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磊

看完了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
店》，一如既往佩服作者的构思巧妙，
将情节安排得天衣无缝，读起来酣
畅淋漓。要有怎样的思维才能将这
么多人物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在时
间与空间上穿梭自如，并衔接流畅，
毫 无 脱 节 之 感 呢？ 不 愧 是 东 野 圭
吾！

读了故事的开头，感觉情节设
置似乎又是推理小说的套路，但很
快读到第一封信后，再往后看，情
节设置完全出人意料了，越往后看
才明白，东野圭吾这次是要写一部
温馨治愈系的小说。

这部小说加入了时空穿越的元
素。通过一家小小的浪矢杂货店，
时光穿梭二十余年，通过写信、回
信的方式，后人的人生困惑经前人
指点得以顿悟，前人的人生困惑经
后人介入峰回路转。全文分为五章，
初读每一章觉得会自成一个独立的
小单元故事，可每每到中后部分时，
却又巧妙地与前面章节有联系，处
处伏线千里，情节安排浑然天成，
几乎看不出漏洞。

人生在世哪能没有烦恼和困惑，
小说借助一间可以时光穿梭的杂货
店，使过去之人和今人以写信的方

式，交流探讨着自己关于人生十字
路口的看法。其实可以看作是每个
人对自己人生中的一些事情以自我
的身份和他人的身份进行着交流和
反复考量的隐射 ；也可以看作是人
们以今日的视角审察过往之事时对
自己内心的反省与审视。人的一生
不停在做选择，我们无法预知未来，
有时候一种选择会让我们今后的路
顺畅很多，有时候一种选择会让我
们跌入人生低谷 ；有时候当时自诩
很了不起的行为，随着时光的流逝，
再回想只会悔恨难当 ；有时候当时
忧愤难解，觉得如临深渊，但事后
回想，也许是我们自己错误预估了
事情的动态……每一次抉择都没有
人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只能一次次
叩问自己的内心需要什么。

我们每个人也不是孤立生活着，
总是与其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选择也会对他人
的人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还有，
在我们生气、郁闷，情绪不佳的时候，
最好不要对一件事情下定论或做决

定。披头士乐队是
浩介心中的最爱，
当浩介心中迷茫
彷徨，因家事与
父母意见相左，
颇受打击时，在观看了

《顺其自然》这部传闻中揭秘披头士
解散原因的电影后，他认为电影和他
期待的完全是两回事，觉得披头士
成员之间没有一次坦诚的交流，商谈
总是话不投机。浩介有种被背叛的
感觉，他深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是何等脆弱，没有真情，一如
当前他的家庭关系。最终他得出一
个悲观的结论“人与人之间情断义
绝，并不需要什么具体的理由。就
算表面上有，也很可能只是心已经
离开的结果，事后才编造出的借口
而已。因为倘若心没有离开，当将
会导致关系破裂的事态发生时，理
应有人努力去挽救。如果没有，说
明其实关系早已破裂。”并且狠心将
自己珍藏多年的所有披头士的唱片
转卖给了朋友。多年后，当他得知

父母当年处境的艰难
和 悲 惨 遭 遇 以 后， 当

他追悔往事的时候，无
意间瞥见正在放映的电
影《顺其自然》，相同的

画面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当年他觉得披头士们的心

已经疏远，演出也是乱唱
一气。但此时重看，感觉却

完全变了。他觉得四名成员
都在全力以赴地演唱，看上

去也乐在其中，就算解散已经
近在眼前，一起演出时还是能

找回过去的感觉。电影还是那部电
影，只是人的心境不同得出的结果
就不同，给人生带来的影响也不同。
时间不会重来，尽管当年浪矢杂货
店给出了浩介中肯的建议，但浩介
还是一意孤行没有多考虑父母，在
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只能是追悔和
重新审视自己。

现实生活中，没有谁能预见未
来，我们不会先看到事情发展的结
果再做出决定，而恰恰相反，是因
为当前的决定，才有了将来的结果。
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做出决定
的时候，谁都无法保证一帆风顺、
不出差错，我们能做的是适当听取
别人的意见，更重要、最重要的是
要问问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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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史下的新视角 
|| 董悦琪

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被当作入门之作
的《全球通史》就有多个译本。前人的研究
成果丰硕且经典，同类研究难出其右，但历
史学家孙隆基的著作《新世界史》（卷一）还
是挖掘出了新的内容。

