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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要成功就要有好习惯10

要想成功
就要早起

06

自家小史
娓娓道来

妓女，“文化口红”

一次，我跟朋友杨长勋和齐华在上
海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里聊
天。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
几乎天天晚上要来的，一切都很熟悉，
只是觉得它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
者们正在陆续离开。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

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说：“余
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
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

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后转身就
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
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亭
亭玉立的她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
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
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
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
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
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至于第三
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

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刚才她低头低声、快速离

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
“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
她也不必道歉，但她道歉了！齐华，你
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呆呆地
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
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
这个女青年的时候也觉得有些眼熟，不
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
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

再给你说吧。”
“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

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
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
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按照“文革”大批判的逻辑，《文化
苦旅》转眼上升为“妓女读的书”。我收
到大量读者来信，说他们受了污辱，强
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讨个“清
白”。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难
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
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
上海人：是哪一个妓女？他一定不会
说；再问：是否认识那个妓女？关系如
何？他也不会说。

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
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

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
表现她们。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
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
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
小报文痞、情色讼笔。那个被我绝交
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
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他十分内
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
口红，既然口红和《文化苦旅》联系在
了一起，它也就成了“文化口红”。从
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
的主业之一。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
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百岁老人巴金躺
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的辱骂，而他还
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
红”。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
们骂去”的遗言，告别了人世。再也没
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
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
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
水岭。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
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摘自《吾家小史》作者 余秋雨）

成功的人头脑灵活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能够成功的
人和不能够成功的人。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迄今为止，我接触过至少3万名经

营者以及职场人士。我们之间展开过
各种交流，我从中受益良多。现在仍然
有很多杂志邀请我和经营者以及职场
人士进行交流。

什么样的人能够成功？什么样的
人不能够成功？这不是只言片语就能
说清楚的。一个人成功与否有很多的

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
但是有一个差异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简单概括，那
就是“能够成功的人往往有好的习
惯，而不能够成功的人是不良习惯
缠身”。

能够成功的人在想到“这个很好”
的时候，会马上将其习惯化，而不能够
成功的人即使想到“这个很好”，也不
会将其习惯化，而是继续维持以前的
陋习。

为什么能够成功的人会因为“这个
很好”而将其习惯化呢？

因为他们头脑灵活，同时他们还能
够马上付诸行动。

能够成功的人具备以下3大习惯：
①头脑灵活，具有积极接受一切良

好事物的习惯。
②具有对得失善恶能马上做出判

断的习惯。
③只要认为是好事便会马上付诸

行动的习惯。
大多数无法成功的人往往欠缺的

是最后一项，即“马上付诸行动”的习
惯。简单地说，就是“虽然我都明白，但
是做不到”。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叫作“生理
机能分裂”，虽然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成
功，但缺乏行动，不能养成好的习惯，
当然也就无法成功。如果这样的人还
能够成功的话，那么这个成功本身就
是问题。

所以，成功者看失败者时，往往都

会认为“这些人为了失败付出了拼命的
努力啊”。

掌握短眠法，就能成为早晨型人

大多数无法成为早晨型人的理由
是，“晚上睡得晚”“睡眠时间会缩短”等。

一个人晚上睡得太晚而导致睡眠
时间不足是不可取的。你又不是《男人
不好当》里面的寅次郎，如果是那样，真
是无话可说了。

有很多人虽然晚上睡得晚，但属于
早晨型人。当然，也有睡眠时间较短的
早晨型人。

拿破仑就说过：“我的词典里没有
不可能。”众所周知他几乎不睡觉。发
明大王爱迪生也曾有“我每天只睡3小
时”的豪言。

虽然他们没有系统的睡眠时间，但
是他们是在零星地获取睡眠。比如，拿
破仑会在马背上打个盹儿，爱迪生会在
研究室眯一会儿。他们其实是在进行
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打瞌睡。换言
之，这属于插空补觉。

这种打瞌睡、插空补觉其实正是人
们常说的短眠法。

所谓短眠法，是指无论睡眠时间多
短都能够从容应对，不会对工作产生负
面影响的睡眠法。

短眠法真的有人能够做到吗？是
的。我有两位友人就在实践短眠法。

其中一位便是因短租公寓而声名
鹊起的川又三智彦。

他是大藏省银行局的不良行政即
著名的“不动产业界的总量规制”的最
大受害者，他拿出所有积蓄从零开始成
功 翻 身 。 他 曾 经 把 主 题 音 乐

“4400111”转让给外资企业并用全新
的品牌在业界刮起强劲的旋风。

他还为了能在任何一个地点工作
而把轻型汽车改装成办公室，他是史上
罕见的创意型人才，考虑到自身的健康
和工作效率，他每天会安排3段时间集
中小睡。

“每天白天我要休息两次。为了能
随时在社长室里休息，我还准备了小
床。在午餐后睡30分钟，将工作安好
以后，从下午6点半开始再睡30分钟。
通过这样的睡眠我可以工作到很晚。”

据说，在晚上到早晨的时间里他只
有少量的睡眠，而第二天他的工作丝毫
不受影响。

一般来说，一个人在一天中能够集
中注意力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我是
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每天我的注意
力集中时间充其量也就10分钟。

如果人们像川又三智彦那样每天3
次给自己“系统重启”，那么每天人的注
意力集中时间也就有3次机会。换言
之，每天你就可以拥有超出常人3倍的
注意力集中时间。这种短眠法值得忙
碌的职场人士借鉴。

（摘自《早晨型人 更容易成功》作
者 中岛孝志）

（本连载结束 敬请关注下期
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