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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分工

□

岑 嵘

中世纪的分工是这样的，神父专事祷告，骑

士专事杀人，农民专事供养所有人。不过这种分

工并不太明确， 作为公关顾问的神父如果处理

不好和神的关系，他们就会把责任推给农民。当

欧洲黑死病肆虐时， 灾祸的责任并非神父祈祷

不济，而是农民信仰不忠。那些神的公务员吃饱

后站在布道坛上诅咒农民：“肉体为奴的人啊，

你们该受神的惩罚。 ”

1944

年，德国人为挽回颓势，发明了

V-2

飞弹，这玩意儿可以从法国打到伦敦。 当然，这

条长长的

V-2

产业链要靠上万人来分工完成。

对于那个点火发射的家伙来说， 他只是茫然地

望着升空的飞弹，直到看不见，然后拍拍身上的

灰，收工回家去喝啤酒，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了。

而在英国伦敦的某个地方， 一帮倒霉蛋走在街

上，忽然“轰”的一声，莫名其妙被炸得粉碎。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分工理论，

指出分工提高了效率。 到上世纪初，亨利·福特

就把生产一辆车分成了

8772

个工时。分工论成

为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也为规模化生产提供

了可能。然而随着产业链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

细，世界也彼此割裂，另一种迷惘从人们心底生

出。

在经济学研究上， 专业分工也让学术发展

陷入迷惘。 经济学在

1800

年前后就达到顶峰，

此后，经济学变得更专业化了。不断深化的研究

生教育， 培养了大批对复杂的经济模型和统计

方法了如指掌的经济学家， 但他们对金融危机

的到来一无所知。

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说：“自工

业革命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

这个世界里， 华丽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答普通

人提出的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为什么有些国

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 ”

