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作者在许多地方
都表现出他的历史文化观，
有着他独到评价，如评价魏
源，说他是以雇佣者身份参
与编写《皇朝经世文编》的，
主要的编辑思想在于贺长
龄，他有点像月亮，靠太阳
的光芒反射而皎洁，其思想
并非他自己的创新。评价
曾国藩，则说他一辈子都在
道德的钢丝上行走，所以在
处 理 事 情 上 老 有 反 反 复
复。作者书中花笔墨较多
的是揭示贺家与左宗棠、陶
澍、曾国藩、唐鉴、吴其濬等
的师生关系和姻亲关系，其
间纵横交织，结成一张庞大
的社会网络，指出这不仅仅
是家族利益的扩张，更是一
种文化同盟。这种联姻会
有超越性功能，会影响到社
会历史的演进。这种看法

是有深度的。
而在我看来，这也是这

些家族所形成的文化资本，
世家群体的形成与勃兴，都
离不开这种文化资本之间的
来往与交易。至于它们之间
形成什么真实的文化价值系
统，要看历史的淘洗和个人
的命运。历史的偶然性可能
也会冲破这种价值系统的维
持。贺家后人贺定华、贺澹
江的价值选择，就脱离不了
大时代的环境。

最后，罗宏的文学叙事
对他的历史书写是有很大
帮助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
叙事切口上，他切入的角度
新奇而恰当，就能让历史产
生 文 学 的 吸 引 力 和 感 染
力。如书的开头以贺宏声
到湖南任按察使司司狱，就
接触到了当时震惊朝野的

曾静大案写起，但家乘里却
没有任何记载，应该是贺家
的家风所致：扬善避讳，遵
循法规，不累及子孙。故贺
家子弟虽被视为儒学传家，
但法家思维依然植根于子
孙胸襟形状之中，所以才有
后来贺长龄的治黔之功、贺
熙龄的仁慈关爱、贺家栋的
调和之力，等等。这便是文
学的起笔，它为后来贺家历
史 的 展 开 做 了 很 好 的 铺
垫。又如写贺熙龄与其高
足左宗棠的故事，其间又插
入左宗棠到陶澍家任馆师，
照顾陶家周到得体，最后陶
左联姻，等等，其实这都有
贺熙龄的功劳。写左写陶，
都有助于写贺，这就是文学
的衬托法。文学与历史的
联姻让罗宏的叙事游刃有
余，收获颇丰。

但凡职场，即是江湖。涉足职
场，就等于浪迹江湖，有胆还得有
识，能攻还须善守。

入职之初，心眼迷茫，不知所
措，谁能启发你？入职有年，遇了
瓶颈，遭了变故，谁能开导你？入
职既久，鉴人也难，用人也疑，谁能
点拨你？在市面上，与职场密切相
关的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有些以心
计、花招、权谋、策略、成功学（实为
经过化妆、整容的“厚黑学”）为标
签卖点，读之易坏心术，易败人品，
易入歧途。帅兵的新著《你好，职
场》则有别于它们，笃定是一部满
怀诚意和善意的工具书。

本书指引读者 360 度无死角
地洞察职场，如同观看球幕电影一
般。作者从六个方面着手，分为
88 篇文章，由表及里，由浅入深，
由小见大，由博返约，举例引证，谈
精析透，不绕弯子，不打哑谜，不弄
玄虚，不留盲区。

无论是谁，初入职场，都必须
适应环境，不断提高职业素养。如
何适应环境？帅兵教你通过看员
工做事来认识企业，通过看领导做
事来认识企业，只有认识了自己所
在的企业，才能如鱼得水，如鸟投
林。如何提高职业素养？作者划
出重点：不说企业的坏话；具有危
机意识；养成好习惯；经常充电（读
书思考）；做事闭环，不留尾巴……
一个人能够适应环境，持续提升自
己的职业素养，就不难在职场站稳
脚跟。

帅兵强调“选择即命运”。选择

始于认知，基于判断，身在职场，遇
到疑事和难题，就应该多问问“是
什么”“为什么”，多想想“如何做”

“怎么办”。从本书的篇目，我们就
可以看出作者先设疑后解惑的巧妙
用意，比如《怎样选择一个好单位》
《为什么选央企》《为什么要做社会
公益》《怎样确定自己的赛道》《如
何高效做事》《如何做到得宠不惊》
《要不要表现自己》，等等。办法总
比困难多，方法也总比努力更重
要，帅兵再三强调方法论，这样一
来，慎重的选择就变得有条理可
寻，有逻辑可绎，明心见性，不打乱
仗，不仓促出招，不盲目应对。

