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需要，叫做朋友
觉得你需要。

□ 赵可一

阳光散落的午后，魏然独自躺在沙

发上，一部偶然发现的喜剧电影《帕丁顿

熊》让 她 笑 得 前 仰 后 合 ，心 中 又 颇 为 感

动。“这部电影真不错，快叫闺蜜司梧看

看，她一定也会喜欢的。”魏然想罢，便把

链接发了出去。但是，后续的回应却让她

始料不及。

“没问题，我一会儿就去看！”魏然信

以为真，没想到这个“一会儿”意味着无

限期。时隔两周，魏然和司梧相遇，当再

次聊起这部电影时，看着司梧含糊其辞

的样子，魏然的脸拉了下来，“你根本没

有看那部电影，是我自作多情了。”气氛

尴尬而紧张，一次简单的安利，本是亲密

无间的魏然和司梧，却因此心生嫌隙。

何乐是南京某大学法学专业的大三

学生，去年给表妹安利高考志愿的经历让

他至今耿耿于怀。“我对长三角这边法学

专业比较好的高校有一定了解，而且之

前已经研究了很久志愿填报，所以当表

妹 请 我 帮 她 选 专 业 的 时 候 ， 我 特 别 乐

意。”但是，最后的结果却给何乐的热情

“泼了一盆冷水”，表妹的志愿里并没有

选择他力荐的那所南京高校，而是填报

了更想去的上海某高校，至于专业，表

妹表示只要是文科类专业都能接受。

尽管何乐知道高考志愿关乎人生走

向，需要尊重当事人的想法，但自己仍

难免有些失望。“以后其他人再请我安

利志愿，我是不会答应了，累觉不爱，

又不采纳我的建议，又要让我推荐，有

什么意义？”

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认可或喜爱某

物而乐于推荐给他人，然而这些安利却并

不总是以皆大欢喜为结局，安利的成功与

失败都是可能发生的结果。无论是关乎一

部电影的“小安利”，还是关乎一个高考

志愿的“大安利”，对于一部分人而言，

失败的安利多少都携带着不解与失落，甚

至在沟通中打上了一个略显生硬的问号。

豆瓣小组“安利失败我不服”就集结

了这么一群人，小组简介淋漓尽致地阐述

了他们的心境，“探讨安利手法，抒发安

利失败的伤感，也可以安利一切你想安利

的东西⋯⋯屡败屡战，今天这份安利我一

定要卖出去！！！”在这里，数千人寻求安

慰、寻找方法、寻觅知音。失败的安利不

仅是令自己苦恼的过程，还是鼓励自己继

续“强行安利”的动力源泉。“卖出一份

安利”的终极目标，道出了这些安利者的

内心所愿。“己所欲，施于人”是组内的

一句戏谑之语，实际上也是他们的真情吐

露。

然而，为什么有人对安利的结果不

以为然，有人却与之相反，特别执着，

甚 至 影 响 了 自 己 的 心 情 呢 ？ 对 后 者 来

说，安利失败的“低气压”究竟从何而

来？

“ 安 利 别 人 ” 本 来 是 一 句 戏 谑 语 ，

现在差不多快成了一种社交，维系关系

中的彼此。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发布的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

给别人疯狂“安利”》 一文分析，对于

安利者而言，成功的安利可以使其“获

得群体认同感、满足人际需要，包括包

容需要、控制需要、感情需要，并形成

好的社会印象”。安利行为尽管看似是

一种“利他”，但也潜藏着个体的内在

需 求 。 其 中 的 潜 台 词 是 “ 我 和 你 关 系

好，才把好东西推荐给你”，同时，被

安利的一方也能在收到安利时，感受到

一种亲密感。

所以说，安利失败则为上述理想状

态设置了阻碍，挫败感也悄然萌生。北京

师 范 大 学 应 用 心 理 学 博 士 高 艳 老 师 表

示，“安利失败的挫败感，往往就是人际

关系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尤其是亲密感

和控制感没有得到满足。比如，‘有一种

需要，叫做朋友觉得你需要’。一些安利

者还可能会因安利失败，而感到自己与

别人爱好不同，从而联想到自己与群体

不一致，产生自己不受欢迎的认知。”