精细的分工让人陷入迷惘， 而混乱的分工

则让人绝望。比如老舍先生，我们知道他应该搞

创作，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不晓得我有

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

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不幸的是他分

到的是当革命小将的批斗对象，于是他跳了湖。

沈从文先生是个天才，不但小说写得好，做

学问也是一流。他说：“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

来了；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

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陶瓷加工艺术史

拿下来了；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金石加

工艺术史拿下来了……” 可惜他分到的是清扫

厕所的工作， 于是只能呆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

人来人往的景象， 然后回过头对同伴说：“我去

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

当我们的分工链条越来越长时， 也是走向

自我异化的时候，我们无法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于是，在遥遥不能相望的

两端，有人当神，有人当蝼蚁，有人当圣人，有人

当刍狗。

你敢不敢十年磨一刺

□

康伟明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荒岛上， 生活着一大群

的刺猬。 起初，它们的生活可谓安枕无忧，有大

量的老鼠、蛇供它们捕食，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

能够来捕食刺猬，因为刺猬长着一身的刺，一旦

遇到敌害，立刻蜷曲成球，靠尖刺来对付敌人。

因此，连岛上最为凶狠的毒蛇也拿它们没办法。

也因此，它们的繁衍速度与日俱增。

后来，荒岛上出现了一种新奇的毒蛇，它们

的体形并不是很庞大， 相比之前在岛上横行只

屈居刺猬之后的毒蛇来说还略逊一筹，但是，这

种新奇毒蛇却极为凶猛， 它们竟然能够对付岛

上的霸主刺猬。新奇毒蛇只要一遇上刺猬，尽管

刺猬会蜷曲成球， 竖起尖刺， 但是它并不会退

缩，而是以冲刺的速度向刺猬冲去，然后张开大

嘴就把刺猬给吞了下去， 然后会听到咀嚼的声

音，不一会儿就消化掉了。

这真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也是令其

他毒蛇想都不敢想的举动， 浑身都是刺的刺猬

一旦吃进嘴里，喉管不会被扎烂吗？胃不会被刺

破吗？但是这种新奇毒蛇又确实做到了，而且还

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后来，这种新奇毒蛇越来

越多，很快便抢占了刺猬的霸主地位，成为荒岛

上名副其实的新霸主。

科学家去荒岛上捕捉了这样一条蛇， 准备

作为研究。当剖开蛇的身子时，科学家发现它们

的喉管竟然如铁般坚硬，长满了厚厚的茧，胃更

是坚硬。这个发现一度令科学家很是不解，难道

这种蛇天生就具有这样的喉管和胃？

这个问题直到

1938

年才得到解决。当时有

另一位科学家又一次前往荒岛上调查， 在一个

洞穴里偶然发现了跟之前极其相似的新奇毒

蛇。 这条毒蛇很幼小，蜷曲在那里一动不动，于

是他用捕蛇器很轻易地捕捉到了这条蛇。然而，

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 当科学家又一次

剖开蛇身时， 它的喉管和胃里竟然长满了刺猬

般尖锐的刺。有一小部分的刺已经脱落，被坚硬

的茧代替。

这时科学家已经完全明白了， 原来这种新

奇毒蛇并不是一出生就有着坚硬的喉管和胃，

相反是长满了利刺，在这种条件下，小蛇只能轻

微地移动，尽管体内被刺得伤痕累累，但是它也

必须得忍耐，长年累月地忍耐被刺的痛苦，直到

刺脱落成为茧的那一天。 那么它必须得忍耐多

久？科学家又一次证实，这种忍耐的持续期限在

10

年左右。

原来，

10

年的忍耐，只是为了磨刺，只是为

了有朝一日蜕变成为能够轻易吞食刺猬的王

者。这种艰难的付出和忍耐，令我们人类感到无

比羞愧。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遭遇到必须克服

的 “利刺 ”时 ，我们中有几人能够选择忍耐

10

年？ 尽管

10

年之后是另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

我们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弃。因此，我们要向这种

新奇毒蛇学习， 学习它的忍耐精神， 把身上的

“利刺”磨掉，从而让我们变得无坚不摧！

央视主持人柴静说，她是“火柴

的柴，安静的静”。

初读这句话时， 我并未明了其

中的深意。 直到日前一气读完她的

新书《看见》，才深深体味到，在这根

火柴光亮映照下那种安静的力量。

近年来 ，浮躁焦虑 、急功近利 、

精神空虚……诸如此类的标签不断

加诸到中国青年身上， 用以描述他

们于生活重压下， 过早失去浪漫情

怀、梦想依稀残存的心态和状态。 诚

然，当今社会观念更新加速，生活节

奏飞快，难免使人生出浮躁之气来。

当工作不再有激情有乐趣 ，梦

想也成为一种奢侈品。 无奈之余的

人总会如是辩解 ：“重压之下求安

稳，皆因环境所迫，实非我等所愿。 ”

但正如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

“究竟是你看到衣衫上沾满尘埃才

起舞抖落， 还是你在起舞时才发现

尘埃飞扬？ ”其实，两者之间又何尝

不是相依相附，互为因果。

在《大学》中，有这样的话：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

可见，守静实在是一种智慧。 净慧禅

师也曾说，今人不能如此，多见其气

浮，其性躁。 性躁者心乱，气浮者神

摇，根本在其不能静。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柴

静的静尤显弥足珍贵。 有人开玩笑

说， 柴静是央视最穷的主持人———

在京十年租房而居， 且固执地拒绝

参加一切商业活动。 有人好奇地问：

“她对金钱没有概念？ ”《看见》栏目

的编导范铭是柴静十年的闺蜜：“这

个解释太肤浅。 我理解她是太爱惜

自己的羽毛。 她只做自己内心深处

认可的事， 这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

判断。 ”

多年前， 已故央视制片人陈虻

曾和柴静有过一次经典的对话。

“你离一个伟大记者的标准，还

差一点儿‘宽容’。 ”

“宽容是什么？ ”

“宽容的基础是理解。 ”

此后， 柴静便始终以一种自我

审视与反思的状态， 不断调整着自

己。 在采访了李阳家暴事件后，柴静

如是记录：“我唯一不满的是自己不

够宁静。 我完全可以呈现我的生命，

而不用带着一两分的激动。 我不满

自己有道德优越感，天然觉得‘爱 ’

是好的，‘同情’是好的。 可是，‘善’

不能强加于人的。 强加的结果是普

遍虚伪。 ”

一个内心激烈的人， 肯定无法

进行这样的内视。 但谁又能否认，也

许正是这甘守低处、 心存安静的价

值判断，成就了柴静的主持人事业，

也成就了柴静。 有人直言：“央视十

年，柴静的变化不是颠覆式的，是成

长式的 ，在 《看见 》，她变得更宽厚

了。 ”

