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匠人已不是狭

隘的手工艺者，更代表着

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

踏实、精益求精

□ 秦延安

匠人匠心

中年员工当珍视
□ 雨 吟

人到中年

并非就一定缺

乏创新动力，

关键是企业是

否提供了创新

的平台、清晰

的目标、发展

的动力

最近，一项“‘4050’是否意味着‘职

场冬天’”的调查引发关注。在“哪些行

业‘4050’人员难就业”的调查中，网友

投票从多至少的选项是：服务行业、IT

业、网络主播等新兴行业、传媒行业、影

视行业。在一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企

业，中年员工遭遇职场“天花板”甚至

“被离职”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也引起

不少人的“共情”。

确实，现在不少招聘以年龄设限。

人到中年，换工作时失去了更多选择的

机会。随着年龄上升、精力下降，有些

事情已没有新鲜感，容易按部就班失去

创造力。一旦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被

离职”也在意料之中。

但是，我们应换个角度看知识、技

术密集型企业的“4050”人员。他们有

丰富的经验、成熟的技术、广泛的人脉，

同时，“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更珍视岗

位。虽然年轻员工的支出更低，但他们

跳槽的几率也更大，中年人在实践中获

取的经验弥足珍贵。

对一家眼光长远的企业来说，中年

员工是财富而非包袱。首先，这些

“4050”人员为企业奉献了青春和智慧，

而且每个年轻人都会有人到中年的一

天，一味降低人力成本而解聘“4050”人

员绝非明智之举；其次，人到中年并非

就一定缺乏创新动力，年轻人也不乏暮

气沉沉之辈，关键是企业是否提供了创

新的平台、清晰的目标、发展的动力，能

否在制度设计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

加员工的忠诚度。无论是哪个行当，企

业管理者都应该明晰，稳定的人才队伍

是核心竞争力。在对待中年员工的问

题上，企业应该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

利益的关系，在把控人力成本的同时，

更注重挖掘员工的内在潜力。

我有个朋友曾在日资企业工作。他

觉得，进入日资企业就像进入了一个家

庭，其终身雇佣制为员工提供了多元的

培训体系和晋升渠道，与员工形成了紧

密的利益联结纽带，在最困难的时候也

尽量不解雇人。员工强烈的归属感和奉

献精神，促使不少日企快速壮大。当然，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管理理念，但这种

把员工当成财富的做法值得借鉴。

事实证明，卓越的企业从来都因其

文化而充满吸引力，企业文化是一个企

业生命力、创造力、竞争力的源泉。以

前讲，待遇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

其实，文化才是一个企业最不可复制的

东西。“文化留人”能留住一群追求相

同、价值观相同的人，员工的活力就会

被激发，这样的企业才能成事，才能持

久。企业管理者要做的是用人所长，培

育文化，善待员工。当今时代，跳槽、换

工作已成常事。只有善待员工的企业

才能留住人才，即便企业一时遇到困

难，员工也愿意与企业共渡难关。

当然，“4050”人员该有危机感，通

过自主学习，增强接受新事物的勇气与

本领，跟上企业发展的脚步。别忘了，

“对工作保持热情，每天都在增值”。即

便遇到变化，与其哀叹不如拥抱它，焉

知不是一次新的开始？

把非遗“带回家”
当非遗与服饰、邮品、家居用品等结合后转化为新型工艺品，被消

费者“带回家”，有心人一定会去挖掘背后的故事

□ 牛 瑾

近日朋友圈里看到一篇题为“被遗忘的盛

世情书店”的文章，文中提到的盛世情书店，

是北师大东门对面一家颇为隐蔽的小书店。这

一片不起眼甚至有些逼仄的所在，曾是许多向

往学术的青年学子徜徉的小天地。笔者八年前

读研时，这片所在还在光辉笼罩中，及至一两

年前，盛世情日渐寡淡和萧条，笔者仍不时去

走走，或为了寻回当时的感觉。

盛世情如今的萧条和寡淡，是电商崛起