同时，从“禀赋效应”的角度而言，

安利也是一种自我的延伸。根据高艳老师

的阐释，“当喜欢的物品被他人拒绝，实

际上，这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拒绝。”人们

在安利中赋予了物品中“自我”层面的意

义：“自我”没被接纳，这让人太沮丧

了，于是强行安利⋯⋯当安利的佳酿被抛

向空中，落下的却可能是一场浸湿自我的缠

绵的雨。

研二的浣音是一个动漫迷，热衷于安

利动漫，但她善于安利失败后找对方的原

因。“那天，我给我表弟安利了特别有趣的

动漫《刺客伍六七》，被他直接拒绝，我想我

喜欢的动漫不会差啊，又继续强行安利，他

还是拒绝⋯⋯虽然有点失落，但我只能说，

哼，好吧，你不懂，不配拥有这么特别的动

漫和来自姐姐如此温暖的安利。”浣音说，

当然知道表弟可能是不喜欢这部片子，但

这样想想，自己心里好受点。

实际上，安利本可以是一段快乐的分享

之旅，针对安利失败带来的挫败感，我们也

许可以尝试选择另一扇“心理的窗户”。对此，

高艳老师建议，“正确的安利姿势，是分享美

好的东西，表达自己的喜爱，同时希望他人

也能有所受益，而非控制与强迫。安利失败，

其实刚好也是提醒我们，别人与我们的不

同，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多彩，大家的爱好视

野不一样，这是一件多么可贵的事情，我们

不必要求对方一定要和自己一样。”

此时请想想，你最近发现了什么有益

的东西？谁最需要它？从对方出发，把这份

安利发送出去，坦然面对结果，接受多元的

世界吧。

强行安利失败却不服？你推销的并非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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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蔚

