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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学大刚自己开着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
做着某个产品的销售代理，公司麾下十几位员
工，主要任务就是跑市场，将产品推销出去。

近年来，大刚立了个规矩：业务员不招本
地人，一律招外地人。
做过销售的人都知道，销售人员薪水都由

底薪加业绩提成组成，底薪只够生存必须的最
低生活保障，收入好坏主要还看提成。业务做
得好的，每月提成比经理的收入都高；而做得
不好的，很有可能连最基本的保底任务都完不
成，甚至要被扣底薪。所谓鱼有鱼路，虾有虾
道，业务员就看各自打拼。销售如果靠底薪活

着，会被人看不起的。
这年头物价高企，在城市生活，负担很重，

租房、吃饭、交通……每个月的花费是一笔不
小的数字。业务员如果是外地人，时刻都要面
对生存的困境，挣不到钱，在这个城市就难以
立足，这就逼着他们努力努力再努力，顶着困
难上，肯干的很快便会出成绩。而本地人就不
一样了，特别是那些刚工作不久的本地人，平
时吃住靠父母，自己也就挣个零花钱，甚至零
花钱不够了还可以伸手跟父母要；父母不给
的，还可以找朋友借，因为同学朋友也都是本
地人，有的是人脉。这样的状态下，本地员工的

生存压力小多了。
大刚之公司刚成立时，也曾招过若干个本

地人，他们中短的在公司待了半年，长的有一两
年甚至更长，但是结果无一例外，竟然都一单业
务都没有做成。也许这是巧合，但是不努力是肯
定的。大刚的公司刚创办不久、实力不强，实在
负担不起这样的“闲人”。而且因为家在本地，他
们平常麻烦事儿也多，动不动就请假，虽然请假
要扣工资，但扣就扣吧，他们不在乎。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刚的这种做

法，可能是以偏概全了。不过，谁又能说他做得
没有道理呢？

非“寒门子弟”不录取是否偏颇?
本公司非“寒门子弟”不

录取。日前，国内一家著名网
络零售公司宣称：2012年公
司将吸纳 100名管理培训
生，招聘时要对候选人作背景
调查，父母是普通工人或农民
的才能顺利通过。据说其掌门
人偏爱“寒门子弟”，认为制定
这样的标准，可以选择那些
“真正能够一辈子吃苦的人”。

讲关系走后门，偏爱招收
有“人脉”的“豪门子弟”，无疑
是一种不公；但非“寒门”不
取，是否也是另一种不公？何
况“寒门出身”和“吃苦耐劳”
也不一定画等号啊。这种“贴
标签”式招聘是否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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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前，中国最大的网络零
售商京东商城宣称明年将吸
纳 !$$名管理培训生，父母是
工人、农民才行。之所以如此，
源于老板认为寒门子弟才能
吃得起苦。

乍一看，这家公司挺有创
意的，想法与众不同。不过仔
细回味一下，这哪里是创新意
识，明明是复古怀旧嘛。回想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年月招工、
招干不也要求根正苗红吗？最
好往上数三代都是贫农。如果
说坚持选拔寒门子弟就能搞好
工作，那么那些年月应该是中
国的黄金时代了……很多偏激
的事情就是这么荒谬，往往不
值一驳。

“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在招聘市
场中经常出现，代表着公平公正。然而
它也常常被曲解，似乎“不问出处”就是
对弱势应聘者倾斜。其实“不问出处”是
以能力为标准，既不歧视寒门弟子，也
不排斥富家子弟。
按照大多数人的社会经验，寒门弟

子普遍比富家子弟吃苦耐劳，不过能吃
苦并非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寒门弟子
也存在一些普遍的缺陷，比如由于经济
条件所限，选择职业往往以报酬为目
标，在爱好和高薪之间选择高薪；再比
如某些寒门子弟出人头地欲望强烈，上
位竞争中手段会比较生猛……
前不久有部热播的电视剧叫《洪武

