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日!即将毕业的研究生钟丽通

过了一家单位的笔试与面试!完成体

检后!钟丽以为入职前的准备工作结

束了! 却没想到她又接到了单位通

知! 要求她去医院接受心理评估测

试"测试结果显示她有轻微强迫症和

抑郁行为!并经常伴随焦虑感"

入职前要不要进行心理评估!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观点不同" 用人

单位通常认为应聘者的心理健康比

技能更重要! 求职者则担心心理健

康评估给自己贴上 #心理或精神有

问题$的标签%对于心理咨询和心理

评估! 你持什么态度& 欢迎来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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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一吐你的“行业苦经”
近日，艺人舒淇因遭到网民攻击删除

自己的全部新浪微博并取消了全部关注，
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发微博高调挺舒淇,字
里行间道尽光鲜背后的辛酸：“我们这个
行业，卖身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
与自由……顶三五载虚浮名，挣七八吊养
老钱。终归零落成泥，随风散去。观众总会
有新宠，不复念旧人。看在曾带给大家片
刻欢娱，能否值回些人间温暖？谢谢。”
“高晓松”体迅速蹿红网络，并引发各

行业人群跟风仿作诉辛酸。哪个行业没有
自己的辛酸与泪水，没有别人看不到的委
屈？

! ! ! !哪个行业能只有风光无限？
前段时间流行“蓝精灵体”、“苦逼
体”，各行高手纷纷现身，一时间，
仿佛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就说我自己吧，被很多人尊

称“无冕之王”，其实只是台面上
的客套话。人家内心里的真实独
白恐怕却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为什么要防记者？我是做社会新
闻报道的，接触的相当一部分是
不怎么阳光的事情，所以几年来
也频频受到骚扰、恐吓。
最离谱的一次，一个连我是

男是女都搞不清楚的人，也跑到
单位里诬告我因为在某地提出的
无理要求没得到满足，所以放言
威胁，并“言出必行”，果然火速发
表批评报道，公报私仇。让我吃惊
的是，领导居然没有调查，就相信

了对方的片面指控。
拜托，如果我曾去过某地，并

且亮明身份大吵大闹要挟对方，
此人又怎么可能连我是男是女
都不知道？遇到诬陷不足为奇，
这是调查记者必须面对的职业
风险之一。然而，遇到不经调查
就偏听偏信的领导，却是意料之
外的风险啊。
做社会新闻，总要深入各种

现场，化工厂爆燃、水淹一米深的
地下车库、在台风中已经倒塌了
一半的小屋，这些是“天灾”，还有
“人祸”，有时不得不乔装与各种
坏人坏事打交道。即使在报道平
安发表后，也不能高枕无忧。

有一次，某个在曝光后无法
继续在 %%! 查号台行骗的家电
维修作坊打上门来，要求与我面

谈。领导好意保护，出面抵挡，与
作坊老板坐而论道直至深夜 %%

时。最后，老板见各种伎俩施展
无果，突然站起身，掏出手机，一
边对着领导办公桌侧板上贴着
的一张部门全家福拍照，一边向
领导套话，想搞清楚其中哪个人
是我———当然，老板拍照可不会
是“仰慕”我那么简单。他早已放
过话，我的曝光，让他“手下十几
个民工没了饭吃，他们也会让我
没有饭吃”。
第二天听到这段转述，我不

算吃惊，毕竟类似的恐吓也陆续
有过。不过，上下班途中还是留
心了一下，免得被人盯梢。幸好，
邪从来压不了正，我始终安然无
恙，仍在继续从事对坏人坏事的
曝光。

! ! ! !舒淇因为力挺甄子丹
被翻出早年裸照，这不奇
怪，中国有着丰富的“斗人”
文化，其中“揭老底”“超限
战”是惯用手段。高晓松路
见不平挺舒淇，发了一条微
博，效果之佳倒是出乎意
料，一时间网上“高晓松”体
流行，全民克隆之，没有人
再去注意舒淇了。

网上铺天盖地的“高晓
松”体，给人第一感觉是没
创意，基本都是生搬硬套。
比如人家高晓松“顶三五载
虚浮名”，你顶得着吗？居然
网编、股民高晓松版也都顶
起了“若干载虚浮名”，试问
这些群体中，有几个出得了
名？

