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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万象·

非典型企业的典
型故事

■方铭铭

曾任多家公司 CEO， 在商界

摸爬滚打多年， 现任北京语言大

学客座讲师的齐一民， 至今已出

版著作 20 余部，这本新作是一部

随笔式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非典时期的 2003

年。 当时，作者仍是“天大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而被他称作“非典型

公司 ”的 “天大公司 ”一年后却湮

没在商界大潮中。 商海浮沉多年，

看遍商界各种 “尔虞我诈 ”，作者

逐渐参透其中的是非曲直， 故而

写出了这部极具个人特色的小说

版“商界管理指南”。

这部商场回忆录由几十个小

短篇组成，作者在书中不仅对中国

中小企业的一些业态进行了描绘，

更从公司管理、商场谈判中悟出了

自己的一番见解。这部中国当代中

小企业管理札记细致描绘了老板

们心中所盘算的那么些个 “小九

九”， 可谓是中小企业管理者可以

知己知彼的参考书。 如其中一篇

《“他”———原来是你二姨》 对企业

中的“裙带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

的描写，读时让人捧腹大笑，细思

却又恍然大悟———这样的情形正

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现象啊。

这部随笔式的小说独具 “齐

式幽默”，内心独白式的描写似乎

是对当年经商所经历之一切的吐

槽， 实则也是对商战之激烈的展

现， 但这些叙述却因齐一民特有

的幽默而显得诙谐有趣， 读来忍

俊不禁。 如《“他”———原来是你二

姨》开头写道：“商场如战场，战场

初点兵， 点上来的兵……都是你

七姑八姨。 ”这样一首打油诗道出

对裙带依附关系的无可奈何 ，讽

刺了在非典型的中小企业中 ，想

要一展抱负却因三姑六婆、 七婶

六姨各种关系的拖拽而难以前

行 ，甚至反被困住 ，这是 “多么痛

的领悟”啊。

非典年代虽已久远， 但此书

中的非典型中小企业的现状却依

旧如故，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

的“爱恨情仇”也一遍遍地在现实

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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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当以人为本
■任其自然

哲学家们往往关心教育

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用很

大篇幅谈论如何教育城邦的

护卫者；导致苏格拉底赴死的

罪状之一是“败坏青年”；洛克

和卢梭都有专论教育的名作

传世，阐述如何培养市民社会

的中流砥柱……哲学家关于

教育的探讨，常常蕴涵着他们

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理

想的人类社会的憧憬。 教育，

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教育

的危机与社会的危机互相印

证，教育的变革最能推动社会

的变革。

大约 100 年前，欧美诸国

已进入大工业时代，传统的教

育模式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发

展需要， 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正产

生于这一时期。《教育的目的》

由一系列演讲组成，但形散而

神不散，诚如作者所言，这些

演讲都表达了一个核心观念，

那就是 “学生是充满活力的，

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和引导

学生的自我发展”。 这个核心

观念在第一章 “教育的目的”