“天真妹”不天真

晓芳调来新单位没多久，就得了一

个外号“天真妹”。她原是教师，却长得一

副学生模样，平时讲话也是轻声细语的。

开会时新人晓芳提的问题比较幼稚，大

家一笑她就脸红；闲时同事们议论社会

热 点 新 闻 ，她 也 总 是 扑 闪 着 大 眼 睛 问

“啊，是这样的吗？啊，真的吗？”大家感慨

“毕竟学校出来的，单纯啊”，所以都对她

比较照顾。

宁宁就是对晓芳关照有加的前辈之

一。当然这也跟晓芳的主动示好有关。某

次闲聊得知宁宁也是教师出身后，晓芳

就加强了跟宁宁的联络，“看到宁姐就觉

得特别亲切呀”。先是约着中午一起吃食

堂，熟络后常跑来请教工作上的问题，事

后为了表达谢意，又时不时送个小护肤

品，捎个甜点奶茶啥的。宁宁觉得这“天

真妹”着实可爱。

感情好了，宁宁当然会在工作上尽

力帮助晓芳。她是单位负责文宣的高手，

文字功底深厚。晓芳刚来时，对公文格式

不熟悉，稿子写得不顺，宁宁都会义务帮

她修改，教她公文写作和企宣策划的诀

窍，告诉她在单位搞好人际关系的一些

小秘密。有前辈倾心加持，晓芳在秘书岗

位上很快就上路了。

晓芳不仅为人乖巧，在职场上也是

人畜无害的模样。有时候宁宁鼓励她多

争取表现下，她总是摇摇头说，宁姐，我

对这些没啥兴趣，就在角落里安安静静

地做自己好了。宁宁就想，这“天真妹”还

真是单纯。

过了两年，单位里准备作一些人事

调整。开会时领导征求大家对几个年轻

员工的看法，包括晓芳。宁宁就根据自己

的观察做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没两天晓芳来找宁宁诉苦，说自己

被父亲批评碌碌无为，逼她要积极进取，

晋 身 单 位 中 层 。宁 宁 拍 腿 ，哎 呀 你 早 说

嘛，我以为你对这些没兴趣呢。晓芳就扑

闪着大眼睛，诚恳地说，是呀，我是没啥

上进心的，跟某某比也没有多少工作上

的优势，但家里给我的压力真是很大啊。

既 然 如 此 ，少 不 了 宁 宁 出 马 ，帮 晓 芳 搭

线，请管人事的副局长吃饭，一起参谋哪

个位置适合，等等。如此运作一番，晓芳

还就如愿上了一级了。

不过自打晓芳晋级，宁宁发现她们

的联络越来越少了。下午的茶点问候几

乎没有了，也不约着吃食堂下馆子了。倒

常看到晓芳约人事部大姐一起去食堂吃

饭，有时还会和副局长坐一桌。宁宁突然

明白，原来这两年自己就是一个“铺路工

具人”，晋级中层的晓芳如今需要的是更

高层次的“工具人”了。

小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宁宁并不

愿意因此撕破脸。但想想这两年她帮晓芳

改稿子，分析人事问题，牵线搭桥，花费了

那么多时间精力，“真是吃饱了撑的。算

了，也是得一教训吧。以后对那些越是表

现得人畜无害的，越要小心谨慎。”

“跑步”晋升不长久

人事调动名单出来时，李丽办公室

的人都傻眼了。最终调去总公司的不是

业务标兵小马，而是被大家背后吐槽最

多的李丽。

李丽在公司的口碑并不太好，业务

能力一般，工作也不积极。不过李丽并不

在乎同事们的评价，从一开始她就努力走

“上层路线”。李丽的第一个目标是直属领

导——部长老李。李部长虽老好人一个，

但并不吃李丽溜须拍马那一套，到了年底

评优的关键时刻，只看成绩不看人。

李丽随即改变了策略。办公室的人

发现，李丽跟大领导的司机走得很近了，

时不时能看到他们吃饭聊天，李丽还给

司机塞过“家里闲置”的品牌香烟、中秋

月饼券等。有同事提醒小马，她是不是想

越级提拔啊。小马笑笑说，随她去。小马

波澜不惊，是因为有底气。身为名牌财经

高校毕业生，小马的业务水平是有目共

睹的。而且工作以来他从未放松过个人

能力的提升，外语和专业进修课程都没

断过。

李丽突然变得热爱健身了。中午吃

饭扒拉两口就往公司健身房走，“最近长

肉太多了，得减减。”同事都奇怪，平时不

爱动的李丽怎么突然转性了？好事者一

番调查，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领导爱

跑步，中午一有时间就去健身房踩跑步

机，李丽就是从司机那里打探到这个信

息才去的。

健身房的李丽给大领导留下的印象

是：努力、上进、优秀。领导问李丽是不是

热爱运动。李丽说也不是，一上午都忙着

赶报告，必须活动活动筋骨刺激下神经，

这样下午才有精力高效工作啊。有时候

李丽也会夸一下领导日理万机仍保持运

动的自律，昨天加班太晚，今天累到都不

想跑了，但想想应该向领导学习，坚持才

是胜利嘛。

好事者们还发现，李丽的朋友圈居

然是分组的。同事们顶多看到她发的自

拍照、网红店打卡照。但高级别领导看到

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李丽，主题是工作

和 跑 步 上 班 打 卡 。“ 年 轻 人 忙 着 过 节 去

了，咱老员工来收场吧，辛苦我一个，幸

福好几家哈哈。”“终于搞定了客户，但不

能 松 懈 啊 ，继 续 fighting！”“ 打 卡 第 ××
天，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工作！”

