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把贾府比喻成一个大集团公司，那么，晴雯可以说是这家公
司货真价实的首席员工。 按道理说，这么一个有后台又有才有貌的“白
领丽人”，在职场的发展空间应该是非常大的，可晴雯硬是在贾氏公司
混不下去，最后被扫地出门，为何呢？

一、话语尖酸刻薄、不留情面
晴雯算得上是贾氏集团公司中最具个性的一名员工，她经常借机

讽刺挖苦同事，根本不拿部门经理贾宝玉当干部。
一次，宝玉误踢了袭人的胸口，袭人被踢得吐了血。 第二天，当晴

雯因小事顶撞上司时，同事袭人出言劝解，她不但不领情，反而言语刻
薄地讽刺袭人，在她伤口上撒盐：“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
我们原没服侍过，因为你服侍的好，昨儿才挨了窝心脚。 ”宝玉有一天
帮丫鬟麝月打理头发，晴雯挖苦麝月：“交杯酒还没喝呢，这就开始上
头了！ ”，把麝月讽刺得灰头土脸。

不但对同事说话夹枪带棒， 就是对待薛宝钗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晴雯说话也非常刻薄，面对前来看望贾宝玉的薛宝钗，晴雯居然当面
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 ”薛宝钗当下
被挖苦得留也不是走也不是。

晴雯平日总是以尖酸刻薄的语言对同事说话，甚至连领导的贵客
都不放在眼里，挖苦讽刺，这不能不说是她职场失败的一个要因。

二、随意逾权越职、挑战权威

一次，宝玉房里一个名叫坠儿的低级小丫鬟偷了王熙凤非常贵重
的首饰—————虾须镯，案子破了以后，晴雯动用私刑，还生生地把坠儿
撵出了贾府。

坠儿作为宝玉房中的低级丫鬟， 偷了总经理王熙凤的贵重物品，
是报官还是开除，王总可以决定，作为部门经理的宝玉也可以发落。 结
果，总经理和部门经理都还没有说话，作为老员工的晴雯居然对人家
又动私刑又驱逐，做了与自己职位不相符的事，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她
胳膊伸得太长，不知天高地厚。 这样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自己的身份，难
免遭人非议。

三、过分倚仗后台、积怨甚多
晴雯虽然工作能力强，但却不怎么认真做事。 有同事批评她是“装

小姐”，她居然宣称：“等你们都去尽了，我再干也不迟。 有你们一日，我
且受用一日。”同事知道她有后台，都拿她没有办法。所以，当副董事长
王夫人责怪晴雯是狐狸精，要把宝玉教唆坏的时候，平时晴雯得罪的
一帮人开始秋后算账，对她落井下石。

俗话说：晴天留人情，雨天好借伞。 像晴雯这样过分依赖后台，
平时做事不为自己留后路，积怨太多的人，得势时同事们可能还会
让其三分；一旦失势，想想平日里她对大家的态度，又有谁愿意帮
她呢？ 当她所倚仗的靠山被别人轻松搞定之时，也就是她职场末日
到来之际。

□ 子沫

底气

董桥写沈从文，说他临摹汉碑、练隶书一练几十年，
写了一辈子字不觉得自己是书法家；说沈 20世纪 30年
代在北平写《边城》，院落里有槐树、有枣树，每天朝阳初
上，他坐在小竹椅上据着红木小方桌静静地写，每星期
只写一章。“情致那样闲淡，难怪沈
先生真是连写字都不屑‘向世味上
更浓一番了’。 所谓慢，所谓底气，
就是这么来的。 ”那方红木小方桌，
也是一片旧时月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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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瑶言

我带你去取红酒 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 姚瑶

多年前， 采访一个在国
内设计比赛上获奖的大学生。
与他闲聊， 聊及感情生活，
问他有什么难忘的事， 他想
了许久， 忽然一拍大腿：
“有件事特别好笑。” 那时他
刚进大一， 喜欢一个别院的
女生。 有一次在楼道里遇到
她， 他忽然鼓起勇气说：

“你放学能不能等我一下？” 结果那女孩一笑， 说好啊，
你在教室等会！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憨憨笑起来。 他说：
“我在教室傻等。 一会儿就听见楼道里哗啦一声巨
响， 楼道的卷帘门关了！ 我就在教室过了一夜， 哈
哈哈哈哈……”

一个 18岁的男孩， 因为喜欢的女孩子随便的一句
话， 就在教室等了一晚， 这件事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好
笑， 但在他的心里， 这些有些心酸的往事已经成了一
个笑话。

