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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雨思

两年前，在地铁站把出租屋钥匙交给

室友后，我们认真道别，祝福彼此未来皆

顺。你留在上海，我回到家乡，我们都有

美好的未来。

选择离开上海，并不是我在一瞬之间

作出的决定。最早萌生这个想法时，我便

自问过几个问题：我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对

于未来职业发展有怎样的期待？能否接受

回到非一线城市的落差？平台、薪资、文化

娱乐的丰富程度⋯⋯这些当然都是制约我

作出选择的因素。然而，机缘巧合之下，因

为疫情影响，我不得不在家乡远程办公了

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家乡发展得很快，过

去让我纠结的种种差距也缩小了很多。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的决定自然得

到了父母的支持。但扪心自问，要作出真

正 忠 于 自 己 的 选 择 ， 并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北上广深”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羡

慕的标签——“孩子在哪儿上班啊？”“上

海。”“上海好啊！大城市。”这样的对话

我经常听到。怀揣梦想在大城市里奋斗，

“努力便能成功”似乎是命运的许诺，我

们 的 生 活 也 因 此 而 激 昂 、 充 实 。 相 比 之

下，返归家乡则常常被认为是“追梦”的

反面，意味着选择安逸、平稳，因此才会

被冠以带有失败意味的“逃离”之名。

在这套话语下，中国的地域划分，仿

佛 只 有 “ 一 线 ” 和 “ 非 一 线 ” 的 极 致 对

立，是“中心”和“边缘”的简单二分。

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样态，则很难被大众看

到。一个个年轻人的境遇和自我需求被标

签 遮 蔽 ，“ 在 大 城 市 ”“ 工 作 好 ”“ 薪 酬

高”仿佛是幸福与否的准绳。所有人朝着

同一个目标奔跑，按着规划的路线，难以

脱离，身不由己。

在大环境的包围之下，个人很难不被

这种单向度的成功观影响，过去的我也不

例外。我考上北京的名牌大学，又攻读了研

究生，回家是不是屈才？好不容易从家乡走

出去，为什么又要回来？大城市教育好，是

不是要为下一代考虑？现在回到家乡的我，

不时依旧会听到这些质问的声音。

其实，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没有太多

需 要 争 辩 的 内 容 。 生 活 这 件 事 ， 如 人 饮

水，冷暖自知，同时也充满了“外面的人

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一座座围城。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我并不后悔一毕业

就去了上海，在这个开放的大都会里，我感

受到了现代化的便捷，以及人生的多元可

能。“魔都”这个称号十分贴切，在这里仿佛

一切都不稀罕，每一种独特性都可以被包

容。选择上海，除了毕业时有合适的工作

机会，还有之前到上海游玩时种下的“在

这里生活”的想法。至于究竟适不适合，

只有自己去经历过才知道。

在 豆 瓣 ， 有 个 名 叫 “ 拜 拜 啦 一 线 城

市”的小组，简介里有一句话——相信每

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栖息地和生活。小

组 有“ 桃 后 生 活 ”“正 在 桃 梨 ”“ 原 地 挣

扎”三个板块，处于不同阶段的人们在这

里分享着各自的境遇。

其实，寻找答案的过程何尝不美妙？

小组里的一篇热门精华帖来自一位从北京

到 成 都 重 新 开 始 新 生 活 的 网 友 。 在 贴 文

里，他把为何选择成都这个想法的诞生、

执行和落地的历程，包括在成都落户、找

工作和买房的过程都做了总结，从最开始

有离开的想法到真正到成都生活，整个过

程花了将近三年。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

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新的城市可以给

到他什么。

我相信：你的心在哪儿，你的宝藏就

在哪儿。最近，一个工作日的晚上 7 点，

我约了发小去尝一家新开的酸汤牛肉。市

井长巷，聚拢来是一番烟火。“老板，有

位置没得？”“有，几个人嘛？”回到家乡

省 会 的 我 ， 与 朋 友 相 聚 的 时 间 明 显 变 多

了，想起之前和住在上海另一个区的朋友

约的饭，到最后离开都没有吃上。这周听

妈妈说，家里河边的樱花开了，我便订了

周末回家的票。

保罗·科埃略笔下的牧羊少年日思夜

想、一生追求的宝藏不在别处，就在故乡

教堂废墟的无花果树下。离开一线城市并

不是什么悲情故事，也不需要用“逃离”

