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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早起出勤的优势02

要想成功
就要早起

24

利益算计
权力斗争

战斗即将打响

积极构筑人脉关系

在上班的岁月里，我总是第一个到
公司，因为早起出勤有很多好处。

这不仅仅是在办公室里，你可以在
不被任何人打扰的情况下静静地工作，
也是你构筑公司人脉关系的最好方
法。那种“没必要刻意构筑人脉关系，
人脉关系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想法，还
是趁早纠正过来。

在全球任何企业组织中，最重要的
莫过于公司的人脉关系。这不仅是在

日本，即便在主张实力主义的美国也同
样如此。

比如裁员问题。裁员用日语来讲
就是解雇的意思，历数被裁员的人，未
必都是不能干的人。如今，裁员的概念
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一个人在谁眼里都是能干的
人，是团队的主力，是将来能引导公司
前进的领导者，那么这个人是不会被裁
员的。因为失去这样的人才，公司就会
出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进入被裁员
的名单呢？简单地说就是“缺乏人气
的人”。

这里所说的“缺乏人气的人”，是指
“没有要好的同事”“孤立的人”“独行
侠”，他们的工作虽然出色，但是常常与
上司发生冲突，或者自我意识过强，缺
乏与周围人的协调能力等。

总而言之，无法适应团队协作的
“独行侠”会成为被裁员的对象。

如果“独行侠”在工作中消极的话，
更是被裁减的对象。可悲的是，作为解
雇方，往往对解雇那些工作不能干、在
哪里都不会被重视的人表现得于心不
忍，而对于裁掉那些“凑合能用的人”没
有什么犯罪感。

而人缘好的人则情况大为不同，
正因为顾及到“很难跟他讲啊。大家
都表示反对，而且我去说的话大家都
会讨厌我，往后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这样，就会连宣告其被解雇也变得犹
豫起来。

一边是没有人指责，一边是指责声
一片。那么究竟应该解雇哪种人？这
原本是很清楚的。

我曾以为“只要工作能干，谁也不
会有任何不满”。实际上如果大家都轻
视公司人脉关系的话，我会很难开展工
作。有人可能认为不过是公司人脉关
系而已，但也正是公司人脉关系，让人
不能无视社会的现实问题——是否拥
有公司人脉关系，将决定自己的名字是
否会出现在被裁员名单上。

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职场人士，建
议从明天开始就努力做到早晨第一个
上班，这对于你在公司人脉关系的构筑
具有很好的效果。

早起不会导致睡眠不足

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懒人太多了。
但凡乘坐满员电车的人，有相当一部分
是懒人，或者是性格都比较偏执的人。

有的人是只要早起10分钟就能有
座位，但偏偏不能早起10分钟；有的人
是“我知道挤车很累，但是没办法”；有
的人认为以前的模式没有必要改变；有
的人只要付出一点点努力就能轻松制
胜但不愿尝试。

这些人不是懒人又是什么？
早起会导致睡眠不足，是不能成为

人晚起的理由的，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晚起的原因一般来说应该是半夜

不睡，而且起得又早，所以导致睡眠不
足。其中不能忽视半夜不睡这一主要
原因。

既然明白了原因，就不难对症解
决问题。你只需要晚上提前 1 个小
时入睡即可。如果做起来有困难，那
么还可以在车厢内小睡1个小时，这
样就可以弥补睡眠不足了。

同样，距离车站太远，赶不上始发
班车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20多岁时我住在郊外，赶到车站需
要乘坐20分钟的巴士。至今我仍然记
忆犹新，我乘坐的巴士是早上5点50分
发的第一班车。

有人可能说，“只有你才能做到”。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也有人可能说：“我上车的地方
是中途的经 停站，没 法 坐 上 始 发
车。”这个时候，就要记住中途下车
的乘客，选择站在他面前的位置，除
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的一位友人在某证券公司上班，
曾在学校体育会工作过，他工作劲头十
足，是一员猛将，一旦看到从始发站上
车的部下，他就会马上对其交代工作，
其部下一看见他就头痛，就改变乘车路
线，以示抵抗。