由此可见， 能够心守宁静也是

一种修行。 毕竟，人们总会对物质的

追求永无止境。 所谓安身立命者，不

仅在于能在某处安下身来， 更在于

内心有所秉持，精神有可依托。 且不

说宁静致远、 静水流深这些流传下

的古老智慧， 但凡那些能有所成就

者，哪一个不是每临大事有静气？

在梦想重新飞扬的时代， 我们

除了向社会要求一个更公平的竞争

环境、 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更多样的

成才道路之外， 是否能够先让自己

静下心来， 踏石留印？ 抑或就坐下

来，感受一下那个不着粉黛、娴静如

水的女子身上的“静能量”。

文化管见

火柴的柴 安静的静

青年话题

骑车骑出的大道理

□

张 人

骑自行车几乎每个人都会 ，是

小事一桩， 但我却从中悟出了许多

“大道理”：

顺风只知车飞快， 逆风才知风

扑面。 若顺风，你往往不觉得风的存

在，只觉得省力或车的速度快，当然

对风就不会多么感激；若逆风，就是

不太大的风，你也易觉得它的存在，

若这风很大，还会怨恨甚至骂它。 许

多人对人，对境遇的态度也是如此。

例如对人，许多人对别人的“好”不

易感知不易记忆， 当然也不很感激

或不去感激了。 而对人的不好，却非

常敏感且念念不忘，甚至怀恨在心，

一有机会就会以牙还牙。 由上可以

启示我们， 风有顺有逆， 人有好有

“坏”，这是很自然的事。 谁真心地对

自己好，就要感恩回报，这样才能使

好人更好， 好人更多。 对待别人的

“坏”，要多宽容多理解，要多用感化

的方法使“坏”变好，否则，冤冤相报

何时了。 其实， 许多人对自己的不

好，并不是真心的要与自己过不去，

有的是过失，有的是有难言之隐，有

的是“很无奈”……又如对待自己的

境遇，许多人是“生在糖中不知甜”，

不去利用顺境时的大好时光， 而碌

碌无为，反而稍有不顺就哭爹叫娘，

怨天尤人， 不做一点努力就轻易败

下阵来。 由上可以启示我们：有顺境

就有逆境， 顺时要充分利用顺时的

有利条件有所作为， 逆时不要怨天

尤人而要努力拼搏奋斗。

要想使劲蹬，必须闸先灵。 骑车

时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假如你的

车闸不灵， 你就不敢使劲蹬不敢骑

快，否则很易出事故，轻者伤身，重

者丧命。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要

想发展快， 必须制度严， 即一个社

会、 一个集体、 一个人要想发展得

快，也必须“闸先灵”。 例如，一个国

家要想发展得快， 必须有与之相适

应的、 健全的且能严格执行的法律

法规，否则不但不能发展，甚至出现

动乱与倒退。 同理，一个集体要想快

速发展也必须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一个人要想尽快地发展自己、 进步

自己，必须给自己“约法三章”，并且

定下近期的计划、远期的目标、每天

的作息时间等来约束自己， 否则就

会纵情纵欲、懒懒散散、拖拖拉拉，

到头来什么也干不成， 甚至可能违

法乱纪，害自己也害他人和国家。

车在转弯时要缓 。 这是因为 ：

一、转弯时人车较多，且都在改变方

向，若不减速，就很易与人相撞。 二、

转弯时若速度过快， 则离心力过大

易冲出路面翻车。 这启示我们，人在

转折时要缓。 人在角色转换时，总要

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对别人

要给以这样的过程， 开始时干得不

好是很正常的，不要太苛求，要给以

宽容和理解，多鼓励；对自己也要给

以这样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

因刚开始干得不好就灰心泄气、自

暴自弃，要自我鼓励，给自己加油。

其实，企业的转制，国家的转型等都

需要“缓”，否则就易“翻车”

闸不灵早制动。 若你的车闸不

灵，路上遇到情况需要减速时，一定

要早些制动，否则就易出事，机动车

更是如此。 那么它对我们有何启示

呢？ 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脑不灵早用

功。 就是说，若自己某方面的能力不

如人，就要在这方面早用功多用功，

这样才能不落后于人。 何止是人，对

于一个集体、 一个国家不也是一样

的吗？ 同时也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

“笨鸟先飞”之意。

东张西望，易与人撞。 骑车时要

一心一意地向前看，看着路，不要东

看乌鸦西看燕，，“一路行军一路歌”

