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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抽屜裡珍藏著屬於我的
“古董”，就是年代久遠的那塊“上
海牌”手錶。“上海牌”手錶是上海
的品牌，看到它，回憶的閘門就自然
打開。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上海作
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所產的上
海貨是一塊“金字招牌”。如“上海
牌”手錶、“永久牌”自行車、“蝴
蝶牌”縫紉機、“紅燈牌”收音機
等，是那個時代的驕傲。它承載了一
代人的記憶。

那時候一塊“上海牌”手錶最高
價是一百二十元，從現在看，它的價
值不高，但在那個時候，一般勞動力
少的人家幹一年活還買不起，所以看
到誰手上戴上一塊“上海牌”手錶是
很受人羡慕的。所以那時，誰的手腕
上戴一塊“上海牌”手錶，真是一件
十分榮耀的事情。有報刊介紹：當年
周恩來總理非常喜歡國產“上海牌”
手錶，無論在什麼場合，出國、開
會、接待外賓等，他都會戴著“上海
牌”手錶。每當有人問及時，他都會
微笑地稱讚上海生產的手錶好，因而
“上海牌”手錶名聲大振。全國人民
也都以戴“上海牌”手錶、騎“永久
牌”自行車、聽“紅燈牌”收音機為
榮。

60年代後期，上海手錶廠的技術
人員從毛澤東主席的手跡中選取了一
個“上”字和一個“海”字，拼成了
毛體，從此“上海”商標一直沿用至
今。那時在上海城市或郊區的一些年
輕人，在成年後或結婚時，都嚮往
“三轉一聲”。“三轉”就是“上海
牌”手錶、自行車和縫紉機。“一個
聲音”是指收音機。這成為每家人中
有兒子的人家娶媳婦作婚前一些準
備。購買三樣東西不僅需要一筆錢，
而且還需要憑票供應。通常一個單位
或農村生產隊，一年只能按勞動力的
多少分配票，但許多單位比較人性
化，有關票券的發放大多優先考慮談
婚論嫁的年輕人。“三轉”中最受歡
迎的就是“上海牌”手錶，它是上海
一張閃亮的名片。

但在那物質比較匱乏的年代，在
城市買一塊“上海牌”手錶，一般年
輕人需要二至三個多月的工資。在農
村，農民們的收入不及城裡人多，所
以大多農民的家裡都會養豬、養羊、
養雞鴨賣了進行積蓄。那時的豬價很
便宜，想買一塊“上海牌”手錶，一
年得養二頭大肥豬才能買一塊手錶。

還記得那年中學畢業，我作為回
鄉知識青年回家參加生產隊勞動。那
年春節前夕，村裡發給我家一張購買

手錶的券。那時候農家的孩子能
夠買到一塊“上海牌”機械手
錶，那真是令人羡慕的事情，可
是到了年終生產隊“分紅”（這
是按一年家庭勞動力出工勞動日
計算的年終分配，去掉一年家中
分到的的糧食和柴草錢。）我家
算下來是平支，沒分到錢。天
啊，眼看手錶不能買了。我撫摸
著母親手中的那張手錶票，準備
放進土灶付之一炬。我的舉動被
母親看到了，她忽然笑著對我
說：“兒，今年媽多病出工時
少，看到鄰居家分紅後去縣城給
兒女買了手錶，媽心裡很難受。
“我聽了對母親說的話，知道母
親是在為我買表著想。

“媽，您怎麼能說這話，兒
是媽的骨肉，我不一定要買表
的，媽不能多想這事。”

母親閃著淚花說：“兒，媽
想好了，咱們開春養二頭豬，媽
和你一起辛苦一點，養大了就能
賣了錢……”

說著，看到母親從口袋裡摸
出錢說：“給，媽昨天早晨去小
鎮時向親戚家借了六十元錢，連
同媽賣雞賣鴨積下的三十元，就
可以買一塊手錶了。”母親又
說：“人家的孩子有手錶，媽看
了眼熱，媽想了一夜，我們家的
孩子也應該有。”聽著母親的
話，我接過母親手中的錢，感動得雙
眼流出了淚……

那年春節我去縣城商店買了一塊
“上海牌”手錶，開面很新穎，價格
比原來便宜了些，花了九十元錢就買
了手錶回到了家。同村的幾個小夥子
看到了，都很新鮮地圍著我，在手腕
上試著戴，大家看了又看，摸了又
摸。那年代，村裡戴手錶的年輕人很
少，能戴“上海牌”名表的人更少。
所以誰有手錶，年輕人則露出羡慕的
眼神。我知道他們也很想能買一塊手
錶。那幾天晚上，我對著自己買回家
的“上海牌”手錶看了又看，興奮得
沒睡好。