以前的历史教材或者通史读物，大都以
国家为单位书写历史，通俗意义上的“古代
阶段”，就是从古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开端，
再到古埃及、古希伯来，一路写到古印度、
古中国，最后以古希腊，古罗马收尾。本书
独出心裁，站在全球一体化的角度，舍弃原
先各地相互脱钩的编排方式，以全球史观的
宏大格局，展现给读者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正如孙隆基所言，“在全球化意识来临的今日，
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
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只就地域论地域，
各自摸到的只是历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
牙。”

本书最核心的就是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
作者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
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
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
相互关联和渗透。

同时，在书中，作者没有按照之前固有
的关于四大文明古国的地理区位进行重新划
分，这里面运用地理上的山川河流作为划分
各个文明的区块，而不是之前的简单定义四
大古国。除了这四大古国，本书也并不像以
前那样把眼光完全聚焦在亚欧大陆，也介绍

了中南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古文明发源。作
者透过两河流域与埃及中间出现的一段桥梁
将其联系在一起。通过伊朗和印度，将埃及
与近东串联在一起。书中的历史叙述各个大
洲基本均有涉及。因此，本书中采用的全球
史观是从横向整合历史，着重从宏观的世界
历史来叙述。

本书最有突破性的部分是第二章 ：突破
“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直截了当地点出了
他对现有历史观念的反思 ：国家是在人类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统治的压迫下才会
出现的社会形态。人类产生就伴随着文明的
起步，文明发展中才形成了国家，并非是国
家出现在文明之前。作者认为，“古国”符合
当今的民族主义需求，但却阻碍了对人类文
明起源的探究。事实上，“四大文明古国”这
类当代化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

这里就涉及到文明的问题。澳裔英籍考
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以“二次革命论”来解
释文明的起源，这一学说着眼于两次革命的
延续性，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其后的考古研
究却突显了两次革命之间的断层。作者认为，
这个“二次革命论”说法只以古代近东为例，
并且过度依赖“传播论”来解释其他地方文
明的起源，未能超脱当时流行的直线进化论。
同时，作者在这里提出了“环两河流域”来
涵盖“二次革命论”的场址，取代新月沃土
地带。

作者的述史思路，就是对世界文明的几
个中心进行阐述，多线齐头并进，并对各中
心文明之间的交叉点进行大胆推测。

以一己之力重写世界史的初衷是好的，
尽管作者有深厚的史学积淀，但也难免存在
一些缺憾与疏漏。

第一个缺憾是语言略显晦涩。《新世界史》
是中国学者写给中文世界的人看的，作者大
量使用西方考古与历史研究成果，书中语言
使用、史料铺陈的方式都有着浓厚的西方文
化气息，东方读者尤其是中国大陆读者阅读
起来有些晦涩难懂。

第二个缺憾是史料稍有欠缺。可能因为
作者在书写的时候多个角度同时切入，文风
简约，完全是依照历史发展的主干来开展叙
述，有些地方缺乏史料支持，更多地依靠作
者阐述和推测，这样的叙述更像是一种史纲
而不是完整的历史再现。书中对历史人物作
了极大的压缩，更多地将笔墨集中于宏观框
架上，偶然提及了政治交锋与战争角逐中的
隐秘的人际关系问题，篇幅非常有限，让人
无从捉摸。

但是，瑕不掩瑜，书中所传递的理念对
于历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李大钊在《史观》中提到：“人类的历史，
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
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
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
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
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
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史料的发掘，历史研
究不断前进着，我们也将看到不一样的历史。

谁来告诉你答案
——读《解忧杂货店》有感

潜心修行
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 |邱唯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岁月的沉淀，
许多工作多年的员工都会有一个深刻
的体会 ：那就是职场即道场，工作即修
行。近期，我有幸阅读了《工匠精神 ：
让工作成为一种修行》一书，深刻领悟
和感受到了修行的本质和工匠精神的
内涵。工匠精神是一个人对工作执着，
忠诚，精益求精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
天生的，而是在一天又一天工作的修
行中积累修炼而成。的确，每从事一
份工作都是一次修行的机会。工作中
的修行，不是要正襟危坐地拜佛念经，
更不需要做秀表演，它是一种强大的内
驱力引发出来的行为，更是一名员工增
加认知、转变态度、提高能力、改变性
情、总结经验的过程。太多的例子证明，
一个人从懵懂冲动、少不更事的新员工
转变为成熟稳重、阅历丰富的老员工，
从门外汉、学徒工成长为各专业领域的
工匠甚至走上领导岗位，无一不是潜心
修行的结果。这本书阐述的各种道理，
不仅可以洗礼人的思想，举出的各种事
例更能引人深思、让人自省。因为潜心
修行，真的可以让你更好地认清自己、
改造自己、修炼自己，让你受益无穷、
快速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通过修行，可以转变工作态度

