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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拥堵的妙招

1998 年深秋， 哥本哈根一个办公大

楼内， 刚到欧洲环境保护署能源交通部就

职的佩德·延森就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部长给他分配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治理城市

拥堵。

这可难坏了延森， 他没有多少治理拥

堵的经验， 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城市管理者

把道路修得更宽，停车场建得更多。但这对

于很多欧洲古城来说，无疑是难于上青天。

为了寻求对策， 延森经常开车去哥本

哈根的繁华路段调研，希望能灵光一现，然

而上帝没有给他任何旨意， 给他的只有汗

水和叹息。

为了避开上班高峰， 延森只好每天都

提前开车去交通部。有一天，延森在街上看

到一个穿运动服慢跑的人， 他跑到了一个

设有天桥的街口，但他没有上天桥，反而从

底下横穿过马路。这时，突然一辆车从对面

驶来，来不及躲闪，把慢跑的人撞倒了，所

幸没有造成大碍。

延森停下车，上前关切地问：“先生，你

为什么不走天桥呢， 这样既锻炼身体又安

全？ ” 慢跑的人瞥了延森一眼说：“早晨车

少，我不是图省事吗？ ”然后带着鄙夷的眼

光走开了。

延森摇了摇头，感触颇深：既然早晨出

来锻炼身体，当然希望多运动、多流汗，以

达到健康的目的， 但为何不走可以增加运

动量的天桥，却要违规横穿马路呢？更可怕

的是，还差点儿发生车祸，这和锻炼的初衷

不是背道而驰吗？ 想着想着，突然，一个绝

妙的点子出现于延森的脑海， 他要改变市

民出行的观念，反其道而行之，让城市先堵

起来，以堵治堵。

有了这个点子， 延森的干劲儿风起云

涌，他花了半年时间，写了一份 10 万字的

《治理城市拥堵的可行性报告》， 里面详细

记录了治理拥堵的刚性措施。

就在延森大展宏图之际， 他的热情一

下子降到了冰点， 欧洲环境保护署能源交

通部的官员对这份报告根本不认同， 他们

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根本不会得到欧洲各

国政府的采纳。

但延森并没有气馁， 他坚信这份报告

肯定能发挥重要的效能。于是，他决定自行

到各地政府的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游说，每

到一处他都虔诚地递上报告， 然后事无巨

细地说出他的新理论。

可想而知，拒绝是习以为常的，然而更

糟糕的是， 欧洲环境保护署能源交通部鉴

于延森的疯狂举动，打算给他停职的处分。

延森失业了，但他的雄心依然不减，继

续奔走游说，可以说屡败屡战。 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 哥本哈根新任市长默克决定

给延森一个机会。

延森终于实现了他的理论： 给司机制

造麻烦。 譬如：在各个路段增设红绿灯，刻

意让车辆不得不走走停停； 在主要十字路

口取消行人地下通道， 让行人从地下重返

地面；在大型购物中心、巨大办公场所不设

停车场；同时大力发展有轨电车，改善公交

系统……

半年过去了， 虽然哥本哈根的市民略

有怨言， 但效果非常明显， 不愿开私家车

出门的人日益增多， 繁华路段的拥堵大大

缓解。

看到治堵成效这么显著 ， 从 2000 年

起，很多欧洲城市开始效仿。 维也纳、慕尼

黑和哥本哈根封闭多条街道， 禁止汽车出

入。 巴塞罗那和巴黎大力推广自行车出行

计划，将不少机动车道改为自行车道。伦敦

和斯德哥尔摩的司机如想进入市中心，必

须缴纳高额拥堵费。 德国几十座城市加入

了全国性的“环保区”项目，在划定区域内，

唯有释放低碳尾气的汽车方可入内……

就这样， 延森的价值可见一斑， 两年

后， 他又被请回欧洲环境保护署能源交通

部， 并理所当然地当上了负责人。 上任伊

始，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欧洲正在采取行

动，让城市从汽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适

宜人类生活。 ” (据《读者》)