人在职场，身前身后都有误
区，而最难战胜的宿敌恰恰是自
己。帅兵指出：一个“快”字害了许
多人；一个“飘”字害了许多人；一
个“拖”字害了许多人；一个“傲”字
害了许多人；有的人又聪又明，反
被聪明误终身……帅兵教人换位
思考，学会切换频道，客观审视自
己的瑕疵如同审视他人的瑕疵，主
动剖析自己的谬误如同剖析他人
的谬误，如果看不见自己的后脑
勺，那就在墙上多装几面镜子。

帅兵善于从不同的角度、以不
同的角色现身说法。比如同事之
间怎样调适关系，上下级之间怎样
调适关系，轻则关乎每个人的职场
体验，重则关乎每个人的职场成
败。“把同事当客户”，这个观点很
新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不
轻易树敌”，“建立三种信任”，“成
人之美”，这些都是利己利群的方
便法门。下级与上司如何相处？
下级须知“领导需求五层次”，“和
领导说话要注意四点”，通常换位
越勤的人就越能看到同事的优点，
站位越高的人就越能体会上司的
难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同事之
间的关系各不相同，要正确履职，
就不能僭越和打乱它们的分际。

《你好，职场》既从专业的角
度、也从企业的角度，指点了职场
中的正确攻防，其中的建议和办法
着实令人鼓舞。诚然，对路的名位
宜攻，对路的利益也宜攻；错误的
对象宜防，错误的自己也宜防。身
在职场，就应当做对路的人，干对
路的事，交对路的友，读对路的书，
谋对路的利，站对路的位，行对路
的时，顺对路的势。只有这样，身
在职场，每次攻防才具有确切的正
面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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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刻板印象
看见“整体”

1987
年 中 秋 ，

东方艺术公司于香港举
办“中国书画名家作品
展”，邀当代书画家多人
赴港。

书家费新我以八十
七高龄偕八十六高龄夫
人同赴港，夫人以小脚
着日式雅萨奇运动鞋而
引人注目。费老随身珍
藏 结 婚 六 十 周 年 纪 念
照，照中夫人坐于新疆
泉水旁，费老为其簪花，
恩爱呢喃之至。

中秋日，众画家游长
洲岛，午宴于岛上海鲜酒
楼。华君武当众宣布是
日适为结婚五十周年纪
念日，众即举杯祝贺。声
震楼座，华老起立致辞，
谓结婚正五十载，今天值
纪念之际，保证今后不抬

杠、多听夫人主意。夫人
宋绮即笑曰：曾几何时听
我主意？况又时时背人
处即与我抬杠，众人勿信
其言。

画虎名家胡爽庵，
随队入展场赴开幕式，
队首始入门，胡老见旁
门亦通畅透明，即逸列
而入，即“砰”然声响，众
愕 然 惊 扶 ，幸 无 大 恙 。
盖玻璃墙也，视之无睹
也。

盛宴中，兴酣之际，
程十发于众掌声中莺呖
一声，唱京剧小生，委婉
动人；何海霞以七十八
老翁之喉唱京剧须生，
豪壮宽阔。亚明即谓，
此乃真京腔。胡爽庵不
堪众请，亦放声高唱，惜
高昂处忘词，戛然而止，
掌声即起。

第一次知道房龙应该
是三四十年前吧，买了他
的《宽容》。读了才知道
于人类社会而言，宽容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一直知道自己并非
一个宽容的人（甚至算得
上严苛），但同样会感觉
到随着年龄增长，是越来
越心平气和了。有朋友
注意到我常说“好吧”，就
是一种既不赞同也不反
对的并无任何意义的表
态。我自己还发现越来
越喜欢说：“可以理解。”

然而，却经常会发现
应该是很宽容的人们，会
不可思议地表现出不宽
容 。 这 里 用 了 复 数“ 人
们”，是因为如果是某个
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往往
是就事论事，而一群人在
一 起 的 时 候（例 如 微 信

群），才会体现出群体是
否具有宽容的态度。或
者说，宽容本就是一种群
体态度的表露。

或许，我们一直被教
育要态度鲜明，所以看到
三观不合的事就一定要表
现出最决绝的态度。另外
还可以发现：这种一边倒
的表态在群主具有绝对权
威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尽
管群里都是绝对的高端人
士，无论是学历资历还是
职位，都算得上这个社会
里最顶尖的一群，平常在
群里的发言也都是理性客
观，兼具批评性和建设性，
但到了这种群体表态的时
候，就让我感受到一种很
熟悉的氛围。所以，熟悉
的氛围是很容易找回来
的。而宽容，似乎真的很
难做到。

