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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原则：
你好。
我在麦肯锡工作的时候以及离开麦

肯锡之后，一直有人问我：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你能不能不告诉我制胜的战
略是什么，而是告诉我如何制定出这个
制胜的战略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
题，比如：如何同时多任务工作？如何长
时间劳作还能保持体力？如何长时间耐
烦还能精神不崩溃？如何做一个估值模
型？如何预测现金流？如何做一张 !!"？
如何在半个小时里讲好三十页 !!"？如

何写清楚一篇千字文？如何和一个 #$%在三十秒内讲
明白一篇万言书要说的东西？如何有效地开一个会？如
何讲价钱？如何优雅地说不？如何面对一个自己实在不
喜欢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人？如何带队伍？如何建立和
维系一个相看两不厌的世俗关系？等等。
大家想知道的是方法论。但是，如果真要讲明白这

些方法论相关的问题，很有可能需要写一本三百页的
书；如果真要修炼成这些方法论相关的技能，很可能需
要五到十年。如果根器不好，一辈子也没指望。即使根
器再好，这些方法论和技能不是关于世界的哲学原理，
不花一定的时间反复练习，没有对路的师父在一旁冷
眼旁观、及时棒喝，也无法顿悟。这些方法论类似世俗
的武功，想要掌握，没有捷径，没有类似禅宗佛法的顿
悟，只有渐修之路。
在这些众多的方法论背后，有三个基本原则。这三

个基本原则，如果你根器好，细细思量，是可以顿悟的。
第一个基本原则是金字塔原则（结构化思维原则，这个
我以前有文章写过），第二个基本原则是科学研究原则
（包括假设、事实、逻辑推理的作用等等，这个我将来有
时间会写），第三个基本原则是二八原则。
二八原则的简单定义是：花百分之二十的力气，实

现百分之八十的效果。
先要说明的是，二八原则的目的不

是帮助你偷懒。这个原则的第一目的反
而是帮你成就更多。你花百分之二十的
力气实现某件事儿百分之八十的效果，

你花你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力气实现另外四件事儿百分
之八十的效果，这样，你花百分之百的力气就能实现常
人百分之四百的效果。这不仅是传说中的“事半功倍”，
是“事半功两倍”。这个原则的第二目的是严格约束你
不要恋战。“更好”很有可能是“好”的敌人，“完美”一定
是“美”的敌人。如果你追求一个局部的更好甚至完美，
你有可能花费巨大的资源和时间，从总体上看，这往往
意味着总体的浪费和失败。这就是传说中的“打赢了战
役，打输了战争”。
应用二八原则的时候，第一步，要明确你要在什么

事情上达成什么效果，你要逼自己仔细想，想得越具体
越好，并且拿起笔把它写在笔记本显要的位置，之后发
生困扰时，打开笔记本，重温它。在世俗的世界里，人们
太容易被潮流、情绪、天气、他人所影响，很多人做的事
情和他们该做的事情无关，他们在该做的事情上的努
力和要达成的效果也常常无关。
第二步，确定达成既定效果最重要的三个分析或

者三个行动，在确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最直接的信息
来源（比如某个子行业有胆有识的专家的判断，比如你
自己的直觉和常识）。
第三步，果断行动，不必纠结是否已经有了完美的

方案，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情境中。如果纸上谈兵的节
奏跟不上市场变化的节奏，那就先打，打了再看，看了
打后的结果再调整。第四步，在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效果
之后收手。抬头看路，大处着眼，重新审视，再次确定为
了赢得整个战争，下面最重要的三个战役是什么。
纸短理长，很遗憾没有足够的字数让我多举几个

例子。遥祝多用二八，打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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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
暑假的一天，包蕾、鲁风、
孙毅和我受嘉定图书馆的
邀请，参加他们的暑期读
书活动。

从上海市区到嘉定
县，有近两小时的车程，我
们乘坐的是人货两
用的中型汽车。开
始，我们有些担心
老包的身体，他已
经六十有六，曾经
小中风过，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我们
怕他受不了车上长
时间的颠簸，要他
坐到驾驶室的软座
上去，他执意不肯。
他说：“我是喜欢热
闹，不甘寂寞的。”
于是硬和我们一起
钻进了只有硬条板凳的车
厢，坐在了我的旁边。
天真热，早上七点刚