和人们购物、阅读方式变迁的折射。笔者求

学时代常到访的海淀图书城的野草、昊海

楼，北大的汉学、博雅书店，而今都湮没在

城市喧嚣的车水马龙中了。如今兴起的言几

又、单向街等咖啡加文创购物加售书的新型

书店，其“文化概念工厂”的定位令人眩

目，然而到底多了商业气息，少了旧式书店

的质朴与凝重。

盛世情是有过好时光的，如文中提到的

“当年北师大东门有一溜小书摊，范老板是其

中杀出的一匹黑马⋯⋯还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

杂志《读者》上打过广告，很多在北师大校园

里都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教授都会在这里出没

⋯⋯彼时的盛世情，多难找的学术书都能找

到，生意火得不得了，开学季买书常常要排长

队”。只可惜隔着13年的光阴再回望，只剩下

唏嘘。然而笔者提盛世情，并非为了单纯唏

嘘。盛世情一天天萧条，书店的范老板却还一

天天在书店守着，颇有人说他不合时宜，其

实，这是坚守，也更是一种舍弃。守着的，是

他“对书叶公好龙似的喜欢和执念”，舍弃

的，是曾经的光辉岁月和优势心态。

笔者近期每次去盛世情，看到老板或店

员淡定地守着，不仅不替他们感到落寞，反

倒多了几分佩服与崇敬。崇敬的是他们从辉

煌到萧条的淡泊心态。人们往往向往烈火烹

油、鲜花着锦的辉煌美好，而从一种较高的

状态落下来时，往往难以求得心理平衡，难

以舍弃一些原本拥有的东西。其实，盛世情

的际遇只是一例，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生

活，也并非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

意的事，如一段人生际遇的起伏不平，如一

段真挚情感的有始无终，有些挫折过于沉重

而难以承受，面对苦痛又无力改变，此时，

舍弃是一种充满智慧的选择。

我们不少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大多是要求

胜，要把一件事情坚持做下去，做到完美甚至

极致。在成长路上一些挫折面前，坚持没有

错，但如果有时很长一段时间有些问题解决不

了，不妨尝试一下不必死磕，舍弃一些不合理

的执念和追求，向着积极合理的方向进发。也

正如唯物辩证法中“扬弃”的概念，扬弃是继

承和发扬旧事物内部积极、合理的因素，是抛

弃和否定旧事物内部消极的、丧失必然性的因

素，是发扬与抛弃的统一。

人生路上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落的烦

恼。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我们不能把那些

苦痛一直环绕在心灵的枝干上。告别苦痛，

方能看到灿烂的明天；懂得舍弃，有时才能

看到另一片天空。从某种意义上讲，舍弃是

争取主动，是战略转移，是柳暗花明。

舍弃看似普通，其实需要豁达的心态、

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看似艰难，其实

也简单。就像太沉的包袱，放下了，才能继

续前行。

别沦为手机的俘虏

即便无法

完全做到利用

手机阅读“必读

的书”，最起码，

我们得多读一

些可读之书

□ 周慧虹

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

决不要因

欲望易满足而

升级不止，那就

在根本上淤塞

了你产生幸福

感的内在之源

□ 王 毅

先说一则旧闻，去年 11 月底，我国申报

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

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社会各界很是兴奋了

一阵。再看一则新闻，近日，书法篆刻家马

俊潼与中国邮政合力制作的二十四节气珍

藏版明信片公开发行，市场反响很是不错。

其实，新旧两则新闻放在一起就是想说

明一个问题：对设计者来说，非遗衍生品开

发有市场；对消费者来说，完全可以把非遗

“带回家”。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取 16 字

方针，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

承发展”。其中的“合理利用”，就是在保持

