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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系社会关系层面，穷人与
富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富人混圈
子，穷人走亲戚”。

斯 坦 福 大 学 教 授 M a r k
Granovetter指出：在传统社会，每
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
同学、朋友、同事……这是一种十
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
认知，是一种“强联系”的表现；
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对于前一
种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然而却是
肤浅的社会认知，通常所说的“朋
友的朋友的朋友”是一种“弱联
系”的表现。

Granovetter的研究还发现：帮
助大多数美国大学生找到工作的不
是亲朋好友这种经常见面的“强关
系”，而很多时候是社交圈里一面
之缘“弱关系”。富人们的聪明之处在
于会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与“弱关
系”打交道上，就是所谓的拓展人脉。

“强关系”虽然稳固，但是“弱联系”能
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为
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富人
们总是能通过各种渠道来建立起自
己的圈子，混圈子成为富人们的常
态。三个美国研究人员，Eagle，
Macy和Claxton，做了一件有点趣的
实验。他们搜集了2005年8月整个英
国的几乎所有电话通讯记录，英国

政府有全国每个小区的经济状况数
据——— 你可以查到哪里是富人区哪
里是穷人区。这样他们把电话通讯
记录跟其所在的三万多个小区居民
的经济排名对比。结果非常明显，
越是富裕的小区，其交往的“多样
性”越明显。而打电话时间长短，
跟经济排名的相关系数是-0 . 33，也
就是说富人虽然爱跟各种人联系，
但真正通话时间比穷人短。

在中国，很多企业家在事业有
成之后，纷纷选择去念个EMBA，
一方面是为了学习新东西，另一方
面更多的是为了结交新朋友，拓展
人脉，找一个和他们现有的社会地
位和身份相吻合的成功人士的圈
子。这是每一个富人都乐于混的圈
子，里面既有成功企业家，也有政
府官员、还有文艺界名流……可以
说这是一个各种资源和人脉兼备的
圈子，有人甚至能从中重新找到

“真爱”。所以富人们很乐意每年
花上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学费，
在百忙之中每月都挤出时间来，去
跟一些成功人士攀上同学关系。而在
美国，做慈善，热忠公益活动是富人
们混入成功人士圈子的主要方式。

富人们所在这个圈子里，大部
分人具有高超的生存智慧和获取财
富的本领。他们在一起交流生意，
探索致富之道，相互激励，相互帮
助，共同分享信息、资源，互通有
无，取长补短。可以说，生活在这
个圈子里，想不富都难。

认真观察，你会发现：“穷人
走亲戚”就是囿于这样的一个小圈
子之中，感情是稳定的，但是谈资
总是局限在家长里短，而且里面传
递的信息大多数是陈旧的，由此产
生的冗余信息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最有效率的交流，也许是
像富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社会关系的宽度和广
度，决定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如果说80后靠拼爹，那90后得
靠刷朋友圈了。90后是名副其实在互
联网环境下成长的一代，时时刻刻用
手机关注着好友的动态。如今，各种
社交软件的盛行，他们很容易就能找
到与自己兴趣相投之人。

如果不擅社交网络，不仅找不
到工作，而且找不到老婆。最新一
项研究发现，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
结婚对象是在网上认识的。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芝加哥大
学心理学系的教授约翰·卡西奥普
说：“互联网问世以来，我们发现人们
在寻找配偶上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而且那些曾经网恋的夫妇比通过其
他途径认识的夫妇婚姻更快乐。”

社会关系五花八门，亲戚、朋
友、同学、同事、战友、客户，甚
至仅有一面之缘的人，都可能结下
某种特殊的交情。无论是富人混圈
子，穷人走亲戚，还是80后拼爹，
90后刷朋友圈，其实都是在某种环
境下与外界产生的联系的方式，由
于处地或身世背景的不同，维系社
会关系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中国
是一个关系社会，如何维系和发展
社会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拆
墙：全网革命》，作者：李光斗）

热闹的大街上，有家餐馆的老
板忽然人间蒸发了。

员工们也是早晨来上班后才知
道的。到了下午，餐馆里已经聚集
了许多债主，欠下的房租、鱼虾
钱、蔬菜钱外加水电煤气费，七七
八八总共有三十几万元。而本来，
当天就该发工资了，这样一来，员
工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通常的思路当然是报警，查封
财产，媒体报道，讨要工钱，雷声很
大，雨点很小……可是他们没有。

是年轻大厨牵的头，他看了看
店里的二十多台空调、桌椅板凳、
厨房用具等固定财产，又打开冰柜，
里头还剩下万余元的肉菜，最后他将
目光定格在厨师、墩头、跑堂、迎宾、
打杂等三十多个员工身上。

他说：“活人不能等死。老板
不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张?反正干
活的人都在，至少，得把我们回家
的路费做出来才散伙呀。”

