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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伊

想象中的故事应该是这样开场
的：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
身帅气西装，我们这群大学生，就
能顺利切换角色，从象牙塔稳步踏
入职场。

没成想，很多人在实习阶段就
崴了脚。作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我身边的不少同学，都曾独自趟过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像西西弗斯那
样，一遍遍把“石头”推上高山。
只不过，“石头”从校园的 GPA，变
成了职场的 KPI。

二十啷当岁，多年轻啊。一些
实习“指导老师”在招聘面试阶段，
聊的都是优厚薪资待遇、专业人士辅
导和温馨工作环境。

然而，跨过那道门槛，似乎就
不是那么回事了。工厂有流水线，
互 联 网 大 厂 也 有 。 我 一 个 同 学 就
说，自己需要随时待命，一旦犯了
小错，惹了领导不开心，就得“虚
心接受批评、深刻反思错误、诚恳
承诺道歉”，比哄对象还尽心尽力。
老老实实打了几个月工，换不到一
纸实习证明。

实习权利关系的不平等早就不
是新鲜事，但很少人能改变什么。
大学生一吐槽，总有“过来人”跳
出来指责，“你们太娇气了，我们都
是这么过来的”。这种轻飘飘的指
责 ， 某 种 程 度 上 ， 也 成 为 “ 不 平
等”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然，在校生在取得毕业证书
前，一般不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
动 者 主 体 资 格 ， 但 没 建 立 劳 动 关
系，不意味着没有法律调整两者之
间的关系。实习生可以与用人单位
签订实习协议。后者是劳务合同，
是民法典的领地，必要时，实习生
可以走民事诉讼的渠道获得赔偿。

问题在于，很多大学生并不知
晓自己拥有的合法权利，更别提怎
么维护。

很多“过来人”都苦口婆心地
劝我们：坚强点，成熟些，职场不
相信眼泪。这样的声音听多了，似
乎 连 我 们 都 忘 了 ， 自 己 也 有 说

“不”的权利。但我们的议价能力太
低了，怕下一秒就被换掉。久而久
之，我们也不想了，“为爱发电”式
的免费打工吗？好的。明码标价的
内推机会吗？好的。“揠苗助长”式
的高压管理吗？好的。

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职场性
骚扰面前，也被迫说了“好的”。醒
过神来，维权却是困难的。“他一个
有头有脸的人，闲得没事会去骚扰
你？”于是，又落入“受害者有罪”
的逻辑。处于弱势地位的实习生，
不懂得拒绝，也成为一种原罪，进
而变为了“活该”。

本 来 ， 实 习 是 面 向 未 来 的 选
择、迈向成熟的过渡，应该受到指
引和保护。某些实习单位，却不满
于实习生“不够专业、老练”，没有
快速给公司带来绩效增量。那些实
习 阶 段 “ 不 平 等 ” 的 细 节 汇 集 起
来，似乎已成岁月的伤疤，铭刻在
实习生们褪去幼稚的路上。那个受
过伤害的人，如果以后走向职场，
历 练 几 年 ， 会 不 会 “ 抽 刀 向 更 弱
者”，变为新的压迫者？

与实习生拥有类似遭遇的，是
临 时 工 。 他 们 的 待 遇 比 不 了 正 式
工，风险却更大。但他们真实地构
成维系我们日常的“后勤”。

不管是实习生，还是临时工，
都不该是一粒沙、一口锅或某人的
出气筒，而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
奋斗者，值得被尊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跳槽到互联网大厂后，李洋的微信未

