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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蔚

冲动，两败俱伤

田峰刚进公司的时候就被告知，团队里有个

日本专家岛田，出了名的脾气暴躁，要求严格，

“在他手下干活儿你可要分外小心”。不过当时岛

田不是田峰的直属领导，所以他也没太放在心上。

第 一 次 见 识 到 岛 田 的 严 厉 ， 是 日 语 培 训 那

次。公司安排田峰等参加为期 3 个月的封闭式日

语培训。虽说是日资公司，但吃技术饭的理工男

们并没有太在意语言这回事儿。大家下了课就吃

饭打牌，轻松得跟休假似的。没想到回公司第一

天，岛田上来就用日语问：“你的日语说得怎么

样了？”田峰一惊，磕磕巴巴地回应着。岛田招

手叫来翻译，当着整组人的面说：“听说你们在

那 边 整 天 玩 呢 ， 我 都 知 道 ！” 田 峰 的 脸 顿 时 红

了，没想到岛田会关注他这个新人的学习进度。

不过比起后面的事儿，这种批评不过是小菜

一碟。一年后田峰开始负责项目，直接向岛田汇

报。他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魔鬼式严厉”。

岛田是典型的日本式工作思维，不只看工作

结果，还对过程中的细节非常在意。田峰作报

告，每每都要应对岛田提出的各种可能性质疑，

如果回答不上来或者答得不对，岛田就会变得非

常暴躁，劈头盖脸一通骂。

只 是 批 评 也 就 罢 了 ， 偏 偏 岛 田 还 是 个 工 作

狂。不管几点，只要发现报告不对，就立刻召集

项目负责人，要求重新做。所以只要下午五六点

钟岛田叫开会，整组人立马叫苦不迭，挑灯夜战

是逃不过了。

田峰仔细观察了整个部门，发现有两个人是

从来没被岛田骂过的。这两个人一来日语非常流

利，跟岛田不仅能交流，还时常开玩笑。二是他

们脑子灵活，应变能力强，随时应付得了岛田提

出的各种质问。田峰后悔当初没抓住机会学好日

语。他想跟岛田沟通下工作方式，但要请翻译帮

忙，有些话不好说。加上又不是伶牙俐齿的人，

常常词不达意。

一 次 两 次， 沟 通 不 是 很 顺 畅 ， 田 峰 也 就 算

了，“只能咬牙忍着”。但这种状态久了，田峰觉

得自己快窒息了。岛田上午安排个活儿，他午饭

就吃不好，下午派活儿，晚饭就没心思了。即便

当天交了报告，晚上也睡不好，生怕岛田不满

意，第二天又是一顿骂。有一阵子他甚至一天都

不想见到岛田，借口摔伤了手，请病假回老家躲

了两周。

爆发竟只为一件寻常小事。那天因为报告出

错，田峰又被岛田揪住一顿骂。可能是加班久了

精神状态不好，也可能是平时压力累积，田峰跳

起来跟岛田大吵了一通，摔门而去。返回工位的

田峰余怒未消，打开电脑就给公司领导和工会发

邮件，将岛田狠狠控诉了一番。

人事部过来调查，部门里被岛田骂过的人都

趁机吐了下苦水，过了一阵子，岛田被借故提前

调回日本了。

“但其实是两败俱伤。”田峰总结说。他在公

司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岛田的离开而变得通畅。相

反，明明有几次晋升机会，到最后他还是被刷了

下来。田峰知道，“岛田事件”令领导对他也有

负面印象，后来就找个机会跳槽了。

现在田峰跟老同事聊起来，大家反而觉得岛

田其实挺不错，“虽然方式有问题，但通过这种

魔鬼式训练，还是学到了很多，比如整体的考虑，

细节的掌握，以及如何跟上级沟通报告，等等，后

来换了几任老板，居然基本没被批评过。”田峰心

里有点愧疚，如果当初语言沟通顺畅点，或者方式

上改变点，可能会是个很好的结果。“还是太年轻

太冲动了。如果再遇到岛田，想跟他道个歉。职

业生涯第一课，他教会了我很多”。

耐受，皆大欢喜

“又给我小鞋穿！”杨子气呼呼地在微信上跟