调派总部的谜底很快被揭开了。李

丽在健身房从大领导那里抢先得知了消

息，随即表达了希望到总部接受更多锻

炼的强烈意愿。大领导对李丽印象一直

正面，就钦点了。

有同事怂恿小马去跟领导申诉，小

马拒绝了。他一直认为靠“小心机”获取

的捷径其实并不好走，做好本职工作，拿

出好成绩才是长远之计。

事实证明，总部的日子并不好混，

因为李丽业务能力不行，连累到推荐她

的大领导也颇没面子。而小马，最近已

经接到行内另两家公司开出的高薪挖角

邀请了。

“小聪明”不聪明

公司新进的这批年轻人里，陈敏属

于特别能说会道的。只要团队有点成绩，

他就能把自己做的一点点芝麻小事夸成

西瓜大；如果活儿没干好呢，他就借着总

结经验教训的名义，说这个人不足那个

人不好，唯独对自己只字不提。所以部门

领导老方对陈敏的评价是，业务能力不

错，但比较急功近利，喜欢耍点小聪明。

老 方 理 解 年 轻 人 急 着 往 上 走 的 心

情，也并不觉得是坏事，有成功的欲望更

能刺激工作的热情。陈敏的一些小心机

他会睁一眼闭一眼，但有时候“聪明”过

了头，给团队管理带来麻烦，老方就必须

要出手了。

比如之前有个客户，已经有同事在

谈了。陈敏通过同学关系插上一脚，单方

面跟客户表示，现在此事归他负责了。陈

敏先斩后奏，想的是拿下单子跟领导邀

功。但他半路杀出，各种细节没安排好，

被“截和”的同事气得跑来投诉，收到不

同信息的客户一头雾水，最后直接问老

方：你们这边到底谁负责啊？

老方为此特地跟陈敏长谈了一次。

老方对陈敏的上进心还是予以表扬的，

但也告诉他，在职场上要有团队协作精

神。如果陈敏有关系可以打探到对方的

筹码，那么大家一起合作加速拿下单子，

就是双赢局面。但一心想着“吃独食”，不

仅给自己在职场上树敌，还给客户造成

公司管理混乱的不良印象，实在是得不

偿失。陈敏当即表示，老方提点得非常正

确，他会注意自己的工作方式的。

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后，一天老方

突然收到人事主管的一封邮件，气坏了。

原来是为前段时间推优培训一事。公司

的惯例，每年会选推几名优秀员工去参

加为期两个月的培训课程。陈敏也在部

门候选名单里，但最后评估结果是另一

个同事胜出，因为他今年谈了一个大单

子，难度不小。宣布结果时大家也是没有异

议的。

老方万没想到，陈敏心有不服，转头给

相熟的人事主管发了封邮件，以他惯用的

叙事方式，列举今年谈下的各种小单子，狠

狠自夸一番，认为自己才是更合适的推优

人选。

陈敏以为自己跟人事主管是校友，有

交情。却没想到人家与老方交情更深，邮件

被原封不动地转发给了老方。老方直接把

邮件打印出来，看到后陈敏脸都绿了。

老方首先例行公事陈述推优理由一二

三，然后告诫陈敏，越级报告乃职场大忌，

最后警告他，这几次表现会给年终考核造

成影响。

老方希望给陈敏一个教训：领导什么

都看在眼里，收起你的小聪明，把功夫用在

正事上吧。

“职场小心机”能帮你走多远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来半分

最近的一次职业咨询，来访者小 A
是一位工作刚刚一年的年轻人，她很困
惑，因为和她一起入职的另一位年轻人
小 B，由于平时很会“搞事情”，而且似乎
主管、前辈都挺吃这套，所以小B得到了
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于是，小A向我提
出了一个问题，自己应该如何学习职场

“技巧”，以期换来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可以看出，入职不久的年轻人，确实

渴望早点踏上成功之路，想走捷径。于
是，“小聪明”“小心机”“搞事情”就成了
一个似乎有效的方式。之所以说“似乎有
效”，确实，在某些职业场景中，通过一些

“小心机”可能会换来你所需要的信息以

及你希望维持的人际关系。可是，“小心
机”又能维持多久呢？

故事中的晓芳，入职初期利用自己
的“天真”，使大家对她照顾有加，特别是
宁宁，对晓芳掏心掏肺，牵线搭桥，最后
发现自己变成了“铺路工具人”之后，自
然无法再热络起来。故事后面没有继续，
但是这个为人处世的风格，让人不愿再
交心，不愿再帮忙。所以，晓芳的“小心
机”踩到了人际关系的底线，破坏了同事
对自己的信任。