过，已是艳阳高照了。没有
风，我们都取出随身带的
折扇驱暑。唯独老包，穿着
整整齐齐———汗衫外面还
套着浅色的确良外衣，端
坐着。他已经发福，又有些
谢顶，只见汗水从头上、额

上渗了出来，顺着胖胖的
双颊往下淌。“我忘了带扇
子。”他笑嘻嘻地用手绢不
停地擦着脸上的汗，眼里
闪出敦厚的目光，但那件
外套还是严实地裹在汗衫
外面。早就听说老包的生

活自理能力很差，
穿衣吃饭要靠家里
人照料，这次算是
见到了。
车，很快穿过

喧闹的市区，往嘉
定方向驶去……
突然有人对老

包说：“真想象不出
来，你下放的那几
年在农村干了些什
么。”老包微微笑了
笑说：“整整养了三
年猪。猪，还是有点

灵性咧，碰了壁，会拐弯；
见了饲养员，会在他（她）
身上拱；到了喂食的时间，
就会嗷嗷叫……”说起猪
来，他神采飞扬，滔滔不
绝，说得活灵活现。
“是你养了猪才写猪

八戒，还是你写了猪八戒
才养猪。”鲁风风趣地调侃
道。

“嘿嘿，你还别说，我
真是与猪八戒结下了不解
之缘。”老包憨憨地笑着。

&'() 年包蕾为猪八
戒写了一篇新传。这是他
仿《西游记》的笔法，借用
这部古典名著里的艺术形
象，比照现实生活中某些
少年儿童的思想、行为和
心理特征而进行的创作。
因为是新的尝试，他用了
笔名“文仿”。这篇《猪八戒

吃西瓜》新传，在孙毅主编
的《儿童时代》刊物上发
表。出人意料，这篇新童话
一出来，立即受到了读者
们极大欢迎，连美影厂厂
长特伟也被深深吸引。特
伟特地找到包蕾打听《猪
八戒吃西瓜》的作者是何
方人士？当他得知“文仿”
就是包蕾时，兴奋得拉着
包蕾，要他“赶快把这个童
话改编成美术动画片的脚
本，立即投入拍摄”。不久，
《猪八戒吃西瓜》以美术剪
纸片的形式与观众们见
面，这是中国第一部剪纸
片，上映后赢得中外观众
的一致好评。
可是，老包还来不及

写出猪八戒的第二个新童
话，在众所周知的五十年
代末的那场运动中，被剥
夺了写作的权利，到农村
养猪去了，近距离地日夜
与“八戒”们相处。此时他
也不得不停下笔。
直到 &*)+年，

从猪棚调回到出版
社，工作是协助师
大编写儿童文学教
材，再不担任审稿工作也
无写作任务。但他仍情系
“八戒”，继续酝酿着老猪
的新故事。机会总会眷顾
有准备的人，不久，《少年
文艺》的编辑来约稿了。这
对还带着“处分”印记的作
家，是莫大的鼓励支持，早
已在胸中萌动的猪八戒，
立即从老包的笔下栩栩如
生地跃然纸上，《猪八戒探
山》《猪八戒回家》和《猪八
戒学本领》，相继在《少年
文艺》上发表。后来，又辑
集成《猪八戒新传》出版。
一路上，老包叙述着

猪棚趣事，我们眼里出现
了大大小小，圆滚滚憨态
可掬的小猪们。汽车在不
知不觉中驶进了嘉定县
城，集市贸易还未散去，中
央大道的两边摆满了各种
瓜果。老包的眼睛又盯在
那些西瓜上，我们不由想

起了猪八戒吃西瓜的馋
相，不约而同哈哈笑了起
来。在读书会上老包绘声
绘色地向孩子们讲着猪八
戒吃西瓜的故事，孩子们
捧腹大笑。
在文学创作上老包有

着非凡的能力。他从 &*,)

