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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娴】 

 是工作中的“神”，
更是努力生活的人

工作本无优劣之分，心态决定职业格局

作为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烦恼。日

本NHK电视台每周一晚上都会为上班族准备一档非常正能量的

纪实节目，叫《行家本色（Professional）》，是聚焦于各行业专

业人士、传统匠人的纪录片。开播以来，迄今共报道过350多名

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包括医生、工匠、芭蕾舞演员、

保洁员、料理人等各种职业，更不乏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美国

职业棒球选手铃木一郎、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等知名人士。制作

人石田凉太郎表示，开播12年以来，《行家本色》的宗旨从未改

变，“我们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激励更多的观众，以积极的心态

迎接明天”。

20世纪初，日本特别流行拍摄以“加油”为主题的纪录片，回

顾日本以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日本当时正值经济低迷期，媒体

越是宣传日本的“厉害”，观众就越觉得有问题。在此背景下，《行

家本色》决定换个角度，不看过去，只看现在。

播出后，节目效果超乎预期。不少片中主人公的人生感悟已

经成为观众的座右铭。比如动画导演、漫画家宫崎骏感叹“多数重

要的事情，都挺麻烦的”；已故著名演员高仓健认为“保持真心重

于一切”；日本国脚本田圭佑坦言“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数百

集的《行家本色》，都有一个共同点——重温主人公人生低谷和

奋斗期的故事。石田凉太郎说，这是故意而为，因为再厉害的人也

会遇到种种困难，希望以此打动观众，激励观众像主人公一样努

力工作，努力生活。

东 信 是日本 有名的 高 级花 艺 定 制 师，他曾 想 成 为摇 滚 乐

手，为追梦而来到东京，却因花店打工的经历与花艺结缘。他致力

于钻研、寻求植物的表现力，开始创作“植物雕塑”并逐渐获得世

界各地的关注。并创办了实验性植物集团，用来探索植物的不同

潜能与可能性，并不停创作那些被认为是打破传统审美的作品。

东信 将 他 未 完 成 的音乐梦 想也 投 诸花 艺创作中，在 他 看

来，花朵并不仅仅 只有姿态与香气，也有其音乐般的氛围与节

奏：“关于创作的所有灵感，大都来自于植物本身千姿百态的个

性。如果说生命与音乐都是线性的存在，那么对于植物生命的探

询，也许就是所谓音乐性的表达。”

东信著名的研究计划是将特制的“盆栽”送上三万米的高

空，在接近太空的平流层中，用六架专业GoPro摄像机，完整记录

了美丽的植物从上升、爆破，到最终陨落的每个瞬间。有人觉得

他的作品残忍，但是东信却说：“这些看起来有点无情，但是我所

追求的正是通过接管它们的生命来创造另一个生命。正因为这

样，才使得我带着虔诚和严肃的心态来对待我的职业。”

所谓“职人”，用虔诚和严肃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职业无疑

是最重要的，而职业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哪怕是保洁员，依然能展

现“职人”的光芒。

羽田机场曾连续两年荣获“世界最干净机场”称号。而支撑

着这项荣誉的却是位女子——新津春子。她熟记80多种清洁剂

的用法，能够根据污渍的成分调配出去渍方案，还发明了方便使

用的清洁工具。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研发人员干的活，其实却是一

位日本普通女保洁员的日常技能。

新津春子17岁前一直生活在中国。之后来到日本，刚开始父

母找不到工作，为了补贴生活费，17岁的新津要把所有的课余时

间用在打工上。由于语言不通，只有保洁的工作愿意要她，为了

生计她只好做保洁工。多年来新津兢兢业业，凭着一颗为他人着

想的心走到今天。她从事清洁工作29年，是“日本第一大楼保洁

工”，也被誉为日本的“国宝级匠人”。新津工作的地方，是日流量

高达20万的东京羽田机场。新津23岁成为羽田机场的基层保洁

员，到今天，负责管理整个机场300多名保洁员。

“怀 着 一 颗亲 切的心去 做清 洁工作”是NHK 对新津的评

价。最初工作时曾指导新津的师傅告诉她，心态不够从容的人，是

无法温柔待人的。这么多年，新津只想做好一件事——让“羽田

机场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按新津的要求，别说灰尘，连异味的

存在都是不允许的。她说：“如果我只有这件事能做，我就把它做

到极致。保洁工作，就是我的归宿。”