来形容。反过来说，留在一线城市也并不

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一定会被工作压榨到

毫无生活。

我想，对普通人而言，最重要的永远

是内心想要的与当下的选择相符合。如果

想要改变，那就忠于内心去尝试吧。深思

熟虑之下，在对职业、家庭和自我权衡之

后作出的选择，值得一步步认真执行。回

过头去，我会告诉那个毕业后去上海工作

的自己：去经历吧，没什么不好的。并对

选择回到家乡的自己说，你很勇敢，但这

只是新的一站，未来也无需给自己设限。

我决定离开上海返乡，并非“悲情”地逃离

□ 白 羊

大学毕业后五年，我经历了五份正式

工作，最长的两年半，最短的五个月。我

想，自己的跳槽经历，可能给很多朋友留

下了深刻印象。

2017 年 ， 我 从 广 播 电 视 编 导 专 业 毕

业，入职一家著名电视台，负责做艺术公关

和策展工作。这第一份工作，就偏离了自己

毕业时想做出一档优秀节目的初衷。之后，

我因机缘巧合进入互联网行业，游走其间，

做 过 内 容 策 略、内 容 运 营 ，也 当 过 新 闻 编

辑。提笔写下这篇文章时，我即将奔赴下一

家单位入职。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一家

公司好好待着，脚踏实地积累，然后慢慢寻

找上升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也在反思：是

我不够安分吗？或许吧。但是，很多时候，跳

槽真的是有各种原因的。

比如，第一次决定换工作，是因为当时

的业务有较大变动，同之前的工作期望发

生明显偏移。第二次跳槽，则是当时参与的

几个项目已经进入稳定期，接下来的很长

时间内，可能每天需要的只是机器般的重

复，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状态是自己所不

能接受的，我也意识到继续下去可能不会

让自己有新的收获。而且，此时工作已两年

的我，消费欲大增，涨薪是当时很大的一个

诉求。甚至这次跳槽时，涨薪的诉求已经排

在了对工作岗位要求的前面。

第三次跳槽来得较为突然，当时正值

组里裁员，领导正为裁谁而烦恼，于是开始

私下打听有没有人最近在看机会准备走人

的。结果组里一个同事竟跟领导和 HRBP
说我最近在找工作。半年前我跟这位同事

出差时，确实有提到面试过一家心仪的公

司，没想到这事被他抖落出来。事实上，如

果按绩效排名的话，裁员无论如何也轮不

到我，可这件事却让当时的自己陷入巨大

的被动中。最终，我选择离职。

第四次跳槽，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2022 年 新 年 刚 过 ， 似 乎 周 边 的 互 联 网 公

司都在裁员，本人很不幸成为其中一员。

被 裁 员 的 原 因 有 些 离 谱 ： 组 里 必 须 走 一

个，而还在试用期的我成了那个“必走”