我爸也是那种可以将悲伤的故事当笑话讲的人。
有一天看着电视， 他忽然说： “你知道吗， 有件事特
别好笑。 那年我在部队当兵， 你奶奶有一天想我想得
不行了， 也没跟家里人说， 就跑到长途汽车站去， 开
始见人就问‘河南的车来了吗？ 今天有没有河南来的
车呀？’ 别人都把她当神经病， 你说她怎么会做出这事
来呢？”

常听人说， 人生就是一个从风起云涌到云淡风轻
的过程， 时间就像一堵墙， 墙内风起云涌六十载， 墙
外风平浪静一瞬间。 看着他的侧脸， 我忽然想起小时
候和爸爸妈妈两地分居， 开学前他和妈妈送我上车，
我哇地一声哭了， 死活不肯走， 他安慰我说： “爸爸
妈妈不走， 就在这守着， 等你放暑假来， 一下车就看
到我们了。”

只是， 我没忍心讲这个笑话给他听。

闲话

□ 陶粲明

红楼“首席员工”因何遭遇职场滑铁卢
□ 红颜

足迹

几年前， 一位友人曾对我说：“我去了
七次凤凰，将来老了，我还愿意穿一件红衣
裳坐在沱江边喝一杯自己亲手煮的奶茶。 ”
她说到了冬天，凤凰的人很少，她在吊脚楼
上吃火锅，漫天的雪飘飘扬扬，红灯笼，热
气，雾气……这样的细节，有审美的成分，
我一直记得。 对生活的热爱是通过细节表
现出来的。 现在，太多的人会说，我去了哪
些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什么相机拍了什么
照片……但是，他们一个细节都讲不出来，
他们说的你一句也记不住， 因为没有真正
的热爱，只有炫耀和跟风。

我记得最让人悲伤的一个细节是三年
前一位朋友讲的。 那段时间，她妈妈刚去世
不久，她说：“我开着车子走在深南大道上，
儿子坐在车后。 开着开着，我突然控制不住
情绪，只得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泣
不成声。 儿子在身后怯怯地问，妈妈，怎么
了？ 我静静地说，我想我妈妈了……”这个
细节让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友人后来对我
说：“趁父母在时，好好待他们吧。 ”那天下
班，我就回了父母家，陪他们吃了一顿漫长
的晚餐，慢慢吃，慢慢聊……

前段时间与一位长辈聊天， 他谈起自己
的女儿。他说女儿上小学、中学时他从未接送
过，但是上了大学后，他反而每个周末送女儿
上同城的大学，这成了一件让他愉快的事。为
什么？ 因为一路上可以聊天，什么都聊，边走
边说， 一两个小时的步行， 他很享受这个过
程。路上有风吹，有鸟叫，有甜品铺，还有青春
的女儿神采飞扬的表情……类似的是在一个
多人饭局上， 听某位男士聊起自己刚上大学
的女儿。他说暑假时，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是陪
着女儿看一档电视节目，房间里开着空调，父
女俩坐在地板上吃着瓜子评头论足， 他觉得
很满足很特别很惬意。假期结束，女儿要回上
海，他第一次有一种浓浓的离别伤感，不敢去
送别， 而是让孩子的妈妈去送……讲这段话
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这些细节我一直记得，
父亲的深情，有时旁人看着，也是感动的。 这
个世界再怎么喧嚣、浮躁、动荡、变迁，还是有
无可替代的深情和简洁纯粹的爱存在。

相信点什么。保持某种天真，做个能讲出
细节的人吧。

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
□ 沫沫 前段时间，一则关于北京大学的新闻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北京大学将在全校实
施对十类“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
度。 这十类中还包括“思想偏激”的学生。

当我听到这则新闻时，觉得很奇怪：
到底什么叫思想偏激？

由于在中国待的时间不短， 我接触
过不少中国大学生。我认为，在中国大学
里，“思想偏激”的人太少。这不仅意味着
社会缺乏创造力， 还会导致社会缺乏集
体智慧。

集体智慧是在思维百花齐放的时
候，最容易展现的。 换言之，人们想得越
不同，集体智慧越多。

这则新闻也让我想起以前一位汉语
老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2008 年，一个纽约大学的华裔学生
利用暑假来到北京。 他觉得这几年中国

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 以至于使他担心
在美国学习的自己未来能否具有竞争
力。他想借此机会，亲眼验证中国大学生
的实力，同时学习汉语。

在北京待的两个月里， 他学得十分
用功， 并且有空就找机会跟很多中国大
学生交流。当他离开中国的那天，表情显
得非常轻松， 一点也看不到初来中国时
的顾虑。 汉语老师问他为什么显得这么
开心。他回答：“中国大学生没有创造力，
我不用担心了。 ”