中阐述得最为充分。 第二、第

三章则针对学生精神发展不

同阶段的特征，论述教育应当

因时制宜。第四章到第八章分

别讨论了技术教育、 古典教

育、数学教育、大学教育，这些

讨论既提纲挈领， 又细致入

微。该书最后三章的讨论则表

现了怀特海这位数学家、逻辑

学家、哲学家对探究我们所生

活的世界作出的超越学科界

限的思考。 通观全书，怀特海

的教育理念可以概括为以学

生为主体， 以人的发展为旨

归，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

人为本”的理念。

怀特海开宗明义地指出，

现代社会的教育需要培养的

人须既有文化修养又有专业

知识。文化修养使人的心灵能

够感受美和高尚的情操，带来

内在心灵的安顿。专业知识则

使人能在社会上立足，发展事

业。 由这样一些生机勃勃、充

满活力之人组成的社会才能

不断取得文明的发展。教育不

应当培养两脚书橱式的人，相

反，教育要激发学生内在的活

力，引导他们探索未知，获得

认知事物、运用所掌握知识的

愉悦。 因此，至少在中小学教

育阶段，各门课程不应当严重

割裂，各说各话，既然生命是

一个整体，孩子们所学习的课

程科目也应当是一个整体。所

谓整体， 不仅是知识上的关

联，更是应用上的融合。 怀特

海热切呼吁教师们注重实际，

教育既要依赖跟实际的接触，

还须设法在实际中践行 。 例

如，与其让学生们关在教室里

听老师讲授枯燥的地理知识，

不如带他们走出课堂，亲身测

量一块区域，同时又能运用几

何学原理。出于对学以致用的

强调，怀特海反对标准化的统

一考试，为应付这样的考试向

学生灌输知识，只会令学生头

脑僵化。

怀特海发现学生的精神

发展具有不同的阶段特征，主

张应当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

让学生学习不同的课程内容

以及由此决定内容的深浅。从

婴幼儿时期一直到大学时期，

一个由 “浪漫阶段”“精确阶

段”“综合阶段”组成的周期不

断重复出现， 螺旋式地发展，

正如音乐的节奏，在重复中不

断生发新的旋律。 概括而言，

浪漫阶段的教育重点在于提

供丰富的题材，让学生广泛接

触，激发头脑的兴奋；精确阶

段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积累的

基础上，学生开始更加准确地

分析事物；综合阶段则意味着

经过精确阶段，学生的心灵初

步获得某种成熟的思维，在此

基础上，会发现更为丰富的世

界。 根据心灵成长的特点，因

时制宜地安排课程，既能赋予

学生思考的自由，同时又在不

知不觉中帮助学生养成自律

的习惯。教育无疑是一门需要

悉心研究的艺术，必须尊重学

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怀特海书中所谈论的问

题、所进行的批判、所提出的

观点，颇能切中我们当下的时

弊。 “当我们对国家年青一代

的教育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纵

向和横向的思考，看到因为漫

不经心、因循守旧地对待教育

而导致的生活困顿、希望破灭

和民主衰落，就难以抑制心中

的愤怒。 在现代生活条件下，

这是一条铁律：不重视智力教

育的民族注定会失败。 ”希望

这振聋发聩的声音能够引起

我们的反思，对我们的教育有

所裨益。

·闲读随笔·

诗情荡漾的小品

■桑永海

周颖和已故作家郝炜是当年

“轻散文”的首倡者，相隔五年，周

颖又一部散文集 《饮一杯唐诗咖

啡》 出版了， 他仍称之为 “轻散

文”。 我读后，觉得用“轻散文”这

个说法有些朦胧， 从该书文章的

体例、语言风格和短小精巧来看，

在文体上还不如用人们比较熟悉

的“小品”这个概念，更为贴切。

比如其中的《夜来风雨声，花

落知多少》就是一篇精短小品，你

看周颖是怎样在尺幅之间， 波澜

叠起、曲尽其妙的。 他明明是渴望

春天， 但在此文一开头却说：“上

了年纪了， 对季节更替越来越敏

感了，每当春天来临，我心中总会

生出几许伤感。 ”为什么？ 他举了

辛弃疾的名句为例，说那句“春风

不染白髭须”，年轻时读了很是不

以为然，“可当我老了， 再重温此

句， 不免泛出些酸酸的感觉。 是

啊！ 春风能染绿水，染绿山，染红

杏花和桃花，染白梨花，可它不能

染黑我花白的头发， 更不能染绿

我过往的青春。 ”但接下去，他立

刻换了一种温暖的笔调说：“即便

如此，潜意识里，我还是盼望春天

早些到来，迟些离去。 我知道，春

天来了， 暖洋洋的感觉便会接踵

而至……”你看 ，这才叫 “欲扬先

抑 ”，这手法用得不知不觉 ，感情

的转换和流变又何等自然真切。

此文的标题是孟浩然的名句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作者

应当有个说明和交代。 于是结尾

处他说 ： “看着春天如此纠结地

来，又如此匆匆地走，我更理解孟

浩然写 《春晓 》时的心情了 。 ”这

里 ，作者抓住 “夜来风雨声 ，花落

知多少” 这句人们熟得不能再熟

的诗句，做了这样创新性的解读：

“面对季节更替 ， 诗人远比我忧

伤， 他恨不能把夜雨过后散落地

上的花瓣悉心一一数过。 别怪他

格局小，他拾起的不是花瓣，而是

往日的时光。 ”周颖的小品不但继

承了古文人 “独抒性灵 ”的传统 ，

还打上了 21 世纪现代人生活、眼

界和性灵的烙印。

像这篇专写东北物候春夏秋

冬自然现象的小品， 在这本书中

还有一些 ，比如 《春风知别苦 ，不

遣柳条青》《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

菊花》《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

看近却无》等，都写得很别致。 当

然，此书除了“性灵小品”，还包括

“乡愁小品 ”“亲情小品 ”“艺术小

品 ”等 ，手法都不拘一格 ，内涵指

向丰富多彩。

·他山之石·

找回遗失的快乐

■孙 莹

如果孩子回家告诉你， 他不

喜欢学校，不想上学了，你会怎么

说？ 如果你让他做作业，他却拖拖

拉拉不肯做，你会怎么办呢？ 又或

者， 班主任老师告诉你他上课总

是开小差，无法专心，喜欢插嘴捣

乱……相信光是想象这些情况 ，

已经足够让很多家长头痛不已

了。 你也许可以试着在《伊兹校园

奇遇记》中找找答案。

伊兹是一位普通的小学生 ，

他的脑袋装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想

法，在学校总是状况百出。 小说从

他的视角出发， 故事都发生在孩

子们熟悉的校园， 就是他们每天

生活学习的地方。 作为小学生，在

学习活动中经常产生由于成败带

来的强烈的情绪体验， 以及不适

的情绪压力。 外星人、间谍和吸血

鬼， 这些看起来跟真实校园生活

格格不入的 “神秘力量 ”，在伊兹

的故事中堂而皇之地成为主角 。

这些贴近校园生活又充满想象力

的故事情节， 成为孩子们内心打

破现实束缚的有力 “武器 ”，帮助

他们释放日常学业及生活中的压

力感，获得心理体验上的自由。 同

时，还可以帮助孩子转移注意力，

起到情绪安抚的作用。 事实上，如

果你认真问一个八岁的孩子 ，他

是否真的相信有吸血鬼， 很多人

都会告诉你说当然没有， 但这并

不妨碍他们从吸血鬼的故事中获

得乐趣。

成年人快乐能力的丧失 ，就

是从觉察力和想象力的丧失开始

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伊兹的故事

也是我们每个成年人的快乐教科

书。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时不时冒

出一些不着边际的 “吹牛” 或想

象， 先别急着纠正或破灭他的想

象， 不妨和孩子一起畅想和探索

一下那些离奇又有趣的故事 ，在

创造更具亲密感和高质量亲子时

光的同时， 也找回部分遗失的成

年人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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