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355青春热线2023年 7月 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郭韶明 版面编辑 / 邹艳娟

Tel：010-64098334 邮箱：wenhuafukan@163.com 7

□ 高 艳

最近正值高考报志愿的时间，张雪

峰关于“把孩子打晕了也不要报新闻专

业”的段子在网上疯传，引发很大争议。

有人认为他说了大实话，是业界良心，应

该保护这样敢说实话的人。重庆大学新

闻学专业教授张小强则发文“炮轰”，号

召大家千万别被张雪峰这样的网红“忽

悠”了。张教授认为新闻专业能文能武，

可以自主创业，可以到互联网大厂，可以

考公务员，也可以到国有企业，是个很能

吸纳就业的专业，还举例说自己的学生

毕业之后都发展得不错。

我们先不管新闻专业到底是不是天

坑专业，这里让人非常疑惑的是，大家在

讨论报志愿的时候，往往讨论的都是外

部环境怎么样，哪个专业冷门，哪个专业

热门，某个专业的就业率如何，却很少有

人关心孩子自己是怎么想的，以及孩子

自身的特点，喜欢什么科目，擅长什么科

目。一个人最后要从事什么专业和职业，

难道不应该考虑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

因素吗？哲学课上不是一直都在学，外部

因素要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吗？

道理非常简单，金融和计算机都是

热门专业，职位也很多，但是孩子也要能

够喜欢学，有动力学，能够学得会吧？不

然再热门，对于某个不喜欢这个专业和

行业的孩子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概率

不能直接推论到每个具体的个体身上。

说到盲目追热门，盲目追大概率，就

像我们去商场购物一样，一看到有个地

方很多人在排队，很容易头脑发热，买了

一堆根本用不上，也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回家。或者是，穿了一双很好看，很有面

子，但是磨脚的鞋子。

“高分诅咒”

我们来看看 2020 年的两位网红考

生杜青云和钟芳蓉的对比就知道了。

2020 年湖南省理科高考状元杜青

云，高考总分 718分。之所以成为网红考

生，是因为杜青云在 2016年第一次参加

高考，以 704 分高分获得湖南省理科第

二名，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读

到大三选择退学复读。这次又考了一个非

常高的分数，被大家惊呼“王者归来”。

经管专业非常热门，当初让杜青云进

光华管理学院也是父亲的决定，“毕业出来

随便去哪个企业，那都是几十万元的年

薪。”我想很多人会认为这是求之不得的

“康庄大道”。

说到这里，要提一下北大光华管理学

院经济学教授周黎安根据身边学生的情

况，专门写的文章《中国大学的“高分诅

咒”：高考状元扎堆经管学院》。所谓的“高

分诅咒”就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很多考生

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志向爱好是什么，

越是高分的考生越有选择权，越容易因为同

辈的压力，父母和老师的期待扎堆儿热门的

经管专业。越是扎堆儿，就一定意味着有相

当多的人内心其实不喜欢或不适合这个专

业（职业），这就是高考报志愿的“高分诅咒”。

来自湘西小镇的杜青云就是中了这个

“高分诅咒”，他进入学校之后很快就发现自

己并不适合这个领域，在做了很多努力发现

无效之后，他开始抑郁，无休止地打游戏，多

门挂科，大三从北大退学。办理手续的时候，

老师问他原因，他说：“不喜欢这个专业。”