,

否则不是易掉入坑里，就是易与人家

的车人相撞。 这启示我们：无论干什

么事都要专心致志，一般的事不专心

就会干不好或干得很一般，责任重大

的事不专心就要负大的责任，危险的

事不专心就会有生命危险。

左右不定，易于人碰。 这是我们

都有的不愉快的体会： 遇到对面有

了车人，特别是自行车，若你越躲就

越易与人家碰撞在一起。 “东张西

望， 易与人撞” 是由于心不在焉所

致，而“左右不定，易于人碰”是由于

“心太在焉但不果断”所致。 这形象

地告诉我们：犹豫不定害死人，当断

不断必有后患。

车前不撞人，车后有人撞。 车后

有人撞的原因不单是因为别人速度

快、闸不灵等，也常与自己突然减速

及突然改变方向有关。 这给我们的

启示是：一、你没有害人之心之举，

不一定不被人害。 所以要“防人之心

不可无”。 二、被人所害，也可能因自

己所致。 所以不要一有事一发生矛

盾就先埋怨别人， 要先在自己身上

找原因。 三、自己在作某个决断时，

要想到对他人的影响， 要顾及他人

的感受。

只看近易栽“大坑”。 这里的“大

坑”，指的是远处的危险情况。 因为

只看近处， 就不易看到远处的 “大

坑”，等行到了“大坑”的边沿时，就

来不及刹车或刹不住了。 走路和开

车也是一样，开车更危险！ 这启示我

们：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不要鼠目

寸光、只看眼前利益，而要站得高看

得远、 有战略眼光， 树立远大的目

标，作长远的计划与打算。 一个人如

此，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科学发展观”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行则立， 不行则倒。 这不用解