除了创意缺失，纯属凑热闹，众多
“高晓松”体作品也反映出国人爱好与
职业的不匹配，以至于敬业精神普遍
不足。你既然这么厌恶自己的职业，为
什么不改行？不跳槽？一辈子边怨边工
作岂不是受虐狂？
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对于公务

员福利好、退休金高，工作强度却远低
于外企、民企略有微词，不料引来了不
少人评论，大多数表示有同感，也有几
位义愤填膺，因为他们就是公务员。
“我们公务员轻松吗？我们加班加

点都是义务的，我们工资待遇远不如
外企，我们……”一连串排比句，仿佛
公务员是天下最苦的职业，根本没有
人愿意干。
“那您为什么不辞职呢？”我如此

回评，可是都没有得到回应。
许多热门职业都是如此，其从业

人员大倒苦水，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剪
断这些“烦恼丝”去干自己喜欢的事。
如果他们是担心自己走后后继无人，
大可不必，因为这些职位往往几百人
争一个，根本不会缺人。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抱怨都是矫

情。我以前在某公司跑业务，工作强度
大，待遇低于同行，不免时常抱怨。某
天，经理找我谈心，告诫我“为了自己，
也不能抱怨”。原因很简单，你四处怨天
尤人，自己说得很舒坦，别人会怎么看
你？这么一份一无是处的工作你都干得
下去，可见能力有多差？你若不是担心
辞职后会饿死，恐怕早就另谋高就了。
有部前苏联电影曾经很流行《莫

斯科不相信眼泪》，同样的，现代都市
里一个身体健全的弱者也会被人鄙
视。如果你觉得工作很不满意，就跳
槽、就改行。没这个能力，赶紧进修练
本事，千万别把时间耗在抱怨上。

! ! ! !从教 &'年，种种无
奈心知肚明。

职称评定就让你够
纠结的。我们的职称评定
是分配名额的，和是否具
备条件无关。即便大家都
具备了条件，由于名额限
制，也不能保证都上。正
是这种特殊的评审程序，
把你拖入了尴尬的境
地———尽管一百个不情
愿，你也不得不放下斯
文，弯下脊梁，求主任、找
校长、跑局长，好话说尽，
笑脸陪光。经过一番“努
力”，当你终于如愿以偿
后，你却高兴不起来。面
对一样具备条件而被“限
制”掉的同事，你像做了
小偷一样的难受。

现行的学校人事制
度，也叫你憋屈。到任何一所学校去
看一看，几十年不变、一直在教学
第一线的，大凡都是那些教学上出
类拔萃的———谁让你教学优秀呢，
既然你是教书的料，那就对不起
了，老老实实地站在三尺讲台吧，
学校的升学率需要你。而那些缺乏
灵气，或者一开始就没想要上好课
的主，因为课讲得不好，那就去行
政部门当个助理或者干事吧。这
样，离领导近了，跟领导熟了，几年
耳濡目染，弄个部门领导的位子也
就顺理成章的了。
这些也罢了，更多的无奈还在

后头。如今的学生个个都是“小皇
帝”，他们只需要“关心爱护”，但断
不可以“严格要求”。他们“骄横”
起来简直就是“帝王”，但心理却又
脆弱得像根丝线。笔者有个在高校
任教的朋友，有一次仅仅是因为批
评学生时话稍重了点，这名学生竟
然拍案而起，拿出一副要和她拼命
的架势。我的朋友只好当着全班学
生的面，给这名学生“赔礼道歉”。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学生的家长
都赶到学校，要为自己的孩子“讨说
法”，我的朋友只好又是一番“检
讨”。最后，还得领导出面做工作才
算完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

没有了“传道、授业、解惑者”的神圣
与尊严。一天又一天，你拖着疲惫的
躯体，从一个教室赶到另一个教室，
还必须先得完成整理讲台、擦黑板
这些“日常工作”后，才能正常上课。
在你做这一切的时候，学生们大多
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你。在他们看来，
这似乎是你应该做的，因为你要给
他们上课，你不做谁做呢？
更有甚者，在今天的课堂里，你

传授多少知识已不重要，但你必须
保证他们通过考试。一纸复习大纲
是不作数的，你要帮他们做好答案，
印发给他们……
打住打住，教师的困惑与无奈

何止这些，还是不说了吧。看来人在
职场，“行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 ! ! !说到老板，很多人会觉得风
光。我就是一个小老板，可我不风
光很窝囊。
我曾自诩儒商。儒商堪比儒