年（&- 岁）在《读书生活》
上刊登处女作独幕剧《释
放》到八十年代，已发表了
几百篇（部）剧本、童话及
低幼读物，&*(- 年还在
大型文学创作刊物《收获》
上，刊登了童话作品《火萤
和金鱼》。有些作品在国际
上得奖，《金色的海螺》荣
获亚洲电影节卢蒙巴奖。
尤其是他创编的《三个和
尚》上映至今仍是最受欢
迎的美术片之一。他的作
品题材面广，内涵丰富，语
言风趣、幽默、生动、简明，
有些作品不仅受到小读者
们的喜爱，也受到成年读

者的青睐。他除了
&*(- 年后的一段
时间被迫放下笔
外，在创作上，从未
稍有懈怠。他常因

创作冲动，半夜披衣而起，
通宵写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年过半百的他虽然年迈体
弱，但只要是去与少年儿
童接触，只要是对创作有
利的活动，哪怕再远、再
累，他也欣然前往。他常说
自己作品的题材都是在孩
子们的生活中找到的。在
与孩子们的相处中感受到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童真
童心感染着包蕾，他的才
思泉涌，后又写出了不少
精彩的童话，可惜他坎坷
的经历损坏了他的健康，
&*-*年病逝，享年 ./岁，
未能尽展才能，他的众多
作品永远载入中国戏剧史
和儿童文学史，将永不退
色。

今年 && 月是包蕾诞
辰 &++周年，谨以此文纪
念他。

久违的油炸糖糕
张菱儿

! ! ! !北京的秋，蓝天蓝得清澈，白云白得素
净。人行走在蓝天白云下，忍不住会放慢脚
步，做几次深呼吸。北京秋天是如此美好，但
随着秋深，逐渐有了丝丝凉意。清晨从家里
出来，踏进宏状元粥店，想喝一碗热乎乎的
薏米粥，再去上班。
早餐是自助式的，吃什么自己取。蓦然，

一摞圆圆的油炸糖糕吸引了我，它们安静地
待在保暖箱里。奇怪，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
瞬间，一个个圆圆的油炸糖糕变成一张张圆
圆的笑脸，仿佛在对我说：你好，久违了！

那一刻，我感觉舌尖上的味蕾全部绽
放，要不是我抿紧嘴唇，恐怕口水要流了出
来。我毫不犹豫地夹起两个，放进托盘上的
碟子里。

取好餐，找一个空位坐下，迫不及待地
夹起一个油炸糖糕，轻轻咬上一口，有红糖
从里面流出，立刻，满嘴都是香香的、甜甜
的、糯糯的，久违的味道啊，那么熟悉，那么
亲切，心里升腾起的温暖团团将我包围，记
忆一下子将我带回到小时候。

我出生在河北。小时候物质相对困乏，
但人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丰富的
饮食文化。每年秋收过后，农活开始转闲，父

亲去赶集市或庙会，总爱买回几个驴肉火
烧，回家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吃，以换换口味。
隆冬时节的大锅菜，以白菜、炸豆腐和粉条
为主，加上肉片，荤素搭配，吃起来酸爽可
口。但我最爱吃的，还是娘做的黄米面的油
炸糖糕。

娘会把新收的黄米磨成面，然后把面倒

进面盆，加上水，搅拌均匀后，捏出一个个拳
头大小的黄米面团，放进锅里蒸。待蒸熟后，
用擀面棍把面团压成饼状，包上用白面调好
的红糖，用手轻轻压扁平，随后放进烧热的
油锅里烹炸。经油炸过的黄米散发出一种独
特的香味，那香味一丝丝一缕缕地钻进鼻
孔，我守在油锅旁，踮着脚尖儿，望着一个个
乳白色的糖糕在油锅里翻滚，心里焦急得像
猫爪在挠。