為了早點還錢，必須按照母親的
計劃早日養豬。那年開春，我就和村
裡的幾個小青年，半夜裡騎著自行
車，冒著雪後的寒冷，摸黑繞道滬太
路一直向北，騎行三十公里路來到鄰
近上海的江蘇瀏河鎮。從農家賣的種
豬群中購了二頭小黑豬。那時的小豬
很便宜，十元錢就能買到一隻十多斤
重的斷奶小豬。而養到一百五十來斤
的豬，每頭豬價只賣五十來元。那時
養豬，也是很艱苦的，每天從集體勞

動之後回家，還要去河畔打豬草，去
小河摸螺螄給豬吃……但我不怕苦，
因為我心中一直在想，只有早日把豬
養大，還掉母親向親戚借的錢，這買
來的手錶才算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

就這樣，家中買回的豬經過五個
月的餵料飼養，二頭豬長得肚大、頭
肥、大耳，每頭豬竟然長到了一百五
十來斤重。我在村裡二位小夥子們的
幫助下，綁紮了豬，推著板車去小鎮
的供銷社賣了。手捧賣豬得來的錢，
我又陪母親去了親戚家，還了所借的
錢。此時我看到母親的臉上揚起了笑
意，我的心裡就像是掉了一塊大石
頭。因為我高興，我擁有了自己真正
意義上的一塊“上海牌“手錶。

那時儘管我有了“上海牌”手
錶，但我依然捨不得戴，總會大大方
方地把它借給村子裡還沒有買手錶的
幾個同齡人。比如有的小年輕要出外
走二三天親戚，有的由媒婆帶著去小
鎮附近車站與某姑娘相親，小夥子們
為了時髦一下，常會悄悄附耳對我
說：“借我一天‘上海牌’手錶戴一
下……”我當然同意了。那年代年輕
人能戴上一塊“上海牌”手錶，不亞
于今天戴著珍貴的珠寶首飾。

七十年代初，我被鄉親們推薦為
工農兵學員。在鄉親們送我上師範的
那天，我的胸前佩戴著大紅花，手腕
上終於戴上了一塊閃閃發亮的“上海
牌”手錶，因為我感到戴著這塊手錶
上學也是光榮的，這是屬於我們家勞
動所得的成果。

後來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繁
榮，購買手錶再也不需要憑票了。四
十年前鄉村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買
一塊“上海牌”手錶也很累，而現在
同樣一個普通農民，一個月的收入就
可以買幾塊“上海牌”手錶。這是中
國經濟發展，市場繁榮的見證，是中
國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和揚眉吐
氣的見證。

捏指數來，我的那塊“上海牌”
手錶已經四十多年了，表面已經陳舊
得帶點淡黃色，錶帶已經有點暗淡。
它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從我手腕退休
了，雖然手腕上的手錶已經換了三代
新式的“上海牌”手錶，但那塊老式
的“上海牌”依然被我珍藏在抽屜的
小木盒裡。儘管不戴在身上，但我依
然會每週去打開看看，有時還會給它
上一下鏈，這時它就會發出歡快的滴
答聲。那聲音似乎特別好聽，悠揚聲

中見證了我家的生活變化，同時也見
證了祖國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翻天覆地
的變化。

不久前我在上海的一位朋友對我
說：“我的一位收藏鐘錶的老鄰居告
訴我，凡四十年前的上海牌手錶，現
在社會上已經不多了，很多人家早在
以舊換新時扔掉了。現在有些高人在
收藏上海牌手錶進行交易買賣，我知
道你有老手錶，說不定能賣到二萬多
元，如果表還能運轉的話價會更高一
些。在上海老城隍廟和陝西路的祥生
貿易店，有人在買賣和交易上海牌老
式舊表。”我聽了，想了想說：“我
不賣，這老手錶是我人生的一段記憶
和一份不能忘記的情懷，它維繫著母
愛，維繫著勞動創造生活的真諦。人
家買了去收藏，我也可以自己放在家
裡收藏呀！”朋友聽了直點頭。

如今，我家的那塊“上海牌”手
錶成了我的收藏品，被我放在心愛的
抽屜裡。這塊手錶很神奇，稍加上
弦，錶針仍會自然走動，且還會發出
清脆悠揚的“滴嗒”聲，像是在唱一
首時代之歌，又像是在講述我所經歷
過的那一段難忘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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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你什麼都不會，不要隨便
放棄你現在的工作。