曾经，新 津 工作时，经 过的人都 不 会 看她一眼，甚至 她说

“请”，也没有人搭理她。如今，有不少人在羽田机场遇见新津时

会向她道谢。新津在这个被许多人忽视的岗位上，找到了存在的

价值，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宫崎骏公然在镜头面前“唱衰”自己的儿子：“他还是不要

做导演的好，不是谁都能成导演的。真的，他不适合，想干和能干

是两回事。”这已经不是宫崎骏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如此“爆

炸”的观点了，他甚至在记者发布会中直接斥责儿子，理由也说得

很直白，他认为儿子没有这样的才华。纪录片一开始，就交代了父

子两人之间存在不为人知的深刻矛盾。

2010年7月，吉卜力的新作准备室里驻扎 着宫崎吾朗的团

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虞美人盛开的山坡》的制作，此时距离

电影上映还有一年。宫崎骏每天都要往这里跑，给画师提提意

见，哪怕没事也会来瞎转，但就是不跟儿子说话，儿子也不抬头

看父亲一眼。宫崎骏在工作室里看到有盒糖，就拿来分给大家

吃，直到最后才分给儿子……

最初，宫崎 骏 就 非常看不上 儿子的台本，“这种没 灵魂 的

画，画再多都没用”。面对老爸毫不客气的批评，宫崎吾朗倔强地

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在他苦苦思索时，宫崎骏还毫不留情地“泼

冷水”，“他压根就没想明白，赶紧放弃吧”！这个倔老头甚至已经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由自己来制作《虞美人盛开的山坡》，完

全剥夺儿子的监督权。

虽说，父子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但在儿时，宫崎骏从未掩饰

对于儿子的溺爱，以前为儿子画的速写一直都保留着，他也曾表

示：“自己做的动画都是为了逗儿子开心。”宫崎骏自己也知道，因

为工作的原因对儿子有所亏欠。反对儿子进行动画创作，完全出

于对动画的执着，这让宫崎骏根本没有办法停止担忧。

虽然嘴上不饶人，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儿子的帮助，他让人给

儿子带去了自己画的原稿，用自己的方式指导儿子，画中女主角

走路时微微前倾的姿态，让人物整个形象焕然一新。这张画稿胜

过了所有言语。宫崎吾朗瞬间领悟了人物的个性，创作也顺利进

行。他还顺着这个思路，彻底改变了许多构图，人物设定一下子就

顺畅了起来，分镜上的灵感源源不断地涌现。

影片上映后，获得广泛好评，还成为2011年日本本土电影票

没有人生而为“神”，只有不懈破题的人们

房冠军。更获得了有“日本电影奥斯卡”之称的日本电影学院奖

“最佳动画电影奖”。一年的全情投入，无数次的争吵、冷战和

对峙。最终，换来了老爸三秒钟的赞许。对于宫崎吾朗来说，或

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会抱怨自己不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也有人会像宫崎

吾朗一样被人嫌弃不适合当前的工作……在93岁高龄的寿司

职人小野二郎眼中，这些都不能成为你做不好工作的理由。他

说：“你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你的天职。”

即便年过耄耋，小野二郎依然每天到店辛勤工作。他的

那间位于银座办公大楼地下室，只有十个座位的寿司小店“数

寄屋桥次郎”是世界上最小的“米其林三星”餐厅。这里没有

菜单，小野二郎是根据当天买来的材料定菜品的。这里也没

有酒水饮料和小菜，只卖寿司，平均用餐时间仅15分钟。即便

如此，想要光顾这间寿司店，依然要靠十足的运气才订得到位

子。米其林餐饮指南说：你可以只为了这间寿司店去日本。

至今，小野二郎已经工作了80多年，他说，自己工作了80

年了也没有厌倦。有人曾经问过他：“来生还要做寿司手艺人

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是的！”因此，在审视人与工作的

关系时，他认为，不是工作不适合你，而是你要去适应这份工

作：“所有的工作都是如此，在考虑很多事情的同时，不断地去

尝试，不断地想着自己要再进步一点。只要努力去做，自己就

会渐渐喜欢上这份工作，然后迷恋上这份工作。我现在都90多

了还在做这份工作就是最好的证据啊！”

职业美术设计师石冈瑛子，和许多大导

演合作过，《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获

得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提名。

作为一名当代建筑师，伊东丰雄透过许多小型建筑的作品，

伊东将自己的建筑学定义成都会生活的“着装”。

创业3 0年，增

田宗昭打造了

世界最美的茑

屋书店，如今跻

身日本文化实

体行业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