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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恋情，已经成为现代职场人

不可避免的一种诱惑。有人说这能够

锻炼智商情商，有人却因陷入婚外恋而

备受煎熬。年轻未婚的男女在工作环

境中相识相知，最终走到一起，终究是

一段良缘；然而，对于已婚人士，一旦陷

入办公室暧昧关系，必将左右为难。奇

怪的是，很多人其实与伴侣并无深刻矛

盾，更没有离婚的打算，也深陷办公室

恋情，这究竟为何呢？

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与其他的

个体形成相互支持的紧密关系。人们

除了在生活中需要有另一半，在职场

中往往也需要可以倾心吐意的亲密伙

伴。所谓“职场伴侣论”认为，很多

人都会在所在的职场环境中，认定某

个或某几个人是自己的职场伴侣；如

果当你有了烦心的事都想告诉某个同

事，或者跟某个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感

觉身心很放松，不需要刻意伪装自

己，那么，他（她）很可能就是你所

认定的职场伴侣。

职场人眼中的“伴侣”，其实既有可

能是同性，也有可能是异性。只不过许

多同性之间往往更多存在相互竞争的

关系，会本能地产生相互戒备的心态，

除非双方在年龄、外形、背景、经历等各

方面条件相当，有共同语言，这样的两

个同性也许会成为亲密伙伴；而异性之

间会由于两性间天然的互相吸引，更加

容易放下戒备，相互信任支持。在职

场，很多男女会把和他们心仪的异性一

起共进工作午餐作为一种减压方式。

如果职场人士需要找一个人聊聊

工作中遇到的苦闷，或排遣内心寂寞，

为什么不向生活中的伴侣倾诉呢？这

是因为有些人和另一半之间本就缺乏

沟通，还有些人觉得另一半无法了解自

己工作中的具体困扰，或者担心自己在

另一半面前过于唠叨，影响夫妻感情。

有趣的是，“职场伴侣”的相互认定

也像普通恋爱一样，有一个彼此确认心

意的过程。有的时候，可能你有心，对

方无意。或者当你以为对方也“进入状

态”，开始对对方抱有期待，对方没有回

应时，也会有失望的心情。当两个异性

同事都彼此认定对方是自己的“职场伴

侣”时，他们有可能进一步产生暧昧的

情愫。通常，已婚人士中，以下几类人

比较容易快速陷入实质性的“办公室恋

情”：自身道德约束力量低；与伴侣关系

不和；或者以此作为逃避工作、生活压

力的手段。

虽然有的企业出于经营管理和利

益考量，规定办公室恋情中的一方必

须辞职，但多数企业并无硬性规定，

只要双方不影响工作就不干预。职场

当中的良伴可遇不可求，而涉及异性

之间的关系，还真的不能完全跟着感

觉走。

一丝不苟地恪守与传承是困难的，融入时代元素、有创新的恪守与

传承更是艰难，因为那需要剥离掉一切旁枝末节，直取文化的精髓。

美食入胃 馨香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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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的一天，去附近的稻香村门店，想买

几块叫做“鲜花玫瑰”的点心。这种点心是

稻香村的传统名品之一，外面几层酥皮，里

面包着玫瑰花瓣的糖馅，食之甘糯可口，食

毕齿颊留香。想想，谁能不爱玫瑰的芳香呢？

可是，热情的售货员这一次却问我：“不

买几块时新的鲜花紫藤尝尝吗？”

“紫藤？你是说现在外面正开着的那种紫

藤花吗？”

“对呀！要不怎么叫时新呢？紫藤花就开

这么几天，过去了，再想吃就要等明年了！”