2020 年他又考了一个更高的分数，填

报高考志愿时，杜青云依照兴趣选择了清华

大学新雅书院。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他有

了获得感。有时灵光一闪，想到几个历史事

件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他觉得“非常有意思”。

当年的另外一个网红考生是钟芳蓉，

以总分 676 分的高分，位居湖南高考文科

第四名。虽然不是状元，但是也被热议，是

因为这个孩子可以在学校和专业任选的情

况下，她选择了北大相对冷门的考古专业。

有人对她的选择不理解，认为“考这

么高分真浪费了”“农村孩子，家庭条件不

好，为什么不考热门专业？还是没有接受过

社会的毒打”“梦想对于穷人来说，大多数

情况下算是奢侈品。先把肚子填饱了，再去

追逐梦想”“这个专业没钱途”。显然有这样

评论的人不知道前面杜青云的例子。

钟芳蓉坦言，专业是她自己选的，很早

她就喜欢历史和文物。她的偶像是“敦煌的

女儿”樊锦诗先生。面对未来的就业情况，

钟芳蓉表示也有考虑过“因为是北大的考

古系，未来就业基本生活应该能保障”“我

个人特别喜欢，我觉得喜欢就够了呀！”

钟芳蓉的父母亲对这个事情的观点是

这样的：“我们不懂考古系究竟会干什么，

也不懂什么专业赚钱。我们只能尊重她的

选择，她有权利去选择她自己喜欢的。她是

一个有梦想的人，她要去实现她的梦想”。

“农村人最主要的担心是钱的问题，但是她

对金钱看得比较淡，我们也认为孩子做自

己喜欢的事会更开心。”

后来北京大学通过官方微博回应此事：

“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愿你在

北大考古，找到毕生所爱！我在大学等你。”考

古界的各位大咖则争相表达着对她的支持，

多家博物馆更是直接给钟芳蓉寄出了礼物，

钟芳蓉因此被称为“考古界团宠”。

对于自己未来是否能够坚持下去，钟

芳蓉说：“我觉得能，一件事情就算不喜欢，

我也能做下去，喜欢的话我会坚持得更久，

我觉得每一次挖掘都是发现，都是惊喜。”

入学之后，学院组织过一次考古活动，

去了周原考古遗址，现实情况和她当时想

得差不多，甚至没有她想得那么艰苦。她了

解到考古是文科里面的理工科，也是田野

与城市的结合，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

结合。钟芳蓉觉得自己小时候在农村长大，

满山遍野跑的经历让她可以选择田野考

古。她想着“如果能读研、读博，读到哪里算

哪里，以后做田野考古或者当老师，应该都

挺好。”

钟芳蓉有过一次和考古界大咖许宏教

授会面的机会。许教授说：“我们之前也在

考古群里讨论，觉得把孩子捧这么高，今后

要改行是非常尴尬的事。我就有个想法，什

么时候我要见到小钟同学，一定跟她说，不

要管别人怎么说，要走自己的路。”

一个农村孩子，她最大的资本不是考

了这么高的分，也不是上了北大，而是她敢

于去选择“我喜欢的”方向，肯定比完全听

大人的、选择“好像有钱途”方向的孩子更

有自信和自主性，未来不管有没有后悔、决

定走哪条路，大概率会发展得更自洽圆融。

这里的“大概率”难道不值得重视吗？

“认知吝啬”