娘早就看透了我的小心思，搛出颜色金
黄的一个递给我，说：“馋猫儿，尝尝熟没
熟？”我笑着接过盛油炸糖糕的碟子，心满意

足地离开锅灶，躲一旁吃去了。
待一盆金黄色的油炸糖糕端上桌，我和

哥哥姐姐们围坐在饭桌旁，一个个吃的嘴巴
油光发亮。我常常不小心，把红糖吃到了脸
蛋儿上，变成花脸。哥哥姐姐们一边吃，一边
笑我，一顿饭便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空气
也变得甜腻起来。就这样，一顿油炸糖糕，把
原本平淡的日子，变得甜甜美美、有滋有味
了。

后来渐渐长大，上学，结婚，远离家乡，
可是，无论脚步走多远，油炸糖糕的味道并
没有远去，它那么固执地留在我的心里，出
现在我的梦中，就像那一团浓浓的亲情和乡
情，不管隔了多长的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
被唤起。

两个油炸糖糕吃完了，我走出宏状元粥
店，阳光撒欢样地洒下来，照得全身暖融融，
就连这深秋的风，似乎也变温柔了。
油炸糖糕，明天见！我在心里说。

温暖的时光
!德"林中洋

! ! ! !午夜过后，天依然没有黑尽，知道已
经离极圈不远了。海风很强劲，偌大的阿
依达邮轮竟然也有些许颠簸。我坐在甲
板上，裹紧了毯子。远处的海面上，有别
的大船贴着地平线缓缓移过，上面的灯
火清晰可见。
小的时候，在故乡的海边，我就很

喜欢在夜幕降临之
后，望着远处海面上
灯火通明的大船发
呆，想象着那上面的
人正在做着什么，莫
名其妙地觉得对船上辛劳的生活很熟
悉，特别是对那些灯光感到尤其的亲
切，难道我上辈子是个水手？也是在年
少的时候，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那时的夜
还是很寂静的，夏天里开着窗户睡觉，会
在深夜的时候听见远处不知名的地方传
来隐隐约约的火车的鸣叫，仿佛还有车
轮撞击铁轨的声响，我于是就觉
得自己跟着那车轮去了远方。
后来我明白，这些都是自己

曾经对陌生世界的向往，那个时
候觉得人的一生好长好长，我一
定要出去看一看别处的天空；如今走过
了万水千山，在异乡生活了比在故乡还
要长的时间，然后才发现，月亮在哪里
都有圆缺，倒是故乡的天空更让我挂
念，在那里，有柳絮与蝉鸣，长眠着我
的母亲。

我们的船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之上，
风越发地紧了，身后的酒吧里传来轻松
的乐曲，丈夫走过来，递给我一杯鸡尾
酒，然后坐在了我身边的椅子上，我们轻

轻地碰了一下杯，一起望向无尽的海面。
暮色渐深，最早的星辰正缓缓升起，已经
快夜里一点了，我父亲已回舱休息，孩子
们和他们的几个在少年俱乐部里认识的
新朋友还在顶层的小球场打球。也许是
因为此次旅行非常顺利而愉快，也许是
因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都在我的身

边，总之，在这无垠
的天地之间，漂浮
在四面不靠的海洋
之上，我没有萍踪
千里的飘零之感，

也没有他乡故乡、何去何从的茫然，而是
感到了少有的平静的自由。
人的心志可以很高远，远到想去追

星逐日，回望的时候才发现，在追逐的
过程中被自己抛弃或者忽略的，可能才
是最值得去珍惜的东西；人生说长也
长，说短也短，一个悲伤的夜晚可以漫

长得仿佛没有尽头，而那些美好
的时刻却总是转瞬即逝；世界很
大也很小，大到终其一生也看不
完它的精彩，小到可以把它整个
放进心里面，在那里，放得下对

一个人而言最珍贵的东西，有亲情与友
情，也有记忆的岛和故乡的云。也许人
的一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带着自己的
心上路，走到哪里都是故乡。

夜幕终于降临了，我们站起身来，
把毯子叠好，风吹在身上，很有些凉，
我却不再觉得冷。海涛声中，我们拉着
手慢慢地走回舱。我不再去想世界的动
荡或是人生的无常，我只想用心去体会
眼下的每一寸温暖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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