读 消 息 时 常 保 持 着 99+， 微 信 状 态 总 在

“疲惫”“忙”“睡觉”“勿扰”中切换。

24 岁 的 李 洋 毕 业 2 年 ， 换 了 3 份 工

作。在独居的周末，她要靠刷六七个小时

短视频放空自己，习惯听着 《家有儿女》

入眠。

她 总 觉 得 累 ， 一 天 要 睡 10 个 小 时 ，

“连睁眼都没力气”。肩膀、腰椎、皮肤小

毛病不断，每周都要跑医院。“感觉自己

被 全 社 会 抛 弃 ”“ 像 是 坐 在 地 上 被 拖 着

走”，她重新感觉到高中体育课时，自己

在乒乓球台边刷题的那种无奈。

一 项 国 民 健 康 报 告 显 示 ， 2021 年 每

个人平均存在 4.8 个健康困扰，其中情绪

问题排在首位。《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

（2019~2020）》 结果中，18~34 岁青年的

焦虑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

崔庆龙是微博上获得了大量关注的心

理咨询师，他在一条微博里描述了对“精

神亚健康”的观察：“始终笼罩着一层驱

散不了的惶惶不安，始终负荷着一些摆脱

不了的沉重⋯⋯虽然每天都能正常入眠，

却不能真正休息，好像总有一些倦怠常驻

后台。虽然每天都有闲暇，却体验不到安

逸，精神上随时在为什么待命。”

“我 一 直 觉 得 ，情 绪 是 个
错误”

在繁忙运转的城市中，有人表面“社

牛”，其实“没有安全感”，喜欢在深夜吞

下大量碳水化合物；有人看起来是“工作

狂”，其实“喜欢用踩别人证明自己”，形

容这种提升自信的方法“像吸毒”，“结果

中毒越来越深。”

跳槽后，李洋用心学习“大厂生存法

则”，发现随时随地复盘是同事们的必备

技能。于是，即使在拥挤的地铁上，身体

受着折磨，她也不忘咀嚼开会时被领导诘

问的尴尬画面，质问自己“为什么不这样

做 ？” 这 种 挫 败 感 会 持 续 到 第 二 天 一 睁

眼，“感觉天都是灰蒙蒙的”。

为了转移注意力，她开始无休止地刷

短视频，刷完就生闷气，“净做些完全没

有营养的东西”。当自我调节手段无法去

除内心的“惶惶不安”，她开始怀疑，“有

情绪，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了找到

答案，她体验过冥想、催眠、心理咨询，

开始用“正反馈”“行为模式”这些专业

词汇自我分析，仍然无法摆脱“虚无感”。

李洋经常找前同事王艺聊天，在她看

来 ， 王 艺 冷 静 、 坚 强 ， 分 手 也 没 掉 过 眼

泪 。 但 只 有 王 艺 自 己 知 道 ，“哭 不 出 来 ”

已经快成为一种困扰。

“我一直觉得，情绪是个错误。” 王

艺从小就习惯压抑自己的情绪。她儿时经

常 一 个 人 睡 ， 半 夜 滚 到 床 下 再 自 己 爬 上

来。父母工作忙碌，“无论我散发什么情

绪，都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她开

始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优异的成绩会让父

母多夸她两句。

她曾在私募基金实习，同事早上五六

点起来健身、洗澡、化妆，加班到深夜，

第二天依旧妆容精致，还不忘人情世故，

给身边人带来化妆品小样。两个人上午还

在为抢单争执，下午就能手牵着手喝茶。

她总学不会这种“滴水不漏”的处事

方式，第一份工作，她就因为爱笑被老板

批评“影响其他同事工作”，被关在会议

室独自办公。“那时候觉得我干什么都是

错的，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垃圾的人。”

年底的表彰大会，老板在台上骂了她

半个小时。她愣是一滴眼泪没掉，直到走

出公司，在凌晨 2 点的马路边哭了两个小

时，“眼泪留在脸上就像冰渣子”，那是她

记忆里北京最冷的一天。

此后她很少大哭，面对让她委屈到极

点的指责，她也能笑脸盈盈地说，“你说

得对，我马上改”。实在觉得“心里绷不

住 ”， 她 会 在 淘 宝 上 买 30 分 钟 的 心 理 咨

询，电话那头是位 40 来岁的女性，不怎

么说话，“就像个树洞”。只有在这里她才

能放松地哭出来。或者看看悲情电影、短

视频，找个引子“说服”自己落泪。

去年 7 月，她所在的公司裁掉了近一

半员工，7 栋办公楼只剩一栋。王艺虽然

被留下来，但上班时总无法集中，像一只

受惊的兔子，眼睛瞟来瞟去，耳朵时刻捕

捉同事谈话的碎片，“其他事情我没法认

真做，都是糊弄。”

