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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欧美精英珍惜时间06

要想成功
就要早起

欧美精英的时间观念

在美国有个共识，早晨早起的职场
人士都是精英。

我有很多美国朋友也是这样的，
他们早晨早早就起床了。在惊讶他
们为什么会这么早起床的同时，我发
现他们的时间观念与日本人有着很
大的差别。

简单地说，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时
间。这里的“自己”当然也包括其家人。

与此相反，日本人就比较轻视自己
的时间。这里的“自己”同样也包括其
家人。这就是差别。

在第一章介绍过的永守重信中我

曾谈到过这一点，那是在到海外出差乘
坐飞机的时候。

许多来自日本的职场人士认为，不
在飞机上饮免费酒太可惜了，于是他们
大肆喝酒，并且有许多人醉了过去。而
来自欧美的职场人士，一般在搭乘飞机
之前会通过手机商谈工作，他们会找个
位子坐下来打开笔记本工作。当然，还
有不少人在专心阅读文件。

同样是职场人士，欧美的职场人
士一般乘坐的是头等舱或者商务舱，
日本的职场人士不注重这些，这个对
比过于鲜明，每次看到这个情景都让
我感慨颇多。

“为什么欧美职场人士那么努力
工作？”

“我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所以想尽快做完能在飞机上处理的
工作。这样就可以多些时间陪家人
吃饭。”

听完他的回答我不禁感叹。
他们努力工作只是为了享受和家

人欢聚在一起的生活。换言之，他们工
作的时候就非常努力，这就是注意力的
集中。

而日本人是不会忙忙碌碌去工作
的，他们认为在他人面前忙碌工作是很
俗气的表现。那么，他们何时才会工作
呢？只有火烧屁股的时候他们才会去
工作。坦率地说，日本人并不勤勉。

而且，就算工作效率低下，只会被
认为是时间管理不科学，一些日本人还
是坚持与同事说说笑笑，他们认为这样
比和家人待在一起更快乐。

因为观点的不同，日本的职场人士
和欧美的职场人士相比，在对待早晨的
认识、对早晨时间的管理等方面有很大
的差异。

参加早晨学习会好处多

职场人士通过早晨学习会，可以同
时实现信息的收集和人脉的拓展。

“本月的早餐会议定在 10 日早
晨 7∶30开始。敬请参加。虽然是自
由参加，但考虑到座位的限制（限定
20人），还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每月
早起1次，尝试着度过一段有意义的
时光吧。”

我常常收到这样的邮件。
实际上这是朋友主办的早晨学习

会的通知。
他筹办早晨学习会的目的，就是让

人们从早晨开始就开拓人脉、互换信
息。我对他筹办早晨学习会非常看好，
早晨学习会对主办者和参加者都大有
益处。

从25岁开始，我就利用工作后特
别是下班后的时间，举办“关键人物联
络网”学习会。

在撰写此稿的时候，我上网对“学
习会”“职场人士”进行了搜索，排在第
一位的居然就是“关键人物联络网”。
原本想着在网上搜索会出现什么样的
学习会，会请到什么样的人来上课，没
想到自己站在了讲台上。

我曾在下班后主办过学习会。其
主要内容是，在每月一次的恒定例会

上，邀请客座讲师（主要是当时颇受关
注的经营者），宣讲其经营观和人生
观。随后以相互了解和认识为目的，举
办信息交换晚会、名片互换会。

这是我从上班时起就有的爱好，完
全是义务去做这件事情。

下班后自掏腰包组织这样的学习
会，可能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有
着强烈的自我启发意愿。具体来说，
我曾深刻地认识到，人不能光说不练，
且作为社会人不能羞于在人前说话。

带着这种想法，我开始向社会上
的成功人士学习。组织这个学习会的
目的也是希望以成功者为榜样，向他
们学习。

人会因他人而学习，会在学习中成
长，向他人学习才会悟出许多道理。

学习接触他人，在向他人学习时可
以体验到一些令你感动的东西，这不仅
仅局限于下班之后。细想一下，只要是
职场人士能够自由安排的时间，任何时
候都可以学习。

“既然如此，那么就在早晨的时候
试试吧？”

