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车记□久久

创业还是打工
这些年特别流行创业。咖啡馆、

路边摊里各种人喝着咖啡或者撸着
串谈着上亿的投资，感觉马上要进
入全民创业的时代了。身边的朋友
很多在创业在做APP或者自媒体，各
种内测、邀请码，搞得我目不暇接。

我一直特别疑惑一件事：钱都
是哪儿来的呀？

有一个今年三十多岁的姑娘，
之前在外企做得好好的，英文德文
都说得溜儿，跟我探讨：“我想去创
业，做自媒体，要是三个月能有500
粉丝我就辞职，你觉得我现在该准
备些什么？”

我想了想，非常庸俗地回答：
“最好先准备好钱。”

我一直对创业比较抵触，这是
很个人的想法，有些偏激，主要是缘
于一次和朋友的谈话。记得那个开
公司的朋友衣着光鲜，每天工作都
跟打了鸡血一样，有天他跟我说：

“我好羡慕你们这些打工的。”
我当时很吃惊，打工竟然还让

人羡慕，他管着几十人的公司，这么
说完全是装吧，结果他接着说：“你
们每天一睁眼，无论工作没工作都
是赚钱，要是工作不忙那简直赚大
了，我每天一睁眼先亏十几万，得想
着怎么才能把这十几万成本赚回
来，累死了。”

这句话说得我醍醐灌顶，立刻
觉得人生好顺意，睡醒觉就稳赚。这
很简短地总结了打工和创业的区
别，创业者承担很大的压力，如果成
功，变成首富也是有可能的；如果失
败，则白白浪费了以前的积蓄去交
学费，可能一下子人生归零。

这种人生特别刺激，就像我们
经常说的“高风险，高收益”。但有些
人创业太盲目，平台还没有搭建好，
就先想着辞职的事，让人不觉怀疑：
这人到底是为了辞职而创业，还是
为了创业而辞职？

之前提到的那个姑娘，我总觉
得她是前者，因为工作不顺心，所以
总想着辞职去创业，虽然有了自媒

体的想法，也建立起了第一步，却没
有想过今后这个自媒体的盈利模式
是什么、要怎样实现收益、到底能不
能养活自己。

我一直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特
别审慎的考虑，我分析自己，觉得自
己没有创意、没有自己办公司的经
验、现在的工作已经做了太久所以
很多程序性的思维变成了习惯，因
此即便有朋友拉着我去创业，我思
考之后都给拒绝了。

打工还是创业？这是一个好问
题。两种方式都可能成功，也都可能
失败，人生的选择也肯定不只是一
条路，我祝福那些投身到创业大潮
的朋友成功，这样我也可以拉着未
来的首富摆拍几张照片。

今天还有人问我：“你已经做到
合伙人了，也到了一定年纪，不想创
业自己做点事情吗？”我的回答是：

“我对自己也有清晰地认识，我并不
是很适合创业，现在的生活是我好不
容易得到的，我先要守住这个江山。”

□小V

据说，有许多人，是自从有了共
享单车，才学会了骑车。菜鸟上路，
怕出丑吗？没事，红灯变绿的那一
刻，至少不会熄火啊。

有天网上看到有人吐槽，路遇
一个骑车菜鸟，摇头摆尾前进路线
呈S形。下面有人评论说，你难道不
知，有许多姑娘，是自从有了共享单
车，才学会了骑车。我关掉页面，默
默脸红了一分钟。没错，我也是那样
的姑娘。

小黄车可以用芝麻信用抵押金
那天，我才动了学骑车的念头。大学
里不是没学过，本硕两任室友的车
都供我练过手，勉强可以前行，无奈
见人就撞。校园里小情侣熙来攘往，
撞情侣未免显得本人内心有点阴
暗。到读研那阵，路是宽了，夜里绕
着楼转圈。但新鲜了两日，就此永久
晒了网。

十年过去，武功尽废。
直到今年，我才在朋友圈许下

小目标，一定要学会骑车。教官团规
模有点豪华，从“50后”爷叔到“90
后”小鲜肉，午饭后，一群人看我奋
力绕着校园里的爱神雕像练车。同
事说，小心骑到喷水池里。话音刚
落，我就歪过去，车胎在触到水池边
缘的那一秒，我终于捏住了闸。

学会骑车之后，有点明白我表
哥当年刚学会开车的心情。据说他
拿到驾照后，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
是否跳槽去当出租车司机。他父母
说他神经病，他说，就是手痒，分分
钟要享受开车的感觉，我也是。路上
见到小黄车，如遇亲人，车站到家步