我一直了解稻香村产品的做工考究，却

惊讶于他们对产品的设计与原料的选择居然

精细到如此地步，且与时令结合得如此贴切

——那“鲜花紫藤”自然也错不了，淡淡的

清香，正是春天的味道。

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对稻香村的了

解越来越多。了解得越多，就时有惊喜，而

且还有些安慰。

我不想赘述稻香村对原料近乎苛刻的选

择，也不想赘述他们为保证产品的口感和美

味，至今仍保留着的部分人工作业的工序。这

些都作为企业文化被一直传承下来，一丝不苟

地恪守，绝不走样。例如，核桃仁要用山西汾

阳的，那里的桃仁色白肉厚，香味浓郁；玫瑰花

要用京西妙峰山的，那里的玫瑰花花大瓣厚，

气味芬芳。还有，为保证新鲜，蛋糕所用蛋液

加工必须在下午 4 点后才开始，制作元宵所用

的糯米要在凌晨 3点开始泡⋯⋯

我更想说说更新鲜的东西——从 2010 年

开始，也就是这个老字号食品企业创立整整

115 周年之际，每到一个二十四节气来临的时

候，稻香村就会推出契合这个时令的食品：

立春的“咬春卷”、谷雨的“椿芽酥”、立夏

的“陈皮饼”、芒种的“桑葚果”、处暑的

“百合鸭”、立冬的“佛手卷”、大雪的“红枣

糕”、大寒的“消寒糕”⋯⋯总共 24 种，每一

种都是根据每个节气的气候特征、当时人们

的体质特点，以应时的新鲜食材为主料，兼

顾食俗养生需要和口味特色。

而在稻香村发来的资料及其网站上，都

对这些节气养生食品进行了深度解读，每一

个门店也会对它们进行特别推介。他们会告

诉你，雨水节气，虽然已经入春，但北京城

仍然春寒料峭，此时的气候对人的胃肠消化

功能影响很大，加上春节期间大家在饮食上

多大鱼大肉，油腻的食品也无形中增加了肠

胃负担。因此，适宜吃些甜食，但不宜过于

油腻。而“雨水望春蜜饼”采用蜂蜜鲜柚入

馅，柚子具有健胃、助消化的作用，蜂蜜能

够补中益气、润肠通便。蜂蜜的香甜和柚子

的清香让糕饼吃上去口感酥松、入口清香，

香甜而不腻，还可以化解大年里鱼肉的油

腻。寒露，意味着气候由热转寒，万物因寒

气增长而日渐萧落，是热与冷交替的季节。

古人云：“秋之燥，宜食麻以润燥”，故寒露

有“吃芝麻”的习俗。“寒露芝麻酥”选用当

季芝麻为馅，面中加入白芝麻，表面再点缀

上黑芝麻，口感酥脆，鲜香四溢且营养丰

富，温润解燥，是暮秋时节的养生美味和佳

品⋯⋯

久而久之，美食入胃，一些与节令有关

的知识、习俗也像涓涓细流浸入内心、记于

脑海。忽然之间，我发现，这哪里是一块小

小的吃食，分明是独具匠心地凝聚了相关历

史、社会、自然的文化精髓的杰作！

我们经常感叹，很多传统文化消失了，

没有传承下来。所以，当发现稻香村只是用

一块小小的点心就做到了如此有意义的事情

时，除了惊喜，必然还有安慰。

一丝不苟地恪守与传承是困难的，融入

时代元素、有创新的恪守与传承更是艰难，

因为那需要剥离掉一切旁枝末节，直取文化

的精髓。

如何去追究稻香村推出二十四节气养生

食品的初衷呢？也许是独具慧眼，也许是妙

手偶得。总之，我们得到的，已经远远不止

一块可口的小点心那么简单。

近日，笔者在安徽省芜湖县第二

中学调研采访时发现，“体教结合”的

实践在这所学校焕发出强大的活

力。该校作为安徽省击剑传统项目

学校，其击剑队现有注册运动员 124

人，年龄最小的 9 岁，最大的 16 岁。

2008年至今，这支击剑队在安徽省青

少年击剑锦标赛中累计获得金牌 29

枚，在全国中学生击剑锦标赛上还曾

获得过 1 金 1 银 3 铜的好成绩。四年

级的王闰麒告诉笔者，平时 2 个多小

时的训练并没有耽误学习，反而让

自己觉得很快乐。

我们知道，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探索体教结合之路以来，高校已成

为我国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一支有