【有一说一】 廖俊平 广州学者

宽容不易

【大珠小珠】 林墉 广州画家

画展旧事

我 在 哥 德
斯堡居住的时

候，那里有一个老
墓地 ，其中既有普法战争时期
战死的当地人，也有“一战”和

“二战”的亡灵，很多都是死在
法国战场上。德国人认为法国
这个邻国给自己带来了无限的

“麻烦”，但他们的文化还是值
得称羡的 ，特别是他们丰富多
彩的饮食，不过德国人也说“那
些人”活着是为了吃饭——这是
将目的和手段倒置的异化。因
此 ，尽管法国人相对于其他民
族有较高的精神层次 ，但他们
与深邃的康德和黑格尔还是没
有可比性的。

林语堂就欧美人对中国文化
的了解，写道：“美国人难以了解
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

美国人通常是宽大、单纯，但不够
深刻。英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
国人及中国文化，因为英国人一
般是深刻、单纯，却不够宽大。德
国人也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及
中国文化，因为德国人深刻、宽
大，但不够单纯。”

这表面上看起来很妙的对仗
工整的论述，其实只是一些刻板
印象而已。雅斯贝尔斯不认为所
谓的民族性格可以涵盖这一民族
的每一个成员，脸谱化了的种群
概念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任何说服
力的。谁是那些夸大、单纯但不
够深刻的美国人？谁是那些深
刻、单纯却不够宽大的英国人？
谁又是那些深刻、宽大但不够单
纯的德国人？这些其实都只是一
种“刻板印象”而已，没有任何实
际的意义。

也是芳华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我在前
面的专栏文
章 中 提 到

过，批判性思
维 的 一 个 关 键

特质是“对判断进行判断”，避免
被某种判断线性地、平滑地、顺
从性地“冻住”，你得在思维上

“阻断”一下，用一种高维的判断
对“那个判断”进行审视。那么，
拿什么“对判断进行判断”呢？

一个重要的批判性思想资本
是“整体”，不识庐山真面目，自
缘身在此山中。将分析对象放到
整体框架中去判断：这是一个什
么样的问题？元问题是什么？属
于哪一类有普遍性的现象？这种
局部从属于何种整体结构？是何
种高维逻辑的延伸？整体性视角
驱动着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让
我们能够批判性地跳出“就事论
事”，透过杂乱无章的事实而发
现现代社会的根本架构。

比如，学生思考绩点和内卷
问题时，能不能跳出局部和临时

的学生身份，而看到整个社会的
绩点和内卷：不仅学生被绩点所
困，整个社会其实都是如此，每
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算术题，教
授在数论文课题、影响因子和转
引量，白领在为自己的 KPI 而焦
虑，媒体人困于流量和阅读数字
的系统，外卖骑手计算着每一单
的距离与速度……大学生的绩点
只是这个“整体结构”下的一个
缩影。再比如，很多人注意到了

“逆向考研”现象，即跟过去的
“三流四流学生的学生争相涌向
一流大学”的考研流向不一样，
如今不少一流大学的学生反向去
考二流大学的研究生，有人觉得
这背后可能是“名校崇拜”的弱
化。那么，用整体的视角来看，
这仅仅是在考研领域吗？并非如
此，“逆向”是一个普遍问题，反
向旅游，反向留学，消费降级，逆
向就业（回到小城市，回到传统
稳定的岗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向大城市的大企业）。

在 作 为 一 类 现 象 的“ 反

向××”的整体视角去看待“逆向
考研”，看到环境气候和整体心
态的变化，就能看得更清楚。这
就是“整体”所赋予的批判性视
角，也是“意义格式塔”思维的本
质。“意义格式塔”作为系统性思
维，强调的就是意义的整体性和
结构性，它并非部分和局部的简
单相加。

茧房和过滤泡的现代信息系
统中，人们的思维常常被分割、
封闭在某一个微小系统，看不到
整体，批判性思维也就无法驱
动。就拿现代劳动系统来看，正
如有学者所反思，现代劳动的一
个特点是，为了工作效率而把各
种任务分割成独立的环节，分工
越细，每个环节上的劳动者就越
不了解这个活计本身的意义。失
去“对判断的判断”，就会沉沦于

