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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职场空窗期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倡导天下为
公、叱咤辛亥的历史风云人物；而太平
猴魁，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孙中
山与太平猴魁之间，又有哪些有趣的故
事呢？

民国元年即 1912 年的 10 月，时任
国民党理事长的孙中山先生，乘“联鲸”
号兵舰在长江下游考察实业。10 月 23
日—30 日，孙中山先生分别在安庆、芜
湖登岸，作短时间停留，受到两地各界
的热烈欢迎。事前，太平茶商苏锡岱得
知消息后便通知其义弟刘敬之，指由正
在芜湖开设“南山茶号”的义兄方南山，
带上本人精制的太平猴魁作为厚礼，去
芜湖码头敬献给孙中山先生。当孙中
山在芜湖铁山休息时饮到侍者给冲泡
的太平猴魁，才呷两口就赞不绝口，连
称好茶，深为猴魁之美之奇感到兴奋。
乘着茶兴正浓，孙中山先生欣然挥毫为
方南山题了词：“饮杯猴茶，如得知己，
可以无憾。南山先生鉴 民元孙文”，
并盖上印章。

力透纸背、酣畅有力的题词墨宝，
虽字数不多，但内涵丰富，它把太平猴
魁的品质，提高到饮之无憾的知己地
步。既是对猴魁茶的充分肯定，也是对
茶人方南山为创制猴魁茶所作贡献的
鼓励与褒奖，更体现了孙中山先生体恤
民情、关注民生、视茶人为知己的伟人
风范。名茶名人，相知相识，相互交融，
他的题词已成中华茶文化的瑰宝，更见
证了方南山对猴魁茶的巨大贡献。这
件事记载在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年版
的《太平猴魁》一书中。

方南山何许人也？他是安徽黄山
区新明乡三合村猴坑人。他自幼就迷
上了茶叶，居然为此终生未娶。他从进
山购茶的商人那儿得到启发，着手改进
种茶与制茶技艺，使得茶叶品质有了飞
跃式的提高。1910 年，他在猴坑狮形头
培育的太平猴魁，一举夺得南洋劝业会

“优奖”。1915 年，已经小有名气的太平
猴魁，经当时大茶商的推荐，参加巴拿
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方南山带着
参赛茶叶，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来到
美国旧金山。他见洋人对中国茶叶不
甚了解，光顾者很少，就在中华馆旁的
木屋开设茶室，烹泡魁茶，立时香气四
溢，吸引八方来宾，结果荣膺“一等金
奖”，载誉而归。如今，太平猴魁茶更被
誉作“藏在深山的绿色金子”，深受爱茶
人的喜爱。

那么，孙中山先生为太平猴魁茶题
词 ，是 一 时 冲 动 吗 ？ 答 案 肯 定 是 否
定的。

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是广东香山，
这是一个饮茶习俗风盛之地，他从小就
耳濡目染茶习俗、茶文化。后来他又一
度以医为业，对茶的功能更是心知肚
明。即便是在戎马倥偬、东奔西走的革
命征途中，也依然没有忘记中国茶。“茶
为 文 明 古 国 所 即 知 已 用 之 一 种 饮 料
⋯⋯就茶言之，是为最合卫生、最优美
之人类饮料！”这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
之二：实业计划》一文中，对茶叶作出的
至高赞美。而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
设》中论及中国的烹调、饮食科学卫生
时，孙中山又这样写道：“中国常人所饮
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
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卫生家所考得
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
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孙中山先
生为太平猴魁茶的题词，只不过是他心
中那部中国茶赞歌里的一个漂亮的乐
章罢了。而孙中山先生的这幅题词墨
宝，也已成为太平猴魁博物馆中的镇馆
之宝，在阵阵茶香中向世人展示，并一
遍又一遍地讲述着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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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三月，万物生发。有人为新一年的
目标开始努力，有人却尝到了职业生涯的另
一种滋味。被炒鱿鱼，对谁来说都是件难过
的事情，但是度过了这段特殊时期，说不定
你的职业生涯更加精彩。

坏消息来了

“你被解雇了。”当外国老板用英语淡淡
地说出这句话时，在张女士心中激起的无异
于惊雷。“我感觉是一大盆冰水从头泼到脚，
浑身冻得发抖，比严寒的冬天还要冷。”发布
新财年报告的第二天，张女士接到老板召见
的电话。她多年担任企业高管，本以为老板
找她是研究新财年工作，完全没有料到是当
头一棒。“没有为什么，公司效益不好，老板
业绩没完成，倒霉的是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
的人。他以为换了新人业绩就能上去吗？”