释，但这可以启示我们：一个人要积

极向上，努力进取，不断超越自我，

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让人轻视，若在

企事业单位工作，就会被炒鱿鱼；一

个企业要时刻想着、进行着科研、技

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 及时进行

产品的更新换代， 否则就会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无立足之地而破产倒

闭； 一个国家要及时地在政治、经

济、法制、科技、文化等方面进行改

革创新，使国家不断地更加文明、进

步、强大，否则就会落后挨打直至亡

国！

哦，原来你是这样

□

沈威风

（知名财经作家）

马云卸任了， 但他的故事还在继

续。 他把自己卸任时的心情形容为一

个恨嫁的姑娘终于穿上了婚纱， 心情

之激动不由言说。

一直以来，马云被很多人奉为神，

但马云却说自己就是一个小混混，跟

韦小宝一模一样。曾经，通过媒体去看

马云， 我会忍不住觉得这个小个子男

人的行为言语都很与众不同， 是个演

讲大师，是个表演天才，可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应该相信他。

太多人试图从马云的演讲、 种种

决策中揣测推理马云的意图、 性格偏

好或思维方式， 有时候听起来颇有些

道理， 但是这样的马云始终令人有可

望而不可及之感。真理方是相对的，有

条件的，更何况人的言行？于是乎很多

人和我一样， 困惑是不是应该相信媒

体， 或是相信那些没接触过马云却言

必称了解马云的人。

了解一个人， 绝对是和距离有关

系的。 后来，缘于写《淘宝网，倒立者

赢》这本书，我离马云越发近，也因此

在挺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一直自认为

是一个挺了解他的人。

之后， 我一直对阿里系保持着长

期的关注。我会关注公司公布的新闻，

会仔细阅读马云或者其他高管的说

话， 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那时

候，我觉得自己的行为很职业，结论很

公正， 然后就在媒体上发表过不少质

疑马云的文章。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收到马云的

短信，他说很喜欢我的文章。这让我非

常惊讶，再之后，我有机会走到阿里巴

巴的内部去，去看他们的内部年会。那

次年会上， 山呼海啸一样的欢呼声刺

激得我头皮发麻，更重要的是，我终于

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 企业

文化和价值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究竟

有多大的作用？ 阿里巴巴一直如此强

调企业价值观，是有它的道理的，这家

企业在这方面，确有过人之处。我有机

会和马云长时间地聊天， 马云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人，说起话来很生动，和他

在一起我根本无法主导话题， 索性就

听他信马由缰地想到哪说到哪。

从此， 我对马云的印象发生了改

变。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狂妄的人，因

为 有 一 次 我 和 他 开 玩 笑 说 看 到 了

1997

年中央台给他拍的那个《书生马

云》，片子记录了他出去忽悠未遂的历

史。他很不在意地回答说，现在也常常

忽悠不成的。 我也不再认为他是个刚

愎自用的人， 那一次他偷偷和我抱怨

说， 有一次他打算在内部年会上跳钢

管舞， 衣服都穿好了，

CPO

彭蕾就是

不让他上，把他扼杀在后台。我也不再

批评他常常会在公司的治理上表现出

一些中国式的兄弟义气的行为， 因为

我发现， 当我有时候看到他会把我拜

托他的一些小事也记在心里， 并在我

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帮助的时候，我

也会非常感动， 认为他是一个讲义气

的好人。中国人的人情，和商业社会的

伦理并不是冲突和对立的两样东西，

好的企业治理， 也未必就一定要照搬

西方式的冷冰冰的去人情化的生硬模

式。

我也因此意识到，对一家企业、对

一个人的判断，都应该谨慎再谨慎。无

论这家企业和这个人的媒体曝光率有

多么的高， 如果你没有近距离的观察

就妄下判断的话，往往就会有失偏颇。

当然，讲了这么多，还是要说，曾经我

以为我已经足够了解马云， 直到陈伟

突然跳出来写书。

陈伟是马云的助理，年头不长，到

现在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但是，他认

识马云的时间相当长， 在传说中马云

还在夜校当英语老师的时候， 陈伟就

是他的学生。

20

年的时间倏忽而过，

两人的友谊在吃饭、打牌、吹牛、讲段

子中不断巩固。那个时候，陈伟肯定不

会知道马老师将来会成为中国互联网

行业的领袖， 也肯定不会知道自己有

一天会加入这家公司。所以，他或许没

有刻意去记录那些重要时刻， 豪言壮

语，不过他记忆中的，却是最最真实的

马云。 斗嘴从来不认输，苦中作乐，做

起梦来不着调……这样的马云， 我没

有见过，那是因为我离他仍然不够近。

(

《这还是马云 》，陈伟著 ，浙江人

民出版社

2013

年

5

月第一版）

上海市教委表示， 将在全市幼

儿园开展上海乡土文化教育， 通过

开展以上海城市为背景的各类主题

活动， 以学唱上海童谣和儿童游戏

的方式， 加深儿童对上海方言的感

知。 （据《东方早报》）

在城市建设越来越大同小异的

今天，方言不仅是城市的文化符号，

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一座城市如

果没有方言， 市民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无疑也会降低。

在今天人口流动已成为常态的

社会形态里， 良好的方言能力或许

就是生活的通行证。事实证明，方言

在人们信息交流之间产生的情感粘

合力是远胜于普通话的。 所以贺知

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衰” 一诗能够唤起无数人的情感

共鸣，所以人们会把“他乡遇故知”

看成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现如今， 全国上下都在推广普

通话，普通话更是从娃娃抓起，从而

导致很多地方的特色方言濒临失

传。因为担心上海方言的失传，所以

忧心忡忡， 于是有了市政协委员保

护上海话的提案， 上海市教委拟大

力推进学龄前儿童沪语教育工作的

方案也便应运而生。然而，上海话或

者说方言已经到了需要保护的观点

未免言过其实。

近年来， 语言教育问题已经成

为家庭教育中备受争议的话题之

一。每一个家庭都会因为不同原因，

有着自己独立的语言教育理念。 在

当今推广普通话的社会大背景中，

孩子在学校被要求讲普通话， 有些

父母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 也刻意

回避本地方言只讲普通话。 于是出

现许多孩子不会讲、 甚至听不懂本

地方言的情况。

很多人认为， 孩子就应该练好

普通话，说方言没有用，根本就不用

学。 对此，笔者则不这么认为。 学习

普通话与方言并不矛盾， 两者不是

“非此即彼”的关系，都不能偏废。对

于本地孩子来说， 学习方言应该被

摆在重要位置上， 因为方言里面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 各地的方言都蕴

含着深厚的古汉语文化。同时，方言

是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条件， 一种语

言没了，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对

于本地人来说， 在公共场所和办公

室内该说普通话， 但在家庭生活中

应该多说说方言， 也别忘了教孩子

说方言。

从另一方面看，任何一种语言，

本身就具备不断融合、不断创新、不

断舍弃的特点， 带有一定历史时期

的烙印。以汉语言为例，新鲜词语如

网络语言不断涌现， 也有一些词语

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本意。 方言也处

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即使没有普

通话，即使不学外语，方言也会发生

变革，这是无可逃避的时代潮流。

在学习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完全可

以让孩子们多学地方方言， 两者完

全不冲突。 通过对方言的学习不仅

能更好地了解家乡，丰富语言，同时

也对语言文化的传承能够起到一定

的作用。 因此，孩子们学方言，这个

可以有。

孩子学方言 这个可以有

□

付凯明

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