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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晞

现代汉语的有趣之处是，人们表
达的往往与实际渴求截然相反。广东
人 偏 爱 咸 味 ， 但 会 形 容 好 色 的 人 是

“咸猪手”。湖南等地嗜辣如命，但与
辣 相 关 的 词 有 时 并 不 美 好 ， 比 如 毒
辣、辣眼睛等。

说到醋，这种“心口不一”被发
挥到了极致。中国人吃饺子要蘸醋、
吃面条要拌醋，吃酿皮要就着醋，最
爱吃醋的山西人，每顿饭离不开醋。
但与“酸”相关的词汇，确实称不上
友好：酸溜溜、穷酸、寒酸、尖酸刻
薄⋯⋯当然还包括伴侣之间产生嫉妒
情绪时爱用的“吃醋”。

这种略显拧巴的表达也出现在网
络用语里。都市白领常常会在办公桌
摆上话梅、山楂，用来提神，但看到
手机屏幕那些齁甜的影视剧片段，也
忍不住说，“酸成了柠檬精”。所谓

“ 柠 檬 树 上 柠 檬 果 ， 柠 檬 树 下 你 和
我”，表达一种自嘲的时尚。

可在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里，酸味
明明是有益健康的。中医常说，吃酸
能助消化，养肝，助眠。中国人习惯
了用酸给蔬菜保鲜，酸菜、泡菜、拌
凉菜哪种都离不开酸。

酸 在 贵 州 的 流 行 ， 和 辣 有 些 相
似。在明清时，海盐很难运送到贵州
大山里，苗族人、侗族人不得不用酸
代替盐，制作酸味食品。尤其是侗族
人，喜欢吃糯食却不好消化，吃酸还
能帮助消化。

在侗族，年份久的腌制酸食是贵
重的礼物，当客人上门时，主人要拿
出最好的酸肉酸鱼来招待。客人离开
时 ， 主 人 还 会 送 上 包 着 酸 鱼 的 糯 米
饭，作为路上的干粮。某种程度上，
以酸代盐，也能让侗族的劳动者多吃
几碗米饭，有力气干活。

广西人又打着另一种算盘：在气
候湿热、高温的环境下，果蔬极易腐
坏，为了保证能长期食用，广西人只
好腌制酸味的各种水果蔬菜。

山西人爱吃醋则夹杂着地理、气
候、饮食习惯多方面的因素：山西适
合种高粱、大麦，这些都是酿醋的原
材 料 ， 且 山 西 人 爱 吃 不 易 消 化 的 面
食，吃醋能助消化。

吃醋并非传统文化，外国人同样
爱 吃 酸 。 法 国 每 年 二 月 会 举 办 柠 檬
节，庆祝当年柠檬的丰收。那一天，
新鲜柠檬堆砌成各种形态的雕塑，巨
型柠檬车穿街而过，人们跟在车后跳
舞奏乐，迎接“世界上最酸的节日。”

其实，酸味的流行远比我们想象
的更早。2022 年 2 月，美国的生态学
家测试了约 60 个物种，发现鱼类、两
栖类、鸟类都有感知酸味的能力，其
中，野猪偏爱发酵的玉米，大猩猩喜
欢吃酸味果实。

科学家由此推测，嗜酸的爱好，
早在几亿年前就存在于第一个具有味
蕾的脊椎动物中。再往后倒，生活在
树上的猴子大多爱吃野果，即便后续
它 从 树 下 走 下 来 ， 学 会 使 用 工 具 、
火，甚至发明了计算机，最早期的饮
食偏好依然如影随形。

野果内丰富的维生素 C，是人必不
可少的摄入物。除了野果，许多有酸
味的食物也有丰富的维生素。另一种
猜测是，腐烂的动植物是灵长类动物
的食物组成部分，啥样的食物是安全
的？酸就是判断的标准之一，一旦在
味蕾中探测出酸味，意味着食物中含
有乳酸菌或醋酸菌，这种酸能杀死有
害细菌。

