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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八方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本关于“时间管理”的实用型书籍，所幸没因这听起来像“成功学”的书名而错失一本佳作。开篇即被李笑来先生的观点所惊艳：要管理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自己。过去我常认为只要把时间细化好，做任何事最终定能实现。屡次的雄心壮志往往换来的是负反馈的“时间管理失败”。读罢慨然，原来问题一直都出在自己身上。未知会导致焦虑，而焦虑又是导致时间浪费、效率低下的根源。但并非所有问题都那么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就像飞机上那枚多出来的螺丝。只关注眼下必要的问题，并以此寻求答案，未尝不失为一种“智取”。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时间压迫下的焦虑。但真正令我醐醍灌顶的，还是先生的那句：“虽然有不愿意再去的时候，但我知道那不过是我大脑的想法，而不应该是我的想法。叹之，勉之。”在书中，我曾经存在的一个思维误区得以纠正———独立思考的产生。原来我固执地认为独立思考即自己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的想法，因此这个词时常因为被自己神化而在真正面临难题时被束之高阁。李笑来先生将此解释为“二次判定”和“模拟”。细想来，的确如此，“独立”也只是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尽最大可能地去推断一个结果或者一句话是否合理。这就让我在运用时少了许多心理障碍———这不过就是人人都能做到，但少有人愿意做的事罢了。但在阅读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与作者观点相悖，因此有困惑之处。先生在“现状无法马上摆脱”这一节中提及：“从未接触过成功的‘失败者’为摆脱现状碰了许多不必要的壁。”我赞同“人易受自身经验的限制”，所以当自身经验无法摆脱当下困境时自然会焦虑。但是问题又来了，先生又说，大部分人都无法生来就成功，失败是无可避免的，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借此鼓励我们立刻行动不要害怕。在这个观点里的“失败”是不是“碰壁”？第一位站上金字塔尖的人可是没有任何成功范本可借鉴的，他试的那些错，又怎么能被嗤之以鼻呢？作者批判的“逆境造就成功”、“磨难令人成熟”，不就与下文提及的“有什么做什么，有什么用什么”相悖了吗？前者更像是书者对环境无可奈何、自暴自弃的丧气话，躲在红氍毹后兀自垂怜，后者却又是积极找寻机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或许是我的领悟力远低于先生的思想，但这略显“监守自盗”的观点实在是令我费解。同样在本节中，文章在自证“不必轻易仰赖权威”时未免矫枉过正。“正确”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概念，只是专家更加接近正确，仅此而已。有时候我们需要权威，只是因为人类需要一个判定结果。但当自身能力与权威无法相提并论时，是否先相信专家再印证会更加有效？虽困惑，但本节阅读又是我在心态处理和管理时间的实用方法上收获最多的。例如，我这才醒悟侯世达定律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只适用于我一人。这多少缓解了我自以为落后于人的焦虑。例如，做计划时首先分辨任务的属性：我对任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在被琐碎之事塞满时，可以粗暴一点划分权重，多些可行性。若想像柳比歇夫这类“时间挚友”一般培养对所耗时长的敏感性，最好将时间换算成更小的精度单位，记录下每日所做之事及其占用时间，这样做不仅有助于行动的落实，一定程度上也治疗了我的重度拖延，会让我知道：这件任务给我的时间，果真不多了！最后是前言的一个说明方式———反向表达。那么我也尝试通过以下两个反问提出疑问：一、文中提到，在年幼时对长辈的安排只是因为不理解，只需照做即可在未来收获成果，那么这种行为是否会让孩子养成“听话、照做”的思考方式，从而失去自我？二、思维也可以是环境渲染，我的思想也许不是我的思想，在意识到这一点时如何不让自己的“理性”跟从“感性”，即作出自我意识判断？与诸君共谈。(外国语学院21级法语2班林晨茜)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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