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以“数字”和“速度”为衡量指标

的今天，只有那些懂得“慢生活”的人，

仍然保有活力及快乐的能力。原来

“慢”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能力，是一

种生活方式，它来自你对人生的高度自

信。只有慢下来，才能让身心和谐发

展，见证世界之美好。就如卡尔·霍诺

所说：“慢生活是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

平衡。”

■ 胡杨

最近，“延迟退休”的消息备受关注，那
天一位正办理退休手续的深圳女友问我：

“你啥时退休啊？”我回答道：“干到60岁
吧。”女友说：“嗯，体制内好混。”这句话从
很早就离开体制的她口中说出很自然，但

“混”字在我听来却有些“扎耳”。因为在我
的人生字典里从不存在“混”字。

无论体制内外，职场都不相信“混”字

我的职场经历其实很简单：大学毕业
留校工作两年，坐班；后到报社当编辑，不
坐班。因为我天生喜欢文字工作，从“坐
班”到“不坐班”于我就是质的飞跃。每天
早晨8点准时坐在电脑前“打卡上班”，下
午4点半“刷卡下班”开始瑜伽，这一坚持
就是几十年。不坐班看似自由，其实需要
的是更强的自律。一生只干一份工作，在
别人看来似乎单调、乏味，但于我就是集中
优势兵力，挖一个职业深坑，找到源源不断
的活水。五指成拳，力出一孔，何尝不是一
种幸运呢？

人生似有伏笔。1985年我参加高考
那年，作文题目是看图写作。图一是一个
人挖了一个深坑，找到了水源；图二是一个
人挖了许多浅坑，始终没见到水源……我
显然是前者，当年高考作文分数也不低。
我的职业生涯如同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
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些年我最深的体会是，年轻时要慎
重选择职业，随着业务能力的提高和认知
的提升，最好把职业变成人生志业。当然，

干一行、爱一行的前提条件是真“爱”，当你
对一份工作足够热爱，坚持就不是难事。

作家连岳最近回答一个既希望得到体
制内稳定、又想得到私立诊所高薪的牙医
问题时说：“为追求混而进体制，混几年知
识没更新，业务没长进，最后没提拔，牢骚
怪话就全来了，专门吃饭砸锅。这样的人
生有意思吗？最能混的地方最应该努力
……勤奋、敬业不是应该的吗？这些年，我
见过不少从体制内出来后悔的，也有不少
走进体制内无奈的，反思起来，多少都是因
为‘初心’问题。我坚信混日子的人，未来
在哪儿都一样混不下去。”

的确，最自由的地方，反而更需要
自律；最能混的地方，最应该努力。职
场最怕“混”字当头，更怕好高骛远、频
繁换跑道。

“跳出舒适圈”，未必人人都可行

记得当初我刚来报社时，一个女同事
跟我谈起她离婚的原因：“那几年，正兴离
婚潮，我就离了，现在有点后悔。”对于工作
也如此。上世纪90年代人人向往自由、追
求个性，很多人“跟风”离开体制“单飞”。
当然，有的雄鹰展翅、越飞越高；有的则成
了折翅的鸟，一蹶不振。

这些年“跳出舒适圈”也非常流行。“你
的舒适区，正在杀死你”“你的舒适圈，就是
你贫穷的根源”……诸如此类俯拾即是。
于是乎人人开始得陇望蜀，蠢蠢欲动。尤
其人到中年，那句“再不改变就老了”像响
鞭一样抽打着自己，于是一些人盲目去挑
战新领域。结果呢？有些人因为跳出舒适
圈而开拓了疆界，有些人则因为跳出舒适

圈而寸步难行。
不得不说，现代人的焦虑大多来自于

从众心理，尤其是被信息化裹挟的当下，人
人都多了很多攀比机会，也会因为和别人

“不一样”而慌乱，更会因为“怕失去”“怕错
过”而焦虑。仔细观察那些盲目跳出舒适
圈的人，可能远未达到工作上的游刃有余，
往往是为了逃避问题或是欲望使然。他们
在对圈外的世界没有足够了解和准备之
时，就纵身一跳……

