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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盲的盲

□窗外风

【生活广记】
职场站队是个技术活□满吉姆

有些运动据说是一旦学会了，
身体就会有记忆，比如骑自行车、游
泳，据说还有开车——— 当然开车好
像很难归类为运动。前段时间包了
一次粽子，动手之前大脑里完全一
片空白，手势应该是怎样，好像已经
完全失忆了。对着洗好的叶子和泡
好的糯米，发了好半天的呆。想了半
分钟，犹犹豫豫开始动手，结果手比
脑快，捏角填糯米，裹角缠线，很快
就包好了，还是比较标准的四面体。

我们家在奶奶去世以后，父母
很少有时间来带着我们进行“传家”
实践。这个落差略有点大，以前奶奶
每次杀鸡都会把鸡上的油细细剥下
来，放在冰箱里冻好，攒到正月十五
的时候炼油出来自己做汤圆馅的
人。我妈妈自觉做饭水平不行，总是
默默做打下手的无名英雄，我爸爸
做菜水平很高，但是包饺子、包汤圆
手艺就不是那么好。他们有一个非
常坚定的信念，就是一定要让我们
学会做饭，最低限度是独立生活时
不会在吃上亏待自己。

包粽子这种一年一次的手艺
活，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必选项目，
直到小学五年级，学校要求大家包
粽子带去学校，他们才像完成任务
一样地教给了我。当时我们家连粽
叶都来不及买，还是找院子里的邻
居借了一些——— 那家人除了端午包

粽子挂艾草菖蒲，冬天一定会挂出
一串香肠腊肉。

前些天看了电影《生存家族》，
讲日本发生大停电的温情家庭风的
科幻电影。回想起来如果遭遇了大
停电这样的灾难，那家“传家”气氛
浓厚的邻居一定存活率很高，毕竟
掌握了很多农业社会年代的记忆。

那之后我包粽子的次数一只手
都能数过来，今年突发奇想要包，主
要也是想让家里的小朋友初步有点
手上的记忆，不过这个计划没完全
成功，小朋友学习包了几个，就直接
拉上邀请来“一起包粽子”的好朋友
去玩她们的游戏了，只有大人们摸
索着包完了，看来明年还应该继续。

虽然如今什么都能买到，不过
“技不压身”是没有错的，听上去可
能有些反现代，但是在做饭这件事
上，老祖宗们传下来的很多经验仍
然还有用，学一点总有好处。至少可
以把我父母教我们独立生活时的那
分心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拥
有自己关于厨房的肌肉记忆。

虽然肌肉记忆还在，但是不练
习的话，速度确实上不去。看广告里
资深包粽工“神乎其技”的手速，心
里还是很羡慕的。包汤圆、包饺子其
实也一样，还有做各种烙饼和点心
之类，乃至于焙烤，大概也都差不
多，手势一旦学会，就能受用一辈
子。

□阿子

这天一上班，新的人事任命就
在钉钉里震动弹出。M小姐吃惊地
发现自己的部门居然出现了两个总
监双峰对峙的局面。看来，又要面对
一次职场站队选择了，M小姐心想。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
的地方就会有拉帮结队。位高权重
者需要有人忠实贯彻自己的想法，
积极上位的中层需要有同盟增强竞
争力，就是毫无野心的基层员工，也
得有几个谈得来的同事，一起吃个
饭、逛个街、吐个槽不是？

所以，入职五年来，M小姐在这
家公司没少站队，选圈，一路躲过明
枪暗箭，趟过暗流汹涌，有惊无险地
当上了部门主管。

只是，一下子出现两个直管领
导互相较劲的局面，M小姐还是第
一次遇到，而且还没等M小姐盘算
好选站哪个总监的队，一道站队“抢
答”题就迎面撞来。

在周一的例会上，面对公司分
派给部门的任务，两个总监的解决
方案大相径庭，一个想在内部协调
其他部门资源解决；一个则是想寻
找外包，便捷高效。两人还针锋相

对，互不相让，弄得直接负责此事的
M小姐很为难。

一开始，M小姐想的是两边都
不得罪，一边内部沟通协调资源，一
边在市场上询价，选择外包公司。可
如此一来，工作进度就慢了下来，这
让两位总监都对M小姐不满，跟暗
中商量好一样，一个上午来催促进
度，一个下午来检查结果，把M小姐
搞得焦头烂额。在加班到深夜的回
家路上，满身疲惫的M小姐告诉自
己，这次一定要挑个边，不然夹在两
个总监之间哪边都不落好，但是究
竟要选哪一边呢？

