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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升职的机会自然要争取，若是明摆着的
好事，只有傻瓜才会无动于衷。
但是有时候，晋升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尤

其对于某些岗位的某些人来说，升职并非最好
的选择。
小张进公司以来一直勤勤恳恳，数年时间

里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在公司的一次改革
中，小张被提拔，成了部门经理。

芝麻官也是官，坐上经理的位子，就得注
意形象。小张花钱买了西装，取代了平日的休
闲衫；午餐吃饭的地点，也从小吃店换成了带
有包厢的小型餐馆———应酬多了不少，很多工
作还得酒桌上去谈。
公司内部中层干部的会议很多，开会的通

知总是突如其来，会议时间还总在下班后，导
致小张经常无法准时回家。以往，小张还能靠
自己的技术在网上接几个私活，现在却渐渐地
与“猪八戒”和“威客”们疏远了。
俗话说，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这话真

是一点不假。

掌握了部分权力，手底下还管了不少
人，压力自然随之而来。小张每天都绷紧神
经盯着手下人的工作状况，不但得防止他们
出差错牵连到自己，还得督促每个人尽快赶
上项目进度。遇到矛盾得从中调解，部门项
目奖金得想出最佳分配方法。这些事都令他
头疼。

年底考评，小张虽为管理层，却拿不出个
人的销售业绩，在绩效评定上低了几分———这
一分分可都是与钱挂钩的。公司的基本工资按
照岗位等级，小张这个部门经理的岗位相对于
原岗位来说提升的并不多。最后林林总总一
算，工资与原先相差不了多少。
总体算下来，小张还是觉得亏了。现在的

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穿回以前最爱穿
的休闲衫，上班时学习新技术来提升自己，没
特殊情况就准时下班，偶尔回家接点私活。生
活又恢复了原样。
其实，有时候拒绝升职并非是真的不想升

职，而是害怕落入体制的陷阱———看似高升，
实际上不如原来的位置。而且，用个人的自由
来换取些许权力，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

职场“拒升族”，你怎么看？
很多人还在为升

职挤破头，一些年轻
人却潇洒地对升职说
不。在某IT公司工作
的 80后赵立勇就是
这样一个“拒升族”。
他拒绝了所在公司给
予的技术部经理职
位，作为一名普通技
术人员工作了 6年，
“与其在看似光鲜的
管理职位上不知所
措，我更愿意做擅长
的工作”。

有人认为，“拒升
一族”不是因为不愿
承担重任，而是因为
害怕面对更复杂的人
际关系。对于一些年
轻人不愿意升职的做
法，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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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渴望成功，也喜欢加薪，
但对升职没有饥渴的念头。不
过，偶尔失落也是有的。

比如，引荐新人时论资排
辈，或是故友重聚时互问近况。
如果在场者的姓名后面都带个
“长”，而别人看你年纪不轻便
不断打听“你现在也应该是某
‘长’了吧？”，一旦听说没有官
职，眉宇间流露出怜悯之色；或
者明明与邀请者是很熟稔的关
系，却因为自己名字后面缺个
“长”字，就被从主桌挤下，忝列
末席，心里难免有些酸水泛起。
偶有冲动想厘清风气，大呼一
声“没有一官半职就是失败吗？
要知道，我在专业上也是很有
成就的”！可碍于知识分子的清

高，又总是不好意思振臂高呼，只能在心
里自语一遍聊以自慰。这种百转千回，这
种纠结难忍，非能与外人道也。
为什么不追求升职？一来是小富即

安，知足常乐；二来是明白，得到与失去，
必然是天平上的两端，得到多少，就会失
去多少。欢欣于得到，还是遗憾于失去，
就看你在乎的是什么了。

我的身边也有少数工作能力得到
交口称赞，却一辈子都在基层的同事。
有人说，是他们不想放弃专业追求；也
有人分析，是他们太刻板正直、不通人
情世故，所以当不了官；还有人说，他们
之所以宣称自己不想当官，是因为知道
自己升职无望，索性赚个不贪俗物的好
名声。
我想，这些分析可能都有道理，但我

们又有何必一定要把其中的道理探究清
楚？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欲望，本身是
否就是一种对“官本位”的认可？
拿我自己来说，偶尔的失落并非真

的对那张“老板桌”有多么由衷的热爱、
渴望，而是因为社会对成功的评价体系
太单一。在专业上拿点奖，得到些名望，
在大众眼中皆是浮云，很多时候，甚至
没有一个小小的科长头衔管用。莫言手
捧“诺贝尔”又如何？在世人眼中，“地
位”恐怕远不如一些作协主席———尽
管，作协压根不是政府部门，作协主席
从理论上说还算不上是什么官职。但
是，“主席”二字仍旧要比那个老外“诺
贝尔”能压得住台面。
古人有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

则以为，不因无名而惶恐，不为斗米而变
节，才能做一个洒脱的人———人生不过
短短几十年。富也是过，穷也是过；显赫
也是过，平凡也是过。过日子，每个人有
每个人的过法，关键是要过得开心，过得
有意义。

! ! ! !在我近"#年的工作生涯中，做基础工作
任劳任怨，蒙领导垂怜赏了一个组长的职位，
我诚惶诚恐半天，还是婉言谢绝了。不是我有
多清高或多傻，而是我不认为升迁有什么好。
我是搞技术出身，若是搞管理，那是另一行
饭，我吃得不香。

我带的一个新人，!$%"年生，是独生子女，
父母都是高干。单位搞后备干部竞选，我鼓励
他参加。他摇摇头说，他不喜欢做干部，他喜欢
自由，没有约束。我说，没人约束你啊。他说，
不，做干部整天伺候比自己大的干部，没完没
了地开会视察和应酬，没有自己的时间。他父
母都是干部，没时间陪他，他打小就是一个人
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这辈子最大的
愿望是不做官，每天回家陪老婆孩子。