学姐抱怨。杨子跟部门领导老李的关系不太融洽。

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刚到这个部门的时

候，杨子是新人，老李是师傅，所以她对老李的

意见都很尊重。老李觉得杨子听话又勤快，属于

孺子可教型，也是相当满意。

但随着杨子业务上的成熟，负责的项目增多，

两个人的摩擦也逐渐增多了。老李喜欢下属言听计

从，如果杨子没按他的意思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见，

老李就不高兴了。杨子呢，慢慢发现老李并不是慈

眉善目的领导，项目做得好，他把功劳全归自己身

上，做得不好，专从手下人身上找毛病。

这时候部门又新调来一名同事，从同业大公司

出来的，业务能力很强。新同事一来，杨子的日子

更不好过了。老李明显地捧一踩一，令杨子觉得自

己在公司的形象就是业务平平，可有可无。

最近发生的矛盾是这样的：老李让杨子在下周

四前提交报告，结果到了周三例会，他就催促杨子

尽早交报告。两人为日期的事情争执了一会儿，杨

子突然想起微信上有记录，赶紧亮出来证明。老李

脸色一下子难看了，只好说，我即便说错了，你也

该跟我确认下。

正说着，大领导进来了 ，问 起 部 门 情 况 。老 李

立 马 把 新 同 事 狠 狠 表 扬 了 一 番 ，随 即 笑 着 对 杨 子

说 ：“ 你 也 要 加 油 啊 。上 次 那 个 项 目 最 后 还 是 我 出

面 协 调 的 ，部 门 老 人 可 别 被 新 人 赶 过 了 哈 哈 。”大

领导听闻，表扬了下新人，又鼓励了下杨子，走了。

“你说，这不就是暗戳戳故意给我难堪吗？”

杨子气呼呼地发信息，“好想立马把辞职报告狠狠

甩他桌上，然后扬长而去。”

“这又何必呢？你是去上班挣钱的又不是去交

朋友的，不能指望别人必须善待你。辞职这种事，

应该是找到好下家了才有底气做的。”学姐告诉杨

子，在职场上面对上司，不管他是要求过严的还是

偏心的，都只能是你去适应他，而不是他来适应

你 。 学 姐 建 议 杨 子 先 从 提 高 自 己 业 务 能 力 入 手 ，

“ 工 作 做 好 了 ， 结 果 摆 在 那 儿 ， 他 就 是 再 不 待 见

你，至少也没话好说。”

杨子自我评估了一番，以她目前的资历，确实

跳槽也不太容易找到理想职位，不如“忍一时风平

浪静”，先把业务水平提上去。

她一方面尽量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做项目时

不仅考虑得更周全，也经常不耻下问，跟有经验的

新同事或其他前辈探讨。另一方面，她对老李就是

只谈公事，以制度规则为准，态度上保持和颜悦

色。老李关注的工作，杨子就给予优先级别，提前

完成，所有工作通过 OA 软件进行确认，保持过程

证据。这么一来，果然顺心不少。工作上有了些成

就感，同事领导之间也相安无事。

没想到后来有个突发事件，又促进了杨子和老

李的关系。

那位被老李夸上天的新同事又跳槽了。老李从

同行朋友那里得知，这人之前是在大公司的派系斗

争中败落，才临时跳到老李这里的，现在找到好下

家就迫不及待走了。老李感觉自己被背叛，忍不住

在办公室大发雷霆。杨子啥都没说，主动接手了同

事扔下的项目开始赶工。

这事儿之后老李又对杨子恢复了慈眉善目，不

仅会在工作上给予指点，还经常在大领导面前表扬

她。没多久杨子就顺利晋升了一级。杨子知道她和

老李的关系不会像刚开始那么好，但也不再像以前

那么糟糕。时间长了，曾经耿耿于怀的老李的那些

“小鞋”，她也不再放在心上了，“都是些小事儿，

而且当时自己确实也没有做得很好。职场上谁没跟

谁磕磕碰碰过呢，我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人人喜

欢我。”