“跑步”晋升的李丽，虽然前期在“攻
关”方面做了很多“功课”，最后靠优先得
知信息获得晋升，但由于业务能力有限，
连累了推荐她晋升的大领导。这个后果
估计自己也始料未及。可见，李丽的“小
心机”没有建立在自己能力提升的基础

上，所以不能长久。
陈敏由于急功近利，不顾团队和谐，

只注重个人业绩，不仅插手了同事的工
作，还越级报告推荐自己参加培训⋯⋯
所以陈敏的“小心机”违反了职场规则。

这几个例子中的主人公，最后都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前期看似“精明”的
做法，到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么，到底怎么看待“小心机”？用
“小心机”管理自己的职场形象行得通
吗？答案也许并不唯一。

现实职场中，“小心机”的应用场景一
般都是通过一些方法获得别人对自己较高
的评价，以此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我们也
可以总结为——这是一个人希望控制他人
对自己形成印象的过程，即印象管理。

印象管理是不是一定能成功，取决

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印象管理的基础，另
一个因素是对方如何看待自己的印象管
理行为。

之所以说印象管理的基础很重要，
是因为印象管理在职业发展中，只是一
种手段。职场大部分情境中，要获得发展
还得靠拼实力。如果年轻人在职场中把
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印象管理中，
而忽略了工作内容与人际关系本身，那
么即使印象管理一时成功，也无法维持
长久。故事中的小马和李丽的结果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李丽专注于树立外在形
象，甚至有夸大和虚假之嫌，最终虽然获
得提拔，但还是能力不过关；而小马专注
于业务能力的提升，最后接到行内另两
家公司开出的高薪挖角邀请。所以，印象
管理的基础是遵守职场规则，务实工作。

至于对方如何看待自己的印象管理行
为，这也取决于对方的视角。对方由于经验
丰富，是能够通过各种细节觉察出自己的
印象管理行为的，比如故事中的老方，以他
的工作经验，在接触陈敏之初已经有所察
觉，认为其“聪明”过头。有时对方经验欠
缺，或者在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时候，确实容
易产生一些印象上的错觉。比如故事中的
宁宁和提拔李丽的大领导。所以若想避开

“小心机”，最好的方法是不要轻易下结论，
尽量避免过多的主观判断，做事情时候把
握住自己的规则底线，画好自己与助人的
边界。如果当时宁宁对于晓芳的帮助并不
是那么“掏心掏肺”，那么后来宁宁的心理
感受可能会舒服一点；而提拔李丽的大领
导，仅仅关注了李丽展现出来的外在形象，
而忽略了李丽真正工作业绩，所以造成了
后期的尴尬局面。

其实，职场是一个运转系统，既然是运
转的系统就有运转的规则。适度的“小心
机”可以作为系统的“润滑油”，能够适度展
现自己的职场形象，但前提是不能违背职
场系统的大规则。过度的“润滑”会使自己
脱轨，因此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对待工作、对
待人际关系，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长远发展还需拼个人综合实力