高考填志愿最大的天坑不是你选了新

闻还是生化环材，也不是社会上流传的

“劝人学法，千刀万剐”“劝人学医，天打雷

劈”，而是你不知道在这次人生重大决策面

前，如何理性作决策，而不是偏听偏信、线

性思维，被一些极端的说法所裹挟。

其实说起来张雪峰之所以能够这么

火，也是因为他的很多结论都是偏极端的，

或者说偏极端的结论更容易让人印象深

刻，符合人们“认知吝啬”的加工规律。这是

人的天性。从这个角度上说，张雪峰对新闻

传播的规律掌握得真是好啊!
那我们怎样才能避免——既不了解

外部世界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而做出的

“盲盒式”填报志愿呢？答案是：自古华

山一条路——信息充分，谨慎思考！

首先，信息搜索上不要偷懒。无论是高

分还是低分的同学，这几天，先别忙着聚餐

和补觉，不要把志愿填报的事情完全直接

扔给父母，也不要听七大姑八大姨你一嘴

我一嘴的议论，要自己去搜索一些可靠的信

息。千万不要以为考完了就完成任务了，今天

在决策上偷的懒，未来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

十年去弥补。这个时候要做好准备接收海量

的信息，甚至挑灯夜战也是有必要的。

其次，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就是你心仪

学校的官方网站，通常都有学校的各种介

绍、专业分布、学校规模、培养模式等。这些

信息才是行业内最懂的人写的。当然目前

各个高校也都有招生办的电话，确定学校

之后，打个电话确认一些信息也是很有必

要的。有些细节对你可能很重要，比如入学

以后还能转专业吗？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转？

能不能读双学位或者辅修？如果是大类招

生，入学之后分专业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比

如数学和地理就可能在一个大类进行招

生，你能任选数学和地理吗？如果不能任

选，那这两个专业的方向差别还是挺大的。

第三，兼听则明，不要偏听偏信。如果

以上信息还不够，可以去 B 站或者其他公

共媒体上搜索，你想读的大部分专业都可

以找到在读学长的“亲测体验”，还有各种

避坑指南，只是这些材料往往是一些 up主
根据自己的经历而发表的一家之言，你要

做到兼听，才能明辨是非。

总体上，大多数学生毕业了之后还是

要靠专业吃饭的，选择合适的专业，才有利

于进入自己热爱的职业方向，也不会浪费宝

贵的大学学习时间，而热爱自己的职业方向

才有助于获得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就，也有助

于不断积累行业资源。今天我们报志愿所选

的专业和职业，会成为我们毕业时的“敲门

砖”，它的作用很关键，但是相对短暂。从长远

来看，实际工作当中的能力、热爱、持续投

入，和工作成就，以及关于自己想要成为什

么样的人，想要怎样生活的思考才是影响

一个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是吗？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
学院副教授）

高考志愿填报：最大的天坑到底是什么

□ 陈之琪

临近毕业，不少同学纷纷奔赴自己

心中的“圣地”去毕业旅行，无奈我是个

资深“社恐”+“宅女”，觉得旅行的颠簸

实在不适合自己，便迟迟没有出发。

思索再三，突然想回老家住一段时

间——我的老家在安徽一个不富庶的村

落，但却是个依山傍水、冬暖夏凉的好地

方。我对老家的记忆还停留在童年，这次回

乡，想去看看多年未见的亲戚，寻寻当年那

个在乡野间疯跑着“招猫逗狗”的自己。

起初，我以为自己没法适应农村那

远离美食玩乐的生活。没想到，这个名为

“家乡”的村落，原来在一直默默等待我

将童年回忆拾起，再将新的留恋和温情

重新种下。

对话农人

回村第一天，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成

功摘掉了手机这个“外挂器官”。在这里，

总有许多事情要你抬脚走过、双手劳作、

用眼细看，电子产品帮不上什么忙。当你

双手沾上泥土、浸润在青山绿水中时，自

然就没有捧着手机、沉溺于数字世界的

时间了。

以往，手机是我最重要的社交工具。

不善当面交流的我，不知何时患上了“微

信文字讨好症”——敲字时总要写“好

滴”“好哒”“好呢”作为调侃，在对话后附

上“呀”“哟”“哈”以示积极，但久而久之

总觉疲倦、不像自己。从走进村庄开始，

我就“被迫”放下手机，和家人邻居面对

面交流。

村里人最喜欢串门，只要有人在家，

白天也不闭户。午饭晚饭时间，村人会不

打招呼地进来，或直接端一碗饭菜走到

桌边，与主人家聊起天来。一开始，我觉

得总这样突然造访有些唐突，渐渐地也发

现，在这个鸡犬之声相闻的乡村，邻里邻

家的生活都如家人般交织在一起——不

必特别招待，我去讨一杯茶水、你来吃两

口热菜，生活是可以不只一种味道的；更

可以说，一个村落总在共同呼吸着，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月上柳梢时，是农人一天忙碌后的