非遗“不失其本”的前提下，利用文化创意重

新诠释，探寻出一条非遗与现代设计、现代

市场、现代生活适当融合的新路子。毕竟，

非遗不仅仅是被保护的文化符号，若只供博

物馆陈列，非遗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说

得再简单点，当非遗与服饰、邮品、家居用品

等结合后转化为新型工艺品，被消费者“带

回家”，有心人一定会去挖掘背后的故事，这

就相当于为非遗做了广告、提升了知晓度，

随后，也才会有更多的人为其传承出力出

智。因为用其图案开发出环保布袋、餐垫杯

垫，“苍南夹缬”在更大范围内为人知晓；因

为其传承人自创了铁壶品牌，“永康铸铁”才

走进海外市场⋯⋯就是很好的例证。

此外，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又是文创产

业无限创意的灵感来源，能够提升产业实力

和竞争力。换句话说，非遗以器物化衍生品

的形态走进生活，就有可能变成商品，变成

商品就有可能产生交易、带来财富。眼见得

这是件能成全多方的美事，得抓紧促成才

好。只是，在促成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也得

做点事，比如，建立完善反哺机制，将“文创+

非遗”产业效益中的一部分用于非遗保护与

传承，在非遗的公益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找

到最佳平衡点。

当然，针对非遗衍生品开发，人们也有

着这样或那样的担忧。

有人会担忧，很多非遗工艺是一针一线、

一匠一心的慢工细活，对非遗产业有着浓厚

兴趣的社会资本可“忍受”不了这样的慢节

奏，难免出现流水线取代手工艺、商业利益高

于传承利益的倾向，让非遗失了精髓。

对应的“解忧”之方就是，促成非遗传承

人与设计师、社会资本的合作。与设计师合

作，有助在古老技艺中融入现代审美，开拓

更多“粉丝群”和年轻的传承人；与社会资本

合作，且以技术参股但不参与经营，既可让

文化有尊严地站在商品平台上，又能让老手

艺人有时间有资金反哺技艺。

有人会担忧，“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是

一块“金字招牌”，无节制地开发会让本可深

入挖掘的资源只被应用了“皮毛”，对非遗技

艺这片潜在“蓝海”造成破坏。毕竟，国内几

乎每一个旅游景点都有非遗元素纪念品出

售，甚至连路边摊卖的都是非遗产品，已经

显露出这样的倾向。

对应的“解忧”之方就是，政府有必要加

强引导规范，对非遗标志的申请和使用作出

明确规定，保证衍生品开发过程不破坏非遗

传承的原真性、完整性。就非遗项目本身来

说，也不是所有类别都适合走商业化的道

路；相比之下，大量手工艺、中医中药、戏剧、

曲艺等更具优势。

总之，源自千百年生产生活传统的非遗

只有走进当下生活，才能让更多人走近它、

了解它，最后爱上它、传承它。只是在这个

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开发的力度与频度。

舍弃，不简单

□ 徐 达

告别苦痛，方能看到灿烂

的明天；懂得舍弃，有时才能

看到另一片天空

近年来，我国的国民阅读率持续

向好，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得拜智能手

机所赐。

与纸质书阅读相比，手机阅读的

确有其便利之处。它使阅读真正变

得“无所不在”，车站、地铁、街边，只

要略有闲暇，便可拿出手机读上一会

儿，想读什么读什么；况且，不只能够

用眼睛读，还可借助于听书软件津津

有味地听。读了、听了之后若是深有

感悟，那就不妨利用微信、QQ，或者

登录读书网站与志同道合者畅快地

交流，在“共享”中充分体味“悦读”。

可以说，随身携带一部手机，无

异于拥有了一座图书馆，拥有了一帮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书友。手机

阅读运用得法，会改善一个人的精神

世界，增添其生活情趣；会为吸引、促

进更多的人亲近书香，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的

手机阅读口味有些令人担忧。根据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十四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情况，超过两成