何谓舒适圈？一般是指人在某个领域
内感到放松、稳定并拥有安全感的心理状
态，且能用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去处理各
种情况。身处舒适圈的人，工作上得心应
手，且这种状态可持续、可深化。我看到一
个对于舒适圈的最佳解释：“创造性的工
作，没有舒适圈，所谓的舒适圈就是你在工
作中没有创造力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更是一种提醒，有时
是我们畏惧困难的惰性、好高骛远的天性，
让我们跳来跳去，无法专注于当下。比如
某个阶段，你的工作热情减退或事事不顺，
这时很可能是情绪曲线使然。你要懂得在
情绪高昂的时候积极奋进；在情绪低落时
保持匀速，等待创造力的死灰复燃。动不
动就“换圈子”，如同换汤不换药，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

人生是一场长跑，不能总保持冲刺的
姿态。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靠的都不是
激情，而是恰到好处的投入和持之以恒的
喜欢。

努力“成事”就好，无须执着“成功”

我们身边充斥着诸如此类的论调：

不跳出舒适圈就是不思进取、自甘堕
落；人不要甘于平凡，要活得有价值、
有意义……可以说，鼓励或怂恿人们
跳出舒适圈的背后推手是成功学的诡
计。

回望过去，成功学大行其道折射出世
人急功近利的心态。人人都想走捷径、挣
快钱，许多人患上了“成功饥渴症”。成功
学的最大谬误就在于，把特例当作普遍规
律来遵循。总体而言，成功是小概率随机
事件，大部分人恰恰应该脚踏实地做好眼
前的事。就是说，“成事”比“成功”更重
要。

最近在《冯唐成事心法》一书访谈中，
看到作者解释“成功”和“成事”的区别：

“成功”更多是指世俗意义上的名利，很多
时候有运气的成分；“成事”是指把事情做
完、做好，并且提倡要“持续做事，持续成
事”。成功讲的是一蹴而就；成事讲的是
持之以恒。

冯唐说过：“开心工作而且可以养活自
己，是一件美好的事。这个世界，主要是由
那些美好的‘成事人’支撑的。人人都该做
一个‘成事人’，让世界更加美好。不想好
好做事的心态，就是混。我是反对混的。
我真的不认为混日子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情。想要心态平衡，我认为重要一点是管
理好工作习惯，工作可以变成一种乐趣，变
成对人生的滋养……”

毫无疑问，正是当下的每个选择造就
了现在的你、未来的你。哪有什么进一步
的海阔天空，都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的铁律。职场人要勇于走出成功学魔咒，
脚踏实地做一个“成事人”，这才是真实的
锦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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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

在美丽的阿尔卑斯山深处，立着一
块醒目标牌写着：“慢慢走，欣赏啊”。
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追求速度和效
率，因此我们习惯了加班、熬夜，怕错
过、怕落后，周而复始。“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曾作为大工业时代的
座右铭，影响了整个世界。但无休无止
的快节奏生活，也给现代人带来了心理
焦虑、精神疲惫和健康的每况愈下。如
果以健康为代价积累财富或声名，我们
是否真的快乐和安宁呢?

现代社会对速度的崇拜让“快文
化”占据了人们的潜意识和价值体系，
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时间的奴隶。于是
每个人都像上紧了发条，恨不得把一分
钟掰成十分钟用，每分钟都在挑战着自
己的身心。正如约翰·列侬所说：“当我
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
经离我们而去。”

疲惫、焦虑不堪的我们有时不得不
停下来反省自己，原来“慢”也是一种态
度，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如“慢生活家”
卡尔·霍诺所说：“慢生活不是支持懒
惰，放慢速度不是拖延时间，而是让人
们在生活中找到平衡。”

想一想，你有多久没好好读一本
书？有多久没听见涛声？有多久没陪
家人喝一壶好茶？在以“数字”和“速
度”为衡量指标的今天，只有那些懂得

“慢生活”的人，仍然保有活力及快乐的
能力。因为“慢生活”也是一种能力，它
来自你对人生的高度自信。尤其是
2020年以来这场新冠肺炎疫情，让所有
的“快”都“慢”了下来……

不要以为生活只有一个角度、一个
方向、一处目的地，慢，也是一种速度，
新的“慢生活”挑战着“快”的霸权。只
有慢下来，才能让身心和谐发展，见证
世界之美好。蒋勋曾言：“我们已经忘
了，‘缓慢’也是—种速度，迂回、婉转也是一种抵达的
方式。许多先进的工业国家，已经不只是在思考‘快’
的问题，也同时在思考‘缓慢’的意义。从高速度的快
感追求，慢下来，体会‘缓和’的悠闲，速度有了‘人文’
的质量。”