你至少要學一項技能，學滿七分，並且有

能力超過你當下的工作，再來思考辭職這件事

。

現在有一種雞湯學是，年輕，一定要有孤

注一擲的勇氣。所以，哪怕一無所有，也一定

要去追求。

有一個小男孩來找我，二十六七歲，辭了

體制內的活。他說，我怎麼感覺一點都不開心

呢，沒錢沒工作還沒自由。

我問他，你會幹什麼，你大學學什麼專業

。

他說，大學的知識早就忘記了，畢業也不

知道怎麼回事，考進了體制。不太適應，覺得

太無聊了，就出來了。現在呢，好像也找不到

什麼好工作。

“你有什麼樣的能力，才有可能匹配什麼

樣的工作。你考進體制，說明你在某些方面並

不比同齡人差，也非常適合機關工作。但你盲

目出來，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

不要隨便辭職，年輕人不要把辭職當兒戲

。

你不知道做什麼，也不會做任何事的時候

，你想讓這個社會如何接納你呢？

那些本是平凡人，想一躍而上，手無寸鐵

，卻成為落魄小王子的故事，一點都不感人，

甚至聽上去特別無知無能無本事。

二、不要讓情緒左右你的選擇。
我從來不贊同衝動型辭職，而大多數人辭

職，就是因為情緒不對，所以帶著情緒，放棄

一份工作。

有一種叫風險成本。

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勇氣，但你要懂得

，把風險成本控制到最低的時候，再去辭職，

會大大提高你的抗風險能力，和降低你的風險

成本。

“我在這裡工作不開心，所以我辭職。

我在這裡感覺鬱悶，所以我辭職。

我被上級批評，被同事排擠，我辭職。”

我覺得，比辭職更重要的是，你更需要知

道：你為什麼工作不開心，為什麼鬱悶，為什

麼會被上級批評，同事排擠。

以及說到底，為什麼這個人是你，不是別

人。

你沒有分析出原因而辭職，在進入下一份

工作之後，90%可能進入同樣的死局。因為，

在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你選擇了逃避，而不是

先找到答案。

三、別人的路對你來說複製性不強
，你要知道你的核心競爭力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很流行，辭職後浪跡

天涯，看世界。關鍵是，那些所謂的“浪跡天

涯”看上去都是有錢有閑，還人美活好。

於是，所有年輕人都做起了一個夢。辭職

，去旅行，然後寫書，然後成名，然後發大財

，貼上“自由自在”的標籤。

我寫過一篇文章寫的是我身邊的一個朋友

。她當時太羡慕這樣的生活了，辭了職去旅行

，幻想著有朝一日“朝九晚五中，也浪跡天涯

”。

確實，因為這段經歷，有一段時間，有人

找她寫稿，也有一點收入來源。

然而，漸漸地，她發現，入不敷出，積蓄

在減少，收入並不能支付開銷，甚至不敢問家

裡要錢。

一旦生存造成問題的時候，或者說長期沒

有經濟收入的時候，很多人是會產生自我懷疑

的。她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就說了一句話，

還是回來吧。

你辭職去旅行，其實是想辭職獲得生存。

但你有沒有想過，你是否真的合適。

因為你的核心競爭力並不在這裡，你卻一

意孤行。全憑運氣做事，往往顯得很被動。

所以，我在回答讀者的問題時，經常會問

他一句話：你會做什麼。

那些你想走誰的路的人，你有沒有想過，

你是否有他的核心競爭力。

人的路不可複製，就像人的經歷也不可複

製一樣，所以很多時候，只有殊途同歸，少有

先因後果。

我不鼓勵年輕人隨便辭職，但我也鼓勵那

些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的年輕人，看看外面的世

界。

辭職不是一概而論的事，你要有穿越山川

湖海的本事，才能跳出原來的江湖來闖。

世界，那麼大，我們是該去看看，但首先

是活下來，其次是去看看。

那個隨便辭職的年輕人，後來活成了什麼樣？
前些天，一個讀者問我：
辭了職，現在後悔了，又回不去了，該怎麼辦？
“老實說，當時把辭職後的生活想得太美好，出來之

後才知道，一切從頭開始，而尋找這個開始的感覺，真的
不知如何是好。”

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我只給了他一個建議：學一項
本事，越精通越好。

我說，我想梳理一篇文章，給許多希望辭職的年輕人
，他說，你可以以我的例子開始。

大概是因為大家知道，我是從體制裡出來的，目前看
上去活得還不錯。這裡，我要重點劃一下，是“看上去”
。

所以，幾乎每天都有人在後臺問我：
我不喜歡現在的工作，想辭職，我該怎樣過上想過的

日子？
我不知道做什麼，就是不喜歡現在的工作。
我不知道該怎樣努力，但我又不喜歡當下。
我覺得在這裡，大多數人有一個錯誤的概念，就是辭

了職，就有可能過上你喜歡的日子；不辭職，你可能永遠
過不上你喜歡的日子。

但你要知道，取決你過上自己想要生活的，不是你的
職業，而是你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