当时她以为，这种“飘忽”的状态会

“被时间治愈”。但情绪在暗中慢慢累积，

当今年熟悉的领导辞职、自己不得不融入

新团队时，王艺开始脱发、厌食。

为了“自救”，她买了不少心理学的书

籍，在网上报了一个“情绪觉察”的课程。她

发现自己在情绪发生后，会压下内心的“不

适感”，告诉自己不要“太矫情”。最终她发

现，几小时甚至几天后，这种“愤怒”“悲伤”

或“委屈”仍未离开身体。

崔庆龙在微博中解释这种“损耗”的

状态，“生活中人们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

候，总是习惯于否认和忽视，总是假装一

件事已经过去了，并且用合理化的方式给

那件事在意识层面做了一个完结的说明，

但它其实还在运行。这种长期积聚会让一

个人越来越有压力，越来越焦虑，也可能

越来越虚弱。”

他发现在评论区，一些年轻人会分享

自己的经历，并自我分析，“非常细腻”。但

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有很强的防御性，“很

多人会慢慢形成一种信念，觉得自己的感

受，最好谁也不要告诉，就是自己的事。”

“嘿，你今天是怎么了”

在豆瓣“自我觉察的瞬间”这一话题

下，一位民警分享了一段经历。有次一个

年轻姑娘因为 票 务 问 题 情 绪 失 控 ， 对 着

工 作 人 员 全 程 黑 着 脸 。 他 随 意 问 了 一 句

“ 嘿 ， 你 今 天 是 怎 么 了 ？” 对 方 虽 然 没 说

什 么 ， 但 肉 眼 可 见 放 下 了 戒 备 ， 后 来 还

给 工 作 人 员 道 歉 ， 吐 露 了 近 段 时 间 有 很

多烦心事。

令 民 警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 这 个 衣 着 讲

究、妆容精致的姑娘叹了口气说，“你知

道吗，有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感受是这个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

心理咨询师崔庆龙说：“一般大家只

会表达‘我很丧’‘我很烦’这样过度概

括化的表层情绪，这种情绪会在心理上拧

成结，变得难以被表达，也难以被理解。

很多人也不习惯跟身边的人分享更深度的

体验，这首先得自己有意识去讲，需要知

道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还要有人在意你

心里发生了什么。”

崔庆龙发现，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能

进行深度对话的关系，这时候就需要“自

我觉察”来深入梳理情绪，对情绪的合理

分辨，是走出情绪的关键。崔庆龙认为，

很多人无法分清“该承受的情绪”和“不

该承受的情绪”。

“我们确实需要接受一些吻合现实程

度的痛苦，比如说损失了一些财物，或者

好朋友的离开，这个痛苦需要我们去体验

和接受。但很多额外的情绪是来自于对自

己潜在的评价，比如因为现实的损失，就

觉得自己无能、没有本事，对整个人生开

始怀疑，这就背负了过多的情绪。”崔庆

龙说。

和王艺一样，很多人开始培养这种自

我认知的能力。一项调查显示，除了心理

咨询这样针对心理问题、价格偏高的心理

服务，年轻人越来越钟爱“轻量”的心理

内容产品，心理学相关书籍、音频/视频

和互联网课程成为最受欢迎前三名。

孙卓是一位绘画专业的大三留学生，

00 后，攒下生活费买了一套学习心理学

课 程 ， 想 学 会 “ 重 视 并 尊 重 自 己 的 感

受”，“这是我在学习中欠缺的”。她曾因

为情绪问题做过心理咨询，在咨询中她才

意识到自己一直“精通鸵鸟技术”，“把头

埋进沙子里，忽略自己的感受。”

初中时她曾遭受过言语霸凌，虽然已

经忘记那些施暴者的面孔，但当她在一群

陌生的同龄人中，总会全身紧绷，碰到不

熟悉的话题就背后发冷，语气变得急躁。

但 孙 卓 一 直 觉 得 自 己 只 是 “ 内 向 ”