职场人士上班前可以稍微顺便学
习一下，只要顺便学习一下就可以。

友人举办早间学习会的目的不正
是如此吗？当然，早间学习会有各种形
式，有公司为展开销售或取得客户而举
办早间学习会的，在这个学习会上，我
们会看到经营咨询师，另外，也有我的
友人无偿举办的早间学习会。

（摘自《早晨型人 更容易成功》作
者 中岛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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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上学记

在我四岁那年，东边的尼姑庵里办
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学，老师挨家挨户动
员小孩上学，妈妈笑着问：“还在地上爬
的要不要？”

老师说：“要。”说着就把我的名字
登记上了。

从此就开始了我漫长的学习之路。
我去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在灯

前坐了很久。
桌上放着一个新缝的小书包，一顶

新编的小草帽，这都是邻居送的。在书
包和草帽边上，放着一方磨好了墨的砚
台，砚台上搁着一支毛笔。一页已经开
了头的信笺摊在桌边。

妈妈本想把我上学的消息告诉爸
爸，但一落笔，觉得分量很重。

这个学校与上海的学校完全不同，
不但校舍是破旧的尼姑庵，而且听说几
个教师也只有小学文化。妈妈惊恐地
想，当年结婚时决定在乡下安家，余、朱
两家居然谁也没有考虑到孩子上学这
个问题。

妈妈握着毛笔在砚台上蘸了几次
墨，还不知如何下笔。最后，她像是横
下了心，抓过那顶小草帽，在帽檐上写
下四个大字：秋雨上学。

第二天早晨，我戴着草帽去上学的
时候，妈妈本想和我一起去，因为我毕
竟只有四岁，而去学校的路不近，要穿
过村舍、农田和两条河。

但是，祖母拉了拉妈妈的衣襟说：
“不用，让他自己走去。”

每天晚上，妈妈还是在给乡亲们读
信、写信。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

社，妈妈又要记劳动工分、算账了。
因此，我家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

方。家里的每条长凳上都挤着三四个
人，前前后后都站满了人。灯火像一
粒拉长了的黄豆，在桌上一抖一抖。
全屋的人都围着灯前一个二十出头的
短发女子，而这些人自己都成了黑
影。黑影显得十分高大，似乎塞满了
四边的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
板上去了。

在这些夜晚，我总是趁妈妈在黑压
压的人群中忙碌时，溜到旷野里去玩。
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
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
庙边的乱坟岗，去爬湖边的吴石岭，都
是我带的头。

白天上学也很好玩。教我们的何
杏菊老师刚从外地的小学毕业，短头
发，雪白的牙齿，一脸的笑，用现在的话
说，是一个阳光女孩。她教我们识字、
造句，全在做游戏。她每天都会讲好听
的故事，我们听不够。她说你们再学一
些字，就能自己看书了，书上的故事更
多。很快我们真能看书了，我看的第
一本书是《安徒生童话》。但学校的图
书馆一共只有几十本书，是天下最小

的图书馆，怎么够同学们借呢？何老
师定下规矩，写两页小楷，才能借一本
书。为了多借几本书看，我每天尽可
能多写毛笔字。

几年后，我已粗通文墨。
有一天，妈妈与我商量，弟弟出

生后，家务太多，她忙不过来，我能不
能帮着她为村民写信、记工分。她知
道这些事情会剥夺我玩耍的时间，因
此想出了一个补偿方式。她说：“你
所有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由我
来代你做。”

我的小学时期没有每天布置的家
庭作业，只有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
妈妈的提议可以让我免除一切作业
了，这样的暑假和寒假会多开心！我
当场就答应了。

“但是，每天晚上写信、记工分也够
烦的。”我说。

妈妈捋了一下我的头，说：“你听到
过老人讲的四句话吗？手巧裁衣，身巧
爬梯，识水下河，识字拿笔。”

从此，夜夜与油灯、黑影、劣质
烟气混在一起的，是一个七岁的小
男孩了。

（摘自《吾家小史》作者 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