过度“润滑”不利于形象管理

□ 殷锦绣

也许，你也曾在零点钟

声 响 起 时 立 下 新 年 的 flag：

我 要 提 前 向 导 师 提 交 pa⁃
per，绝不拖延/我要每周游

泳 健 身 三 次/我 要 勇 于 “ 说

不 ”/我 要 成 为 “ 新 的 自

己”⋯⋯现在，新学年已经

开始一个月，你的 flag 怎么

样了？

“是，但是⋯⋯”
道理人人都懂，行动
人人难做

新年开工第一周，A 就像

去年以及过去的几年一样，

点开了与朋友 B的对话框。

A：我实在受不了老板
了，怎么今年还是只逮着我
干活！××还没做完又让我
做×××和××××，我好
郁闷！

B：啊，你跟他反映过你
太忙了吗？

A：我知道应该向上反
映，但是我不敢啊，我身边那
些同事也没闲着，他们都还
没吭声，我先提意见，会受到
排挤吧？

B：如果公司氛围真是
这样，那也不值得你为它工
作了，趁这个机会跳槽呗。

A：是 哦 ，我 也 不 想 干
了，但是今年这个光景，应该
不好找工作吧？

B：也没有那么不好，我
给你推荐个机会⋯⋯

A：机会好是好，我还是
担心⋯⋯

对话陷入了僵局。

B 觉得跟 A 对话无比心

累：明明该做什么我都告诉

他了，他怎么还不做呢？难道

还 要 我 帮 他 写 简 历 发 邮 件

吗？

A 也 十 分 委 屈 ：方 法 我

都知道，可是我怎么就是做

不到呢？我太糟糕了！

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时

刻 ，明 明 知 道 自 己 应 该 改

变，应该做点什么，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旧的模式里摸爬滚打，重复过

去，“新的自己”哪儿去了？

我们也许并没有真的想求建
议，只是在玩心理游戏

回顾 A 和 B 的对话，B 一直在提建议，而 A
用“是”“是哦”应承下来之后，总是跟着一个

“但是”——但是我不敢，但是光景不好，但是

我担心⋯⋯这样看下来，旁人也许会觉得，A 并

没有真的想解决问题，只是一直在找借口。

的 确 如 此 。“yes， but⋯⋯” 是 沟 通 分 析 理

论中一种典型的心理游戏，当 A 开口求助时，B
扮演者拯救者的身份，觉得自己必须帮助 A；而

A 则表现得像个受害者，觉得自己胆小、什么都

做不到，需要拯救者来“救”自己。

但“拯救”的过程往往十分坎坷。B 越是想

救 A，A 就越要把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坐实，来证

明自己就是做不到、就是需要拯救。因为人们在

玩这种游戏时，最初可能根本没想让别人帮忙解

决问题，只是想证明自己“就是这样了”“就是

没救了”，这样才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维持原样、

逃避改变。

“但是”的犹豫里，藏着我们小
时候的胆怯

这句逃避改变的“但是”，可能从我们小时

候就萌芽了。

当孩子胆怯、无能为力时，就会去寻求爸妈

的帮助，希望爸妈帮忙承担责任，表现为依赖型

儿童。这时候，爸妈可能会给予温暖、关心、支

持——表现为养育型父母；或者可能要求孩子自

己做这做那，霸道地掌控孩子的行动——表现为

控制型父母。

这样的儿童形象和父母形象，都会被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藏在自我里，跟我们一起成长，

并在我们日常生活与人相处时，表现出来。

在前面的对话中，求助的 A 就像是个依赖型

的孩子，表现得像是个职场受害者，其实他希望

得到一个抱怨的机会，得到他人的安抚和关心，

更多是一种情绪情感上的需要。但作为旁观者，

B 不容易真正理解 A 的需要，以为不断地提供建

议就可以。本想要拯救 A，却表现得像是一个控

制型的家长⋯⋯这种错位，就会让对话不欢而

散 ， 也 会 让 A 一 直 困 在 “ 我 做 不 到 ”“ 我 不 够

好”的潜意识里，永远也迈不出新的步子。

想要成为新的自己，从真诚地
谈论自己开始

心 理 游 戏 听 起 来 像 是 一 个 怪 圈 ， 怎 样 打 破

它、寻求改变呢？

这需要我们关注自己真实的需求，并真诚地

谈论它。

比如，当 A 发现对话这样陷入僵局时，如果

能反省一下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发现自己其实是

希望得到情绪上的安抚时，如果能坦诚地说“我

想抱怨”“我很烦恼”“我想被关心”，而不是把

这种需求藏在“我不想干了”“我想跳槽”这样

的话里，B 和其他朋友们就能顿时明白，并且倾

听他了。作为朋友给予心理支持，陪他吐槽、听

他抱怨、给他陪伴，而不会一味出主意，提一些

他并不真的需要的建议了。

想要成为更好的“新的自己”，就从真诚地

了解、谈论自己开始吧。

新学期开始了

，我怎么还没变成

﹃
新的自己

﹄

用“小心机”管理自己
的职场形象行得通吗？答
案也许并不唯一。

“yes，but⋯⋯”是一种典型
的心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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