作过六天。”总之看这本书让我觉
得非常高兴，这种高兴就好像是一个不喜欢学习的孩子被分到一个特别喜欢在上课时候做小动作的新
同桌，一种正大光明的小刺激感觉，这使我在看的时候一直想用轻快的语言把段落读出来，也许有人
会说这种想法太过不切实际，毕竟现在的大环境是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但是我真的开始努力在以一
种悠闲的态度来做事，你猜怎样？我做得不比平时做得少，但是我更开心了。&gt;_&lt; 一直以来给自
己写满满日程表再催促着自己赶紧完成，然后另一个自己就撒娇耍赖“不嘛不嘛我不去”，让我差点
精神分裂，一旦没人逼迫自己的时候，也没觉得慢吞吞的生活有多可怕⋯⋯该怎么说⋯⋯这太棒了！
再说，世界节奏已经够快逼人够紧，如果自己还不懂给自己放假做SPA，就真的连内心都制度化了呢
，内心啊梦想啊什么的，甚至是空想也好，这些可是为数不多的不受地球引力作用的东西啊。所以，
本来应该明天写的读书推荐，我在周日就已经顺利完成，反正本来闲着也是闲着，做点闲人爱做的事
情吧。顺便，本着闲者精神，这本书，我才看三分之一。= =
8、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用不到一小时一口气翻完了这本书。说不上文学造诣和思想深度，却
也还观点奇特。一看书名还以为是法国或意大利人写的，谁知作者汤姆·霍奇金森出生在工业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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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地、提倡法制和纪律的大英帝国。此君鄙视西方正统的政治家和宗教提倡勤勉、刻苦、敬业的论
调，崇拜东方尤其中国先哲们的悠闲自在的人生智慧。他提倡的偷闲哲学虽不能视为主流的理论，但
读来却也很受落，尤其是为理想为生活不停奔波的吾辈 。  想起鲁迅的“破帽遮颜”、“躲进小楼”
，但那是一种被动无奈。作者提倡的悠闲生活却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不做工作奴隶，不必苛
求自己，稍稍放纵，吞云吐雾，对酒当歌，赖床睡觉，做白日梦，侃大山钓大鱼，溜小号生小病，聚
小众闹小事，出小格造小反，一点点风花雪月......听起来真不错! 记得有次出差美国，在从芝加哥飞回
香港的飞机上，邻座是位加拿大老头，总想搭讪，我却疲倦得只想睡觉。老头说要打开窗户，吓得我
问干啥，他说要把我的工作和烦恼都扔出去。那么可爱的老头，我只好强打精神陪他聊天。问他去哪
儿，他说去东南亚旅游；问他为何一人出门，他说老伴嫌他老出门旅游，早跟他离婚。刚想说声
“sorry”又咽了回去，因为此君一脸自在逍遥。还有次在法国南部的尼斯，清晨偷闲坐在海边看风景
。过来一位五十多岁的法国人男人问我是不是香港人，我说是大陆人。问他为什么认为我是香港人，
他说他到过香港工作，那里的富豪给他开了很高很高的工资，当一艘豪华游轮的法国船长，营造气氛
。问他为何不干了，他说香港不是人呆的地方 。问他回到尼斯干啥，他说半年开旅游大巴挣钱糊口，
半年给政府做自愿者，开直升飞机到海上点数濒临灭绝的海洋动物。看着被海边的阳光晒得黝黑的他
，我心里充满了羡慕。再有次从北京机场出来打出租车，一上车帅哥司机就对我说：你很累...嗯...心
眼里透着累......一时间竟无言可对，差点崩溃，真想对他说随便你把我拉到那儿吧...... 悠游度日，终日
无心长自闲，他想我更想，可他敢我不敢。  
9、有心认真评一下这本书如何垃圾，怕毁了自己的好心情。难得世界上这样2b作者，难得中国有这
种2b翻译和出版社
10、杀死时间的两种方法李华芳转型时代里涌现出很多新词，各个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急切地想找
到自己的定位，为的是谋求在各种生活方式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绿色也好，轻慢也罢，莫不如此
。时下就有一本“慢生活”的宣言：《悠游度日》。原文叫做How To Be Idle，直译过来就是“如何发
呆或者说如何做个闲人”，总之不把时间杀掉，就心有不甘。关于时间，我的物理老师和我的历史老
师都对我提起过。物理老师对我说时间的时候，还是高中，我正要参加一个物理竞赛；历史老师对我
说时间的时候，我只明白了一件事，我老家的时间和城里的时间是不一样。乡下的时间是日出鸡鸣蛙