世界上从来没有卑微的工作，工
作业绩是好是坏其实取决于一个人的
工作态度。举世闻名的大牧师、演说家、
心灵作家罗曼·文森特·皮尔曾说过 ：

“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人在工作岗位
上能发挥多高的专业水平，创造出多大
的业绩，其工作态度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决定因素。通过修行，你将会远离抱怨，
容忍工作中的压力和单调，进一步认清
工作的价值，转变对工作内容、重要性
等方面的认知，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面
对工作，实现人生目标。修行最重要
的一个目的就是转变员工的工作态度。
从烦躁到喜爱，从敷衍到认真，无不体
现出一个人因工作态度的转变而产生
的蜕变。

通过修行，可以传承职业精神

修行是一种精神的升华。职业精
神是职业发展的灵魂。世界著名的社
会学家马尔腾有句名言 ：工作是一个
人的人格表现，它是一个人道德品质、
职业素养等方面的修行，决定着每个人
的职业行为、工作效率和工作品质。

在航宇公司，在我们的身边，就
有许许多多的奋斗者，也是我们学习的

好榜样，为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领头雁”胡双玉精炼技术、专啃硬骨，
多次带领班组成员完成急难艰巨任务 ；
为了为飞行员的生命保驾护航，救生伞
试跳员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用身体和智
慧验证着救生伞的指标、性能，在广阔
的蓝天上谱写壮美旋律 ；为加急赶制为
汶川地震灾区投放物品的降落伞零部
件，全海涛两天两夜没合眼，在机床前
谱写青春芳华 ；无论是好学肯钻，以勤
奋提升成长速度、铸就事业新高度的航
空工业特级技能专家李毅，还是勇于创
新、善于思考，为车间提质增效做出突
出贡献的“陈小四”、宋华伟……他们
都是通过努力奋斗、不断修行，迸发出
了火热的工作热情和高尚的职业精神，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
业绩。每个想在职场竞争中取胜的员工
必须拥有这种精神，它是一种宝贵的精
神财富，而传承它的最好途径就是不断
修行。

通过修行，可以提高职场情商

职场中，喜怒哀乐对于每个人来
说都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但在工作
中，如果让那些不良的情绪困扰着你，
带着情绪工作，那么你工作起来就会缺
乏积极性、主观能动性，更不会有较高
的工作效率。所以，一名身在职场的员
工一定要学会在工作中修行，调节自我
控制能力，消灭负面情绪，在工作中释
放和传递正能量。一方面，要提高自控
能力，尤其是控制情绪的能力，不要让
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 ；另一方面，要树
立良好的心态，学会告别消极的情绪，
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带着微笑工作，
你将获得意外的惊喜 ；学会宽容别人，
就是学会善待自己 ；学会换位思考，就
是需要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人与
人之间是相互理解、信任、帮助、依存
的，与人融洽相处是一种修行的艺术。
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拥有良好的人
际关系是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它不
但有利于营造良好、愉悦的工作气氛，
使人充满活力和生机 ；还能提高工作效
率，帮助自己突破职业发展的瓶颈。

通过修行，可以领悟人生真谛

工作不是仅仅为了生存，还给人
生赋予了重要意义。通过修行，你会明
白 ：原来生活是如此美好，人生是如此
有意义！同时，懂得在工作修行的人，
更能在繁琐的工作中发现美好，为生活
带来幸福感。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
作，都要适当让自己从繁忙的工作中脱
离出来，以单纯之心来享受生活的美
好。置身事外，再回头看自己的工作，
你一定能从中找到重新激发工作热情
的亮点。

今天的成就是昨天的积累，明天
的成功则有赖于今天的努力。通过修
行，你会发现你正在逐渐成为或已经成
为本专业领域的一名工匠，并有着高尚
的工匠精神，在当下的工作中享受快乐
人生，深刻领悟人生的真谛。