行不到10分钟的路，也蠢蠢欲动思
虑找辆小黄车骑一骑。当然，这种念
头，是只在免费骑车日才会活泛的。

检验车技的时刻终于到了。几个
青年同事组织去影城，周五，小黄车
惯例是免费的，一人一辆，大部队浩
浩荡荡往影城进发。每到路口遇到红
灯，我就露了怯，远远地停在后面。我
起步水平特别差，后车一催就更慌，
有时干脆就推车步行过路口。几个路
口下来，渐渐就脱离了大部队。

此时路边树木葱茏，我却无心
赏玩，只顾奋力追赶。路途寂寥，生
出几分千里走单骑的悲壮。再往前，
看到熟悉的身影，各各歪跨坐骑，斜
在路边聊天。我一脸油汗踩过去，他
们只懒懒地笑：“等你好久了。”

在大部队的裹挟中，一点点重
拾自信。偶尔运气不错碰上绿灯，跟

着同行畅快骑过路口，女同事就在
身后怪笑一声：“恭喜你过街了。”

到等下一个红灯时，我谦逊地
依旧落在后面。绿灯亮起，起步，出
乎意料地顺利，骑过路口，心里愉悦
地默默哼起歌，南风拂面，自觉像个
元气少女。可是，同行怎么一个不
见？极力前瞻，连女同事摇曳多姿的
宽檐草帽都杳无踪迹。踩踏板的频
率加快了，掉队的惊恐压倒了一切，
更大的惊恐是，我不识路。

手机在此时响了。应该庆幸没
有把手机调到静音，还应庆幸我明
智地决定把车停下来接这个电话。
电话那头，女同事焦急万分：“你人
呢？”原路返回到先前的路口，迎接
我的是一阵哄笑。原来一转弯就是
目的地。

还是晚节不保。

【生活方式】

【职场故事】

人以“群”分□李大伟

【人生悟语】

群就像是个大染缸。选什么
群，决定你什么视野，甚至价值观。

过去，丈人考察女婿，最精准
的方法是看他周边朋友，物以类
聚。今天，老板考察员工，最佳的途
径是看他的微信群，人以群分。入
群好比入病房，倘若进的是肝炎病
房，不可不慎。

我有个生意人群，其中不乏老
江湖，这个群的生意人，不谈养生，
不谈偏方，不谈下一代，只谈新生
事物，谈以色列的全民创新，谈印
度的服务经济，谈中国的互联网进
步，谈可燃冰，谈机器人。天天在学
习，唯恐被遗弃。谦虚使人进步，学
习使人年轻。这个群里的“群”众，
不少六十岁以上，个个目光炯炯，
精神焕发，秘方就是学习。学习是
最好的青春宝。这个群，不是病房，
是健身房，永远朝气蓬勃。

微信里，晒旅游、晒美食、晒幸福，

一晒就是一连串，就像年轻妈妈晒尿
布，一晒一竹竿。照片往往满足于浅层
次的，在这样的群呆久了，你会变得浅
薄、变得慵懒、变得虚荣。

我即将奔六啦，往往被拖入老
人群里，特征：养生多，偏方多，而
且都是附带恐吓的偏方，前后矛盾
的偏方。待在这样的群里，等于陷
入十面埋伏，草木皆兵，终日疑神
疑鬼，胆战心惊，吓出神经病。仿佛
生活不是为开心，而是为防病，待
久了，神经兮兮。这些群还有个栏
目专门转载“看穿”人生的段子。什
么叫看穿？一句话：“对自己好一
些，对小辈提防些。”以自私为门
槛，以门槛为世故，以世故为聪明，
以聪明为高明，充满了老谋深算的
阴暗：防病防盗防子孙。在这样的
群里呆久了，好比进了等待换肾换
肝的病房，满屋充满着末世的绝望
情绪，虽不传染，却被感染。

还有一类群，天天讲休假日应该
多于工作日，仿佛生活在琼瑶小说里，
只有恋爱，没有生活；好比生活在《红
楼梦》里，只有享受，不见劳动；好
比生活在海子的诗里：“我有一所
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做一
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
界”，只有随心所欲，没有琐事缠绕。
那么谁来养活我们呢？那是诗，不是现
实，不是生活。这样的群，就是懒人群，
连常识推理都没有。

群，是个大染缸，所谓“一票
货色”，就是出自大染缸的一批
货，趋同性极大，跟着大仙会跳
神。选什么群，决定你什么视野，
甚至价值观。

群的最大特征：物以类聚。它会裹
挟你，让你“常在河边走”；最大的风
险：“哪能不湿鞋”。过去人们都说：“男
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现代人入错
群，好比小孩轧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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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皆是同路人
□钟倩