本来，对于如何选队，M小姐自
有一套标准，大的方面比如选择权
力大的，或者核心资源多的，小的方
面诸如跟老还是跟小，选男还是选
女，甚或星座、属相、血型，M小姐都
会考量。但唯独这一次，两个总监年
龄相仿，实力相当，短期内还真分不
清孰高孰低，真是难以抉择。

如此煎熬了一周，本就南辕北辙
的两股力量，越使劲越是牵制，项目
的进展始终迟滞，以至于引来了分管
副总裁的不满和过问。终于在一次针

对这个项目的专题会议上，副总裁直
接拍板决定采用外包，还越级直接点
到M小姐问解决方案。

好在M小姐之前两边下注，早
已有外包公司的报价和操作思路，
她完整清晰的方案得到了副总裁的
高度认可，大手一挥让M小姐着手
实施，并直接向自己汇报。这个结果
除了让M小姐终于从夹缝中解脱，
还意外获得了大Boss的认可。在长
出一口气，又惊喜非常之后，M小姐
更庆幸自己这一次没急着站队，率
先下注。

因为自己的不站队，在接下来的
工作里，两个总监不仅都对M小姐全
力支持，甚至还有争相讨好的味道。
回味这次站队经历，M小姐对职场生
存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在办公室各种
小圈子、小队伍之外，还有一支更大
的队伍，更大的圈子，那就是公司的
利益。只要做能为公司带来价值的事
情，就会站在正确的队伍里。

职场站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
是个技术活，要好好修炼。但是站队
的核心，永远是摆正态度，踏实工
作，想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职场故事】

【饮食男女】

做个快乐的“私享家”□陆小鹿

【都市随想】

是年岁渐长的缘故吧，现在的
我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年轻时我很不喜欢一个人过，
害怕寂寞和孤独，总热衷流连于朋
友们的聚会，玩得不疯不狂不回
家。在摇滚的音浪里蹦迪到凌晨，
坐在街边的大排档喝酒侃大山，或
者背起行囊和驴友一起翻山越岭
趟水过河——— 在团队的热闹喧哗
中体会着快乐，那时，我的幸福是
外在的，写在脸上的。

及至光阴悄悄潜入“3字头”，突
然有一天，觉得精力不那么够用
了。逛街逛不多久腿就会发软，熬
夜欠下的觉需要好多天才能补回，
街边小店开着高分贝的音响会觉
得好吵——— 这才明白，青春原是一
本太仓促的书，一不留神，它就被
翻完了。时间不是用不完的，精力
也绝不是挥霍不尽的。

于是，开始学会享受一个人的
光阴。知道时间有尽头，便只想把

宝贵的光阴交给最值得交付的人
或地方。开始拒绝一些不喜欢的聚
会，不再敷衍和勉强自己，也不刻
意要求别人陪同自己，喜欢水静清
深的安宁，在心里为自己划出一块
秘密领地，独自享受从容的幸福。

我办了“一票通”卡，每周会去
浏览网站，看是不是有好看的话剧
即将上演。给老公买了两张CBA篮
球职业联赛票，嘱咐他带着儿子一
起去看球赛，然后，我便独自去戏
院看一场话剧。

有时候，也会在周末去听场载
歌载舞激情四溢的百老汇音乐剧，
或者赴一场咿咿呀呀幽微荡人的
昆曲的约。喜欢舞台剧，不能算是
行家，但不是行家又有什么关系
呢？置身于剧院，跟着剧情或喜或
悲，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生
活，仿佛多活出了一倍人生。

周末做完家务事，我会匀出空
闲的几个小时，把身影足迹流连于

环境幽雅的咖啡馆或是香雾缭绕
的书吧，点一杯咖啡，要一盘西点，
捧读一本卡尔维诺的小说，将吃喝
的爱好与读书的爱好快乐结合，度
过一个有滋有味的下午。

音乐则是我一个人私享时光
时的最为贴心的密友。我在手机里
下载了三百多首歌曲。快乐的时候
听听口哨版的《萨巴女王》会更快
乐，忧伤的时候听听川井宪次的

《孤独的巡礼》会更忧伤，悲伤的时
候听听久石让的《穿越时空的思
念》会更悲伤，慵懒的时候听听小
野丽莎的巴萨诺瓦曲风的《美丽的
梭罗河》会更慵懒……

相机就是我的私享武器，我带着
它，一路行走，一路拍摄，发掘生活中
的美好，享受这多彩的人生。在忙碌
的空暇，让自己慢下来好好地与自己
为伴，私享生活，笑看风云，将每一秒
光阴活出独特的味道，现在，我的幸
福是隽永在心里的。