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我
是谈笑间“灰头土脸”。甲方是上
帝，上帝长了张孩子脸，一天三
变。刚刚信心百倍地做好了设计
图，对方看都不看就要我重来！逢
年过节，员工开心地拿着红包放
假，我却到处烧香拜佛陪笑脸，说
着言不由衷的话，哈着永远直不
起的腰。
当初开公司，为自己，也为朋

友。我虽不能像梁山好汉那样与
朋友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却是想
要一块儿成就一番事业的。随着

业务的扩大，我发现我的公司成
了培训基地。自己手把手培训出
来的新人，好不容易独当一面了，
却面带微笑地与我说声再见。很
多员工，不比能力，只比薪水。他
们的理由让人心寒，有能力的还
能任你驱使(

人人都说老板好，只有辛苦
忘不了。这种辛苦，是身心两方面
的。竞争对手出奇不意就杀你个
片甲不留，你得醒着、警着，就连
做梦也不能安生。可不论你怎么
忙，员工都认为老板清闲，你这厢
火烧眉毛要个方案，他那厢切个
屏就换个游戏，像老鼠逗猫，让你
干吹胡子干瞪眼。
说到钱，我真不愿意说到钱，

可说与不说，它就在那里实实在
在地折磨着我。从前当员工时，我
没感到钱是这样紧。前期投资不
易，后期回收更难。现在是活好
干，钱难要，多年的杨白劳也许就
成了“杨白捞”。可瘦死的骆驼比
马大呀，什么都能丢，面子不能
丢，基本的排场还得撑着。这倒不
全是虚荣，也许是给自己壮胆吧，
告诉自己，我撑得下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书房

里，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白天
悠悠走四方，晚上熬油补裤裆。不
觉好笑：每种职业都有它的不堪，
与其吐槽，不如纳槽，接受所有的
好与不好。补好了裤裆，明天继续
悠悠走四方吧。

! ! ! !做一行厌一行。这种感受，大
概跟男人对老婆的感受相似，老婆
是人家的好，工作也一样，永远是
别人的那份好！
我自然也不能免俗，若有人问

我做什么，总会含混地说，做设计
的。如果对方很有毅力地追问到
底，我才会很不情愿地加上两个
字：服装。
接下来，如果对方是男人，肯定

会说：“女生做服装设计，最适合不
过了。”若对方是女人，一般都真心
羡慕地大叫：“啊！服装设计，你们是
不是想穿什么衣服就可以穿什么衣
服了！你们会不会给自己设计衣
服？”每当此时，我只有真心的苦笑。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很多朋友问，
“你的婚纱是不是自己设计的？”

而事实上，每天找灵感找到一
个脑袋两个大，追流行趋势追到麻
木，画图画到头发晕，销售额与你
的薪水画等号！谁还会有闲心给自
己设计衣服呢？至于买本公司的衣
服，倒是有内部折扣的，但你好意
思穿吗？

逛街是我们工作很重要的一
部分，很多朋友都深表羡慕妒忌
恨，说像你多好啊，逛着街把钱给
赚了！可是，且不说逛面料市场，环
境差不说，有时找不到合适的面
料，更是急得你抓狂！就算是逛奢
华的大商场，满目皆是华衣美服，
如果你是来血拼的，你会肾上腺素

瞬间上升。可我们这是做功课，光
看不买型的：一边看，一边脑子要
高速转不停，要注意当季流行色，
要观察哪个品牌哪款销得最好，要
研究面料材质，要比较版型，有时
碰到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要强记下
来，然后赶紧躲到洗手间将其用纸
笔还原出来……

这就是职业逛街，能逛到你
吐，更别说乐趣了！

这倒也罢了。最要命的，还是
所有的设计都得迎合市场，而不是
设计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前段时间
跳槽，老板本人看起来很有设计
范，也算是服装专业科班出身的，

所以谈的时候也很有学院范，动不
动设计理念啊、设计风格啊，又问
我喜欢哪种风格，记得初出校门的
时候，我动不动跟老板谈风格，非
要坚持所谓的风格，而现在也混了
十来年了，才知道，什么都是浮云，
销售额才是王道！
于是我一边敷衍着，心里却在

冷笑：平凡如我们这种小设计，哪
敢奢谈什么风格，引领什么潮流，
不就是一张万能贴吗！你们需要什
么风格，或者什么风格好卖，我们
就可以变身为什么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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