生力量。大运会、亚运会乃至奥运会

的竞技场上，都闪耀着体教结合的身

影。其实，中小学的“体教结合”同样

重要。“体教结合”的探索，既关乎学

校教育质量，也关乎学生成长成才，

正日益成为很多中小学教育的一项

重要工作。

实行“体教结合”，就是为了学

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长期以

来，学校的体育教学是弱项，一般而

言，中学体育课都是“自习课”，往往

被语、数、外等主课占去。现在，经

常有媒体报道某某学校的学生在体

测中晕倒，或是学生在军训时怕累

怕苦。导致此类现象多发的主要原

因，是学校体育教学的缺位。要知

道，具有健康体魄是青少年成为祖

国未来栋梁的基础条件。

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课余活动

时间，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锻炼运

动、强健体魄，是学校教育应有之

义。更重要的是，运动场上摸爬滚

打磨炼出来的品格和意志，远非书

本上僵硬的知识所能比拟。人生中

的诸多挑战，都需要坚韧的品格和

不屈的意志去面对。

与“体教结合”密切相关的，则

是“体育特长生”。在中学教育中，

他们留给同学们的印象就是课堂上

睡大觉，文化课成绩低，常常和人打

架之类。现实中，有的学校因为追

求体育成绩，看中奖牌得失，往往忽

视了对体育特长生的文化素质培

养。为什么有的优秀运动员离开了

赛场就无所适从？究其原因，他们

除了体育竞技能力以外，其他什么

都不会。其实，学校重视体育教学，

不能以学生文化素质缺失作为代

价。综合素质、文化课程的培养，对

于体育特长生来说，同样非常重要。

所谓“体教结合”，体育和教育

缺一不可。同时，“体教结合”也为

培养体育人才拓宽了门路，可以发

现更多的具有体育天赋和潜力的学

生。说到底，体育、教育事业最根

本的培养目标就是关注学生自身成

长，这也是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扎堆儿的儿童电

影好不热闹：好莱坞的《疯狂原始人》延长档期；国

产的《魁拔 2》、《潜艇总动员 3：彩虹宝藏》、《辛巴

达历险记》等密集上映。热闹之余，也不免叹息：

为什么 7 部电影里绝大部分都是动画片，真人儿

童故事片依然很少？

给孩子看的电影不是只有动画片，对走向独

立和成熟的青少年而言，儿童电影不该总是那么

“低幼”。

不可否认，动画电影是非常适合孩子的一种

电影形式。笔者依然清晰记得并深刻怀念着小时

候看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九色鹿》等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儿童电影，那些将传统文化的

精神气韵与中国式绘画的表现形式融为一体的经

典，今天看来依然美轮美奂。

好的动画片并不幼稚，看似天马行空的故事，

也是对现实的另类思考。但是，动画片毕竟有局

限。孩子们在长大，不能总徘徊在童话世界里，现

实生活不会总像“喜羊羊”打败“灰太狼”那么简

单。他们的心灵要成长，要慢慢读懂多彩而复杂

的现实，在挫折中学会坚持理想，在前进道路上懂

得友谊的重量，逐渐树立起积极正确的人生方

向。这些都必须有现实的依托。

真人儿童故事片并不是没人拍，西安籍导演

张忠华就一直在坚守，“我童心未泯，我要扛起中

国儿童片的一面旗”。但是，他拍的不少儿童片都

没走进影院。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会长侯克明

说，“去年我国国产儿童片为 70 部，动画片占到 20

部，动画片大都进了影院，但 50 部儿童故事片中，

能走进电影院的不到 10部。”