脸盲有多盲，只有脸盲患者才知
道，真是盲得惊天地涕鬼神，盲得让人
无可奈何。当我终于知道“脸盲”这个词
的时候，我已经盲了好多年。

因此，对我来说，“人生若只初相
见”并不是一件文艺的事。别看正和眼
前的人聊得热火朝天，其实我的脑子里
只尴尬地盘旋着一个问题：他是谁？当
对方一腔热情地叫着我的名字时，我只
能不露声色地抱以同样热情的微笑，然
后顾左右而言他，再趁机观察别人是怎
么称呼他的。

有一年春节回老家，因为小时候随
父母住在外地，平日里不常回去，更因
为回去就呆在姥姥家很少出门，很多亲
戚看着眼熟，具体叫什么名字，怎么称
呼都一塌糊涂。那天在家呆得闷，看看
天气晴好就想出门到街上走走，想大家
都在家热火朝天地忙年，应该不会遇到
什么人。谁知怕什么就来什么，刚走到
街上，迎面过来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我
抬眼看他觉得面熟，从辈分上说不是叫
姥爷就是叫舅舅，可是到底该称呼什
么，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看面相，来人沧
桑得很，年龄应该不小，就叫了一声：

“姥爷”，对方脸色一变，支吾了一声没
再说别的，就急匆匆地走了。

回到家把刚才的事说给小姨听，小
姨哈哈大笑：“那不是你后院的舅舅？昨
天他来过，你忘了？”我顿时尴尬得不
行，把舅舅叫做姥爷，这要传出去还不
得让人笑话死。可是这也不能全怪我
吧，谁让他长得那么沧桑呢？

这起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我，也促
使我养成一个习惯——— 当遇到一个有
再次相遇可能的人时，我会偷偷地、狠
狠地看上几分钟，希望能把他的面孔
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可惜，这个办法
并不奏效，而是向两种意料之外的情
况发展：一是我记住了他的衣服颜色、
皮带款式等外部特征，换个“马甲”，我
就不认识了；二是我记住了他的头发
多少、眼睛大小等零件特征，凑在一
起，面孔又模糊了。我曾经总结过，只
有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人，才能
被我记住：经常在我身边20米范围内
晃悠，见面频率两周一次以上，长得特
别美或者特别丑。

曾有一个朋友，个子高高的很面
善。一起吃过饭，一起参加过活动，也
曾经认真地交流过，总之见过不少于
三次。然后隔了半年，在一次大型活动
的会场，一个高个子、很面善的男人站
在一边，我脸盲症发作，热情地迎上去
打招呼，他一脸愕然，貌似不认识我。
我心中愤愤，可是看他的表情也很无
辜，就问你是某某某吗？他说我不是。
我郁闷地看着他，说你不是某某某，那
你是谁。好在对方大度，不同我一般见
识，主动做了自我介绍，结果当然只有
一个，那就是我认错了人。过后反思了
好久，一起吃过饭，一起参加过活动，
再见面我竟然能认错人，什么脑子能
这样呢！

至于平日里一面之缘的那些人，既
然是匆匆过客，那就更不费脑子去记
下，关键是记也记不住。既然脸盲这么
无奈的事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何苦再
折磨得心力交瘁。甚至宽慰自己，我不
认识他们，可是他们认识我不就行了？

其实，还真的努力去改变过，大睁
着眼使劲看着新朋友，脑子里飞速旋转
着对方的名字，就是为了记住对方的模
样，当时以为已经刻在心里，结果却是
转眼对方的模样就消失在风中。

后来学乖巧，出门见朋友，无论是
谁都笑嘻嘻地迎着，绝不先开口称呼对
方，反正没人会打笑脸人。见了谁都要
跟对方说，我近视还不戴眼镜，认不出
你们是正常，见了我要先跟我打招呼
呀。其实近视只是一个方面，脸盲才是
真的。

厨房里的身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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