“平庸之恶”和“无思状态”，如汉
娜·阿伦特所说，当罪恶的链条
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
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
觉得自己很无辜。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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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海南省琼海潭门镇排港村村民
吴多泰，今年 76 岁，祖祖辈辈都在南海耕
海牧渔。1981 年，他向潭门信用社贷款 17
万元买船，是潭门镇上第一批贷款买船的
渔民，从此在南沙、西沙、东沙、北部湾捕
鱼和收购海鲜。后来，他的大儿子和侄子
也和他一起出海。

2013 年，他的侄子响应号召，贷款订
造 350 吨的钢质渔船，成了潭门首批拥有
全新大吨位钢质渔船的船东之一。现在，
排港村成了网红打卡点，每到周末或节假
日，村里的客栈都住满了客人。

吴多泰如今儿孙满堂，从前年起不再
出海了，每个月还有 2300 元的养老金。相
信渔民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上海作家傅星出
版 了 一 部 新 的 长 篇

《培训班》，试图用荒诞感打捞一
段过去的岁月，讲述的是1976 年
春，崇明某农场知青苏威廉因为
谱写了一曲《扎根树》而出名，被
推 荐 至 申 江 艺 术 学 院 培 训 一
年。他原以为是学作曲，报到了
才发现学的是戏剧编剧，苏威廉
的人生就此错位。培训班学员
来自各大农场，在“又红又专、一
专多能”的教学理念下，写作班
要学表演，表演班要学写作，他
们以“三突出”为创作原则，排演
歌舞剧《战台风》，组成文艺小分
队巡回演出……各具才华、各怀
心思的学员们，上演了一幕幕暗
流涌动、悬念迭生、残酷混合着
温情的人间故事，直至时代巨变
发生，这些文艺青年走出小楼，
走向了没有台本的未来。

这部小说，是傅星那个年代
不断进入的各种长期短期的文
艺培训班与农场文艺宣传队的
生活重构。悬念横生，比如为了
找寻失踪的一本内部资料，设立
的匿名“检举箱”，而那部书的下
落却更加扑朔迷离……

看到1970年代傅星的一张照
片，半侧，眼神凝视着前方，长长

的白围巾，一半垂在胸前，一半甩
向身后，如果便装换成长衫，就颇
似五四文艺青年了。而那时，傅
星是农场文艺宣传队的创作员。
傅星回忆那时的生活单调，文艺
演出观众很多，往往傍晚，拖拉机
来了，他跟宣传队一起坐上拖拉
机就去了某个连队，就吃晚饭。
人家客气，伙食总是最好的，有红
烧肉，一碗。演出结束，吃完夜点
心，回去还是坐拖拉机，土路漫长
颠簸，一路唱歌，满目清晖。据说
月光会晒黑人的脸，美女们就用
头巾裹住了整个脑袋，仅露出歌
唱的嘴来……这定格的画面，就
是傅星们的青春与芳华。

傅星引用博尔赫斯的话说：
你以各种面目出现，其实写的还
是你自己。他认为，在虚构与非
虚构之间，构成了所谓的现实主
义的小说，创作主体弥漫在小说
的每个字中，作者几乎处在每个
句式的中心。

想起讨论长篇《一把刀，千
个字》时，谈到王安忆作品里持
续地书写“革命、信仰、启蒙、历
史与时代”，王安忆说，一个写作
者，很可能终身都在写一本书，
每一本都是未完成，每一本又都
是续写和补写。

到巴厘岛旅行，找了一名
司机查尔斯，由他载我们寻幽
探秘。

巴厘岛山多，许多名胜地坐落于高处。当车
子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驶时，我注意到，查尔
斯的驾驶技术已臻于“出神入化”的境界了，像游
鱼在水、像飞鸟在天。山路狭隘，险象环生，然
而，他却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如羊肠般的山路根
本容不下两辆车子同时行驶，每当迎面有车子驶
来时 ，其中一辆必须后退到稍稍宽阔的路面上，
路边没有围栏，稍一不慎，车子便会滚落下山；可
查尔斯镇定若素，进退自如。他自豪地说：“我
天赋异禀，当年学驾车，短短一天内，便掌握了驾
驶技巧。老实说，我双手一碰到方向盘，方向盘
便活了起来，不管多险恶的山路，都难不倒我。”