“社恐”，“我给自己洗脑，认为初中发生

的 只 是 一 件 小 事 ， 如 果 在 这 件 小 事 上 费

神，就会显得很没用”。但她知道，心底

的 愤 怒 从 没 消 失 ， 反 而 像 溃 疡 一 样 越 来

越疼。

她 在 潜 意 识 里 一 直 渴 望 “ 被 看 见 ”。

她曾画过一本连载漫画，主人公一个人逃

到海边，身后波涛汹涌，浪花卷走一只试

图逃离大海的海鸥。一个和主人公一模一

样的人来到她身边，就像孙卓压抑着的另

一个自己，“你看起来好像要哭了”，另一

个自己问，“不想跟我说说吗？”

父母则更担心她毕业后的现实生活，

处 女 作 出 版 后 ， 父 母 希 望 她 能 “ 加 速 ”，

“ 走 网 红 路 线 ”， 出 下 一 本 书 、 办 个 人 画

展 。 她 不 喜 欢 “ 抛 头 露 面 ”，更 爱 创 作 ，

想 按 自 己 的 步 调 慢 慢 积 累 ， 但 老 师 常 说

“只靠画画养活不了自己”，身边其他专业

的朋友也开始谈论就业、职场，她又不想

落后。内心的拉扯成为新的焦虑来源。

“相比于父母一代，现在很多年轻人

已经‘精神脱贫’，不用再为基本的生存

需要去忍耐工作的不如意，面前的选择也

更多。他们渴望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但

又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一位咨询

师这样总结近 10 多年的观察。

她的很多客户比孙卓更迷茫，因为他

们 并 不 知 道 自 己 喜 欢 什 么 。 很 多 人 用 过

“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等测评工具，但

她和客户深入聊天后发现，测评结果和他

们真实的需求并不相符，“ （他们） 已被

周围的环境和家庭洗脑成另外一个人，是

按照被塑造出的形象回答的。”

被“剧透”的人生

在出现情绪问题前，李洋从没想过“成

为什么样的人”，只是想“证明自己”。她认

为进大厂就是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

她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双非”大学，

大厂从不去她们学校宣讲，她经常坐两个

小时的车去“蹭”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

学的宣讲会。当她挤过层层人潮，把简历

递到某大厂的 HR 面前时，对方总回以礼

貌的笑容：“您还是回去按校园招聘流程

走吧。”

她转而投身在线教育公司，只是觉得

“门槛低”“成功概率高”。工作一年，她

准备跳槽，瞅准了宣讲会上的那家大厂，

但卡在第七轮审核，她打电话给直系领导

争取，才赶上末班车。

李洋觉得自己时刻处在“成长焦虑”

中，从大学起就主动参加职场活动拓展人

脉，“不成长就会被社会抛弃”。她一直信

奉“人生是条抛物线”，命运总会把她抛

到不同地方，她只能不断向上爬，等待下

一次被抛出。

当 她 真 的 来 了 大 厂 ， 才 发 现 自 己 是

“在一艘巨大的轮船上拧螺丝”，“大部分

时间都在想，螺丝是往左拧还是往右拧，

别说看到轮船什么样，连甲板都看不见。

现在我拧螺丝的精确度已经达到了 80%，

如 果 留 在 这 里 只 是 为 了 把 精 确 率 提 到

100%，我觉得是虚度光阴。”

大儒心理创始人、临床心理学博士徐

凯文把价值观缺失、缺乏自我认同、对被

评判感到焦虑和恐惧、自我否定的状态称

为 “ 空 心 病 ”， 这 种 状 态 时 常 伴 随 着 孤

独、疲惫和迷茫情绪。他发现，这种“无

意义感”正不断向中小学生扩散，最直接

的表现是厌学和拒学。他做过咨询的年龄

最小的厌学者只有 10 岁，已经在家休学

一年。

他的咨询中 心 位 于 中 关 村 ， 周 围 的

重 点 中 学 ， 源 源 不 断 向 咨 询 中 心 输 送 着

厌 学 的 优 等 生 和 焦 虑 的 家 长 。 去 年 到 今

年 ， 因 为 咨 询 量 激 增 ， 咨 询 室 数 量 已 经

翻 了 一 倍 ， 现 在 800 平 方 米 的 咨 询 中 心

又不够用了。

不止一个学生向他抱怨，自己已经考

到 了 90 分 ， 但 不 得 不 花 三 四 倍 的 时 间 ，

向 95 分、99 分努力。他们机械地提高答

题速度，没有创新，但又难以控制对成绩

的渴求，因为生活里别无他物，分数是评

价自己价值的唯一标准，“考不好会很难

过，考好了只是不难过而已。”