清闲时刻。他们爱坐在门口“聊闲篇”，谈

谈家里不省心的小娃子、在外打拼的年

轻人、辛苦劳作的老人们……作为“外来

客”的我听不懂乡音，没法随声附和，但

身处那个热闹而友善的环境，很容易就

融入进去。不管是闲聊还是歇脚，总会有

一次性纸杯里新泡好的热茶送到你的手

里。清冽的茶水中，同样能品出村人交往

中那种“不必多言”的处世哲学。

更令我感到欢喜的是，自己好像在

这个过程中更善于发自内心地回应他人

的善意和关注。即便语言不通，也可以回

应明亮的眼神和咧嘴的笑容，真诚成为

最好的回答。某次和姑姑闲逛，看到路旁

有人在做红泥炉子，人家便招呼着我也

试试。我并不矜持，兴冲冲地动手，将红

泥一块块铺平压实，寻思着这和在城里

做陶艺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个把小时的辛苦，让我的发梢、衣角

都沾满泥块，但身上这股泥土混合点汗

味的气息，被大伙儿热烈的谈笑声包裹着，

令人感到莫名的亲近与平和。

对话自然

到老家歇脚后，我从“忙忙叨叨”的学

习生活状态中逃脱出来，却又意外走入村

庄田园的忙碌时分，尤其是从家里亲戚身

上，就可以直接感受到一种农人“闲不住”

的个性。耳濡目染之下，我很快习惯了“晨

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作息。

到了老家第二天起，我开始跟着家里

人下地劳动，第一次试着穿上胶鞋去插秧

锄田，弯下腰去，离土地更亲近几分。腰要

完全弓起来、双脚插进泥里、蹚着水艰难行

走……做农活儿很磨性子，但每当直起身

回头抹汗时，能够看到一棵棵小秧苗立在

水面上，那种油然而生的满足感是直截了

当的。

哪怕是到“落雨天”，田里没什么农活

儿的时候，我们也绝不闲着。这里的人只

要有时间就得走动走动，比起在家摇扇

子，更情愿撑着伞到自家田埂上转转逛

逛。小雨绵延时分，家人领我去看新种下

的秧苗接受雨水润泽、正蓄力长高，期盼

数月后的收成。

他们还会兴奋地谈起，雨过天晴的群

山，一夜间就能冒出许多鲜美可口的蘑菇，

新鲜的菇子带着水汽被采下，炒肉炖汤都

极鲜美。你必须趁一大早钻到山里去，细嗅

空气中清新的“菇子味”，拨开繁茂枝叶和

厚厚一层青苔，才有机会觅得这宝贵的山

珍。那次钻山大半天，一家人总共只得几个

“袖珍”菇子，最后零星飘浮在肉汤里实在

令人莞尔，不过自己亲历过一番艰难找寻，

从中品出的辛苦滋味自是任何精致菜肴都

比不了的。

前段时间，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过了

20 岁，“突然开始爱拍各种天空花草”“不

自觉地爱上大自然”。此番回乡游历，我也

深有同感。每每在田间地头驻足、从山脚曲

折行至山顶时，总会被自然与人文的和谐

氛围所折服。依赖土地生活的农人，在大自

然的节律中学会为人处事之道。我也在与

这一方水土亲近交流的时候，从一处处自

然奇观中映出内心真实的自我，让心灵逃

脱都市节奏，得到真正的解压和释放。

对话自我

以前也体验过农家生活，但此次旅行

何以给我带来如此大的心理转变与感悟？

仔细想来，其实是在这个毫无修饰造作的

乡野中，不再有导游为你安排行程，不再有

导航实时规划路线，不再有软件催你收藏

打卡。

这一切给人一种很别致的体验——得

以更直观地触摸自然的博大与自我的渺

小。与农人、与自然、与自我一次次对话的

过程，也是一场随着生活场景变换而不断

深入的“心灵奇旅”。

曾几何时，紧促的学习生活压力给我

带来许多纠结烦恼。我发现，越是把烦恼压

在心底反复琢磨，越是钻牛角尖、参不透，

令人深夜辗转反侧。从社会心理角度讲，在

越发紧张的都市生活节奏中，也有许多人

陷入日常生活的循规蹈矩，不同程度地存

在性格与认知层面的“轻微失调症”。这个

时候，求诸自然、对话自我，往往就是极佳

的心理疗愈。

“深入大自然，会产生一种净化作用。”