的人。我用了两天时间才勉强接受了这个

现实。难过的不是被裁员，而是生活节奏

被彻底打乱，因为我可能又需要花一两个

月 的 时 间 去 找 工 作 ， 去 适 应 新 的 工 作 氛

围。而每一次找工作，那种等待通知，准

备一次又一次面试的过程，真的对一个人

消耗非常大。

看吧，跳槽这么多次，当别人以为你潇

洒快意，工作想换就换时，只有自己才知道

其中酸楚。这几年，大家对互联网大厂的关

注热度不减。相对较高的住房补贴，足额缴

纳的五险一金，丰富的三餐和下午茶⋯⋯

辗转了这么多家互联网公司，我也会想：对

年轻人来说，大厂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过

来人，我觉得大厂赋予员工的一份骄傲“光

环”是不容忽视的，哪怕它是虚幻的。在和

朋友聚会、外出旅行时，常常会进行自我介

绍。很多时候，当你说出自己是某个互联网

大厂的员工时，别人真的会“另眼相看”，即

使你的收入并不算高，他们对你从事的工

作也并不了解。

我总觉得，这一点和老家同学考公考

编成功上岸后带来的那种“光环”有异曲同

工之处。也许他们赚的也不多，但当提到是

在财政局、银行上班时，还是会被夸赞。我

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是北上广

和三四线城市中，两种不同年轻人殊途同

归的追求。

工作期间，我经历的面试也是不计其

数。其中，最让我头疼的问题，不是面试官

对业务能力的考察，而是 HR 的灵魂拷问：

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每次，我都要

堂而皇之地编排一份看上去很美的规划。

而我内心又特别想反问 HR 一句：你真的

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吗？很多时候，

不是不想去做规划，而是我深刻认识到，工

作中日复一日的重复感和倦怠感，以及随

时可能产生的重大变动，都使我感受到规

划的局限性。

跳槽这么多次，对工作选择问题，我并

不能算完全想明白。比较能确认的一点是：

自己在过往的经历中有了一定积累，逐渐

明晰了工作的兴趣点所在。未来，不论在职

场中遇到什么变化，我都会积极应对，乐观

对待工作和生活。

五年五份工作：跳槽时我在想什么

□ 单 恭

22 年前，1771 万名“千禧宝宝”呱呱

坠 地 ；22 年 后 ，高 校 毕 业 生 首 次 突 破

1000 万。第一批 00 后，开始步入社会。

和 80 后、90 后一样，00 后也逃不过

一些“标签”：“怼”老板、任性裸辞、玻璃

心⋯⋯第一批 00 后还没入职场，社交媒

体上已经出现不少的质疑声。“标签”难

免偏颇，当 00 后真的进入工作岗位，到

底是什么样子？

2000 年 出 生 的 王 咩 咩（化名）今 年

毕业。大二暑假，王咩咩通过应聘平台找

到了一份媒体实习工作，大三暑假，她又

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在市场部做新媒

体运营。在她看来，这届 00 后最大的特

点是目标明确。大家决定考研还是就业

的节点越来越早，一旦确定方向，就会全

力以赴。

00 后的目标明确，源于更丰富的信

息摄入和更激烈的竞争环境。他们大多

从小就接触互联网，能获取更多元的信

息，从而了解网上的同龄人正在做什么，

选择不同的道路各有什么利弊。为了早

点确定职业方向，很多人在大一时就会

找好几份实习，在实习中试错。

不仅目标明确，这届 00后还很乐观。

有调查显示，超过 20%的大学生预期自己

毕业后月薪过万，这与大多数 00 后在物

质条件不错的环境中长大不无关系。也

正因此，很多人在找工作时更看重兴趣。

生于 2000 年的椰子（化名）去年毕业，毕

业前有四五段实习经历，现在是一名独

立摄影师，家里养了一只狗和两只猫，还

有一只乌龟、一只鹦鹉和一只蜜袋鼯。

与 人 们 通 常 意 义 上 的“ 打 零 工 ”不

同，00 后的灵活就业是在互联网、大数

据等新技术应用背景下的自主就业和创

业。思维活跃、有创造力的职场新人，向

往更自由的工作环境，能为自己的爱好

工作，对他们来说远比在大公司做“螺丝

钉”强。

如果选择进企业工作，00 后在兴趣

之外，更看重公司氛围。王咩咩最近正在

考虑跳槽，原因是公司“画饼”。老板许诺

项目成功后有奖金，但项目进展并不顺

利，组里运营的新媒体要靠刷点击量才

能完成 KPI，所有人都在无效“内卷”，下

班太早会被质疑不够努力。

在我看来，00 后是最具备职场平等

观念的一代人。他们普遍认为员工和企

业就是合作关系。既然是合作，就应该互

惠互利，互相尊重。为了公司付出一切、

疯狂 996 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反对无效

加班，拒绝 PUA（精神控制），才是他们

奉行的职场观。

求 职 者 和 招 聘 者 的 地 位 也 正 在 对

调，一些 00 后开始反向背调公司，其中

“ 试 用 期 大 于 6 个 月 且 工 资 比 例 小 于

80%”“996 的公司”“单休大小周还不给

加班费”成了高频次问题⋯⋯背调公司

“排雷”也变成许多 00 后进入职场的第

一步。

对企业来说，了解 00 后的价值观对

招纳人才非常重要。和 80 后、90 后相比，

00 后更加“个人主义”，更关注自身情绪

和需求，他们认为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方

式有很多种，不一定要通过工作达成。企

业要做的，就是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

真正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而不是用“你

要为公司创造什么”式的爹味语气驱使

他们工作。

对大多数 00 后来说，反对无效加班

并不意味着“躺平”。真遇到自己热爱的

事情，00 后比谁都“卷”。网上不乏 00 后

大 学 生 做 UP 主 和 主 播 ，为 了 拍 出 一 期

有趣、有料的视频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精

力。对他们来说，加班可以，但要让他们

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 00 后人群中，求

职观念也更加平等。女性福利成为 00 后

最关注的企业福利之一。越来越多的企

业开始给女性员工放“姨妈假”，开始为

准妈妈制订专门的优待政策，获得了女

性求职者的认可。在网上，不时可以看见

有 00 后发帖呼吁男女同工同酬。开阔的

视野和包容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比任何

一代人都更具备平权意识。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曾说：年轻

人不喜欢加班，这是时代的进步。我国正

处于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关键

时期，在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工作与生

活能够平衡，才是当代年轻人最关心的

事情。

反PUA不加班
这届00后找工作“挑老板”