一名重点高中的高一学生对他说，自

己这么拼命努力，就为了考一个好大学，

但 考 上 好 大 学 又 怎 么 样 呢 ？ 就 算 进 了 大

厂 ， 收 入 很 高 ， 也 还 是 每 天 都 工 作 、 加

班，没有自己的时间。

崔庆龙收到的微博私信里，很大一部

分也充斥着对人生的持续性迷茫。“就像

被 提 前 剧 透 了 ， 他 们 觉 得 自 己 做 的 事

情 、 未 来 的 目 的 地 都 被 确 定 了 ， 这 种 确

定 的 东 西 不 是 自 己 想 要 的，但又无法改

变这种局面。”

崔庆龙形容，“空心的状态就像是漂

泊在没有灯塔指明航向的大海上，我们从

航行变成了漂浮。很多虚无感会被那些有

感觉、有冲动、有激励、有反馈的事情所

填充。真正糟糕的体验，不在于我们不能

够 再 得 到 这 些 反 馈 ， 而 是 这 些 反 馈 发 生

了，我们也开始无感。从对这个世界的疏

离，变成了一种自我疏离。”

崔庆龙观察过很多年轻人，一边厌倦

自 己 的 生 活 状 态 ， 一 边 在 生 活 里 拼 命 地

“卷”，“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或者唯一

能确定的东西”。

他觉得上一辈人经历的更多是“一种

有奔头的体验”，“那时候人们的物质需求

刚开始，从匮乏到相对丰富，有种升级打

怪的感觉，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通过努力

被一点点改变。而现在很多人缺乏这种体

验，会觉得自己的进步，相对于已经确定

的未来，没有太大增量。”

从小镇走出来的王艺深有体会，“原

来觉得自己是最亮的那颗北极星，其实是

风都吹不起来的尘土。”她笑称自己从小

是 “ 卷 王 ”， 被 班 主 任 评 价 “ 内 向 、 踏

实”，是国旗下讲话的“常驻选手”，成绩

稳列年级前三，总有不认识的同校学生，

在拥挤的集市里也能叫出她的名字。

大 学 她 选 择 了 最 热 门 的 金 融 专 业 ，

外 界 认 可 带 给 她 的 快 乐 逐 渐 消 失 。 参 加

演 讲 比 赛 ， 她 第 一 轮 就 被 淘 汰 。 同 在 金

融 街 实 习 ， 别 人 一 身 行 头 抵 她两个月工

资，同时业务小组第一，情商也高，“段

位在大气层”。

于是她转行到在线教育，从没在工作

中体会到“忘我”，习惯把薪资和领导的

性格作为找工作的首要标准，“竞争给我

不了安全感，我就要从其他地方找，寻找

我能抓住的东西。”

让心灵畅快呼吸

在情绪觉察课程上，助教会发给王艺

一个词语。她听到词语后，就把脑海里的

画面写出来，具体到物体颜色和人物动作，

一步步具象化，同时描述感受。“这个过程

里，我会发现自己潜意识里的情绪。”

崔庆龙认为，每个人的精神负载能力

有限，写情绪日记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承受

范围，“不是记录流水账，而是记录内心

世界的过程，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它，然后

试着表达对自己这份情绪的理解。如果有

可能，最好能培养一段密友关系，让彼此

都能够对内心深处发生的事情进行深度分

享和交流。在关系中完成这种探索，是更

加安全和有回应的一件事。”

对于王艺来说，看心理学书籍、学习

课 程 ，“ 这 些 都 是 在 完 善 对 ‘ 我 ’ 的 认

知，是一项很长期的工作。”当她对内心

的感受更敏感，对于不喜欢的工作，忍耐

度也降低了很多。最近总有个声音在她工

作 、 吃 饭 、 甚 至 睡 觉 时 不 停 闯 入 脑 海 ，

“你到底喜欢什么？”这让她工作状态有所

下降，“像是行尸走肉，手头的事儿做不

好，心里的事又不会消失。”