我们的祖先从腐烂中得到灵感，
并 学 会 了 控 制 腐 烂 。 这 或 许 可 以 解
释 为 什 么 世 界 各 国 的 人 民 都 喜 欢 发
酵食物。

与酸相关的研究还有许多。英国
科 学 家 曾 发 现 ， 吃 酸 能 激 励 人 们 尝
鲜、挑战、勇敢面对危险，从而帮助
焦虑症患者康复；相反，如果你从事
诸如飞行员等承担较大风险的工作，
得减少摄入酸味。

酸味零食在当下有了更多变化，
比如酸甜味的爆米花，“酸到尖叫”的
糖 果 。 夏 天 ， 柠 檬 茶 店 前 挤 满 了 顾
客。根据一份行业统计，2020 年，中
国的柠檬茶专卖店就超过 2500 家，共
卖出 2.8 亿杯柠檬茶。就连酿造干红，
酒庄的工作人员都要不断调节酸味的
浓度，来迎合嗜酸的酒客。

我见过各种不常嗜酸的人吃酸的
样子：有人酸得突然一激灵，有人会
皱眉，五官拧成一团，有人形容天灵
盖都被掀翻了，或是酸掉牙。即便如
此，嗜酸带来的爽感，依然让人趋之
若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

设想一下，假如你寒窗苦读 12 年，在

高考的独木桥上“卷”赢了多数人，成功进

入一所“985”或是“211”，在拿到录取通知

书的那一天，你对于未来的期望会是什么？

再设想一下，假如你毕业后，拿着大学

4 年辛苦刷来的 4 段实习、6 个奖项和遥遥

领先的绩点排名，顺利来到一家令人艳羡

的企业，当你坐在明亮的大落地窗前打开

公司新配的笔记本电脑时，你对于自己未

来的职业规划又会是什么？

“人往高处走”，这似乎是多数人主流

的期待。但也有人在辛苦爬到高点时，选择

“顺流而下”，他们用自己的故事讲述了一

件事：考上北京大学的“张华”，也可以选择

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无论是否会有“光明

的未来”。

逃离“狗屁工作”

从一所“211”大学毕业后，宋雨昕来到

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月薪 4000 元，试用期 8
折，没有社保。工资每月分两次发放，一次

在下个月的 20 日，另一次在“不确定的更

晚的时间”。直到离职后，宋雨昕还在努力

讨要这份“不确定的工资”。

广告公司，加班是常态，但更令人难熬

的 ，是 加 无 意 义 的 班 。看 似 辞 藻 华 美 的 方

案，只需将“区位”“圈层”“文化”等术语拼

凑组合，通过“简单地经验化复刻”，便能生

产出一篇足以交差的万字长文。

作为一名广告从业者，宋雨昕永远不

会知道自己的方案中什么是“对市场有效

的”，因为她真正的服务者只有甲方，甲方

满意，一条文案就结束了。

工作，除了在收到工资的那一刻之外，

对她而言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在工作半

年后，她为自己放了一场“寒假”，来到了养

猪场。

耶鲁大学副教授大卫·格雷伯在其著

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将这样的工作定义

为“ 狗 屁 工 作 ”（Bullshit Jobs），即“ 一 份 毫

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

他还特别指出：“‘狗屁工作’往往是白

领工作，那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常被荣誉

和声望围绕，他们被认为是有成就的人，但

是他们内心知道，他们什么成就都没有。”

刘洛洛也曾从事这样一份工作。作为

一名设计师，她却无法提出属于自己的创

意想法，“你所有的内容产出都是运营或者

上级领导给你的，他们想做成什么样子，你

就要做成什么样子。简单来说，你其实只是

一个工具人。”