□ 李少波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目前我国

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 2 亿人左右，选

择灵活就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

背后，既有客观的外部环境因素，也在一

定程度上映射出年轻人择业观念的转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的背

景下，很多年轻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就业

之路。“直播主播”“电商运营”“电竞选

手”“视频剪辑 Up 主”“知识付费服务提

供者”这些灵活就业者，与个体商贩、农

民工、外卖骑手等传统的灵活就业者存在

着很大差别，他们更多地依靠互联网时代

带来的便捷，依靠网络流量带来的“爆炸

式”传播效果。

这些新型的灵活就业方式，不同于传

统行业的就业形式，无需上下班，甚至无需

依托特定的单位。每一个灵活就业者，都可

以把自己变成“用人单位”，为自己“打工”，

为自己的事业打拼。灵活就业市场已经形

成了日益成熟的业态，变得更加完善，也逐

渐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受到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青睐。

这说明现在的年轻人择业观念更加多

元，在做职业规划时更加自信，更加听从

自己的内心，追逐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

更加包容，观念上的成见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成功案例所打消。

当然，与“旱涝保收”的传统就业形

式相比，灵活就业少了很多隐性的保障。

灵活就业者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需要

时刻保持着危机感。

以我个人为例，我从一家大型私企离

职之后，做了两年多的自由职业者。在这

期间，我主要是做自由译者，利用从业数

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基本可以保障所得收

入能够维持生活需要。另外，我也会不断

“开发”新的客户，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客

户暂时没有翻译需求时，跟另外一个客户

合作，避免出现较长时间没有客户合作的

空窗期。同时，我还兼职自由撰稿人，为

一些媒体和杂志撰写文章，赚取稿费。

换言之，很多自由职业者都会面临着

个人业务的“旺季“和“淡季”。在“旺

季”时，要把握住机会，用心收获一番，

为自己接下来的路积累足够多的资本。而

在“淡季”时，难免会出现焦虑，被一种

巨大的危机感笼罩着。这个时候唯一要做

的 就 是 让 自 己 沉 淀 下 去 ， 丰 富 和 提 升 自

己，培养和打磨核心竞争力，迎接甚至创

造 下 一 个 “ 旺 季 ”。 对 于 灵 活 就 业 者 而

言，灵活的只是就业方式，而稳定牢固的

则是他们能把事情做好的实力。任何形式

的自由背后都有一定的代价，对于自己所

珍视的自由，他们更懂得全力以赴。

“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不是生活的

全部。”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以什么方式来

养活自己，而是以什么方式来找到和实现

自己的价值，过上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

为自己打工，就是为未来打拼

□ 汪之岸

选择公务员的职业，和我个人经历

有关。我在江南长大，十七八岁就去成

都 上 学 ， 读 研 又 跑 来 北 京 ， 中 途 在 台

北、波士顿等地方交换访学，一直是匆

匆忙忙地走马观花。青春就是好奇地张

望，想看山看水，然后想看更远的山、

更深的水⋯⋯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向往

暖烘烘的市井生活，选择能落地的稳定

幸福。

毕业找工作那年，同学们都仿佛经

历了一场兵荒马乱，我也不例外。当时

报考了北京市定向选调和中央选调，选

调考试进面试的机会更多，面试分值占

比 更 高 ， 更 看 重 应 届 毕 业 生 的 综 合 素