当局外人看到企业并购、公司换帅、年
终报告等各种新闻时，关注的大多是这些信
息传播出来的交易数额大小、新老板的姓名
和曾经任职的公司，从中找出种种蛛丝马
迹，以便分析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变化迹
象。但对于企业员工来说，这种变化往往意
味着一次内部的人士调节大地震。特别是
那些高层经理人员面临的是要么追随原老
板走，要么留下跟着新老板的纠结。留下，
也许会被看成“叛徒”，离开，新的岗位并非
自己熟悉并喜欢。企业里中流砥柱的骨干
员工，常常是拿钱最多的一批人，但是到了
企业不景气的时候，最先被开除的反而是这
样的人。

类似张女士境况的人，在外企中并不是
少数，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外企在中
国感到生意不赚钱或者看不到未来有希望
时，撤销在中国的办公室似乎只是几个房
间，但对于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来说，则
是一场灾难，无论职位高低，无一幸免，收拾
东西走人。

一位曾在两家跨国公司担任中国总经
理的龙先生说，由于公司完全按照总部制定
的脱离当地实际情况的战略做事，在中国执
行起来很辛苦却难见成效，因此勉强支撑着
一个摊子惨淡经营，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
场空”。笔者劝他说：“你有好几套房子，光
收房租就够养活你一家人，这些年你都在无
休止地打拼，你也应该带着全家去度假，没
准事情没有你想的那样糟糕。”龙先生失落
地说：“不是钱的问题，这辈子的钱都够养活
全家了，只是一个男人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
有事业，没有社交圈子，原来的朋友也会慢
慢疏远你。”

伴随工作状态的变化，在其他衍生问题
陆续出现时，最紧要的是要维持现在的生活
状态，比如重新找份工作。

不过从头再来

生活在继续，生活也必须继续。
张女士是留法博士，年轻时曾是多家企

业追逐的人才。她自信地认为，天涯何处无
芳草，凭着她的资历和才华，重新找份工作
是分分钟的事情。

然而，多年来在职场生涯中一路高歌充
满自信的张女士，却在现实面前到处碰壁。
她在电话里抽泣，声音像被寒霜打过一般软
弱无力：“像我这样 50 岁左右的人是职场最
敏感和困难的年龄段，高不成低不就，既不
可能随便找一份秘书的工作，人家也不要。
而且，企业都在压低成本、缩减开支，我再找
一份和原来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几乎不太现
实。生活上可以简单、饮食上可以缩减，但
孩子的学费一分都不能少。家里人还以为
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该怎么办？”电话那头
带着抽泣的声音时高时低，丝毫没有像平时
那样，问一句“你是否有时间听我唠叨”。

“凭你的社交圈子和工作能力，一定会
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挺住了，一切都
会过去，趴下了，再也不会重来。”笔者苍白
的安慰不知是否有效果。几个月后，张女士
终于找到一份她满意的工作。她感慨地说：

“通过几个月找工作的摸爬滚打，我相信了
一条吸引力法则：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
么，这就叫心想事成；你怀疑什么，什么就会
与你擦肩而过，这叫不信则无；你抱怨什么，
什么事就在你身上发生，这叫怕什么来什
么；面对机会和挑战，你相信能与不能都是
对的，不一样的意识决定不一样的结果。在

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需要突破的是自己内
心的障碍。

一直在找工作的龙先生也从沮丧和失
落中走了出来。他说，这些年忙忙碌碌，从
来都没有机会陪家人旅游，趁着“失业”正好
可以感受全家人在一起的温馨。在这段时
间，龙先生实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青春梦想。在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后，他对自
己今后的事业发展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其实，人在跌入谷底落魄时，才知道谁的手
最暖。在这段时间里，家庭和朋友给了我很
多的精神鼓励和实际帮助。职业的每时每
刻都是起点，也是职涯突破点。我看好自
己，深切体会的一点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只
要心还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课间休息期

个人的职业生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有着不同的职业需求和人生追求。根据美
国职业管理学家萨珀和美国心理学博士格
林豪斯等人关于职业规划的理论观点，职业
发展可以分为学习探索阶段、创业积累阶
段、成熟发展阶段、高峰维持阶段以及衰退
阶段等不同的阶段。

今年 55 岁的刘大卫在其职场生涯中，
曾经在不同的 500 强跨国公司担任市场总
监、中国区总裁等职位。在 48 岁本命年那
年，他接到总部一纸辞职令，他精心策划的
新年计划等于彻底泡汤。在他寻找下一个
工作的时间里，他认真地给自己的职涯作了
一番深刻的思考。他说，因为各种原因从原
来公司离职，在找到下一家企业之前，这段

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这一般被称
作职业的时间窗口。在这一段时间内，大多
数人一般都会做几件事情，比如陪伴家人，
总结过去，规划未来。

刘大卫说：“从我的体会来讲，在多重作
用之下，一个人在企业中很难对自己的职业
发展前景作主动和清晰的规划。经过工作
历练和一段时间的休息后，才有机会对自己
有更清醒的认知，为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作
一次重新的规划。”