你能耐受不愉快的职场关系吗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来半分

最近与闺蜜聚会，闺蜜用一顿饭的时间来吐

槽她与领导的关系。闺蜜在银行工作，行长是一

位“强势”的女性，闺蜜愤愤地诉说领导的“变

态”之处，其他人一起感慨：职场中的关系实在

是太难处理了。

在职场关系中，与领导前辈的关系估计是最

微妙、最复杂的关系。为什么？因为领导与前辈

手中掌握着“资源”——与你的升迁路径、职业

发展密切相关。对于这种关系，往往也是最令人

感觉难以把握和处理的。

故事中的田峰与专家岛田、杨子与自己部门

领导老李的关系似乎都很不愉快，那么到底谁的

做法更胜一筹？

田峰选择了冲动行事，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

伤，自己一时间情绪爽了，但是结果真没有比自

己预想的要好：升职的机会没有轮到自己，因为

领导对自己有负面印象，自己也只能跳槽了。反

观自己当时的做法，如果能够加强沟通，或者不

要那么冲动，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杨子虽然最初也是和老李不睦，但是当她客

观评估了自己的实际情况没有办法跳槽后，开始

转变思维方式，不但想办法提升业务水平，还转变

了与老李的相处模式，从原来自己的冲动行事，到

冷静对待老李与工作，加之一个同事跳槽的契机，

老李又对杨子青睐有加，自己也顺利晋升。

两位主人公在与领导前辈的关系上表现出不

同的耐受程度：田峰，耐不住，所以两败俱伤；

杨子，耐得住，所以顺利晋升。

从职场成熟度的角度来看，杨子后来的做法

可圈可点。并不是说杨子耐受程度高，就委屈自

己，隐忍不发，而是她转变了对这个“不愉快关

系”的思考视角：自己还没有实力跳槽，那么就

想办法提升业务能力，和解与领导的关系。因

此，对于不愉快的事件处理，就从关注于“生

气”的情绪转变为关注于“自我增值”的认知。

所以，杨子的“耐受”，更多的是一种权衡之后

的选择。如果杨子当时有更好的选择，有更好的

职业机会，也说不定和老李一拍两散了。

我们再来看看田峰与岛田的几次冲突，日语

培训，是田峰自己没把语言培训当回事儿，所以

被岛田当众批评；接下来，是因为岛田看中工作

细节，对于工作的要求高，而田峰明显没有达到

要求，所以才会觉得岛田难以应付；而最后的导

火索，也是因为报告出错，加上之前累积的“梁

子”，使田峰冲动行事，向上告状。

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岛田固然有领导方式方

面的问题，但是田峰也有自己的问题。只是当

时，田峰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直到后来，他

才意识到自己在工作整体方面的考虑、对于细节

的掌握，以及如何跟上级沟通报告等这些能力，

都是在岛田手下通过“魔鬼式训练”获得的宝贵

经验。

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田峰也能及时转变

看待问题的视角：在当初语言培训挨批评时，能

够及时端正态度；在岛田指出自己工作失误的时

候，不要陷在“被批评”的情绪中，而是及时审视

自己，反省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向那两位从来

没有被岛田批评的同事学习，可能最后的结局完全

不一样。

所以对于不愉快的关系是否“耐受”，最终你

的选择是根据你的职业期待而定的：如果是以一种

成长性的思维方式来看不愉快的关系，你的着眼点

应该在于自己通过目前的工作能获得什么，如果获

得的东西对你来说足够有价值，那么你需要做的就

是尽可能改善关系，因为成长的价值能够超越眼前

的不愉快，即可努力做到“耐受”；如果通过这些

过程，你无法获得对你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在充分

评估自身能力以及外界机会之后，你也可以选择

“不耐受”。

当然，在“耐受”的过程中，不愉快的关系的

确会让人抓狂，特别是领导与前辈，如果相处不

好，会出现很多问题。此时，更加考验的是人际交

往的灵活性以及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我们不要把

“灵活性”片面地理解为“溜须拍马”，因为人与人

交往的方式原本就有亲疏远近，人际关系的处理也

有规律可循，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在不违背初心的

情况下，尽量改善与人交往的方式。

所以无论“耐受”与否，一定不能在自己情绪

极度激动时作出最终决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当一个人深陷负面情绪时，TA 就

无法看到整个事件更大的视角，来不及分析事件更

多的隐藏价值。最终决定是否“耐受”不愉快的关

系，其实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用成长性思维看待不愉快关系
以理性思考做好自身情绪管理