手 机 阅 读 者 喜 爱“ 都 市 言 情 ”类 小

说。另有数据表明，我国 7.31 亿网民

中，网络文学用户已达 3.33 亿，手机

上“网文”阅读者达 3.04亿。

都市言情类小说、网文不是不可

以读，可总体来讲，这类阅读内容文

化养分不多。它们除了供人消遣，聊

作谈资之外，似乎再无其他意义。特

别是在目前网上此类作品缺乏有效

管束的情况下，低俗、谬误时有所见，

诚若是，那真就“开卷无益”了。

知名学者、作家周国平在其《读

永恒的书》一文中，将阅读内容分为

了三大类：一是完全不可读的书。它

们不能提供任何精神的启示、艺术的

欣赏或有用的知识。二是可读可不

读的书。它们读了也许不无益处，但

不读却肯定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和遗

憾。三是必读的书。每一个关心人

类精神历程和自身生命的人都应该

读，不读便会是一种欠缺和遗憾。

手机不过只是一种工具，它为方

便人们的阅读提供了更多可能。既

然所置身的这个网络信息化时代使

我们有条件接触它、运用它，那就最

好认清其利弊，努力做到扬长避短，

不能在浑浑噩噩中沦为手机的俘虏，

被手机牵引着过度关注于一些无意

义甚至有害的内容。时下，在有识之

士的努力下，网上值得阅读的内容并

不少，即便我们无法完全做到利用手

机阅读“必读的书”，可最起码，我们

得多读一些可读之书，远离完全不可

读的内容。这样的话，伴随时光推

移，高质量的手机阅读成就的将会是

不一样的自我。

《老子》第九章很短，广为人知，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

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

而骄，自遗其咎。

这里面有哲学家由实际生活观

察而来的感悟。《荀子·宥坐》篇记载

了一个故事：“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

有欹器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

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

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这个

“欹器”，笔者在一家水上游乐园见过

仿制：一个硕大木桶，一股水流从上

方注水入内。当它里面的水量很少

时，它是倾斜的；水将满未满时，它就

正 了 ；水 一 旦 注 满 溢 出 时 ，它 就 翻

倒。孔子看到这个象征性的器物，感

慨道：“没有什么盛满了而不倾覆的

东西啊！”

人们都讲道家与儒家在出世与

入世上的基本分野，但它们也有不少

地方相似相交，对分寸感的强调，对

临界点的警惕就是相通的。《后汉书·

申屠刚列传》中有一句精辟总结：“持

满之戒，老氏所慎。”任何事物都要留

有余地，都不能人为地倾尽全力走到

极端，不能使得它超越自己的临界

点，这正是老子的基本哲学。功成名

遂之后，要懂得回归本原，不能被功

名急流裹挟而去，这才是自然之道。

由这个基本思路，老子又进一步

阐发了人的欲望膨胀与失望和痛苦

是内在相连的。《老子》第十二章中有

人们很熟悉的几句话：“五色令人目

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

故去彼取此。”

