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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乡的人》是一本关于“乡愁”的文集，全书分
为“还乡”和“漫游”两部分，还原了一个乡村少年的个
体体验与心路历程。作者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家乡
的怀念，另一方面对盛行的“怀乡病”进行了思考和解
读。近年来在城市化的巨幅篇章中，乡愁显然具有了
不同意义。当亿万农民渴望走出村庄，乐此不疲地追
逐拥抱现代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却呼喊着回归村庄、
守候村庄。身在故乡之外，却又在故乡之中，可能是
每位游子共同的感受。

《有故乡的人》语言质朴自然，书中文字往往不事
雕琢，却恰到好处地传达出情绪和思想。这种朴实的
文风，让每位读者都能轻松地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
体会到故乡的温馨。比如《乡雪》中对雪天景色的描
写：“世界好像一夜之间长了一层白色的皮肤。远处
的山，近处的树，屋顶上，田埂上，雪均匀地铺衬着，天
地之间只有形状，没有了颜色差异。”语言简洁而生
动，将雪后的景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

全书围绕“故乡”这一主题，探讨了现代人如何在
不断变迁的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故乡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是文化与历史的集合体。
书中写道：“我们出生的村庄是熟悉的故乡，但更大的
还是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和它背后构成社会的那个人
群。”作者强调了故乡与个体、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
揭示了人们在面对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时，面临的困
境与内心的追寻。在这一主题下，作者回忆了自己在
故乡的点滴，诸如孩童时代在雪地奔跑的欢乐，与家
人团聚的温暖瞬间等。这种对个人回忆的细腻描写，
让人感受到作者对故乡深厚的情感，犹如一种深沉的
情愫，令人不禁心头一暖。

书中对母亲形象的描写尤其细致入微。如在《酿
酒的母亲》里，从准备材料到精心酿制，母亲酿酒的每
一个环节都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和浓浓的亲情。母
亲对酿酒的执着与用心，展现了对故乡传统习俗的坚
守，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将故乡的温暖与美好描绘
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70后，作者目睹了时代的快速发展，故
乡与乡土成了记忆一隅的残影。“这不是自己的个体
经验，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他看来，怀念故乡
只是乡愁的一个方向。在《人歌人哭》一文中，作者叙
述了离开故乡后在不同时期的中秋经历，高中时的落
寞、大学时的惊愕、工作后的忙碌与坚守，这些经历都
与故乡的中秋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作者在异乡对故
乡的思念与牵挂。

从作品的风格和叙述结构来看，作者的文字没有
华丽的修辞，但却能细腻入微地捕捉到一些生活的瞬
间，如同清晨的露水，滋润而真实，让人仿佛置身于那
个熟悉的乡村世界。在叙述结构上，作者采用了“还
乡”与“漫游”的双线叙述，将二者交织展现在读者面
前，使故乡的温暖与异乡的孤独形成鲜明对比，营造
出更为复杂的情感层次。

掩卷深思，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常常在
忙碌中迷失自我，忘记了自己的根。《有故乡的人》提
醒我们，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故乡，因为
故乡是我们的精神寄托，是我们灵魂的栖息地。这本
书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思考如何在现
代社会中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归属感。因此，《有故乡
的人》不仅是一部关于故乡的文学作品，更是一本引
导当代人探寻自我、寻找精神家园的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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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直播了，我才想起直播大纲还没有
敲定，追问起来，负责此事的同事支支吾吾
地说：“我对内容还不熟悉，进度有点慢了。”

我看了一眼大纲，他何止不熟悉，基本
等于没写。我一着急，发了一通火。他的主
管拉了拉我，说：“他刚来，也算尽力了。”我
问主管：“他不熟悉工作，那他向你寻求帮助
了吗？”主管摇摇头：“但他很认真，连续加班
好几天了。”这话更是火上浇油，我生气地
说：“这就叫作没有尽力！”

我们只得临时赶工，最终顺利做完直
播。

事后，我把主管和那名男生留下来，给
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在院子里搬
一块大石头，石头太重，他搬不起来。小男
孩对爸爸说：“我已经尽力了。”他爸爸说：