我朝他翘起大拇指，不料他竟透露了一个让
我差点跌坐在地的惊人秘密：“十多年前，我在砍
伐树木时，一根顽强的树枝弹进了眼睛，直戳眼
球，血流如注。村子没有诊疗所，家人雇车把我送
进省城医院时，右眼伤势太深，诊治不及，永久失
明。”

“你是说，你仅靠单眼驾车？”我结结巴巴地
问道。

“是啊！”他直认不讳：“驾车除了肉眼之外，
更重要的是心眼。我驾车多年，从不曾发生意
外，便是明证。”

诚然。肉眼所见有限，心眼却无远弗届。
洞悉世情，靠的不就是心眼吗？

让历史产生文学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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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职场，身前身
后都有误区，而最难战
胜的宿敌恰恰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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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宏写贺家五世显望，
七兄弟之中特别突出地写
了贺长龄，这不仅是因为他
一度为清嘉庆重臣和近臣，
担任过山东道台和按察使、
江苏布政使，在贵州巡抚位
置上一干就是九年，更重要
的是他参与了历史上的重
要事件——永昌回变。这期
间，他与林则徐有交集，他
被降职后是林则徐接了他
的班，而他们都是经世派。

林则徐编过《四洲记》，
是魏源《海国图志》的蓝
本。贺长龄主编过经世派
典籍《皇朝经世文编》，是经
世派的精神领袖。但他离
开贵州到云南担任云贵总
督时，却因为处理永昌回变

不当而被削职。作者通过
史料，努力想为贺长龄在这
一事件上的作为还原历史
真相，也写到了林则徐对此
事件的看法以及后来左宗
棠所上的奏折，但最后的价
值选择并不照顾官员个人
的命运，却因为清代官场微
妙的政治生态而不了了之。

作者写这一事件，不仅
仅是写出了贺长龄替人背
了黑锅的冤屈，也给我们今
天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提
供了历史标本。他写贺家
子弟贺家栋通过捐官到西
域后参加过震惊西北的河
湟事变，因为参加政府军平
定了动乱，立功保升了知
县。然而，他后来却在伊犁

知府的任上参与了革命党
反清的伊犁起义。

作者用三个章节仔细
梳理了贺家栋的心理路程，
指出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
革命党人，只是一个革命的
同路人而已，他只是在恰当
的时机做了恰当的事，从而
创造了历史。至于贺家栋
在和谈期间，不图名利，以
和平统一的理念处理伊、省
双方的关系，争取了新疆的
和平稳定，也是一种难能可
贵的担当。他认为对贺家
栋的这种评价是成熟的，有
突破的。作者在此书中重
点写了贺长龄和贺家栋经
历的历史事件，有现实启发
意义。

文学与历史的联姻

历史事件有现实意义

左手写文，右手著史

教授罗宏是一个跨
界写作的作家，他写过
长 篇 小 说《骡 子 与 金
子》，通过一个红军的
挑夫背着红军托付给
他的金子千里寻找部
队，最后将金子交回给
他的首长的故事，塑造
了一个因讲诚信而最
后懂得了信仰的普通
而平凡的人物。故事
与人物的特别，加上叙
事的曲折和武侠化，让
他声名鹊起。他还参
与了此小说改编成电
视剧的创作，此小说还
被改编成话剧《一个人
的长征》搬上了舞台。

我知道罗宏的时
候，是上个世纪 90 年
代，那时他在鼓捣电视
政论片，雄心勃勃，聊
起天来口若悬河，大有
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
气概。本世纪以来，以
为他以好小说开了头，
就会一直写下去，不料
他却突然拐了个弯，走
到 历 史 写 作 中 去 了 。

近年来先后推出三部
史学著述：《湖南人底
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
中国》《湖湘世家：鼓磉
洲罗氏》《先人的湖湘：
善化贺氏》。

今年刚出炉的《先
人的湖湘：善化贺氏》，
比之于前两本，代表了
罗宏新的进步。罗宏
之所以写自己家族罗
氏和其母系家族贺氏
的历史，并非是要为自
己 的 家 族 炫 耀 ，而 是
要将湖湘曾经显赫的
家族放在近代中国历
史 演 进 的 大 格 局 里 ，
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
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
形 成 的 文 化 密 码 ，以
期昭示在未来的历史
发 展 中 ，我 们 可 以 得
到 哪 些 启 示 和 经 验 。
因 此 ，作 者 的 史 识 尤
显 重 要 ，特 别 是 在 对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
评价上，作者是否有穿
透历史的识见，起着决
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