在我看来， 很多中国大学生比美
国名校学生还要厉害。 那么，中国为什
么很多领域还不如美国呢？ 美国是鼓
励大学生独立思考的国家。 如果你想
的跟普通人不一样， 没关系， 你去想
吧，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了。
中国呢？ ———“你思想太偏激。 ”

“思想偏激”的大学生太少了
□ 金宰贤

态度

在西雅图小住的那段日子， 偶尔下午回
来得晚，懒得回屋做饭了，我就会和利在公寓
酒店一楼的自助餐厅解决晚餐。

周四的那个下午，我们从联合湖回来，天
色将晚，浑身冰冷，看到热腾腾的餐厅毫不犹
豫就进去了。 正吃着，利问我：“妈妈，你要喝
一点红酒吗？ ”“啊，好呀。 ”虽然不胜酒力，但
还是喜好这一口：“有红酒吗？ ”“喏，那边角落
里站着的，她面前有个冰桶，就是等着需要红
酒的人过去，她会给你斟上一杯。 ”“哦，太棒
了，你去帮妈妈取一杯来，一点就好。 ”“我带
你去取吧。 ”他站起来。“为什么要这样？ ”“因
为我还不到允许饮酒的年龄呀。 ”我乖乖跟着
他取了红酒杯， 在服务生的微笑中倒了半杯
红酒。回到桌上慢慢品味的时候，想着现在的
孩子，哪里看得出是 18岁还是 20岁呢？于是
我问利：“刚才如果你去取酒， 估计那个服务
生也看不出你的年龄。 ”利很认真地告诉我：

“有没有达到饮酒年纪，我自己知道呀。 ”
其实，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会给我这个

答案———一个将规矩视为自觉的孩子，在每
一件小事上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也许，从某
种角度上看是不懂得变通， 但在一个强调规
则的现代社会，这却是最基本的要求。

记得刚来那几天， 他放学后我们一起逛

街。西雅图的马路并不宽阔，车辆也不是很多，
三五步就能走到街的对面。 遇到每一个街口
的红绿灯，在没有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我总是
对闯红灯跃跃欲试。但是，利总能看透我，对我
说：“不要，这样太没素质了。”他看我对素质的
理解跟他有偏差， 就开始吓唬我：“你闯红灯，
在西雅图要是被警察抓着，是要罚款的哟。”有
时在寒冷的夜晚，等在几乎无车的街口，我要
一再地告诫自己不可以， 不能让他看到自己
屡教不改，以此来打消闯红灯的想法。

我们去艺术博物馆参观，买票的时候，利
告诉售票员自己是学生，于是，我们就买到一
张成人票和一张学生票。“她不用看你的证件
吗？ ”我有点儿不明白。“不用，我会说真话，她
也会选择相信我。 ”

我们前一晚买了两颗装饰用的珠子，配
利的手链。第二天，他说细想还是觉得贵了，也
不是太喜欢，要去退掉。“啊？ 那怎么办？ 昨晚
妈妈是用借记卡买的，不是信用卡，退不回卡
上。”我跟他到了那家店，他把两粒珠子拿出来
递给店员（不是昨晚接待我们的那个店员）说：
“我要退货，因为，我不喜欢它们了。”店员检查
了珠子没有瑕疵，接过昨晚的付款单，开始在
电脑上操作，然后，将一沓美元交给了利———
是的，钱不能退回借记卡，就退现金给我们。没

有质疑刁难，就这么简单。
这些以前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情，如今在我眼前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 白天
利上学去了，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间，就会
去想利从过于严谨的循规蹈矩中获得了什么。
这几年，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他说有中国同学被
劝退，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因为不能很
好地遵守规定。 比如，一个孩子对学校的禁烟
令不当一回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禁，于是，
就没有第四次了；另一个孩子，外出要么不请
假，要么晚归，明知故犯，也被劝退了。

什么是自由？ 自由就是在不影响别人、遵
守规矩之外，你的思想和行动不受约束———留
长发，涂五彩的指甲油，谈一场未成年的恋爱，
甚至成为一个流浪者，都是被允许的。 自由还
是，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别人会选择相
信你。

这样的自由，我想没有人不喜欢，但它的
基础是，没有人怀疑我的年纪，而我自己知道
未到饮酒年纪就不能去取酒；即便你横穿马路
没人看见，你也肯在寒风里耐心等待几十秒。

对规则自觉地遵守，使年幼的心灵受到应
有的指引，是行为教化的必然，也是这个社会
人人都应该明白的简单道理。

好吧，带妈妈去取红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