但她又觉得开心，“想到这只是暂时

的烦恼，心情就好多了。我知道我已经有

意识发现热爱的事了，那是一种从未有过

的体验。”

崔庆龙也觉得这是件好事，“这意味

着 从 公 共 的 评 价 体 系 回 到 私 人 的 语 境

里 ”。“ 但 要 让 每 一 个 人 都 找 到 价 值 和 意

义，活出一个完全的自我，要求太高了。

能把无意义感、抑郁感、痛苦感抵消掉大

部 分 ， 并 从 中 感 受 到 一 些 小 确 幸 、 小 快

乐，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不容易了。”

王艺回忆今年真正感到“安全”的时

刻，是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进书店，随手

翻开一本书，从白天看到黑夜。合上最后

一页，走出门，夏夜的风吹在脸上，她看

到路边有小孩拉着母亲的手，跳广场舞的

大爷大妈脸上洋溢着笑。王艺忍不住也笑

出了声。

崔庆龙经常也会问自己，怎样让生活

不单调？“其实生活中隐藏的可选项有很

多。比如一个人每天上下班三点一线，但

后来有一天，他找到一个书吧 ， 或 者 参

加 了 一 个 读 书 会 ， 参 加 了 一 次 团 体 治

疗 ， 参 加 了 一 次 徒 步 旅 行 ， 去 了 一 个 自

己 从 来 没 去 过 的 城 市 ⋯⋯ 人 们 需 要 体 验

到 本 质 上 的 自 由 性 ， 意 识 到 什 么 在 束 缚

着 我 ， 是 什 么 让 我 的 生 活 变 得 单 调 ， 以

及在现有的经济能力下，我能为自己搭建

起怎样的一个生活？”

他建议，可以从在生活里增加小的愉

悦感和满足感做起，“听起来很简单，但

很 多 人 连 自 己 吃 好 、 睡 好 这 件 事 都 没 做

好。当你的生活让你觉得安全、平静，少

一些压力和冲突，经常发生有趣的事，大

多数心理问题会得到缓解。”崔庆龙除了

每日写微博，和身边人的深度交流外，他

也 会 打 游 戏 、“ 折 腾 一 些 稀 奇 古 怪 的 事

情”，给自己“充电”。

近两年王艺发现，在互联网公司云集

的后厂村，伴随着一些公司的裁员，大家

下班时间也变早了，晚上大楼里加班的灯

光 越 来 越 少 。“ 当 你 不 知 道 未 来 是 什 么

样，你可能会更珍惜现在，给多少钱干多

少活。”

李洋试着改变复盘的目标，不再刻意

关注“成长”“进步”，而是“让自己和家

人更快乐”。她会在周末关掉所有电子设

备，点上香薰，读书、画画、发呆，认真

听窗外的鸟叫，感受阳光洒进房间。她还

准备调查城市里的脱口秀俱乐部，想选个

地方讲脱口秀，给别人带去些快乐。

大三学生孙卓，原来会因为上课偶尔

的跑神而痛苦，现在她能停下来问自己，

“ 想 改 变 吗 ？ 不 太 想 。 能 接 受 这 个 结 果

吗 ？ 反 正 还 能 回 看 录 播 ， 跑 神 也 挺 舒 服

的。”她打算创作“轻松熊”这样治愈性

的动漫形象，“让更多人意识到内心‘被

看到’的渴望”。

“现在很多公共分享平台，缺乏对于

同 类 的 倾 听 、 接 纳 和 理 解 。” 崔 庆 龙 认

为，社会普遍存在的共情氛围，是避免人

们陷入心理危机的基础。

“一个有共情的社会就是‘有氧’的

世 界 ， 能 让 心 灵 得 到 畅 快 呼 吸 。 只 有 这

样，大家才会变得松弛，敢于把自己内心

世界描绘出来。”

（除了崔庆龙、徐凯文外，其他采访对
象均为化名）

心灵“有氧运动”

2020 年世界精神卫生日，江苏省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务人员在“云端”直播解压力。

2018 年，长沙，心理成长课程需求大，多名学员前来体验。

在上海独居的年轻人。 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让职场眼泪流得更有技术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