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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高贵之处，不在于在他人
的优点那里看到了自己的优点，而在
于在别人的缺点那里，发现了自己的
不足。 ——马德

▶年少时希望自己聪明，而今想
要的是智慧。聪明的人不一定快乐，
但是，有智慧的人知道怎样从人生的
逆境与困局中走出来。 ——张小娴

▶心灵纯洁的人，生活充满甜蜜
和喜悦。 ——列夫·托尔斯泰

▶先相信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
信你。 ——罗曼·罗兰

▶并不是每样事情都要做得既正
确又合逻辑，特别是一个人独处的时
候。 ——伊恩·麦克尤恩

□流沙

我家祖上是当地的大户人家，生
意通达，在上海也有铺子。

后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一代，浮
华被时代激流悉数带走，只余几间房、
几个人。

小时候不知家族历史，也无人对
我说起。有时候看着老屋里精美的雕
窗、光滑的青石地面，觉得自己的家族
与他人的不一样。

不一样的还有曾祖母。村里许多
老太太总是衣冠不整，头发凌乱，喋喋
不休，但是曾祖母的衣裳总是清清爽
爽的，头发总是梳得顺顺的，神态总是
静静的，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不急
不躁。

曾祖母与婶子关系不融洽。婶子

经常无理取闹，曾祖母从不与她争论。
每当婶子恶语相向时，曾祖母总是脸
色平静地说：“声音轻点，让别人听到
多不好。”

曾祖母非常好面子，每有亲戚来
访，她从不说婶子的坏话。有时候我在
她身边玩耍，她与亲戚聊天，就听到她
在夸婶子如何勤劳，孙子们如何孝顺。
有时还把我拉过去，摸着我的头，说：

“这个曾孙与我最贴心。”
其实，曾祖母的日子非常苦。当时

全家人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早晚两餐
只能喝粥，到了青黄不接时，还得用红
薯充饥。

我那时尚小，不知愁滋味，而曾祖
母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怎能不愁？
但我的曾祖母精精干干，从来没看到
她哭过，她也从来不向别人兜售苦难。

前段时间翻家谱，发现里面有几句家
训：“人前不露怯，远足不露财，内外当
整洁，自奉须俭约……”

曾祖母秉承了祖上的训条，日子
再苦，命运再舛，也避免以悲苦之色示
人。

我想这既是从商世家的教导，也
是至理的人生训条。

可叹的是，我是人近四十才想起
曾祖母当年的从容和坚强，而在此前
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我露过太多的怯，
诉过太多的苦，兜售过太多的难。

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与
其以一副落魄脸示人，不如换以清新、
明朗的形象，反倒更让人信任，更能得
到成长的机会。

（摘自甘肃人民出版社《穿越生活
的丛林》）

人前不可有霉相人前不可有霉相

□黄西蒙

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非
虚构作品《“打工人”纪事》，让人通过
一个个纪实的小故事，看到了劳动者
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状态。“打工人”
是近年的流行词，很多人都自诩为

“打工人”，这虽然有自嘲和调侃的意
味，但也的确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劳动者的身份问题。因此，这
本书的出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打工人”纪事》中，既有“东
北海鲜店”经营者的苦难人生，也有
图书行业从业者艰辛的北漂故事，还
有在大山深处修建隧道的故事……
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在繁重的压力
下日渐憔悴，却还在努力地活着。虽
然每个人的生活与所处的环境各不
相同，但当我们意识到命运悲情的

“共通性”后，会更具同理心。通过阅
读他人的故事，来反观自我，进而获
得某些精神慰藉或生活启迪，或许也
是这类书籍的价值吧。

此书能够得到市场与读者的关
注，确实与近年劳动者在现实中遭遇
的各种创伤、无奈有关，人们的权利
尊严意识开始觉醒。比如，就在很多
人探讨“35岁职场危机”的时候，“30
岁职场危机”的话题竟然已出现在舆
论场上，引发人们关注与担忧。正如
《“打工人”纪事》中的那些故事一样，
很多人并非没有志向，也不是缺乏才
能，而是被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限制
了发展。有人是因为原生家庭，有人
则与年龄的“偏见”有关，他们不具备
外界“公认”的某种价值评判的条件，
就被无情地打压和抛弃了。

不论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都能看到各种形式的
工作歧视。有些是明目张胆的，比如
在招聘中，明确要求年龄，有些是隐
性歧视，即便用人单位嘴上不说，但
面试者还是过不了最后的“关卡”。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很多用人单
位只看重所谓的“生产效率”，却不尊
重劳动者的权益，也没有长远经营的
智慧。在《“打工人”纪事》中，就有理
发店师傅因为跟不上所谓的“潮流”