在这段空窗期，不应忘记充电。职场专
家建议说，面对未来不可知的压力，他们需
要更多地从书本中，从朋友圈里，从导师教
诲中那里汲取知识，得到点拨。从而重新准
备自己的简历，研究行业最新发展，关注龙
头企业的动向，打听可能的工作机会，联系
猎头和职场的关系户，请过去的领导帮助介
绍和推荐，都是不可缺少的为下次起程远航
的功课。

在一次次的探索和尝试中找到自己喜
欢又擅长做的后半生事业后，刘大卫说：“总
之，人生是没有真正假期的长途旅程，失去
现有的工作不过是一次短暂的课间休息。”
如今，经过课间休息养精蓄锐后，刘大卫开
启了人生下一次远航的征程，这一次，他要
自己创业了。

要说当下最火的动画人物是谁，姑娘们

一致认为是大白。连高大上的故宫也制作

了一系列“大白”版皇帝嫔妃侍卫玩偶，为

“大白”增添了不少故宫特色，在微博上圈了

众多的粉丝。

一向以高冷著称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如

今的卖萌技巧相当高超，既紧跟潮流又普及

历史知识。最著名的当属去年那篇名为《雍

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图文，最近又在微信

上火了：渔夫雍正在河边优哉地泡着脚丫，边

搓边说，“朕⋯⋯脚痒”。当仪态凛然的皇帝，

在文化创意产品的演绎下放下身段，变成自

由率真、幽默可爱的萌叔，怎能不迷倒众人？

话说史书中的雍正爷，压根儿就是一个

工作狂。不过政务之外的他，则是一位原本

就极爱卖萌的人。他在闲暇之时的一大乐

趣，就是让宫廷画师为自己画像。在原版的

《雍正行乐图》里，雍正或为仙风道骨立于悬

崖边的道士，或为手拿钢叉斗猛虎的勇士，

或为松间抚琴的雅客，或为身披蓑衣独坐船

上的钓者⋯⋯艺术史学家巫鸿就曾作出过

这样的评价，“这是一场清帝的假面舞会。”

其实，故宫创作团队只是把原图进行了

动画处理，然后加上旁白，并没有生造动漫

形象。只要简单比对一下原版与动画版的

区别，就能知道，他们没说假话。一个原本

就爱卖萌的帝王，在动画技术的帮助下继续

卖萌，至少笔者实在没找到什么违和感。

之前备受诟病的“朕就是这样汉子”折

扇，路数也大抵如此。300 年前，雍正爷为

了调粮的事儿，先是接纳了河南巡抚田文镜

的意见，后来又被左都御史和户部尚书忽悠

了，闹了个“大窝脖儿”。气不过，又放不下

面子，只得把气撒在田文镜的身上，于是便

有了那篇傲娇的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

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

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史料为证，话是雍正说的，字是雍正写

的，而故宫做的事情，其实不过是截个图，然

后印在扇面上，如此而已。

依笔者个人的观点，如此创意，未尝不

可，甚至可以尝试再大胆些。既然是创意，

就不可能原样照搬，加点儿艺术夸张，不是

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其与恶搞的根本差异

在于，是否有历史真实作为基准。

故宫博物院爱拿四爷做文章的原因或

许正在于此。不然，为什么不打康熙的主意

呢，因为康熙爱打仗，爱生孩子，但确实不爱

卖萌。

再来看看传播效果。作为一个学历史

出身的人，笔者知道原版《雍正行乐图》确实

已经很久了，代价是至今想起依然让人不寒

而栗的学院生涯。没有这段经历的人，知道

它的几率恐怕不太高。

而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对于当下日

渐式微的传统文化来说，跨过普及谈传承显

然是有些心急了。先让大家知道，再让感兴

趣的人学习，而后让感兴趣并且有能力的人

发扬光大，一个完整的套路打下来，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传承。仅就传承的第一步——

普及的功效来说，卖萌派的功力与学院派相

比，不可同日而语。看看动画版近百万的阅

读量与超过十万的点赞，你懂的。

萌叔的完胜并不等于传统文化的完

败。其背后隐藏的问题是，传统文化，至少

是传统文化的皮毛，该到了“放下架子”的时

候了。面对更快的生活节奏、更多样的知识

摄取架构和更活跃的思维方式，一味保持高

冷八成是不行的，搞不好真会“被人拒于千

里之外”。甭管是卖萌还是卖点别的啥，引

起大家的兴趣，吸引人们走进博物馆，进而

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才是传承的根基所

在。至于传承的更高形态，也即普及之后的

第二步、第三步，大可在做大基数后再来考

虑。毕竟，能不能在 100 个人里挑出一个真

爱传统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终生的不好说，

但在 100万个人里挑，几率总是大大的。

卖萌不是问题，为什么卖萌才是问题。

若高冷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惟一面目，“萌萌

哒”又有何不可呢？

□ 陈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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