或许我们可以责怪市场过于急功近利，但儿

童故事片不吸引人是摆在面前活生生的现实。笔

者“六一”参加了第九届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的开

幕式，开幕影片就是《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

扮演者祝新运导演的《太阳脸》。40 多年过去了，

祝导还延续着当年革命战争时期的思路，还在讲

孩子们如何打鬼子，还意在告诉孩子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时代已经变了，故事的内

容和讲故事的方式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创作人

如果总是在儿童电影中强加太多的教育意义，总

是在说教，总是和现实生活脱节，谁会爱看？没有

观众，就没有票房，吸引不来投资，如何走出恶性

循环？今天的孩子们面对的是全球化、信息化、现

代化的世界，心智成熟程度超乎父母的想象。今

天的孩子喜欢看什么电影，需要细细思量。

儿童电影的衰落，也有体制机制的原因。这

个“六一”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 32 岁生日。

它曾经获得金鸡奖、童牛奖、国际电影节奖等 120

多个奖项，如今却窘迫得只剩下了一个厂名、一个

厂长。辉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儿影厂，没法适应

市场经济，灿若繁星的奖项不等于打动人心的作

品，至今我们依稀记得的只有一部《霹雳贝贝》。

快放暑假了，电影暑期档即将拉开大幕，很多

家长又要头疼如何选一部孩子和大人都爱看的儿

童片了。其实，好的儿童电影就应该是成人与儿

童的对话，父母告诉孩子如何积极乐观地面对人

生，孩子告诉父母童年里透明纯粹的快乐。按着

这个标准去创作，儿童电影怎会不吸引人？

去年曾专门到美国考察大学，

先后参观了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

学等。尽管以前对美国大学有些了

解，但实地考察后，给我留下印象最

深的是美国大学的教室。在这些大

学，小教室居多，这与美国大学本科

教学提倡小班授课的理念相契合。

更让我惊讶的是，小教室中都没设

置讲台。许多教室除了前面的黑板

外，侧面也有可供老师和学生随时

板书、交流的黑板。

从美国学校教室的设计来看，知

识的传递是平面的，教师与学生的位

置是平等和开放的。在大教室，学生

坐的位置甚至高于老师的位置。在

这样的教与学过程中，作为教育主体

的学生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学习的

优势。在美国的大教室，老师需要

“仰视学生”，而在中国的大教室，老

师是“俯视”大部分学生的。这里面

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意义：当一

个人俯视别人的时候，要尊重对方是

有一定难度的；当仰视别人时，不尊

重对方也是有难度的。

1928 年罗格出版的《以孩子为

中心的学校》中主张，在以孩子为中

心的学校里，应当由孩子决定他们

要学什么，而逼着孩子按照现行的

课程设计学习，将抑制学生自我实

现的能力。从那时起，美国的课堂

里就悄然发生了一场教育革命：课

桌椅不再排列成行；学生越来越多

地围坐成圈，形成小组，成为所谓

“主动的学习者”。

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后，

人们不再满足于知识从教师向学生

的单向传递，而是代之以“启发式”

或“放羊式”积极参与的主动学习，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美国能够产生那

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而且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

开 始 包 揽 了 绝 大 多 数 的 诺 贝 尔

奖。尽管今天美国重方法而轻知

识的教育倾向导致美国中小学生

应试成绩平平，但我们的“灌输式”

或“填鸭式”教育却扼杀了最聪明

学生的创造性，虽然在知识掌握及

国际竞赛方面我国中学生总是处于

领先地位。

如何发挥我们的教育优势，学习

美国的教育理念，避免他们已经暴露

出来的弊端，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不

断思考。我认为，首先应当从“讲台”

