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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我一起吃午饭时，Young
频频看我，我被她看得毛骨悚然：

“是不是我脸上染了什么东西？”
Young摇头：“我觉得你变漂

亮了。”
我从鼻子里长出一口气，毫不

领情地说：“你现在的级别比我高，
不用倒过来拍我马屁。”

Young不和我一般见识：“我
说的是真的。以前在办公室里，你
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现在整
个人好精神，简直熠熠生辉。”

我心虚，忙掩饰地说：“那是

当然的！不用打发票了，自然人
就精神了。”

Young笑出声来：“别提打发
票了，你走之后，陆励成说一时找不
到人，让Linda暂时接手你的工作，
Linda现在还在打发票呢！真是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老天还是很公
平的。”

“Linda应该很生气吧？”
Young不屑地说：“你怕她什

么？你现在又不归她管。何况她的
能力做到这个位置已是极限。”

Young前几天刚升职，说起话
来颇踌躇满志，我只能微笑倾听。

Young叹了口气：“你命真好，
我们暗地里都羡慕你可以跟着Al-
ex做，听说是Alex亲自向Elliott
要的人，Elliott 不想放人，拒绝了
Alex，最后是Mike发了话，Elliott
才不得不放。”

我在人前从来不肯谈论宋翊，
只能敷衍地说：“Elliott也很好呀！
你不是说他对下属很好吗？跟着他
一样能学很多东西。”

Young打量着我，想看清楚我
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你……你真
不明白？不明白也好，其实他们的
事情，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
看我们也是瞎操心，做好自己的事
情，不管将来谁是老板，总不能把干
活儿的人开除吧。”

我埋头吃饭，竟吃出了几分惆
怅。刚开始不明白，现在多少明白
了些，只是没想到Young 也是这
样，她能升职，陆励成肯定帮她不
少，可是……唉！只能借用大姐的
口头禅“人心不古”。利字当先，谁
又真能为谁两肋插刀？

为了争取××这个垄断中国
重要能源的大客户，MG的每一份
计划书，都由宋翊和陆励成各做
一份，优者录用。公司里弥漫着
硝烟味，可也蒸腾着无限的热情
和创意。其实，撇开所有的利益
纷争不说，单说工作，这样的氛围
才是最激发人的潜力的环境。从
某个角度讲，这是一个“乱世出英
雄”的时代，只要你有能力，很快
就能崭露头角，不需要按部就班
地熬年头。

正当人人都为了追求完美而挖
空心思时，公司突然发生意外。总部
召Mike回纽约开会，Mike回来后，
脸色铁青，把陆励成叫进办公室。听
说有人听到Mike操着一口京腔破
口大骂，看来老头儿是气急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无人得
知，大家能看见的就是陆励成暂时
病休，所有工作由宋翊暂时负责，
Linda出任公司的内部审计总负责
人，成立了内部审计小组，从纽约
总部飞来了两个审计师协助Lin-

da。Linda每天传唤不同的人单独
问话，公司里风声鹤唳。因为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人人自危，连平时
多报了几十块计程车费的人都开
始暗自后悔。

我心里有种感觉，但是不敢肯
定。约大姐出来吃饭，旁敲侧击地
向她咨询，这种情形，最有可能是
哪里出了问题。大姐一听就明白
我想干什么，笑着说：“苏蔓，我一
个小时的咨询费是多少，你不是不
知道吧？”

我没好气地说：“你把我卖了，
我也出不起，你到底帮不帮我？”

“你做你的小兵，掺和别人的事
情干什么？”

“我害怕呀！你又不是不知
道，审计规则里背景调查是发现红
色信号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果事情
再恶化，相关人员的背景都要被调
查，谁知道覆盖面有多大，我怕万
一把我揪出来，发现了我造假，我
会死得很惨。”

大姐一副想甩我一巴掌的表
情，我赶忙给她倒了一杯酒：“我没
指望你给我具体的结论，我只是希
望你根据多年的经验，作一个大致
判断。”

大姐抿了几口酒后说：“你先说
说你的判断。”