通常情况下，刘洛洛做一张图的时间

只需要一两个小时，而剩下的时间，则需等

待上级层层审核把关，经历漫长的沟通修

改，而最后的改动“可能只是一个数字”。

压倒刘 洛 洛 的“ 最 后 一 根 稻 草 ”是 老

板 的 一 次 谈 话 ，内 容 是 批 评 她“ 最 近 效 率

变低了”。但事实上，刘洛洛已完成了自己

该有的工作量，由于公司里其他人做得更

多 ，所 以 在 老 板 眼 里 ，刘 洛 洛 就 成了偷懒

的那一个。

“ 这就是内卷。”刘洛洛受够了这一切，

决心逃离办公室，成为一名宠物美容师。

在宠物美容的集训课堂上，刘洛洛接

到了一只“像从粪坑里牵出来”的繁育犬，

它存在的目的是交配、生产，再把小狗拿给

“主人”卖掉。

后来刘洛洛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梳洗这

只繁育犬，疏通它的每一个毛结，洗去所有

污垢，为它剪了个“美美的造型”，看它在自

己手里从脏兮兮的小狗变成毛发蓬蓬的可

爱模样。

她觉得，这比做设计工作时更有成就感。

美丽新世界

宋雨昕对猪场的工作也算满意。

猪场的生活区和生产区严格分离，作

为内勤的宋雨昕大多数时间只需在生活区

活动，只有出栏的时候才需去生产区帮忙

清点。

上班第二天，宋雨昕 7 点多便到岗，却

被告知下午再安排工作事宜。她坐在办公

室里，“写了会儿日记，背了会儿英语单词，

看了半部电影。”

中午，负责交接工作的员工前来叮嘱

了一声：“下午睡到自然醒就好。”但宋雨昕

没有午睡习惯，在床前转了一圈后，还是选

择坐在工位上，等到下午 3 点半，这位员工

才姗姗来迟。

从前在广告公司上班时，宋雨昕基本

需要“随时待命”，经常半夜也会接到同事

的工作电话。但在猪场，每天下午 5 点半食

堂准时开饭，同事们一起吃完饭后便再无

工作安排，年轻人会聚在一起打游戏，年长

些的则会相约打麻将。

宋雨昕不再焦虑。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

严格分割，下班后，宋雨昕获得了充足的自主

时间，她不需要担忧“做了一件事就没时间做

另一件事”，她可以任性地选择“都要”。

猪场坐落在远离市区的一座山头上，

抬眼能看见远处的丛山绵延不绝。宋雨昕把

照片发到朋友圈，引来了一众朋友的艳羡，

她有时觉得自己不像工作，更像“度假”。

猪场日子虽然悠闲，但也有尴尬时刻。

某天，猪场来了一位从集团总部派来的负

责育种的技术员，他意外得知宋雨昕和自

己是校友，有些纳闷，问她：“为什么会来这

里工作？”

宋雨昕不知道怎么回答，含糊过去。对方

却替她找好了理由：“你是过年先在这里过渡，

年后再找其他工作吧？很正常，能理解。”