走下来，增加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交

流。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目前提高大

学教学质量最容易也最迫切的操

作。只有改变教育观念、真正尊重学

生，教师与学生才会互相激励、共同

成长、实现双赢。

好的儿童电影就应该是成

人与儿童的对话，父母告诉孩

子如何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

孩子告诉父母童年里透明纯粹

的快乐。

北京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夫妇，短短 3

年时间里自助游览了欧洲、北美洲、南美洲

的 40 个国家和地区，还去了普通人无法到

达的南极。一时间，64 岁的张广柱和 61 岁

的王钟津成了很多媒体和读者关注的焦

点。环游世界，谁不心动？

电视剧《北京青年》里，为了一个“重走

青春路”的梦想，几个生活在繁华大都市的

年轻人放弃原本的稳定生活，拿起背包，踏

上了一段重拾青春的征程。虽感觉有些不

切实际，但“青春”二字，谁不在意？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

祭奠呢⋯⋯”李宇春的“青春呐喊”引发了

众多网友的集体共鸣，成为一段时间内网

络最红的语句。“老”并不是真的老，而是一

种遗憾。“疯狂”的想法，谁没有过？

会心动、会羡慕，然后开始审视自己的

生活，问自己是不是也能像他们一样为了

自己的梦想而“疯狂”一次。不是所有人都

期望有如此“疯狂”的生活，但却不得不被

这样“疯狂”的勇气所动摇。其实，我们所

期待的无非是改变眼下这一成不变的生活

状态。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戏码，

有的波澜壮阔、惊世骇俗，而更多人的生活

是波澜不惊、平实无闻的。身处在繁华都

市的年轻人总是天天嚷着想旅行，却很少

有人会真的背起行囊；天天嚷着要实现自

己曾经的梦想，却没有勇气丢掉眼前的安

稳。我们承担着各种责任、压力，有时畏惧

改变，客观条件束缚住了我们想要改变的

勇气。而那些惊世骇俗的改变，却足以让

我们相信，即使身处俗世，也同样可以找寻

心灵家园。

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生，改变虽然未必能

让我们到达理想彼岸，但至少给予了人生另

外一种选择。人生道路上的磕磕碰碰、彷徨

犹豫，都是人生的财富。就像编剧孙建业所

说，“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安于现状，向现实

妥协，但希望这一天来得越晚越好。”

再不改变

就“老”了
□ 李盛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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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女儿得了肺炎，打了一个疗程

的点滴，病情得到缓解。有同事建议应找

中医调理一下，效果会更好。于是，笔者决

定到北京一所著名中医院看一看。去中医

院之前就有人告知，“这所医院挂号很难，

得很早去排队”。

早晨 5 点钟，笔者来到这所医院，挂号

大厅里已是人声鼎沸。几个挂号窗口前弯

弯曲曲排着长队，几经询问才知道队尾在

哪里。数了数前面的人数，大约有 40 多

个。旁边的一位阿姨好心告诉记者，想挂

专家号，今天不行了，明天再早点来。

到了 6 点多左右，队伍最前面放着的

板凳、椅子和坐垫等物品的主人们陆续回

来了，他们开始往队伍的后面走，边走边推

销着自己的优越位置，“前面 3 号，保证专

家号”，“呼吸科主任医师，保证挂上号”，

“肿瘤科专家号”⋯⋯

这些票贩子悠然自得地游走于整个挂

号大厅，医院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视他们

如无物。一些经常来挂号的人亲热地和他

们打着招呼。在这里，本应存在着剧烈矛

盾的人们，相处得其乐融融。

事实上，这些票贩子侵害了每一个挂

号人的利益，他们应该是大家群起而攻之

的对象。但是，有排队挂号的人说，“他们

也不容易，挣个辛苦钱”。这样的逻辑实在

可笑，因为辛苦，就可以堂而皇之违反法律

法规，获取不正当利益吗？！不少人在不该

善良的地方，偏偏涌出浓浓的“善意”。他

们的逻辑可能更多在说服自己，为自己的

退却和忍让找个理由。就这样，医院里的

票贩子和医院、和医生、和看病者长年累月

“和平共处”。

在不该选择沉默的时候，沉默就是纵

容；长年累月的沉默，损害的是全社会的秩

序。在不该沉默的时候少些沉默吧！

我们不应

选择沉默
□ 李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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