（摘自《最美的时光》桐华 著）

我也曾有幸踏出国门考察过，
了解到，因为各国国情和社会制度
不同，文化有差异，所以教育方式自
然有别，但是在遵重人性，让孩子快
乐这一点儿上，是高度一致的。

中国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划
分由来已久，但我一直不认同这种
做法，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非要搞
重点学校、普通学校，这是人为地制
造不平等。更可悲的是，在国内的
一些重点学校里，竟然还有什么重
点班、实验班……

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当然就
有重点大学。

女儿上的大学是凭分考进去
的，而上中小学不需要凭分数，所以
孩子小学、初中没有进入重点学校，
而是在普通学校完成她的基础教育
阶段学业的。

前文说了，为了解决女儿与小
伙伴之间的沟通与玩耍的问题，我
把女儿送到了学校，可是这学校是
有差别的。正是这种差别，造就了
每年的升学大战。

放眼全国，家长们一个个摩拳擦
掌，铆足了劲儿要给孩子联系一所最
好的学校：结束了幼儿园生活的孩
子，要上重点小学；小学毕业的孩子，
要上重点初中；面临高考的孩子，要
上重点高中……

在家长看来，唯有上了重点小
学，才有可能读重点中学；上了重点
高中，方能考进重点大学，由此孩子
才能成才。只有这样，家长心里才
算有了底，也能松口气，面对别人的
询问可以自豪地说出孩子所上学校
的名字。为了能让孩子上“重点”，
家长们削尖了脑袋，甚至是不择手
段、掏空家底……

在10年前，女儿结束学前班生
活时，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家
附近有全省闻名的吉林省第二实验
学校和东北师大附属小学等重点学
校，也有228厂子弟小学和光机子
弟小学。当一些家长费尽心机把孩

子往第二实验学校、师大附小送的
时候，我则到228厂子弟小学给女
儿报了名。

有一天，女儿从幼儿园放学回
来，对我说：“爸爸，我不想上228厂
子弟学校，我也要上第二实验学
校。”“为什么？”“我们班的小朋友很
多都要上第二实验学校，老师说那
个学校好。”

是呀，为什么不送孩子上重点
学校呢？我们原本是有条件的：一
来，我的家庭收入没问题，足以支付
各种费用；二来，在别人看来，我大
小也算个文化名人，名人的孩子就
该上重点学校；三来，我多年来一直
从事青少年心理教育研究工作，妻
子是教师，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
家庭尤其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教
育岂能不让孩子上重点学校？掂量
了一番后，我理解了那些不理解我
的人。可我必须给大家一个解释。

首先，我不赞成择校，而是一贯
主张就近入学，这样做既免去了家长
和孩子的奔波之苦，又节省了择校
费、交通费等诸多费用；其次，因为我
相信一个道理：一个人能否成功或者
有无出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
素；最后，就是普通学校有着相对轻
松快乐的成长氛围。

想想我们的求学时代，因出身
农家，我读的是简陋不堪的乡村学

校，走到今天，自觉混得还可以。所
以，重点学校培养的不一定都是人
才，而普通学校不一定培养不出人
才。况且，家长都忽略了一点儿，无
论是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孩子
学习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课
本，一样的课程标准，就是师资和教
学水平也不差多少。

不送女儿上重点学校，只是想
让孩子明白：将来她的成功完全要
靠她自己努力，不要有任何依赖思
想；不送孩子上重点学校，还想让孩
子知道：爸爸妈妈虽然希望她将来
有出息，但更希望她能拥有快乐。
远离重点学校里人为造成的竞争气
氛，让孩子在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
中度过她的学习生活，这是我们的
心愿……

就这样，5岁半的女儿牵着我的
手来到228厂子弟小学，成为普通学
校的一名普通小学生。在去学校的
路上，我告诉孩子：“228厂子弟学校
里的花和第二实验学校里的花一样
漂亮；228厂子弟学校老师脸上的笑
容和第二实验学校老师的笑容一样
灿烂。228厂子弟学校不比任何一
所学校差，别的学校有的它也有。”

如今，这一切都留在了女儿的
记忆里。

（摘自《做父亲的幸福——好爸
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东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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