大案》，其中有个真实的案例：驸马欧阳
伦走私茶叶，最终被朱元璋赐死。当初
安庆公主向朱元璋说情，要求给夫君欧
阳伦一个有实权的职位，朱元璋说过一
番话，认为欧阳伦出身贫寒，怕他有权
后受不了诱惑。以往许多寒门出身的官
员一旦上位就拼命谋私利，以补偿自己
贫困时所受磨难……结果，安庆公主说
服了朱元璋，但大权在握后的欧阳伦却
还是成了贪官。
相比寒门子弟，富家子弟在职场不

容易发扬拼命精神，不过由于对于财富
见得多，不会轻易受到诱惑铤而走险；
富家子弟向上的欲望不及寒门弟子，但
心理扭曲现象也因此不易出现。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有毅力、

能吃苦、力争上游……这些都是优点，
但如果都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呢？恐怕
对公司的杀伤力比创造力更强。不喜欢
的事情不做，高薪也吸引不了，这会让
管理者头痛，然而真的以爱好作为基
础，工作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创造性。
寒门子弟也好，富家子弟也罢。只

要他们人品好、有能力，在有效的管理
下都能成材。假如公司管理水平不行，
什么子弟都不管用。英雄不问出处，才
能真正找到英雄。

! ! ! !有一篇文章曾经在网络轰动一时，那就是某
教师的调查报告：《%$年前寒门出贵子，%$年后
寒门难出贵子！》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因为
他发现“近两年学校里的中高考状元，基本家里
条件都很好”，而且，“上个月中考结束，学校有 &

个孩子上了重点线。他们都来自开跑车、住别墅
的家庭”。而农村娃雷磊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一
篇文章《走到只剩我一个》，更是道出了农村娃一
路读书的不易与艰辛，他说：“大学里，我很羡慕
城市的同学，他们有很多高中同学聚会。而我，几
乎连一个同县的老乡都找不到。”之所以会出现
如上状况，专家们认为原因有很多：比如'英语成
绊脚石、高额补课费寒门掏不起、教育资源集中
在城市、家庭背景决定就业前途。
最后一点很关键！能挤进大学与“富裕弟

子”一起听课，本已不易，到最后找工作，又出
现“因家庭背景”竞争无力、找工作都是在“拼
爹拼妈”的现象……那么，普通人家的孩子何去
何从？想想他们手拿毕业证无处投奔的彷徨，想
想他们应聘时掩盖不住的来自贫寒的窘迫，想
想他们多年寒窗、正渴盼的贴补家用却无处领

取的工资……我真愿我们的社会多一些“只招
寒门生”的公司，让“寒门生”看到一条出路一线
希望，让更多的寒门家庭坚定支持孩子念书用
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
也许有人说，这不公平！的确，无论是讲关

系走后门，偏爱招收有“人脉”的“豪门子弟”，
还是只招“父母是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偏寒门
式招工”，都不公平！真正的公平应该是摒弃一
切家庭背景，“英雄不问出处”的。但是，假如招
工制度无法做到像天平一样绝对平衡，那我倒
愿意招工的天平往寒门方向倾斜一点点，因为
越来越明显的贫富悬殊、越来越暴露的社会问
题、越来越高的物价……为社会考虑、为知识考
虑、为共同富裕的理想考虑，我们为什么不把招
聘的天平倾向于“寒门”一方呢？是的，“寒门弟
子”不一定能“吃苦耐劳”，“贵门弟子”也不一
定都眼高手低，但是给寒门一个机会、一条通
道，这是社会对寒门的微笑和鼓励———只要努
力，做个寒门也有出路！

所以，我愿意更多的单位，加入“招寒门”的
行列。

! ! !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是句老话，小时候老爸老妈
常拿这句话教育我，等到我
也变成老爸老妈的时候，也
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孩子，特
别是在他不断伸手要钱买名
牌、走出小区就伸手扬招出
租车等诸如此类的时候，我
就会用自己童年的经历，对
他进行一番艰苦朴素的思想
教育。
可是，现在的大都市里，