五色、五音和五味分别是视觉、

听觉和味觉的集大成，为什么老子会

认为它们会带来目盲、耳聋和味觉败

坏的相反效应呢？《淮南子·精神训》有

进一步的解说：“五色乱目，使目不明；

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

爽伤。”思考一下，这里面既有对统治

者生活奢侈无度的嘲讽和抗议，同时

也是老子所主张的一种人生警惕。

强调适度，只有适度才能避免

失望和痛苦，这是老子思想的一个重

心。老子知道，人性在根本上是倾向

于放纵欲望的，快感和幸福感就在一

个个升级的欲望及其满足之中。然

而，沮丧感和无聊感也就在其中产

生。买个大宅，换辆豪车，乃至于吃

某种神往已久的食物，每个人在日思

夜想的某种欲望实现之后，多半都有

“不过尔尔”之感。老子认为，欲望

低则易满足，易满足则易幸福。所

以，决不要因易满足而升级不止，那

就在根本上淤塞了你产生幸福感的内

在之源。

在 街 头 ， 看 到 一 位 修 伞 的 师

傅，一捆伞骨、一把尖嘴钳、几缕

铁丝、一针一线，便让那些损坏的

雨 伞 ， 在 他 的 手 下 焕 发 出 新 的 光

彩。虽然这修伞的活计并不起眼，

一把雨伞掉线或脱骨了在现代人眼

里也不足为重，但修伞的师傅仍然

乐此不疲地摆着摊，接待着那些需

要修伞的人群。

这种固定的摊点，相比昔日走

街串巷的手艺人来说，是一种进步

和提高。在缝缝补补又三年、艰苦

过日子的年代，这些手艺人不仅是

缔造者，更是修葺补旧的完善者。

在旧日的乡村里，我们经常看

到许多推车挑担的手艺人。他们凭

着 一 腔 热 忱 ， 在 服 务 乡 民 的 劳 动

中，赢得了养家糊口的生计。“磨剪

子 嘞 ， 戗 菜 刀 ”，“ 缠 簸 箕 ， 缠 笸

篮”，“修—风—箱，补—锅—嘞”

那 些 拖 腔 带 调 、 高 高 低 低 的 吆 喝

声，如扩音喇叭般无孔不入，吸引

着一帮婆婆媳妇忙着找出屋里的剪

子、菜刀，或簸箕、笸篮等，只要

接了第一单生意，不一会，许多村

民 便 闻 风 而 来 。 因 为 经 常 走 街 串

巷，村民们基本熟识这些手艺人。

为了获得乡民们的信任，有些手艺人

甚至当天不收钱，让村民们先使用待

下次来再给钱。凭借着精湛的技艺，

手艺人获得了四乡八邻的称赞。

有 手 艺 什 么 时 候 都 不 会 饿 死 。

学手艺是乡人为孩子谋生的首选。

旧时，许多没有继续读书的少年，便

很早地出去当学徒。不管学什么，

都是为了未来有饭吃，有一门能养

家糊口的技艺。俗话说，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但要想学艺出师，

成 为 某 一 领 域 的 状 元 ，却 并 不 容

易。这不仅需要千般努力，还要有

恒心和钻研的精神。何况那些教手

艺的师傅们也不愿意倾尽所学地把

自己的手艺教授给你，唯恐教会了

徒弟，饿死了师傅。

因为秉承技艺的传承，这些手艺

人即使学满出师，仍精益求精，孜孜

不倦，所以他们又有了一个总的称

谓，匠人。根据从事的工种不同，匠

人又有画匠、铁匠、泥瓦匠、木匠、剃

头匠等之分。因为是能工巧匠，因为

独具匠心，所以无论走到哪里，这些

匠人都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他们，也

在自己的工作中，创造着中国智慧。

西安小雁塔历经两次地震仍巍然屹

立，山西应县木塔遭受千年雷电仍无

恙，南京无梁殿不用一根木头盖起五

间大殿⋯⋯这些传世工程，不仅承载

着古代工匠的精工之美，而且还隐藏

着无尽的技艺奥妙。即使今天，有一

些技艺仍让我们望尘莫及。

快节奏的工业时代、高品质的生

活追求，迫使每一个人前进，匠人自

然也不例外。昔日的补锅匠已经修

理高压锅、电饭煲了，剃头匠也开起

了美发店⋯⋯有些技艺，随着器物的

淘汰，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比如

修风箱、缠簸箕的。还有一些技艺，

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凭借着一

种坚持的倔强，那些匠心更是得到了

放大，比如木匠、泥瓦匠。只不过他们

现在盖的是几十层高的摩天大厦。因

为对专业的坚持，对匠人精神的倔

强，一些匠人终成大师。而匠心，也早

已走出传统手工匠的范畴，成为各个

领域里追求专业和极致的代名词。

世 界 再 嘈 杂 ，匠 心 需 沉 静 。 今

天，匠人已不是狭隘的手工艺者，更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

精益求精。除了拥有精湛的手艺之

外，更重要的则是敬业、严格、追求卓

越的匠人精神，那不仅是器物有魂

魄、匠人自谦恭的古老传承，更是我

们原本就温柔敦厚的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