宋雨昕表面应下，心里却不自觉地想，

这 份 工 作 对 她 而 言 并 不 是 什 么 很 差 的 选

择，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她与猪场的相遇只

是生命中一个意外的插曲。

对于康亚茹来说，“干收银”确实是一

个意外。

康亚茹本来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新媒

体内容，但由于受不了“耗尽心血的持续性

输出”和“为了数据写违心的内容”，她选择

裸辞。

2022 年 8 月离职后，康亚茹本想考个

驾照休息两三个月，在“金九银十”的时候

重新上班。但到了 10 月，疫情起伏，招聘网

站上仍在开放的岗位少得可怜，康亚茹连

投了好几份简历都没有回声。

起初，康亚茹“宁可当无业游民也不愿

打工”，觉得自己作为大学生“怎么能干这

种活呢”。但眼瞅着银行卡里余额变少，如

何解决明天的温饱，变得头等重要。

偶 然 中 ，康 亚 茹 在 自 己 常 用 的 超 市

App 上看到了兼职招聘，她寻思“这不是正

好能减肥么，还能挣钱”。就这样，她开启了

自己的收银员生活。

最开始，康亚茹并不适应。收银工作不

让玩手机，需要从早上 9 点站到晚上 10 点，

中间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尽管康亚

茹身体素质不错，她依然站得腰酸背疼。

但很快，康亚茹找到了这份工作的乐趣。

不能玩手机？正好。做内容工作时，她

每天被迫在网上接收良莠不齐的信息，早

就厌烦了垃圾内容的侵扰，现在正好乐得

清静。

站一天很累？正好。以前每天睡前，康

亚茹脑海里都填满了她需要完成的 KPI，
现在，身体虽然劳累，大脑却得到了放松，

每天回家只想睡觉，根本顾不得花时间胡

思乱想。

工作内容也很精简。从前坐办公室时，

除了应对本职工作的压力，她还常需与不

同的部门“扯皮”，花大量时间开会，“听领

导讲一些没有意义的目标”。在超市做一名

收银员则简单得多。康亚茹每天最主要的

工作就是看着自助收银的顾客不要跑单，

下班后清点自己收了多少现金、给客户拿

了几个袋子。目标明确，诉求清晰。

同时，康亚茹还感觉自己正在与真实

的生活重新建立连接。早上 9 点的超市里

有很多老人，康亚茹有时会和他们聊天，听

他们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这是曾经在格

子间里的她很难想象的。

第一次收到新版 100 元纸币时，她以

为自己收到了假币，特地用验钞机验了一

遍。还有 5 角钱，如果不是做收银员，康亚

茹都不知道它现在已经推出了银色的。

她还喜欢在工作中观察人。她发现进

超市采购的大多都是女性，一个人拎着两

三大包东西，有时会遇见夫妻俩一同采购

的，“结账的时候，很多男的在旁边玩手机

甚至都不愿意帮女的去撑一下袋子。”有

“表现良好”的男性，康亚茹就会在心里默

默给他们点赞。

李楚翘对此也有共鸣。他本职是在互

联网大厂做内容，因为爱好骑摩托车，便选

择在工作之余兼职送外卖。

送单让他看到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世

界。他曾经以为外卖骑手都不太爱说话，但

当他穿上外卖服，沉默的骑手开始主动和

他搭话，问起“你送几号楼，今天赚多少钱，

哪赚得多哪赚得少，哪块的小区门卫盯得

更紧，哪个小区有电梯”。李楚翘因此“发现

了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

还有点外卖时常见的“各国料理”，原

来都在共用同一个后厨，“都是预制菜”。他

还发现档口里有人会叫卖骑手餐，大约五六

元一份，他尝了一次，感觉“非常难以下咽”。

有一次，李楚翘去一个小区送餐，出来

时找保安问了一下路，保安却回道：“你个

送餐的你跟我耽误什么时间。”他突然对外

卖 员 的 角 色 有 了 强 烈 代 入 ，愤 怒 回 怼 道 ：

“都是赚苦力钱的，你难为我干什么？”

康亚茹曾经对体力工作者存有“高位

者对低位者的怜悯心态”，但真正接触后，

她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真切的快乐。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知足。快过年时，同事

们聚在一起讨论去哪里纹眉、去哪里美甲，

还有酸奶档口的阿姨给自己买了一个 2 万

元的金手镯。这给康亚茹带来了很大的冲

击，“其实我们就只是看着体面，因为我根

本就没有两万元买金手镯。”

康亚茹的同事里，很多人年初来北京

找工作，干一年到春节时可能就会辞职回

家，年后再找下一份工作。康亚茹羡慕这种

“自由感”，因为对于一个白领员工而言，辞

职总是很难的。断缴的社保、简历的空窗期

与未知的业态行情，束缚住他们的脚步。

“理性的牢笼”