□ 白简简

像我父母那代人，除非是商人，

否则除了废品和房子，生活中是不

会出现“卖东西”这项行为的。其他

不再想要的东西，要么扔了，要么存

着，这也导致我家阁楼的两个储藏

室里，满满当当地存放着淘汰下来

的电脑主机、微波炉、豆浆机等或许

还能用、但应该不会再用的闲置品。

当然，除了观念，客观原因也是

存在的。在二手物品交易网站没有

普及之前，卖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顾客并不好找，毕竟逛旧货市场

的人讲究缘分，众里寻他千百度，那

人 却 不 知 在 何 处 。在 此 要 感 谢“ 某

鱼”，让我辈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不喜欢买二手物品，但喜欢

卖，最直接的原因是搬家。据说人在

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真正想

要的是什么，我比较幸运，搬家的时

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了。

工作原因，经常出差。刚开始，

对异地风物充满好奇，体验不够还

得买点纪念品带回来，摆在桌子上，

似乎要证明自己对当地的路过权。

一年后，面对依旧精致的民族服饰

娃 娃 、花 草 纸 的 台 灯 、王 星 记 的 折

扇，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特点，不好打

包——不好搬。

在我还没有彻底放弃买买买之

前，就像大禹治水，既然堵不住，那就疏导。此前，我在网

上卖二手物品的唯一经验，是毕业前把一辆自行车卖给

了学妹——自行车在我的大学属于硬通货。而纪念品这

样既个人又不实用的东西，我尝试着挂到网上，其实并没

有抱多大希望，连图片都拍得漫不经心。但或许正是因为

这一点，资深买家们认定我不是狡猾的商家？没多久，我

顺利出手了一个红木镇纸。

初战告捷，我逐渐养成一个习惯，不再需要的东西就

挂到网上，也不着急，等个一年半载，等待那个有缘人。后

来我发现，无论多么小众的东西，都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

合适的主人，比如，长相蠢萌的卡通娃娃、安迪·沃霍尔的

保温杯、《封神榜》的拼图⋯⋯而卖东西给我带来的乐趣

并不仅是“返现”，而是发现了“同好”，原来，有人和我一

样愿意买这么奇怪的东西。

再后来我发现，和商店只有对物品本身的介绍不同，

二手物品的介绍中，有时还会有人的故事。比如，高频词

有“前任送的”“单位抽奖得的”“老婆不让买”⋯⋯真假无

法验证，很可能是套路，但直指人心。毕竟，便宜仍然是二

手物品最吸引人的优势，而这些理由毫无例外指向了这

一点，物是人非、意外之财、不可抗力，不卖何为。

其中，最常见的故事就是处理分手后的礼物。对于再

早十几年的青年男女，分手后，礼物也许原样退回，或者

一扔了之，或者永久封存；这一届年轻人似乎更现实一

些，既然爱情没了，那更要及时止损。

我看到过这样的故事，“圣罗兰 21 号，全新，本来是

送给表白的女生的，没想到前两天跟前任复合了”“铂金

项链男朋友送的，现在分手了，盒子保单都在”，还有的故

事很短，但足够悲伤，比如，“男女婚戒转让”。

据说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有世界上第一家失恋

博物馆，藏品有情书、婚戒等；那么，二手交易网站可以算

得上是一个失恋博物馆的在线展厅，而且更具有积极向

上的意义。你想，自己不再需要的东西，转头能成为另一

个人的心头好，旧爱成新欢，价值最大化，真是一件可喜

可贺的事情，与其伤感，不如套现。

对女生来说，偶像“塌房”带来的打击有时候并不亚

于失恋。最近，国产偶像接二连三地人设崩塌，当初不惜

代价抢购的偶像应援周边和代言品牌商品，二手物品交

易网站就成为其最好的归宿。有的态度十分决绝，给钱就

卖，价格好说；有的过几天犹豫了，继而又反悔了，觉得自

家爱豆还可以抢救一下。

所以，看一个偶像最近是什么态势，某鱼上关于他的

二手物品卖得如何，不失为一个真实的指标。交易又多又

好，至少说明他人气流量旺盛；卖得多买得少，不妨去看

看八卦新闻，一定会有收获。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佛系的卖家，只有在搬家等特殊

时刻才会对买家略有期待，平常大多数时候是一个观察

者。就像小酒馆柜台后坐着的那个掌柜，也许哪个夜，就

闯进来什么人，就是我的东西的新主人，顺便还能听一听

来者背后的故事，或者事故。

□ 高 艳

很多人都知道“一万小时定律”，说的是通过

大量的、一万小时的刻意练习，可以将人的潜能激

发出来。那么，一个人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怎样

才能坚持得这么久呢？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心理品

质，就是坚毅。这里也谈谈一本书和一个故事。

这本书叫做 《坚毅》，作者是美国华裔心理学

家安吉拉·达克沃斯 （Angela Duckworth）。

什么是坚毅？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为了某个目标

咬牙坚持住。而是长久地、有热情地在某个领域工

作，坚持不懈。

作者调查了西点军校、体育明星、很多商界成

功人士之后，解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天赋是如何导

致成功、成就的？是以直线的方式直接将人们引向

成功的吗？达克沃斯通过研究，列出了两个简单的

方程式：天赋×努力=技能，技能×努力=成就。也

就是说，一个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只取决于两件