“你没有尽全力，因为，你还没找我帮忙呢。”
男生欲言又止：“但是找别人帮忙……”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曾经也像他一样。我
刚入职场时，有一次要参与撰写一篇行业分
析稿，每个编辑写一部分，给我分配的是关
于体育行业的内容。这我哪里懂啊！时间
紧迫，我找到体育行业一个熟识的记者，他
为我提供了素材，让我顺利地完成了这部分
内容。评审会时，好几个同事交不出稿件，
理由是资料的线索太多，需要好好梳理。我
当时慌急了，感觉就像在一群好学生中，只
有我不务正业、投机取巧。

出乎意料的是，领导看了我的稿子，非
常高兴地评价：“又快又好！”

同事们不屑地说：“原来假手于人也行
啊。”我脸红得抬不起头来。

领导看了他们一眼，说了一句话：“借
力，也是一种能力。”

同事们不以为然，但我牢牢记住了这句
话。

很多职场中人就像那个搬石头的小男
孩，特别努力地解决问题，努力地扛起责任，
唯独不会努力地“借力”。

原因之一，是想不到这种方法，或者从
心底不认同这种方法，觉得这是我自己的
事，麻烦别人，显得我很无能。但真要说无
能，莫过于自己忙活半天，事还没做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不知道怎么
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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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可以靠“说”，借力也可以靠“做”。
我有个负责运营的同事，原来做线下活

动，人手总不够用。他自己吭哧吭哧干半
天，实在不行才找别人：“我这边有个活动，
能不能请你帮忙，借我两个人。”

最终别人为难，他也觉得委屈。后来，

我让他换一种方法试试。
在活动筹备期间，对需要的人说：“嘿，

我这边有个活动，可以帮你们涨 1000 个粉
丝，只需要你们出两个人。”

把“我找你帮忙”，变成“我来帮你的
忙”。真正的借力，不是求助，是互助；不是
剥削，是告诉对方，我来给你送福利了。向
他人借力，就要给对方一个无法拒绝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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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文案组需要搜集大量的案例
作为写作素材。其中一个同事边吃外卖边
翻各种网页，加班加点地找，愁眉苦脸。但
我知道，以他的精力和视野，很难创造惊
喜。而另一个同事除了找案例，还会划出预
算，在线上做有偿征集。每周一下午，她会
通过外卖点一些点心，将同事们聚在一起。
大家聊着天，既筛选了案例，又共创了文稿。

她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维系了关系，还
设计了征集规则，多维度地解决了问题。我
忍不住在心里感叹：“真有办法啊。”

不管是说还是做，其实都是思维模式的
升级，把“点状思维”切换到“系统思维”——
从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点状思维”，
升级到多维度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

所有行为改变的背后，都是一次思维方
式的跃迁。下一次，当你手忙脚乱，觉得无
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完成工作时，请一定
想起这句话：职场中，借力也是一种能力，在
某些时候，它甚至比执行力更重要。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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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用来计时的沙漏，里面的细沙
隔一段时间，就要被换掉，换上新的细
沙。

为什么要把细沙换掉呢？原来，细
沙在通过沙漏窄小的颈口时，由于相互
挤压摩擦，时间久了，棱角就会逐渐消
磨掉，变得光滑起来，因而通过颈口也
就容易起来，细沙滴落的速度自然也就
加快，当然也就无法准确计算时间了。
这些用久了的细沙便成了废沙，被人所
抛弃，继而被新的细沙所替代。

人刚走入社会时，也是有棱有角
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生活压力的
挤压下，在人际关系的摩擦下，人身上
的棱角会被逐渐磨平，变得圆滑世故。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似乎八面玲珑、左
右逢源，但实则是因缺少真诚和正直，
与之交往，总是让人不放心、不踏实，时
刻防着，而最终成为不受人欢迎的人。

由此看来，无论沙漏里的细沙，还
是社会大舞台上的人们，过于滑头，都
不是好事。 来源：中青网

沙漏里的细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