【都市直击】

漫长的夏天过去了，我家隔壁空
着的房子也终于“名花有主”了。与以
往不同，这次搬来的新邻居是对小夫
妻，有一女宝，她满脸堆满兴奋，带着
婴儿肥，“咿咿呀呀”说个不停。连续几
天，她跟着妈妈出入一蹦一跳，哼着儿
歌，好像很喜欢这个新家。

有意思的是，这家新邻居从不开火
做饭。每天快中午的时候，才慢腾腾地
出门，拎着孩子，出去买饭。到了晚上，
八点档影视剧场播出的时候，总会有人
来敲他们的门。好几次，那人找错房门
号，把我家的门敲响，开门一看，原来是
外卖小哥。每次我都很不耐烦地解释一
番，“找错了，我没订餐，是对门。”后来，
直接不解释了，用手指指，外卖小哥立
马会意，还未敲对过的门，门已开了，

“包包来了，包包……”女宝欢喜地跑出
来，好像笼子里的小鸟，被关了太久，女
主人趿着拖鞋，接过去。“她就爱吃水
饺，水饺不会说，就说包包。”她笑着说
道，声音很细。望着她们幸福的背影，我
顿觉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此后，再有找错门的外卖小哥，我
连门也不用开，“找错了，是对过”，一嗓
门就搞定。而男主人常常出门很晚，回
来也很晚，似乎与正常上班族不在一个
时间频道，就在我纳闷的时候，心结打
开了。那天下起了雨，我一抬头下午两
点多了，饥肠辘辘，两眼犯晕，便叫了份
外卖。待开门后，发现送外卖的非常脸
熟，只见他被淋了个落汤鸡，“你的外
卖，我就住你隔壁……”他拖着方言长
腔说道，有些害羞，我的嘴巴张得老大，

“真是巧了，谢谢你！”本以为他直接回
家，却见他转身下楼了，还要继续去送
餐。我想象着他冲进雨帘中的样子，那
一路的绝尘和辛劳，不过是为了让孩子
能天天吃上最爱的“包包”。

似乎，因为住着相邻的缘故，我对他
的异乡打拼也多了些疼惜，听到女宝哭
闹不停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放下手中的
活儿，默默地注视着什么，心中陡然升起
惺惺相惜的温存；再相见时，我的目光中
流转出难以言述的暖意，好像要化作一
块大白兔奶糖，给予她以甜甜的馈赠。

让我难以忘记的是，隔壁房子的前
一任房客，山西人，女护士，大学毕业留
在济南。不久，母亲来了，姐姐、姐夫也过
来了，寒暑假，姐姐、姐夫的两个孩子也
过来住。女护士刚搬进来，她脚步如猫，
出入无声。很快，亲人组团前来投奔，房
间变得局促起来，自然会引燃一些矛盾。
很多时候，夜深人静，激烈的争吵声穿墙
而过，叩击在心头，我顿时毫无睡意。

时间久了，我对这家人有些厌烦。
尤其是女护士的姐夫，大高个、板寸头，
看人目光呆滞，整天满身酒气，我私下
喊他“傻子”。一天，母亲忘记带钥匙，把
从超市买的食品放在门口，等再回来时
发现一堆食品不翼而飞，顿觉此事非常
蹊跷。就在毫无头绪时，我突然想起“傻
子”，好不容易砸开他家的门，他的爱人
出来，说明来由，她冲着傻子的耳朵大
声询问，他立马承认，叽里咕噜地说，

“扔到楼下垃圾桶了。”说罢，他就转身
下楼去了。他的爱人连忙赔不是，“对不
起，我把钱赔给你，他老是闯祸。”见他
们一家也不易，最终，母亲没让他们赔
钱，却发现个秘密：家人不让“傻子”喝
酒，他把买的白酒藏在我家门外的收纳
箱里，里面既有喝了一半的白酒，也有
空酒瓶子。所以他才会把收纳箱旁的那
兜食品误以为是垃圾。

记得台湾作家张晓风说过，都市邻
居，二三十年混下来，其实也只讲得一两
次话罢了，而这所谓的一两次，居然还包
括争吵。同在屋檐下，不妨视为同路人，
天天碰面，日久熟络，何妨不多些珍视和
包容呢？就像那个“傻子”，他搬走后，我
去面馆吃面，听到老板是山西口音，竟痴
痴地想起他，不知他身在何方，但是想到
曾经同在一楼上是邻居，心头漾起几缕
念想，又叫人深深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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