而遇到生存窘境的故事，这让我想起
来，在一些公司里，就有年长的员工，
仅仅因为年龄大了，以及没有特殊背
景，就被公司以各种名义排挤，甚至
被迫离职。

这背后的逻辑虽然荒谬，却是很
多人笃信不疑的：很多单位的管理
者，认为年轻员工一定能卖力工作，
而年纪大的员工，则反应迟钝，琐事
缠身，对工作力不从心。但他们却忽
视了，很多年长者的社会阅历与工作
经验更丰富，反而应该成为单位里的
中流砥柱。那种认为“年轻一定就是
好的”观点，不仅伤害了很多辛苦的
劳动者，也给单位带来了负面影响。

毕竟，在劳动者眼中，真正尊重
和保护“打工人”的老板和单位，才是
值得人们尊敬和追随的。而在过去很
长时间里，一些劳动者认为在用人单
位面前，自己属于“弱势者”，不敢提
出自己的合理诉求，这也纵容了一些
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
为。好在，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与能
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遭遇利益受
损时，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或通过
仲裁，或通过投诉的方式，尽可能地
捍卫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些人选择了
网络曝光，主动提出合理诉求，从而
引起舆论反响，倒逼用人单位反思自

己的做法，纠正错误行为，也起到了
较好的作用。

不过，在《“打工人”纪事》讲述的
故事里，我看到更多的是劳动者“随
遇而安”的心理，或许他们也曾抗争
过，却无法改变现实，渐渐失去了热
血。或许他们渐渐意识到，能够平平
安安地活着，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不同读者阅读《“打工人”纪事》
中的故事，或许会有不同的见解，但
平心而论，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劳动
者需要具备强大的内心，坚定的意
志，才能不惧怕苦难。这似乎也给那
些雇佣“打工人”的老板与用人单位
一个启示：要想赢得持久的口碑，获
取长远的利益，还是要做到以人为
本，严格落实国家法律的相关要求，
给求职者和员工足够的尊重与保护，
否则早晚也会被劳动者和市场抛弃。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不容忽
视。一些更新换代较快的行业，比如
互联网行业，确实对于员工与时俱进
的能力要求较高。求职者与员工要想
在这类行业中不落伍，也需要尽可能
地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不断学习新
鲜的知识，了解行业发展的动态。
《“打工人”纪事》里也有这样的年轻
人，通过学习和提升，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我身边有些在互
联网公司工作的朋友，也认同“与其
抱怨环境，不如提升自己”的观念。只
要是良性竞争，就是利大于弊的。试
想，一个年龄较大但行业经验丰富、
又能跟上时代步伐的程序员，怎么可
能会被公司“优化”呢？即便优秀的职
场人遭遇年龄等歧视，也只能说明这
家公司走到了穷途末路，不值得在这
里继续工作，完全可以另寻他处，找
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每一个面对工作中挑战的“打工
人”，也需要努力提升自己，才能在激
烈竞争的环境里，保持前进的姿态，
也能避免被各种用人单位的“奇葩操
作”伤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读到了
《“打工人”纪事》，或许就会对普通劳
动者的权益更加关心吧。一本书能改
变的现实，不会太多，但点滴努力，终
究是有价值的。 （《北京晚报》）

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与尊严
你可曾在要求别人做些什么时听到这

样的回答——“我会尽快的”？
这种模糊的回答往往没有意义，说了等

于没说，对事情的进展不会有丝毫帮助。
那些做事情很认真的人才不会说“尽

快”。“尽快”只是推迟工作、表现欠佳或者违
背诺言时的一种策略，是导致一个互相依赖
和需要及时完成任务的团队失败的主要原
因。

“尽快”是不完全承诺的通俗表达。它
适用于那些更乐于给出不确定承诺的人，而
非可以与之进行清晰有效沟通的人。

“尽快”不带有细节和时间表，表现出对
他人的诺言和责任的漠不关心。

“尽快”是一种歧义形式，到最后，往往
需要完成比一开始就明确时间限度的工作
还多的工作量。你将为“尽快”付出更多的
劳动，焦虑和相关的冲突也会随之而来。

如果每一个承诺和每一段对话都是明
确的，我们的效率就会提高很多，不是吗？

如果我们告诉他人承诺兑现的准确时
间，他们会心生感激。他们能够担负责任，
与其他人分享承诺的细节，并一直对进度进
行跟踪。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急需一种治愈
致命感染的药物，你愿意听到“我会尽快拿
给你”，还是“你会在今天下午两点得到它”
呢？工作的效率和压力的治疗剂，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我们预计的准确期限，仅仅指望

“尽快”是远远不够的。
试试这样问自己：在生活中，我常常把

事情说得很模糊，以避免责任吗？
因为不明确或不完整的承诺，我或者他

人曾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快行动，慢思

考》）

“尽快”的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