■ 沧江鱼

今年春天，妻子不知从哪儿拉来砖木油漆桌椅板
凳，叮叮当当“折腾”起来，说要把储藏室改造为烟火味
十足的乡村厨房，还美其名曰：人到中年，回归乡野。

厨房墙角处用砖砌了个长方形小火塘，妻子又
“淘”来一个黑不溜秋的三脚架，还有带把手的黑铁锅、
长着两只耳朵的菜锅以及两只土陶茶罐，这些老物件
彰显着浓厚的乡村生活气息，让人禁不住乡愁满满。

去年自从儿子上大学后，爱折腾的妻子瞄准了乡
村老家的一间侧房，突然宣布：“我要把侧房改造成民
宿。”说干就干，一大车“古董”级别的门窗、椽柱、桌椅、
柜台，从城区拆迁户、新农村建设工地、废旧物品回收
市场分别被妻子用心“追捕”回来，在木匠的精心打磨
下，上墙、进屋、搭台、架梁，那画风还真有点“穿越”剧
的意思，古朴典雅。走廊里篱笆墙的篱落疏疏中，绿藤
作画红叶写诗黄朵吟风，生机盎然。

老家还种有很多果树，春天正是桃红梨白核桃
绿。小民宿掩映其中，自成一番乡野別趣。于是我和
妻子一拍即合，将县城里的房子卖了，搬进了小民宿。

“发什么呆，还不快来烧火！”妻子的呐喊混合着柴
火的浓烟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赶紧跑进厨房，劈柴打
火、烤罐温锅，配合着妻子有节奏的切菜剁肉声，把一
首家的节拍敲打成冉冉升起的炊烟。

炊烟是最具人间气息的代言人，人间烟火气是才
最真实的生活。有人说，把家守没了的原因，不是因为
夫妻间从不吵架、从不折腾，而是因为再也无架可吵，
再也没什么事值得折腾。呼吸着久违的烟火气，我知
道，妻子的“折腾”是对爱的“调剂”，也是对家的坚守。

家 长 的 修 炼
■ 项伟

“不痴不聋，不为家翁”出自《资治通鉴》，背后藏
着一段小故事：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大将郭子仪的
儿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为妻。一次郭
暧与公主吵架，公主气哭了跑回宫里告状。郭子仪赶
紧绑了儿子押进宫里请罪，唐代宗对郭子仪笑道：“鄙
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为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何足听
也？”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古代的天子家事，但其中蕴
藏的智慧，对于现代家庭的亲子关系依然有着现实意
义。

如今，许多处于青春期孩子脾气暴、爱顶嘴、不服
管教、沉溺于手机、早恋等各种叛逆行为，是否总会时
不时刺激家长，让父母们难以控制情绪。比如父母眼
里揉不得“沙子”，见不得孩子犯错误；耳里听不得“刺
耳”之言，不容许孩子发脾气、顶嘴；嘴里忍不住“发
泄”，轻者唠叨重者咆哮，对孩子施加语言“暴力”；心
里容不下“叛逆”，不能接受孩子“翅膀”硬了、要求单
飞等表现。这些见不得、听不得、忍不住、容不下的结

果，要么是父母和孩子硬碰硬，以“暴”制“暴”，两败俱
伤，亲子关系出现裂痕；要么是父母把孩子当“工具
人”严密控制，可孩子不是傀儡是“风筝”，拉扯得太
紧，不是断线就是“直线下坠”。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最终都是两败俱伤。

那么，父母和孩子之间有没有更稳妥有效的互动
方法呢？事实证明，大部分情况下，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甚至装聋作哑、故作糊涂，对于激烈的矛盾和火气
不失为一种“灭火”降温的好方法。过后另挑一个时
间，趁孩子心情好时，父母再和孩子谈谈心、聊聊天，
把握时机帮孩子分析存在的问题，剖析其中利弊，最
要紧是给孩子足够的尊重，让孩子觉得父母是在乎他
的。态度和方式对了，父母与孩子交流才有效果，结
果才能“事半功倍”。

“不痴不聋，不为家翁”不是不作为，而是在家庭
成员互动或亲子教育过程中，不简单粗暴走直线，
该打太极时打太极，该走曲线时走曲线，留余地、
有回旋，徐徐图之，这或许也是身为家长的一种修
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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