对于这种纠结，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

研究所教师陈武说过，“当人的注意力从自

我转移到自然界，这种转变可以抵抗焦虑

和抑郁”。

事实上，当下年轻群体的一些情绪问

题恰恰是因为太过关注自己导致的。如果

能身处自然看到更广博的事物，就能自主

完成某种“自我缩小”的过程，内心的纠结

烦恼也就随之缩小了。

在老家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逐渐学

会有意识地凭本能和兴趣，去寻觅日常生

活的舒缓状态、探寻适合自我心理疗愈的

生活环境。

对于这种心理与行动趋向，人本主义

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曾指出，很多时候，纯粹

的自然空间就是最好的“心理治疗室”，让

自然空间去拓展原本单一化的生活，每个

人都可以是“潜在的不自觉的治疗者”。

此番回乡，我更鲜明地感觉到，童年欢

声洒过的土地原来如此深沉、神秘，对如今

的我来说，这里既是家乡，也是宝藏；在其

中游历，既是追溯记忆去寻根，也是在自然

的教诲下探索前路。

这个假期，“返乡”就是我的毕业旅行

□ 殷锦绣

6 月，又到了毕业季。毕业生的朋友

圈，毕业氛围已经拉满，大家纷纷晒出毕业

典礼、毕业晚会、毕业照、谢师宴，当然，还

少不了毕业旅行的照片。有人和舍友组团，

开启了西北小环线；有人钟爱海边，和男/
女朋友一起看日出、吃海鲜；即便是平时忙

着实习的毕业生，也趁周末约朋友逛公园、

拍美照，戏称为“平替版毕业旅行”。各种社

交平台上，毕业旅行攻略、避坑指南话题也

热度不减。

毕业旅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

毕业生们为什么喜欢、需要毕业旅行呢？

毕业和旅行，双重仪式感

和毕业典礼类似，毕业旅行，也充满了

仪式感。自古以来，人类就会追求仪式，仪

式有繁有简、有郑重其事有临时起意，但都

有一个特点，就是具备象征意义。如果单

纯看拨穗仪式的动作，把一条流苏从一侧

拿到另一侧，好像完全没有用处；但我们

都知道，它象征着稻穗或麦穗成熟了，也

就是象征学生学有所成，这个仪式才有了

意义。正是这种象征意义，构成了我们常

说的“仪式感”。

仪式感对人好处多多。心理学研究发

现，仪式化的行为不仅能安抚临床病人的

焦虑情绪等，从而达到心理治疗的效果；对

普通人来说，仪式感也是可以缓解消极情

绪、产生积极情绪的，比如在吃东西前做点

有仪式感的行为，能让人们觉得吃起来更

开心，甚至会让人觉得食物更好吃。仪式感

能对情绪起积极作用，可能是因为它满足

了人们内心的秩序需求，让人对生活更有

掌控感。此外，仪式感还可以让仪式中的群

体更团结、和睦，因为仪式感提升了大家的

群体认同感。

“毕业旅行”的仪式感，不只来自于“毕

业”，还来自于“旅行”。研究者格雷本

（Graburn）提出的旅游仪式理论认为，旅游

就像是由世俗进入神圣，而旅游结束就是

从神圣再次回归了世俗，但旅游会为旅游

者带来变化，使得结束后的世俗生活也有

所不同。而“旅行”这个词，则在“旅

游”的基础上更深刻、深远，当人们在使

用“旅行”这个词时，多数是故意和“旅

游”区分开的，因为“旅行”更深入，传

达出更多旅行者对自身体验深刻性、对旅

行所带来特殊意义的尊重。如果毕业旅行

是去人文气息浓厚的地方，或者是目的地

有很多特色美食、特色活动，那旅行的仪

式感就会更明显了。

这样一来，“毕业”加“旅行”，双重

仪式感对毕业生的吸引力，起到了“1+
1>2”的效果。

旅行的意义，不只是仪式

其实，除了仪式感之外，毕业旅行带给

毕业生的积极作用还有很多。毕业旅行中

多接触自然风光，对毕业生的情绪、认知、

人际关系等都有好处。

很多研究早就发现，接触自然，对人的

身心健康有诸多益处。比如，接触自然能

降低血压，激活人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从

而缓解人的压力、降低人的焦虑，还能提