事：天赋和努力。天赋绝对重要，但是努力更重

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努力，你的天赋就无法发

挥出来，它只是你未实现的潜能。通过努力，天赋

会演化成为一种技能；与此同时，努力能够将人的

技能转化为成果。作者本人的经历就是她这个理论

的很好的诠释。

安吉拉·达克沃斯是美国宾夕 法 尼 亚 大 学 的

心 理 学 教 授 。2013 年 ， 获 得 美 国 麦 克 阿 瑟 学 者

奖 （MacArthur Fellowship）， 这 个 奖 又 被 称 为 麦

克阿瑟天才奖，是心理学家能够获得的高级别荣誉

和奖励了。

硕士毕业之后的几年里，达克沃斯曾经在世界

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为跨国企业做行业资

讯。从事职业研究之后，达克沃斯创立了非盈利性

质的“品格实验室”，并担任 CEO。

安吉拉·达克沃斯是典型的学术精英和社会精

英。从学业上来看，达克沃斯显然是人们常说的

“学霸”“学神”。

当一个人表现出了近乎完美的状态时，我们常

常会给他戴上“天赋”的帽子。安吉拉·达克沃斯

也一样，拿到了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时候，人们自然

把她跟“天才”关联在一起。但是作者自己却不这

么看，她认为自己的成绩是得益于“坚毅”的品

质。她在书里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她从小在父亲眼里并不是多么

聪明的孩子，上大学期间也不是资优生，甚至选修

《神经生物学》 这门课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虽然

自己每次都是早早来，认真听讲，努力记住每一个

名词，但是还是在第一次测验的时候没及格。助教看

她基础太差，都劝她退选，以免影响 GPA，但是她

还是继续坚持，后来，期中考试还是没及格⋯⋯她

准备去退选了，当她走到老师的办公室门口，又改

变了想法，还是保 留 了 这 门 课 ， 继 续 利 用 所 有 可

能 的 资 源 ， 约 了 所 有 能 够 约 到 的 助 教 的 时 间 ，

把能做的题目都做完，甚至她感觉自己都能够出

考 题 了 ⋯⋯ 最 后 的 期 末 考 试 ， 她 拿 到 了 B， 虽

然 这 个 成 绩 不 算 出 色 ， 但 是 她 非 常 珍 惜 ， 因 为

她是从特别差的基础起步的，这是个最令自己自

豪的成绩。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她读博士期间，导师是心理

学界的“大牛”、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是个

非常严厉的人，学生们都怕他。她被老师叫去谈

话，说她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完整理论，她哭了，

心里还委屈地想：“为什么你不表扬我做得好的地

方，净挑我的毛病。”

“最后，我擦干眼泪坐回了电脑前。盯着闪烁

的光标，意识到我的研究确实做得还不够，并没有

什么突破性的建树。我就一直努力工作，画了一页

又一页图表，写满了 10 多个笔记本。经过 10 多年

的思考，我最终发表了一篇文章”。当然，这些工

作也奠定了坚毅理论的基础，也是 《坚毅》 这本书

的基础，也是她能够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人对坚毅一词也相当熟悉。我们

常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基本揭示了

坚毅和成功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作者也在书里

提到了培养孩子坚毅的心理品质的方法。

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成长性思维，任何人在

学习中都会遇到障碍，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相信自

己可以变得更好，而不是永远都这么差，才能建立

起希望感，坚持下去。

比如，高考成绩没有那么理想，你要认识到这

只是暂时的人生关口，通向梦想的路还很长，并且，

学业成绩只是我个人表现的一个方面而已。

第二，同样是刻意练习。找到一个正确的学习

方法，不断提高水准，战胜一个个小小的困难，不

断拿到正向的反馈，得到鼓励，也会让我们坚持下

去。她在 TED 大会上有个演讲，点击超过 1000 万

次。而这个 6 分钟的演讲，她也是经过了很多遍的

演练。

第三是要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你才有动力坚

持下去。为一个远大的、利他的目标而努力，会让

你更有使命感，更容易坚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学院副教授）

如果不努力，天赋就只是未实现的潜能

当 一 个 人 表 现 出 了 近 乎 完 美 的 状

态 时 ， 我 们 常 常 会 给 他 戴 上 “ 天 赋 ”

的帽子。但出色的成绩往往得益于“坚

毅”的品质。

与其伤感

，不如套现

也许哪个夜，就闯进来

什么人，就是我的东西的新

主人，顺便还能听一听来者

背后的故事，或者事故。

“ 耐 受 ” 不 是 “ 忍 受 ”。 是 否 要

“耐受”，最终的选择是根据你的职业

期待而定的：如果以一种成长性的思

维方式来看不愉快的关系，你的着眼

点应该在于——通过目前的工作能获

得什么，成长的价值能够超越眼前的

不愉快，即可努力做到“耐受”。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