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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炎凉

张凯在他们面前落落大方，回答他
们提的每一个问题，回答之流利连他自
己都觉得惊讶，而且在他回答问题的语
气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带上了邓朝辉的
口吻。15分钟的交谈很快结束了，那5
个人点了点头，张凯站起身，礼貌地告
辞了。

人事助理送他出来，张凯笑着问：
“我答得怎么样？”

那个女生乐了：“答得不错啊。”

张凯抬脚要走，忽听女生说：“虽然
你的简历是最差的，但是我看你的回答
是最好的。”

张凯闻言一愣，看了她一眼：“哦？
他们的简历都比我的好？”

“那当然，”女生笑着说，“这几个人
都是硕士、博士，还有两个是海外归来
的MBA。”

张凯笑了笑说：“有句话怎么说来
着？英雄不问出处。何况做销售最重
要的是卖东西，不是卖学历。”

女生一听扑哧乐了。
张凯看了她一眼，突然加重了语

气：“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女生微微
一怔，脸红了。张凯说完便走，他感到
那个女生的眼睛一直追随着自己。

张凯走出了公司大门，猛转了个
弯，便停住了，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觉得腿有点发颤，腰也有点麻。他
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股劲，像邓朝辉
穿着真丝睡袍，拿着雪茄、红酒的样
子。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在看
来果然是不错的。张凯觉得自己真的
很自信，而且这种自信真的是被邓朝
辉给熏陶出来的。他有一种直觉，这
次面试有戏。

张凯不知道自己的首战是否告捷，
但他人生第一次爱上了面试这样的游
戏，接下来的面试几乎毫无悬念，每到

一个单位去面试他都是自信满满，口若
悬河。甚至有一家公司人事部的人还
把一个猎头的电话给了他，他觉得张凯
虽然不适合在他们公司干，但他确实是
个人才，值得找猎头去卖一卖。

张凯暗自好笑，忙于面试的他穿梭
在北京的那些大公司、大酒店以及杂志
社的办公楼里。每一次他去面试，邓朝
辉必派奔驰车跟着他，好像那车就是张
凯的底气，有了它张凯就无往而不胜。

这一天，张凯完成了最后一次面试，
他坐在车上感到有些虚脱，第一轮的仗
就算打完了，他还不知道结果。但不管
怎么样，已经打完了一圈，他忽然灵机一
动，对司机说：“走，我们去三环。”

司机没有发问，只是默默地开着
车，根据张凯的指示，他把车开到了苹
果工作的那家报社的楼下。张凯想下
车，但又有点儿不好意思。此时，是午
饭时间，如果遇到了苹果，他该怎么
说？如果苹果问他，他又该怎么说？终
究他还是有点儿忍不住，想看一眼苹
果，便让司机靠边停了车，走到了报社
楼下，正在他犹豫要不要进去时，突然
看见苹果的几个女同事从里面走了出
来，张凯连忙转过身朝回走。不知道她
们有没有发现他，他快步走到奔驰车
旁，拉开门钻进了车内。张凯吩咐司机
赶紧开车，车一溜烟地离开了那座大

楼，把他送回了家。
张凯打开门，像虚脱了一般躺在自

己的床上，一种久违的虚弱，让他忽然
明白了那次邓朝辉在房间里为何哭泣，
这感觉就和他下了网络游戏的感觉没
什么两样，没有游戏打难受，游戏打完
了也没什么得劲的。

张凯离开家两个月又10天了。苹
果的生活越来越平淡。一个人短暂的
清静与快乐，逐渐变成了寂寞和无奈。
和张凯在一起时苹果觉得烦，一个人时
她也觉得烦，生活什么时候能够不烦
呢？苹果正在赶写稿子，突然几个女同
事走了过来。

“苹果，”一位大姐说，“我刚才看见
你们家张凯了。”

“是吗？”苹果一惊，继而一喜，“他，
他在哪儿啊？”

“他在楼下，是不是来接你的？”
“哦？”苹果说了一声，“可能吧。”到

今天为止，她还没有告诉同事和朋友她
和张凯分手的消息，因为她实在不能确
定，他们这样是否就算分手了，是否就
算永远分开了。

“你们家张凯真奇怪，”那位大姐又
说，“他看见我们扭头就跑。”