少有真正的寒门子弟，孩子
从小对身边大人的拜金和物
质耳濡目染，哪里是那么轻
易就能艰苦朴素得起来的？
看到这家公司的招聘启

事，我这个操心妈妈不由更
加担心：咱出身远离豪门、他
爹也不是“李刚”，孩子将来
找工作可咋办呀？
不过，非寒门不取就一

定可取吗？
普遍来说，寒门子弟确

实有很多优点，不过，也有少数人会
因为环境、经历的关系，产生一些特
殊的性格缺陷。

我们单位每年都招新人，其中
有不少外地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毕
业生，绝大多数人干得也都很不错，
但也有例外的。
此君身材瘦削，怀疑极有可能

是发育期没吃饱饭的恶果。自从他
上班后，三句话不离买房，什么都
跟买房挂钩，任何收入和支出都能
马上换算成等于几个或零点几个
平方米。当然，我们很理解他的“亚
历山大”，不过也不至于吃个兰州
拉面也要说这等于一块瓷砖吧，光
靠从一碗拉面上省钱，这辈子都别
想买房了。

比如说吧，如果碰到有报酬的
差事，他总是毫不顾忌地冲在前面，
不仅不懂得新人在政府部门里应该
韬光养晦，让前辈们“享福在前，吃
苦在后”，反而恨不得独享所有的报
酬，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他还浑然不
知。后来连领导也看不下去，几次批
评他，他依然故我，如一头倔驴般继
续“抢米抢粮”，固执地在积攒未来
的瓷砖、马桶呢。

更关键的是，他不仅毫无顾忌
地抢活，而且在干活数量排名第一
的同时，差错数量也名列榜首。屡教
不改的他，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一种
很深的感觉：他从事所有工作都是
为了赚到具体的 !$$元、%$$元……
而与责任心、事业心等形而上的东
西无关。

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也觉得他
生活不易，应该体谅，可是，对这样
一切向钱看的人，怎么放心交派工
作，又如何愿意共事一室呢？如果
寒门子弟有这样的心态，即使能因
为自己的这张标签获得较好的就
业机会，也无法在工作中走得更快
更远。

! ! ! !我的一个远方亲戚的孩子，从高一起就分在
我班上，我一直把他送进了大学门槛。

这个农家的孩子，学习上很是勤奋刻苦，生
活自理性也很强，高中三年，他一直担任生活委
员。

孩子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一类大学，他的
学费，是家里贷款而来的。

可是大学毕业后，孩子在就业问题上，总是
不甚理想，在折腾一大圈后，他回了家乡，当了一
名中学教师。

孩子苦恼地说，原来在不公平的体制下，他
这么多年的学习付出，只是为了失业二字……
我想，他的经历，不仅仅是极其特殊的个案。
其实从上幼儿园开始，农村孩子从起跑线

上，就已经延迟出发。他们与城里孩子相比，优势
上已存在距离。从教育资源到资源占有，从地域

优势到招生比例，他们都处在劣势。
就在这样一个优劣怪圈下，很多的寒门子弟

失去了上升与走出的机会，他们是否能够吃苦耐
劳，始终也得不到印证。

京东这次非“寒门子弟”不录取的人才选拔
方式，引发了很多争议。更多的人，对今天的人才
选拔制度评头论足。可曾有人想过，教育日益产
业化的今天，农家子弟要融进城市，有多少的“门
槛”需要逾越？出身寒门的学子只有付出比城市
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努力，才有机会改变自身的命
运。寒门学子的身上，融入了太多的进取心、拼搏
心，以及永不言败的自信心。

非“寒门”，进不了京东，这一用人举措固然
存在小小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上来说，无疑是
完成了部分“寒门子弟”最终能够融入城市的一
种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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