升人的自尊感。为什么大自然能带来这样

神奇的作用？社会生物学领域有一个栖息

地偏好理论，认为偏爱自然环境是人类遗

传进化的结果，这是人类在长期选择栖息

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即便现代

人已经生活在了城市中、不需要在自然中

选择栖息地，这种偏好仍然留在了我们的

天性中，人们接触自然美景就是在与自己的

进化本源建立联系，才会产生这么多积极的

心理反应。

接触自然还能改善人的注意力、提升

人的认知功能。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先让

人们消耗注意力资源、变得认知疲劳，然后

给大家看自然相关的图片，人们能比看城

市相关图片时，更快地从疲劳中恢复，保持

和提高注意力。当然，这种作用不只出现在

实验室中，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自然环境，也

有利于提高注意力品质。这是因为，人的注

意力分为有意、无意两种模式，“有意注意”

就是需要我们努力维持的注意，“无意注

意”则是自动发生、不需要我们耗费精力的

注意。注意恢复理论认为，人们在欣赏自然

美景时，比如看云、看雨、看月亮时，注意模

式主要处于“无意注意”的状态，这能让人

的“有意注意”得到休息和恢复。

不仅如此，根据研究，接触自然还能促

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让人们更有爱心、更

乐意合作、更关心他人，可以让社区居民之

间的关系更融洽，还能减少暴力攻击行为。

也许，当人们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时，就

不会想着“扇你”了。

对今年的毕业生来说，毕业旅行也许

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他们上大学

的这几年中，很多时间可能都是在封校，

或者在家上网课中度过的，原本丰富的校

园生活、自由的周末出游，前些年大学生

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都是

“传说”。现在终于有了机会，趁着工作前

还有时间，旅行自然成了许多毕业生的毕

业仪式之一。

当然，旅行并不是毕业生的专属，如果

职场中的你最近在工作中也感到了过分的

压力、疲惫、注意力不集中，不妨也请个短

假，像毕业生一样，去接触一下大自然，给

自己一场远离日常喧嚣的仪式吧。

年轻人为什么需要毕业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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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简简

世界的和谐大概就在于它的矛盾，比

如，有黑就有白，有动就有静，有秩序就有

混乱。但如果在同一个时空中，比如职场，

当你的有序遇到同事的无序，和谐就岌岌

可危。

小A是一个有着严格时间观念的人，说

“5分钟”那就绝不是“10分钟”，甚至不是“7

分钟”，更不是模糊的“一会儿”。当他和人约

了5分钟后楼下见，而对方15分钟后才姗姗

来迟时，小A就有一种被“浪费生命”的感

觉，尤其在北京40摄氏度的高温下。

小 B是一个对流程有执念的人，先做

什么后做什么，一整套下来行云流水，有条

不紊。当他和同事合作一个项目，同事一会

儿出一个状况，不是返工就是提前，或者中

途插进去一个新增项，就像一套原本丝滑

的齿轮被生生卡住，还得硬生生继续转动，

别提多难受了。

小C是一个讲效率的人，作了决定就去

推进，出现问题就去解决，不纠结，有事说事，

出事办事，把工作解决在8小时之内。很可

惜，他遇到了一个万般纠结的同事。比

如，什么时候开组会呢？同事在10分钟内

改了3次主意，“要不周一上午吧——哎呀

不行，周一上午的公司会不知道几点结束。”