叫，而城里的时间是8点9点之类的计数。物理时间和历史时间是不一样的。而生活时间又是一个全然
不同的概念。虽然时间有很多种，但杀死时间大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工作，一种是生活。不论是哪
一种，杀死时间的同时也就是杀死自己，无非是折磨或是享乐、长一点或是短一点而已。按照对爱因
斯坦相对论的生活化解释，折磨是长的，享乐是短的，这当然是生活时间意义上而言的。对于霍景顺
（Tom Hodgkinson）来说，选择享乐，做一个闲人，是天经地义的。为了证明闲人这种生活方式由来
已久，其道不孤，霍景顺特意从过去三千多年的哲学、小说、诗歌以及历史等众多学科中遴选了宣扬
闲人生活的名言警句，作为闲人生活方式（或者“慢生活”）的精神支柱。读一读霍景顺这本《悠游
度日》，你会发现想做闲人的先哲的数量足够组成一个军队了。悠游度日，事关自由。这是霍景顺针
对工作禁锢人的自由而提出的挑战。对霍景顺而言，最妙的是，这场针对工作的挑战的胜利几乎是必
然，因此他很有自信的认为这就是一场革命，而加入这场革命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如此方便
的革命，胜利还存在疑问吗？疑问当然是存在的？闲人何以为生？总不能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女们不吃
不喝还能舞刀弄枪，那是幻想与虚构，而真实的生活并不相关。而针对工作的挑战，面临的问题就是
如何解决基本的需求，哪怕不上升到马斯洛的第三层次，基本的温饱问题总是要得到满足的。因此，
闲人生活并不轻松，自由自在过自己的活，那是贵族的把式，与山西黑砖窑的童工并无关联。雷亚德
有一个与幸福相关的区分标注，可以借用：人均收入在15000美金/年以上的国家间，幸福差异并不明
显。而要做个闲人，恐怕收入也得达到这个标准以上。但光靠做个闲人，除了世袭土地遗产的，恐怕
是离不开工作的。霍景顺也是有工作的，他在1993年创办了《闲人（Idler）》杂志。所以这杀死时间
的两种方式并非竞争性的，当然有可能有部分替代作用，但大部分情况下是互补的。有些工作是我们
为了闲适而必须要做的，而有些闲适是为了进一步工作。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状也早就说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在讨论how之前，还是先得问why？有些时间是“必要的丧失”，有些时间需要打发。对于
必要丧失的时间，其实不在霍景顺讨论之类，而只有对于那些闲暇，《悠游度日》里那些有趣的细节
，才可兹借鉴。霍景顺夸大其辞说这是一场战争，其实不过是个简单的选择而已。霍景顺著：《悠游
度日》，吕准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月。更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97q3.html【读品】：http://www.douban.com/group/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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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悠游度日》的笔记-第1页

        第8页 惠特曼是诗人里的逍遥盘，年轻的时候，每天十一点半前后踱进工作的报社，十二点半离开
午休两小时，用完午餐回来工作一小时，然后就到了进城游玩的时间了。

第10页 青少年时期的埋头苦干，便是为了成年后继续埋头苦干。

第19页 广告让我们相信买某样产品能改善生活，买某样产品要钱，要钱就得努力工作，要不就得贷款
。我们贷款追求欲望的满足，然后不停地工作还贷。

第68页 根据传说，公元前2737年的时候，中国采药人神农坐在树下仰望天空，突然，一片叶子从野茶
树上落下，飘到了神农面前的一杯沸水里，有史以来第一杯茶泡好了。

第94页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
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李煜《渔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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