年轻大厨牵头，众人响应。没
几天，大伙的路费就赚出来了。

有人想拿了路费走人。年轻大

厨说：“干脆把老板欠我们的工资
也赚出来?”众人响应。一段时间做
下来，拖欠的工钱也赚出来了。

年轻大厨说：“一不做二不
休，把欠下的房租也赚出来?”众人
响应。

事关生存，众员工格外卖力;老
食客们一传十，十传百，都跑来捧
场。于是这家店生意越来越好，还
掉所有欠款之后，开始盈利了。

一年之后他们准备拓展业务，
要招新人，应聘者中有个人让他们
大吃一惊——— 当年的老板!他已经破

产，要求他们收留他做一名跑堂伙
计。

这个看起来像编出来的励志故
事，其实确有其事，它发生于去年
春天，河南郑州，是一家烩面酒楼。

事实上，这家没有“老板”的
店可能会在残酷的竞争中消失，也
完全有可能做大做强，比我们想象
的更强，因为他们展示了自己非同
一般的精神力量。

如果你碰巧走过，一定要进去
点碗烩面吃，支持他们。

（摘自《广州日报》）

◎创富

怕什么，干活的人都在

富人混圈子

穷人走亲戚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一个能
力，就是要训练他的大脑，在大
脑里面装东西，使大脑有思考的
能力，使他的谈吐有高度的水
平，这才是人，否则的话，只是
漂亮的动物，并不是高明的人。
所以我在我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
地一再宣传，我们要使我们的大
脑能够起飞。其实这种起飞有两
个层次：一个是，当你看到抽象
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尽量使它
变得具体，反过来说，当你看到
具体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尽量
使它变得抽象。

我看到过蔡维屏写的一本
书，叫做《难忘的往事》。他是
国民党官僚，做过国民党的“大
使”和“外交部”的“次长”。
他这本书里面有段话，说：“蒋
介石死了以后，举行追思礼拜，
我奉派担任执行长。忙了不少时
间，大体就绪，在追思礼拜前一
日的晚间电视新闻，我看到了某
国女特使在机场下飞机，体格丰
硕无比，不禁哎哟地叫了出来。
淑纯(他老婆)在旁边，问是触电
了，还是精神失常，叫什么?我
说：‘你看这位女特使，体格比
常人大了一倍有余。’淑纯说：
‘这也用不着如此惊慌。’”可
是这位蔡维屏作为执行长，他知
道不得了，要赶紧改明天这个追
思礼拜的座位，否则这个外国女
特使来了，这椅子坐不下去怎么
办啊?书里就讲这么一个故事。

我读书细腻，记得在哪里看
到过这张照片。我的脑袋比电脑
还快，把这张照片找到了，然后
就跟这篇文章合并，你们才知道
它的趣味。看到没有?就是这张
照片。追思礼拜的时候，一个人
一个座位，哈哈，这个女特使一
个人坐了两个座位。我就必须说
这个蔡维屏真是很细心的外交人
员，他哎哟一声以后就赶紧采取
行动，通知典礼的主办单位：你
们这个椅子要两个变成一个给这
位女特使坐，否则的话当场出
丑，坐不下去可不得了。这件事
很麻烦，不是两个椅子变一个椅
子的问题，而是说每个人坐哪里
都规定好的，现在要重新调配座
位的顺序，这就费工夫了。

美国一个黑人歌星叫Marry
Anderson，有一次她到一个小镇
去唱歌，演出结束以后，过来一
个女孩子跟她讲：有一个朋友特
别喜欢你，很可惜她今天在一个
小旅馆里面当班，无法请假来听
你的歌。Marry Anderson听了以
后就问了一句话：她在哪家小旅
馆啊?她让司机把车开到了这个
小旅馆的门口，她在汽车旁边对
着这个小旅馆高歌一曲，然后转
身回来，进了汽车就走了。我知道
这个故事以后，一辈子都不忘。

我再举个例子。撒切尔夫人
是英国有名的女首相。有一次在
官邸里面请客吃饭，一个女侍
者，拿着汤分给每人一份。捧到
了内政大臣前面，一不小心这碗
汤洒了，就倒在了内政大臣的衣
服上面，结果衣服弄脏了，内政
大臣也被烫了。这时候满座的人
都觉得很意外。撒切尔夫人赶紧
跑过来，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搂住
这个闯祸的女孩子，拍她的肩膀
安慰她，说：“亲爱的，这种错
误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不要难
过。”她先安慰这个女孩子，然
后才去慰问内政大臣。当时她的
第一反应就是这么了不起的。这
就是我所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

（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李
敖混世宝典》，作者：李敖）

人情练达

即文章

在生活条件比较落后的旧时
代，严冬一到，穷人便经常为取暖
避寒发愁。一般人家尚有几间破屋
陋室挡挡风寒，而那些无家可归的
城市里的流浪者们，处境就更为悲
惨。为了不被冻死街头，他们需要
寻找暂时的栖居之地。而那些价格
低廉、条件极差的“鸡毛店”，便
成了他们理想的“天堂”。