书本里的“成功之道”能信多少

不知不觉间，“成功”已经成了一

门学问。

从机场的书报亭到大学校园的

阅览室，甚至在网络商店里，凡是有

书的地方，《成功的 3 个周期》、《你也

可以成为亿万富翁》、《黄金门》 这类

“励志” 书籍随处可见———它们甚至

被单独分成一个门类，摆在最明显的

位置。

然而，很多人对这类励志书籍的

阅读体验却是， 读的时候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 但激动了几天之后会发

现，生活还在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

并没有多大改变。

有人分析过成功学的基本讲义

和惯用词，发现它们几乎就是人类世

界已知的公理。比如世界第一成功导

师、 世界第一潜能开发大师安东尼·

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明确

目标， 决定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

二，详细计划；第三，立刻行动；第四，

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进行修改，以能

达到目标为准；第五，坚持到底。这个

公式当然是无懈可击的，按照这些无

比正确的道理行事，理论上也必定成

功；如果不成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

有偏差。

不可否认，从这些廉价、方便、唾

手可得但又貌似永远正确的道理中，

我们似乎获得了营养甚至是前进的

动力； 但如果一味地沉迷于所谓的

“成功之道”，放弃了对生活的体验和

思考 ，则有可能在追求“成功 ”的路

上，与自己最初的梦想渐行渐远。

速成的“成功”真的有效吗

按照“成功学”的定义，这是一门运用

世界顶级人士证明有效的成功方法帮助个

人、企业或者团队，减少自我摸索的时间，

快速达到目标并获得全方位成功的学科。

这其中，最具卖点的无疑是“速成”二字。

类似“35 岁以前实现财务自由”、“如

何在 36 岁之前成功”这样的标题之所以引

人注目，或许正是基于以下的逻辑：“成功，

似乎是一种标志，象征我们努力的成果，表

示我们这一辈子没有白活。成功，又像是度

量衡，评定我们在社会中的等级。 ”而与之

类似的不少成功学书籍似乎也在教导我

们，成功要趁早，“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

赚到一百万”、“实现人生价值”。

可是，在短时间之内，只要按照某种特

定的方法付出有限的努力， 就能达到一个

颇具诱惑力的人生高度，你觉得可能吗？

我曾经被人拉去参加一个培训， 现在

想来，那几乎是成功学教程的现场演示。

第一印象就是群情激奋。 不大的会场

里，扩音设备本就多余，而“导师”还在不断

要求每一个发言者拿着话筒声嘶力竭。

自我介绍之后要说的， 是来此上课的

目的———个性中的哪些东西阻碍了自己的

发展，想突破什么样的人生瓶颈，达到什么

样的目标等。一个 20 多岁的女孩说出了困

扰她的一个问题：害怕冲突，尤其是在职场

上，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紧接着，她表了

个态：“希望能有所改变吧。 ”

“导师 ”喝止 ：“‘希望改变 ’就是不改

变！ 为什么拒绝改变？ 你现在不改变，一辈

子就改变不了了 ！ 你到底希望不希望改

变？ ”直到被问得哑口无言，女孩只好说：

“我想改变。 ”

在简单讲解了几条理论之后， 培训很

快进入实践环节。女孩得到的任务是，在手

机通讯录里挑一个最不喜欢的人， 给他打

电话，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表达出来。女孩犹

豫再三，而“导师”则煽动在场的同学一起

鼓掌，“鼓励”她突破自我。

看到了吧，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

“必定成功公式”的简约版本：明确目标、立

刻行动、坚持到底。 当然，还要配合上让人

热血沸腾的现场气氛。可是，如果冷静下来

想想，这样的一个电话真能改变一个人 20

多年来日积月累所形成的个性吗？ 这样的

举动看似是人生突破， 实际上又能有多大

意义？ 这样速成的“成功”，真的有效吗？

职场“厚黑”不可取

还有一种与职场有关的成功学书籍，

被打上了“厚黑学”的标签。 这门起源于李

宗吾先生的“学问”，如今似乎在职场上有

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你埋头苦干却迟迟见不到收获， 你经

常莫名其妙遭人中伤， 你总是眼睁睁地看

着机会被人抢走……于是有人宣称， 之所

以遇到这样的职场问题 ，“只能说明你的

‘厚黑’本领还不够，还得好好修炼”。 在市

面上流传的“厚黑学”职场书籍中，大多都

会列出一系列并不积极的职场法则， 比如

“敷衍推诿，明哲保身”、“正话反说，假话真

说”、“找好靠山，不得罪人”等。

如果你按图索骥， 或许确实能解决刚

才提到的那些问题， 让自己的付出获得更

高的性价比；但在得到的同时，相信你也一

定会失去一些东西，比如积极的生活态度、

诚恳的人际沟通、 进取的工作态度以及真

实的个性表达。

身在职场，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遇到

困难甚至是不公平， 这些都很常见。 要知

道， 不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有所回

报———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工作， 难免

会失望，进而陷入一种哀怨的情绪中，害人

害己。 但如果你对待每一项工作都足够认

真、足够努力，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相信明

眼人一定会看得到。

至于金钱、名利、职位和发展机会，当

你不那么在意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们反而

会自己找上门来。

真正的成功无法复制

诸多成功类书籍大都存在一个隐含的

前提条件：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如果我们把成功定义为“个人资产达

到 500 万元 ”或者“40 岁之前做到大区经

理”的话，实现这样的愿望的确会有一条相

对固定的路径。当然，不可能人人都能梦想

成真，但在千军万马当中，必定会有几个勇

士杀出重围。看到过一句话：一个社会结构

中，成功人士不过 1%，而且他们离不开长

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

寇，成功人士光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

社会中 99%的大多数人还怎么活下去？

《史蒂夫·乔布斯传》被誉为乔布斯本

人留给世界的最大礼物。 于是有人钻到书

里，试图从中寻找通向成功的路径，网络上

也曾经掀起一股“打造中国乔布斯”的大讨

论， 但是一无所获———我们已知故事的结

局，再回过头去从过程中寻找蛛丝马迹，即

便是找到了一些诸如“创新意识”、“追求完

美”之类的东西，那也仅仅是成功的必要条

件，而非充分条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乔布

斯，真正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我们要

的是每个人的成功，而非一种成功。

成功不是从终点到起点的反推 。 我

们需要成功学 ， 但不要功利主义的成功

学 ，更不要打着成功学旗号的商业营销 。

其实 ，只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 ，成功就不

再是一件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了———它并非意味着某一个具体的数值

或职位 ， 更不是跟其他人生活境遇的比

较，而是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追求成

功 ，要轻装上阵 ，首先要甩掉的就是成功

学的大包袱。

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并且尽全

力把它完成好，这便是成功。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