这孩子，委屈受大了，大到他要用一辈子
反对一件事情。

刚看过冯仑的一篇文章，说明星没有老
百姓幸福。明星早早成名，赚很多钱，高消费，
到了迟暮之年，不再走红了，再也供不起自己
高消费了，心劲儿就低落了。而百姓的幸福都
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越积累越多。

拒绝提升，跟这个道理大同小异。老百姓
退休了，走到哪都有朋友。当官的二线就开始

失落，退休了失落就更多。他们走不进普通百
姓的圈子里，可孤单寂寞又实在难熬。

中国式应酬也是害人，拖沓冗长繁杂，还
糟蹋钱。只要做了官，从芝麻粒大开始，就得
懂应酬善交际，把上级领导巴结好了，争取提
拔到更高的位子上去。到了更高的位子，继续
巴结应酬，谋求更高的位子。没完没了的追
求，没完没了的应酬。领导下班没走你不能
走，惴惴地等着，随时待命。有一哥们身处接
待要职，有一晚安排了四批领导到本市金字
招牌的洗浴中心洗澡，最后自己实在是不愿
意脱衣服了，便在外面候着，这一候就候到次
日凌晨&时。

普通职员不一样，完成本职工作，到点可
以下班，找心爱的人约会，或者跟老婆一起窝
在床上看电视，再或者找个至交好友小酌几
杯叙叙旧。提拔后貌似风光了，有地位了，人
脉更广了。但是，人不自由了。

一箪食一瓢饮，足矣。位子越高，活得越
累。一个朋友做生意赚到了不少钱，在高档社
区买了套别墅。他说，警车一响，我们小区就
有人打哆嗦；唯有你这样的，自由自在，吃嘛
嘛香。他的话稍微麻辣了点，但好像也有几分
道理。

! ! ! !杨明原是我的同事。小伙子硕士
毕业于国内著名大学，工作能力超
强。在与他同期到单位工作的人员
里，杨明是出类拔萃的。
两年后，杨明被提名为技术部副

部长，负责公司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管
理工作。对于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
杨明公然说“'(”，这也让他多了个
外号———“憨儿”。
拒官的杨明，照样踏踏实实醉心

于设计工作，眼看着业务能力不如他
的同事升职，他照样沉得住气。几年
下来，和杨明同期到单位参加工作的
人，不是升职就是调离，只有他还在
一线做技术工作。

)年前，杨明突然跳槽去了一家
独资企业，应聘职位是技术总监。我
羡慕杨明得到了薪酬高得令人咂舌
的工作，他却坦言对这家公司的先
进技术更感兴趣。我问杨明：你不是
不愿意做领导吗？怎么忽然间跳槽
去做管理了？他“嘿嘿”一笑，说：“我
在咱单位不愿意做管理工作，一是
我们这样的企业人事关系复杂，以
我这样的性格，工作起来肯定难度很大，不
如老老实实做点技术性工作，积累经验；二
来我刚出校门，掌握的知识有限，没有工作
经验就浮在上面，对将来的发展没有好处。
现在我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有能力应付最复
杂的技术问题，既然有这样一个岗位适合
我，我当然愿意试试。”
我突然明白了，杨明的“憨”，不过是对于

自己既定目标的执着。他原先拒绝升职，是清
楚地知道自己刚能“走”得顺利，还不具备
“跑”的能力。他不愿意被“拔苗”，这也是一种
智慧。
职位是一种诱惑。当一个人沉下心来，心

无旁骛地做事情的时候，在别人看来或许有
点傻，其实是走了一条成功的捷径。就像《士
兵突击》里的许三多那样“不抛弃，不放弃”，
苦练基本功，一心只做合格的士兵，终成为万
里挑一的特种兵。

! ! ! !有句名言说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
然而，元帅不是那么好当的。首先，士兵

必须拥有雄心壮志，为自己确定一个想当元
帅的目标。其次，必须具备领导意识，有统率
才能。再次，为了实现当元帅这个梦想，士兵
需要脚踏实地，从一兵一卒做起，经过努力，
经过奋斗，从各项考核中脱颖而出，才有实现
这个梦想的可能性。
无疑，一个想当元帅的士兵，是积极乐观

的，是蓬勃向上的。可是，如果人人都想当元
帅，谁来做士兵呢？一个没有士兵的元帅，还
是元帅吗？
士兵想当元帅没有错。但是，如果没有过

硬的本领，势必会陷入“高处不胜寒”的窘境。
职场上“拒升族”，与其在不熟悉的岗位

上摸索前进，还不如在现任的岗位上原地踏
步。至少，他可以活得潇洒，过得舒心，不必承
受升职带来的压力。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求上进的表现。
我倒觉得，他认清了自己的方向，也知道自
己的需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是不求
上进，而是领悟了生活的意义，也领悟了生
命的真谛。

"#!"年浙江省高考语文的作文题是《坐
在路边鼓掌的人》，作者笔下的女儿成绩平
平，志向平平，却赢得了全班同学的赞美和欣
赏。她说自己不想成为英雄，只想成为坐在路
边为英雄鼓掌的人。

文中的女儿就如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
兵，她选择了一条平坦的道路，并且会面带微
笑地、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种选择看似平
凡，却比那些想要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开拓
创新的人幸福得多，也勇敢得多。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也是好士兵，正因为

有了他们，元帅才可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发
号施令，也正因为有了他们，元帅才有了存在
的意义。

甘于平凡，不是傻，也不是笨，而是对生
活有了全新的认识，甘于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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