在猪场工作 3 个月后，宋雨昕选择了

离开。

猪场的工作是很闲适，但闲适无法解

决所有焦虑。关于未来、金钱、现实，各种问

题依然不断徘徊在她的脑海里。做这样一

份“几乎没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意味着需

要一直在封闭的养猪场里拿同样的薪水，

而她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更何况猪场的工作也不总是美好。猪

场远在郊外山区，不方便通热水，冬天时宋

雨昕的双手长满了冻疮。而到了二三月春

耕 时 节，农 村 用 水 量 增 大 ，猪 场 有 时 会 断

水。宋雨昕只能被迫从池塘里抽水，用带有

鱼腥味的水洗漱。

还有工人之间同吃同住的生活，一方

面这让她感受到办公室难以体验到的亲密

连接，但另一方面，外人对自己个人生活的

强烈介入，常令她感到不适。

从猪场离职后，宋雨昕重回广告行业，

而这次，她不再有勇气离开。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句“孔乙己文

学”：“学历不仅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

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其背

后的含义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既无

法满足自身对理想工作的期待，却又被过

往的光环所缚，难以弯下身做一些更为基

础的工作。

简历是职场人身上的“长衫”。曾经的

宋雨昕能够有勇气辞职去猪场工作，是因

为她刚工作半年，身上穿着的本就是一件

“破破烂烂的长衫”。而在现今她已然工作

两三年的节点上，再让她作出同样的选择，

她想的是“以后该怎么办？怎么回到所谓的

正轨来？接下来该怎么规划自己的职业发

展？”她开始担心自己“脱下的‘长衫’再也

穿不回来了”。

康亚茹在超市工作两个月后也同样选

择了辞职，开始着手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断缴的社保和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她

必须直面现实。但至少她不再焦虑了，过往

4 年高压的职场生涯教会了她一个颇具现

实价值的生存道理：“焦虑也是一天，不焦

虑也是一天，焦虑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和

情绪内耗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但终究，体力工作只能是白领们的一

场短暂选择，在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还是

需要重回自己的生活。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庄家炽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代白领工作和

流水线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个人都是

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的某一个环节。因为科

层制的核心，就是要把所有的工作跟具体

的个人脱节，使得机器离开某个个体之后

依然能够正常运转。我们发明出了这套高

效的机制，但最终却把自己给关了进去，陷

入“理性的牢笼”之中，难以脱身。这并非中

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但在庄家炽看来，“宋雨昕们”的选择

已然象征着一种进步，它至少意味着现在

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温饱需要，而

开始思考自身的权益问题以及工作的价值。

但他同时指出，这种“逃离”与“反叛”终究是

一种“奢侈”的做法，更多的人可能仍在考虑

“面包”，而无暇思考其他更多的可能。

他 认 为 ， 对 于 那 些 背 负 “ 孔 乙 己 长

衫”的人，应抱有更多的理解，因为他们

也只是“社会单一的价值观”以及“劳动

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受害者。

今 年 预 计 新 增 高 校 毕 业 生 1158 万 ，

许多人将其看作就业市场新添的压力，但

庄家炽认为，他们是新鲜血液，避免国家

陷入如日本的用工荒，“我们应该思考怎

么把大量劳动力，适配到他们更适合的领

域或国家更需要的领域上”。

刘 洛 洛 已 经 决 心 彻 底 逃 离 “ 白 领 工

作”，选择成为一名宠物美容师。在下决

定之前，她给自己安排了一场为期 3 个月

的旅行，她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绕着广西和

云南转了一大圈。旅途中，她跟着当地的

少数民族朋友在田野间散步，眺望广袤的

梯 田 ， 晚 上 拿 着 吉 他 唱 歌 ， 去 朋 友 家 喝

酒，聊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原来生

活可以这样简单”。

（应受访者要求，宋雨昕、刘洛洛为
化名）

白领脱下“长衫”

□ 魏 晞

丹妮尔·奥弗里要跟踪的病人太多了。
罗梅罗应该是其中相对轻松的一位：这位
69 岁的女性常年定期检查，她只不过有些
肥胖、关节有炎症，血压不太正常而已。

丹妮尔·奥弗里是一位执业 25 年，
经验相对丰富的内科医生。

但是致命的疏漏出现了。当罗梅罗被
检查出贫血时，多发性骨髓瘤已经在她体
内滋长了一段时间。

“对医生来说，错过癌症的早期发现
是一件糟糕的事，感觉辜负了病人信
任。”丹妮尔·奥弗里在她的新书 《当医
疗出错时：一位医生的痛与思》懊悔地反
思，贫血导向的可能性太多了，慢性疾
病、月经、肝病、肾病，但罗梅罗恰恰是
最严重的那一种。在医院治疗癌症时，罗
梅罗甚至有意疏远了常年打交道的丹妮
尔·奥弗里。