（摘自《早晨型人 更容易成功》作
者 中岛孝志）

形势骤然紧张。万般无奈的李
鸿章只好准备接受日本最初提出的
那个方案：可以先商议朝鲜“内政改
革”，然后撤军。此时陆奥宗光用了
那句熟悉的话来回答：今时不同往
日了，兄弟！

7月19日，在英国明确表示支持
日本的3天后，占据汉城的日军迅速
行动，他们闯入朝鲜王宫，向朝鲜政府
提交最后通牒。我们看看其中的3条
内容：

1.朝鲜国王必须下旨驱逐在牙山的

清军。
2.朝鲜废除和大清国之间的一切条

约（改变属国地位）。
3.限朝鲜3天内（截止到7月23日

零时）给予答复。
这份通牒名义上是发给朝鲜政府

的，实际上为对大清国开战找一个理
由。因为作为属国的朝鲜政府不可
能同意这样的通牒，一旦 3 天过去，
日军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占领王宫，
逼迫国王下令“请日军帮忙”驱逐清
军，到那时，日军将有一个攻打清军
的理由。

接到消息，李鸿章彻底绝望了，他
终于明白一场和日本的战争已经不可
避免，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开始手忙脚乱
地部署向朝鲜增兵。

由于日军已经控制了仁川和汉
城，李鸿章决定：派 1 万大军过鸭绿
江进入朝鲜，占据汉城以北260公里
的朝鲜第二大城市平壤，以平壤为集
结地。

但此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牙山
还有清政府之前派出去的原本用于平
叛东学党的2500名士兵，他们此时已
经成为深入日军集结地——汉城周
边的一支小部队，孤军深入，极为危
险。李鸿章决定派军舰到牙山海面
接上他们，运到平壤与大军会合。但
牙山部队的统帅叶志超提出了另外一

种意见。
叶志超认为，牙山紧邻仁川，而仁

川有七八艘日本军舰，走海路不安全。
所以他建议部队仍然驻扎在牙山不动，
万一日本真的开战，还可以和平壤大军
夹击日军。

接到叶志超的电报后，李鸿章觉
得有道理。但士兵的安全问题又实
在让他放不下心。于是他想到了另
一个办法：再从 海 路向牙山派出
2500人的增援部队！

对于这个奇怪的想法我们很难
理解，既然运兵出去的海路不安全，
那么运兵进来的海路也同样不安
全。这个问题李鸿章不会想不到，不
过仔细推敲一下，我们就能明白李鸿
章的用意。

其实到现在为止，李鸿章仍然不相
信（也不愿意相信）日本真的会和大清
国开战，所以他把主力派到平壤，希望
能够震慑日军，避免开战。叶志超的想
法跟李鸿章也是一样的，他认为只要自
己老老实实在牙山待着，不挪窝，不给
日本人任何挑衅的机会，战事就有可能
避免。

李鸿章很快找到了一个两全的解
决办法，这个办法可以既不刺激日本
人，又能让海路运兵安全有些保障。

这个办法就是租几条英国籍的船
去运兵，而不需要派出北洋舰队去护

航，只需要派一两艘军舰在牙山岸边的
登陆点进行现场警戒即可。

李鸿章认为，“有万国公法在，谁
先开战，谁即理屈”，日本人绝对不
敢挑起战端。更何况日本人再怎么
狂，也不敢朝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
船开炮吧！

从怡和洋行租来的3艘英国籍轮
船很快准备好了，轮船被改装成运兵
船，把天津的2500名清军士兵分批运
到朝鲜牙山。按照“无须护航只需在登
陆点现场警戒”的计划，大清国北洋舰
队并没有出动主力为运兵船护航，只派
出了巡洋舰济远、练习舰威远、属于广
东舰队的炮舰广乙3艘军舰先期赶往
牙山。

与此同时，日本战时大本营命令
所有正在大清国的军舰返航。原
来，虽然两国一直有摩擦，但“友
好交往”也没有中断，日本派出了
几艘军舰在福建马尾港和威海进
行访问。这几艘军舰返航后，日本
本土所有军舰将集结在佐世保军
港，统一编队的联合舰队即将成立，
日本将要用全国所有的军舰去参加
战斗。

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最后通牒的
期限——7月23日零时的到来。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
1911）》作者 黄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