质。央选和国考因为在同一天笔试，只

能选其一，所以就没有挤国考千军万马

的“独木桥”。而北京市定向选调的时

间远早于央选，我是在即将和北京市签

约的时候，才得知央选的笔试成绩。

更戏剧化的是，一边是央选的笔试

成绩远超预期，另一边是北京定选的结

果 公 示 后 必 须 立 马 签 约 ， 否 则 就 得 放

弃，我犹豫了。只记得，北京那晚的车

流一闪一闪地从我面前飞过，像冰冷的

流星，马路对面是橙黄色的万家灯火，

我就一直站着，脑补完各种可能。想来

想去，找工作实在太累了，任何考试都

带着不确定性，不如见好就收。于是，

我就和央选报考的单位取得联系，决定

主动弃权，替补后一位考生。就这样，

我在第一场笔试、第一场面试之后就结

束了求职之路。

就我个人而言，“内卷”并不可怕。一

旦你想要追逐什么，必然会面临巨大挑

战，这种比较是无处不在的。如何整理好

“卷”带来的焦虑和无力感，是我们这代

人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比起镶着金边

的履历，在无数挫败面前依旧生生不息

的强大内核才是不可复制的。

那 么 ， 真 实 的 选 调 生 活 是 什 么 样

呢？入职大半年的我总结了三大特征：

一是零距离的众生相。我主要负责

所在街道的宣传工作，需要对接各大媒

体。有次记者要来拍居民搬家，我就纳

闷了，搬家有什么可报道的？后来才知

道 ， 拍 摄 对 象 是 一 位 典 型 的 “ 空 巢 老

人 ”， 平 时 特 别 孤 独 ， 只 能 以 捡 垃 圾 为

乐。于是，自己住一套房，还有另一套房

用来囤废品⋯⋯慢慢地，捡来的废品一间

房子也放不下，只能堆到楼道，占用了社

区的消防通道。附近住户对此十分不满，

不 断 投 诉 ， 街 道 和 社 区 想 出 各 种 法 子 调

解，终于把老奶奶视如珍宝的“藏品”全

部拖走。

二是群英荟萃的社区工作者。你以为

社区工作者都是大爷大妈？那就大错特错

了！我日常工作接触到的社区书记中就不

乏形形色色的各路“大佬”：有川大高分

子 物 理 专 业 毕 业 的 高 材 生 ， 有 “ 退 隐 江

湖”的东北“倒爷”，还有陪媳妇考试没

想到自己一举夺魁的天选之子。报考社工

的有早稻田大学回国的大哥，有西班牙学

歌剧的小姐姐，城管队伍中还有退役的全

国跆拳道冠军⋯⋯我逐渐发现，成长的路

径其实并不单一，色彩斑斓的鲜活人生同

样滚烫。

三是永远在路上的工作节奏。基层工

作当然忙，加班加点都很正常。为创建卫

生城市，大夏天我们背着垃圾袋捡草丛里

的易拉罐、塑料袋；为宣传疫苗接种，我

们挨家挨户敲门拜访，遇到不理解的居民

劈头盖脸挨一顿骂；大规模核酸检测，我

们必须穿上全套防护服，不敢喝水也不敢

上厕所，在简陋的棚子里给大家扫码、发

试管⋯⋯过年也没法放假，我所负责的社

区有居家观察的住户，社区书记提前准备

好饺子挂在门把手上，顺道还给换春联、

贴福字，隔着大门送上喜气洋洋的祝福。

经过这段时间的基层工作打磨，我开

始对现实世界有更深入的思考。人的成长

其实是一种认知能力的提高。比如在基层

治理层面，单拎出一个社区来讲，它的力

量资源是非常薄弱的，但这个小小基层肩

负的责任却十分重大：上到人命关天的治

安问题，下至小区停车难、垃圾没处扔等

民生小事，都是棘手的“疑难杂症”。这

时候，“共建”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我 是 北 师 大 毕 业 的 ， 所 以 很 了 解 象

牙 塔 的 年 轻 人 有 多 么 “ 好 面 子 ”。 然 而 ，

“光芒万丈”的学历并不创造长久的个人

价 值 。 一 个 人 的 成 长 ， 需 要 平 静 接 受 生

活 的 粗 糙 和 磨 炼 ， 而 不 是 机 械 功 利 地 堆

砌“优秀”。

比起镶金边的履历，“挫而不折”的强大内核无可复制

疫情之下，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正经历着一个不一样的春
招季，但不管在什么时候求职，不变的是激烈的竞争、纠结
的选择。毕业以后，是寻求一步一个脚印的安稳，还是工作
想换就换的自由？是留在大城市，怀揣梦想奋斗拼搏，还是
回到家乡，扎根基层？这些年，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灵活就
业被更多人接受，“为自己打工”成为新时尚。不管怎样，
选择一种就业方向，就是选择一种人生，有得到，也有舍
弃。人生在每个地方都能发光发彩，只要你努力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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