世人对医生最大的误解莫过于，医生
是人不是神，不可能药到病除，也一定会
犯错误。

中国的内科医生张孝骞曾和许多人分
享过他犯的错：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一
位中年病人来北京协和医院求诊，张孝骞
为其诊断时发现，病人患有心脏病的依据
不足，一时下不了结论，后续病人情况好
转选择出院，又突然休克，因抢救不及时
去世了。

后来尸检发现，病人死于肺动脉栓
塞。张孝骞才知道，这位病人患有静脉
炎，但他问诊时没问出来病史，也没翻老
病历。这位内科界的巨擘毫不讳言自己的
失误，“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
生，这不是故作姿态的谦虚，而确实是经
验之谈。”

2016 年，《英国医学杂志》发了一篇文
章，指出医疗失误是美国人的第三大死因，
击败了乳腺癌、中风、糖尿病、肺炎等疾病。
这篇文章和罗梅罗的死讯督促丹妮尔·奥
弗里开始观察，在庞大复杂的医疗系统里，
有哪些细枝末节容易造成医疗失误。

首先是长时间工作后的疲倦。试想一
下，当你熬过十几个小时的轮班后，坐在
电脑前，你只想尽快把每一份检查报告单
飞快浏览一遍。全面审查患者病历的时间
缩短了。

医生就像侦探，在临床问诊时找到各
种证据，再推理出最有可能的疾病，但当
侦探疲倦时，他们很难去提问患者生活的
细枝末节：你在哪里长大？你是否饲养鹦
鹉？你是不是在林中徒步旅行？你是不是
拥有水族箱？你是否接种了所有疫苗？

此外，一项针对医疗事故案例的调查
分析了 248 起涉及电子病历的案例，发现
电子病历系统和医生使用电子病历的方
式，与医疗事故的发生有强关系。

丹妮尔·奥弗里同时经历过纸质病历
和电子病历的时代。对她来说，纸质病历
的好处在于，医生得到一张白纸，根据个
人处理信息的逻辑顺序写下想法，主诉、
当前病史、既往病史、查体结果、化验结
果，然后给出一个临床推理。

但打开电子病历时，丹妮尔·奥弗里会
不自觉地迎合计算机的思维系统，就像填
空的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把临床发现的证
据像碎片一样塞进电脑里。而且，当医生的
眼睛盯着屏幕时，很难和病人真正对话。

电子病历的出现推动了医疗界的发
展：不再丢失病历纸，能汇总所有的医疗
记录，且能轻易聚集多个病人的信息，分
析某种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但只依靠机
器，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比如，一位儿科医生要开抗生素，输
入了错误的剂量，机器人药房只会把医生
要求的药片剂量开出来，但如果有药剂师
在场，看到剂量不对劲，可以马上申请复

查，避免错误。
我们常在新闻媒体和法律判决中看到

各种医疗事故的例子，对患者的身体和心
灵造成恶劣的影响，但少有人知，许多医
疗事故往往是多个错误叠加在一起，且没
有得到修正。

人们不必过分紧张，医疗系统自身就
带有纠错的机制，大多数错误不会造成严
重的后果。许多科室会定期组织疑难病例
讨论，或是多学科会诊，来避免误诊、漏
诊。一些医院还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在医
生下判断前弹出提醒：这些症状是否导向
新的可能性？

在临床工作多年的医生告诉我，一些
疑难病例常常在数次错误的推理后，得以
明确病因，且大多不会影响后续的治疗。

为了避免错误发生在自己头上，许多
病人会选择多看几个医生、多跑几家医
院。作为患者，我们能做到的最大帮助
是，在医生询问时，积极配合，深入对
话，减少误诊漏诊的可能性。

当医生说，“你可能是某种疾病”，或许
你可以试着问问，“还有其他可能吗”“为什
么你会这么认为？”别让小错酿成大错。

它可能是美国人第三大死因
影音书画

人为什么爱吃醋

康亚茹工作照。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刘洛洛梳洗的繁育犬。 宋雨昕在猪场拍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