鸡毛店又称“鸡毛房”“火房
子”，顾名思义，就是用鸡毛来取
暖的旅店。早先这种小店是养鸡户
开的，他们在自家院内养了许多
鸡，一面卖蛋，一面用鸡身上脱下
来的羽毛垫在店内，给住店的穷人
当被褥。后来这样的小店生意红
火，供不应求，便在许多城市推广
开来，成为独立经营的旅店。

鸡毛店一般不大，陈设极为简
陋：无床、无椅、无桌、无被褥，
只有一地鸡毛。住客来到店里，交
给店主几文钱，店主就撮给他一簸
箕鸡毛。住客睡觉时把鸡毛铺在地
上，蜷缩在上面睡觉。也有的预先
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鸡毛，住店
的穷人交上钱，便脱光衣服，一头
扎进鸡毛堆中，在鸡毛的掩埋中酣
睡。还有讲究一些的，地上铺一层
鸡毛，上面吊一个四方的大鸡毛盖
子。待住店的穷人“满员”，脱光
衣服一个挨一个地躺下后，大鸡毛
盖子便慢慢放下来，跟地上的鸡毛
合拢，那些沙丁鱼罐头似地挤在鸡
毛里的穷汉们便可舒舒服服地睡上
一觉，还美其名曰“鸡毛小店赛天
堂，铺天盖地也平常”。19世纪中
叶来中国游历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

在《中华帝国纪行》一书中，曾对
当时北京的“鸡毛房”做过这样的
描写：

北京现在就有一种怪异的组
织，它完全超出了傅立叶的丰富想
象。该组织取名“鸡毛房”，是为
最贫困的阶层提供的一种温暖的羽
毛床铺，收费极少，一夜仅收相当
于法国五分之一法寻的铜钱。这一
奇妙设施的构成非常简单，只有一
大间屋子，厚厚一层鸡毛铺满了地
面，凡是无处栖身的叫花子与流浪
者，不问男女，全都可以进入这个
大家庭过夜。在此，共产主义这个
提法发挥了完全而又充分的效力。
入夜，在这个羽毛的海洋里，人人
可以尽兴地经营与享用自己的安乐
窝。天亮以后，他就得离开鸡毛
房，门口有人负责向每位宿客收取
一文小钱。按照人人平等原则，儿
童与成人一视同仁，因而不可减半
付费。

鸡毛店内拥挤不堪，空气污
浊，卫生条件极差。即使如此，不
交上现钱也会被店主强行赶出门
去。民国初年写实小说家刘云若在
《湖海香盟》一书中，对鸡毛店内
的情景也曾作过生动描述：

……房内横倒竖卧，约有十余
个人，有的伏身而睡，有的把身体

埋在鸡毛底下，只露一个头儿；最
妙的是每有人移动，鸡毛便飞舞起
来。一个侧身面壁睡的，口中所喷
的气，把鸡毛吹得来回乱滚……有
个烂腿乞丐，向他(店主)央告说，
身上只有七个铜元，今日暂欠，明
日补还。那店主也不作声，提起他
便向门外掷去。但那乞丐还未出篱
门，他又赶过去抓回来，用灯照着
身上，见乞丐腿上疮口破烂的地方
甚大，脓血漫滴，都沾满了鸡毛，
就骂道：‘你白歇了会儿，还想带

点东西走啊？’那乞丐说并非成心
沾的，店主就用手猛向他腿上一
捋，把鸡毛完全抓下，连脓带血地
掷入房内，那乞丐疼得乱叫，店主
也不理他……

清代戏曲家蒋士铨在《鸡毛
房》一诗中，更为生动地写出了无
家可归的乞丐夜宿鸡毛店的惨景：

冰天雪地风如虎，裸而泣者无
栖所。黄昏万语乞三钱，鸡毛房中
买一眠。牛宫豕栅略相似，禾杆黍
秸谁与致？鸡毛作茵厚铺地，还用
鸡毛织成被。纵横枕藉鼾齁满，秽
气熏天人气暖。安神同梦比闺房，
挟纩帷毡过燠馆。腹背生羽不可
翔，向风脱落肌粟高。天明出街寒
虫号，自恨不如鸡有毛。吁嗟乎！
今夜三钱乞不得，明日官来布恩
德，柳木棺中长寝息！

鸡毛店内的住客也极为复杂。
常来店内住宿的，有来自社会底层
的各色人物，如乞丐、轿夫、戏
子、吹鼓手、拉洋车的、赶马车
的、收废品的等等。他们各自有着
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
悲苦，不同的辛酸……小店因他们
而丰富，成了社会底层劳苦者的生
活缩影，也蕴含着丰富的创作素
材。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当年就曾
不避脏乱风险，多次深入到这样的
鸡毛店中，结交了乞丐等各类下层
人物，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从而
创作出《日出》等传之久远的著名
话剧，演绎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坛
佳话。

（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风俗
雅韵》，作者：戴永夏）

◎书摘

“鸡毛小店赛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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