“要不中午吧——哎呀不行，中午要午休。”

“那下午呢——哎呀我可能要出门办事。”更

可怕的是，同样的纠结每周来一遍，小C默念

10遍“冷静”，再眉头紧锁默看同事。

在现代职场中，有序是一种广受好评

的行为特征。无论是守时、守序，还是高效，

拥有这样一个同事或者团队，往往事半功

倍。但骨感的现实是，无序往往成为一种常

态，即便是一个有序的人，也可能偶尔失

手。那能怎么办呢？

首先，有预判。

曾经我也是一个对各种表达时间的词

汇非常敏感的人，有人跟我说“下回请你吃

饭”，我信以为真；有人说“10分钟后给你

回电话”，我也会巴巴地守着。后来知道，所

谓“下回”，就像“再见”一样，大多数人表达

的并不是“见”，而是“bye”；而“10分钟”的

时间跨度指的是从10分钟到1小时不等。

在一个团队中，有序的人与无序的人，

一定会同时存在，预判也不是单向的，而是

双向的。在一套双方默许的话语体系下，有

序的人需要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

自己的时间表、流程表，一定会在实施过程

中有所改变，那不妨放平心态，不焦虑、不

生气。无序的人或许也有优点，比如闪出灵

光一现的更棒创意，但他也得知道，一切灵

光想要落地，需要整个团队来为此付出，所

以不妨放低姿态，团队埋单。

其次，有B计划。

如果说预判是做好了心理准备，那么B

计划就是做好了行动准备——这是给有序

的你的忠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无序的队友

会出什么状况。小B在负责收集全公司各部

门的汇报材料时，总有部门在截止时间前交

不上，于是小B每次都做两件事：一是把截止

时间提前一天；二是完成其他，留出那个部

门的部分，便于收到后第一时间填空——如

果再交不上，那就让老板来处理吧。

小C的团队那一周最终没能开成线下

会，但又必须集体讨论重要事务，于是开了

线上会。后来，公司三令五申不许线上开

会，必须“线下”以密切员工交流。从此，小

C再也不主动提议会议时间，而是把这项

“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那位纠结的同事，等

对方先纠结完，再定不迟，把“内耗”前移。

最后，有所坚持。

每次说起“成年人”，说起“成熟”，似乎

就等同于“妥协”，是一种“无可奈何”。尤其

在职场中，人的个性往往被压缩到最低值，

团队实现最大整体效益才是老板的目标。

但即便如此，我也并不认为“潜规则”就是

对的——“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吗”？

我更喜欢一个界定清晰的环境。就像

“拖延症”，有序的人不妨心平气和地接受

这一点，但无序的人也大可不必以此为傲。

毕竟，只要做过工作链的最后一环，就知道

拖延会给工作带来多大麻烦。所以，不妨让

无序的人成为那最后一环，破釜沉舟或许

能绝处逢生，实在改不了，这不还有老板盯

着呢。

当你的有序
遇到同事的无序

高考填志愿最大的天坑不是你选了新闻还是生化环材，而是你
不知道在这次人生重大决策面前，如何理性作决策，而不是偏听偏
信、线性思维，被一些极端的说法所裹挟。

职场中，有序是一种广受
好评的行为特征。无论是守时、
守序，还是高效，拥有这样一个
同事或者团队，往往事半功倍。
但骨感的现实是，无序往往成
一种常态，即便是一个有序的
人，也可能偶尔失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