“是啊，”另一位大姐说，“他穿得可
光鲜了，还开着奔驰车。”

（摘自《求职游戏》崔曼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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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职场人一生的必修课

有一句老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还有一个成语说，学无止境。

这一类话，不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能够总结出来的，一定是人活到老才悟
出来的。因此，一二十岁的人如果认为
自己什么都懂了，什么都会了，那就说
明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

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也许觉得自己
学的知识已经够用了，只有在工作了多
年之后，你才知道原来自己什么都不
懂。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可能有永
恒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力。

不知朋友们认不认同我的一种
观点，那些不成功的人士，最大的问
题出在学习能力上，人的年纪越大，
学习能力越差，性格越固执，越拒绝
接受新知识。

应该说，几乎所有的年轻人进入职
场之初，都抱着学艺、拜师的心理。在
社会上也确实有些职业和行业，会给年
轻人安排拜师的机会，比如工厂对于刚
入职的青工，会安排师傅传帮带，还有
一些单位，会安排新人实习等。

那么，这些师傅是不是就是你的
老师？

是，也不是。
因为他们只是你的技能之师，却不

是你的人生之师。正所谓师傅领进
门，修行在个人。师傅把你领进门，教
给你的是专业技能。技能只是手段，
是知识，对人生的领悟才是灵活运用
手段的根本。

知识改变命运，怎样改变命运？是
通过你对知识的领悟和运用来改变命
运的。

一个人对于人生的领悟，是一个
坐标系。悟性或者能力，是这个坐标
系的纵轴，时间是横轴。你的悟性再
强，时间是零，数值也是零。同样，时
间再长，你的悟性是零，数值仍然是
零。只有悟性随着时间的增加，才会
成为一个良性曲线。

当一个人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任何

人都可以当你的老师。但是，随着时间
的递进，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领悟能
力都不一样，每个人对某一方面的领悟
也不一样，此时，谁能够成为某个人的
人生之师？已经很难说了。我在这方
面能力很强，但你在另一方面很可能已
经超越了我。

从客观上说，一个人的领悟能力是
渐进的，人家领悟了的东西，直接教给
你，你不一定能够学到，还要靠主观来
起作用。所以，在这方面人家是无法教
你的。真正能够教你的，是你自己。

只要你去领悟了，这个让你领悟的
人，这件让你领悟的事，就成了你的人
生之师。

所以，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说得更绝对、更普遍一些，在职

场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你
的人生之师。不在于人家能教你什么，
而在于你是否有一颗领悟之心，是否从
中领悟到什么。

从别人身上获得领悟，主要体现在
三个层面：一是正面领悟；二是反面领
悟；三是客观启迪。

所谓正面领悟，也就是人家已经领
悟了，将这种领悟的内容讲出来，对你
形成了启发，从而也变成了你的领悟。
这个很常见，而从反面学习，从反面领
悟比较困难。

一般人都有一个毛病，看到比自己
差的人，就有优越感。所以，很少有人

肯向比自己差的人学习。为什么？他
们觉得，比自己年轻的人，懂得的东西
哪有自己多？他们有什么值得我学习
的？比自己混得差的人，他的履历已经
说明了他的领悟能力差，不然，他为什
么会混得比我差？

我认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一个
人如果领悟能力强，可以看明白人生的
很多东西，也就知道有些事情应该怎么
做，那么，他的生活也不会差到哪里
去。人混得不好，不是他不努力、不肯
做，而是缺乏领悟造成的。

但即使如此，是不是这类人就不能
给你带来领悟了？我觉得不是。

有一年冬天，我从广州到长沙，出
火车站一看，长沙下了好大的雪，又是
早晨七点多。我去打车，见到几个乞丐
在乞讨。那么冷的天，一般人的手都不
能长时间放在外面，可这些乞丐的双手
一直伸在外面。

看到他们的这个动作，我突然有了
一种感慨：如果每个人都用这种精神去
工作，他们会不会成功？我觉得如果不
成功，那简直没有天理。再想一想我们
周围，有多少人像乞丐这样敬业的？

后来，我在《华声》杂志上做了一个
专题策划《向乞丐同志学习》。

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些乞丐
让我领悟到了一些东西，我也希望有更
多的人，能够领悟到同样一些东西。

（摘自《职场二规则》黄晓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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