这本书不仅可以为迷茫中的员工
指明前进的方向，还能激发积极上进的
员工在工作中释放更多的热情和动力，
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值得用心感受！         

一城一人一生
——读《边城》感思

|| 陶玉龙

我有个习惯，喜欢在旅行的背
包里塞上一本书，美景与文化的融
汇也许更能让人产生共鸣，如果是
湘西行，建议是一定要带上一本沈
从文的《边城》。

提到《边城》，第一印象或许是
语文课本里的《边城》节选，初读
此文，正值年少。这篇课文也并未
引起特别关注，心想这不就是中国
乡村社会最普通不过的生活么？一
晃间，十余年已过，待我已远离乡村，
因踏上湘西土地而重读《边城》之时，
才让我愈加感触《边城》的文学魅力，
再次感受到作品所流露出的纯朴民
风美好。

《边城》是一篇写于 1934 年的
中篇小说，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
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在文学
史上的历史地位。《边城》被誉为

“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
本”，被《亚洲周刊》选为“20 世纪
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的单篇小
说第一位。当然，沈老是决然不会
在乎这些外在的评价，正如作者在
题记中所说“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
些还认识些中国文字，在那个社会
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
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和坏处的人
去看的”。于此，若你恰是这样的一
类人，此文便是为你而预留的。

《边城》是一篇小说，但也可以
说是一篇长诗。《边城》的诗意首先
来自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通读全
篇，你不仅能够感受到主人公翠翠
的曲折命运与艰难爱情，更能够轻
易在脑海里浮现美如画的湘西小城
场景，清澈见底的河流，凭水依山
的小城，河街上的吊脚楼，攀引缆
索的渡船，关系茶峒“风水”的白

塔，深翠逼人的竹篁，交递鸣叫的
鸟雀……作者通过“广角式”的生
活场景描述，慢慢拉近了读者与书
中人物的距离，而作者极富张力的
锤炼文字、极具泥味土香的方言土
语都让《边城》所展现出“重义轻利”
的质朴民风让人动容。如“渡头为
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
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
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

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
的认真神气。“抓”和“掷”刻画了
过渡人的热情慷慨，而“拾”和“塞”
又体现了管渡船的单纯朴实，一抓
一掷、一拾一塞，寻常的词语却又
让人感受到强烈的画面感和艺术性。

当 然，《 边 城 》 作 为 一 篇 小 说
所展现出的哲理性更值得我们深思。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
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
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
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
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
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
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
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
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于
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
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
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
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
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
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
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
着傩送归来。整个故事没有跌宕起
伏的情节，也没有催人泪下的煽情，
但却写出了祖孙之间的亲情，人与
人之间的同情，翠翠与傩送之间纯
真的爱情等等。有人说，“可能悲剧
才是人生的主旋律”。因其深掘了
人内心的情感深度，而产生对这个
世界的幻觉，唤醒自我最真实的意

志。而《边城》正是这样一种能让
你静静思索的轻悲剧。这是一种田
园牧歌式的美，青山绿水、黄狗素
人、号子歌声……勾勒出“世外桃源”
般边城的存在，如痴如醉，心向往之。
也带着一股回忆式的美，或许，人
只有经过一定的阅历后才能明白经
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缘由，才能真
正读懂其中蕴藏的美好与内涵。

于我而言，在旅途中读完《边
城》，放下书，心里被一种莫名的感
触深深萦绕着。回溯半个世纪前的
乡村生活，直面眼前的钢筋水泥，
一时五味杂陈。我记忆中的故乡不
也正是有着如此这般纯朴民风的乡
村吗？那种“夕阳西下，村庄里炊
烟四起，三五稚童，放学晚归，总
会响起村口里母亲的声声呼唤”的
场景至今让我难忘。那种“一方有难，
八方来援”以及“一家有喜、全村来
贺”的画面也是让我感怀至今。如今，
身在城市的我们却总是觉得喧闹和
倦怠，总想着以旅行的方式逃离城
市并躲进山水间，求得片刻的宁静。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
许“明天”回来！《边城》结尾没
有故事的结局，沈老在美与美的无
痕交融中，让我们每个人在心里构
建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边城。唯愿
你我都能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