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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卧底

“平衡有术”

系列(2)

“我是老板的秘书，老板很严厉，
对各个部门还有各种文件都要求很
高。我是收文件的那个人，所有内容我
都会看到，还要代老板提要求挑毛病。
这活儿很得罪人，久而久之，老板对我
很信赖，大家却对我越来越疏远，中午
在餐厅吃饭也是我一个人。我很孤独，
又不知道怎样去平衡。”

“我知道公司里很多八卦，领导暗
示说希望我与他分享。可你知道，那样
我就再也得不到八卦了。而如果我不
跟领导分享，可能就升不了职了。”

“部门老总刚上任就找我谈话，说
我是部门里的‘老人’，掌握情况最深
入，要跟他多沟通，他‘会信赖并倚仗
我’，还暗示某个经理职位空缺……”

明白了，原来你是卧底(或正要走
上卧底之路)。卧底在人们心目中多半
是负面形象，且命运叵测，担此重任的
OL们难免一脸纠结。但，请原谅，我得
说这可不怪别人，上司总是嗅觉灵敏，
若非你出众的卧底气质，不会选中你
的。既然中选，你也就此卡在了上司与
其他工作伙伴的中间，想找平衡，难。

职场卧底是信息竞争的产物。上
司要掌控局面达成目标战胜他的对
手，必得建立高效的信息系统(甄嬛之
所以打败华妃，一大原因就是信息系
统胜出一筹)。被选为卧底的人通常信
息渠道发达而操守松软，又具企图心，
才被上司网罗。当然也有被迫“为老板
代言”的“秘书”，但那个职位还不是你
自己争取到的？所以，卧底OL们不必
否认身份由来，我在之前的求助答疑
中说过：人们未必排斥一个“既得利益
者”，却一定排斥“得了便宜卖乖”的
人。

那，卧底真的能“得便宜”吗？也
难。把每个职场团体比作一个金字塔，
卧底们的实际层级通常并不高，即使

“秘书”或“老人”，也只是通过八卦或
“代言”，与“塔尖”产生了直线联系，造
成了“地位特殊”的错觉而已。大家疏
远卧底，是一种群体排异心理，除了为
信息安全考虑，也是对破坏秩序的抵
制。卧底在靠近上司的同时就失去了
伙伴，这是几乎不可逆的现实。要说

“得便宜”，只能是来自上司的回报。这
回报多半是隐性的，薪资福利、小小便
利、亲近，一厢情愿的期望，仅此而已。
显性回报不是没可能，比如升职。但卧
底升职，需要考虑角色转换的困难，因
为一旦上位，你需要的就不仅是上司
的荫庇，还有足够的支持基数，而卧底
生涯中伙伴对你的惯性防范，此时会
变成巨大障碍。你说到时怎么办？培养
自己的卧底？还有一点，卧底只能忠于
一个上司，万一上司走了却没把你带
走，恐怕你将面对的，不是边缘化，就
是被新上司轻贱滥用，沦为信息公车，
再无出头之日。

所以，跟卧底谈平衡之术，和当卧
底一样难。但再没法子，也要努力给几
条建议，让卧底OL们在叵测的命运中
尽量活下去。姑且试着这样吧：

第一，不要流露你对八卦的热爱
和八卦的能力。我们都知道职场中守
口如瓶的人，是活得最长的人，殊不
知，他们其实才是掌握信息最多的人。
收起炫耀或“得便宜”的心，把信息化
为隐秘的能量。即使已经做了卧底，也
假装偃旗息鼓一段，为自己挽回一些
安全。

第二，不要试图澄清卧底之名，那
是做不到的。倒不如坦然，“内外一致”
的人坏不到哪儿去。

第三，如果卧底身份无法摆脱甚
至已经暴露，那就试着去当“双料卧
底”吧。从上司那里挑选一些适合作为
伙伴福利的信息，用讨人喜欢的方式
透露(此举有风险，哪些当说，哪些不
可说，须格外谨慎把握)。

第四，只传播正面信息，至多善意
“示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能
做到，卧底也能攒人品。

职场有的是吊诡经历，卧底不过
是其中之一。祝，好运。

┬蒋 硕 (心理咨询师、婚姻咨询
师、“青未了·心理工作室”专家顾
问团成员)

责家长担心型——— 责

贪玩是孩子的天性，并
非就是网瘾

读者L女士：我孩子8岁，小学二年
级，做完作业爱打电子游戏。爷爷奶奶管
不了，我忙着管他妹妹也经常顾不上他。
他父亲在外面忙工作，经常出差。在学
校，老师反映孩子上课爱做小动作，不注
意听讲。我担心孩子是有了网瘾。

吕辉峰：从孩子玩电子游戏的时间
和频率看，还不能说孩子有了网瘾。爱玩
是孩子的天性，只不过他选择了电子游
戏而已。在课堂上的表现也不一定是玩
游戏的结果。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在
课堂上有小动作是常见现象，不必过于
担心。这种分心也可能是老师授课方法
枯燥造成，吸引不住孩子；也可能是
过多重复，孩子已经领会，不再注意
课堂内容；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有
了第二个孩子，父母的注意力转移
到小的身上，而忽略了老大，把他交
给爷爷奶奶完事大吉，孩子感情上
有了缺失。

父母需要注意的，一是要与老
大有适度的接触，多关注他，不能用
爷爷奶奶作为父母的替代品，一定
要让他有直接来自父母的足够的陪伴和
关爱；二是注意把孩子的活动引导到室
外的身体活动上，从电子产品上转移出
来。目前虽然城市人口众多，但是相互隔
离，同伴交流太少，孩子只能窝在家里玩
电子游戏，严重缺乏身体活动，养成不良
习惯，家长不注意引导，加上其它因素，
有的孩子容易染上网瘾。一位朋友非常
关注孩子健康习惯的培养，坚持每天晚
饭后带孩子出去散步，即使刮风下雨带
上防护用具也要出门，几年下来，孩子养
成了良好习惯，身体健康，很少长病。

读者w女士：我的孩子今年小升初，
每周六或周日玩一次“地下城”游戏，时
间一到两个小时。孩子爱好篮球，有老师
动员孩子考篮球特长生。孩子学习很好，
成绩在班上前几名。我有两个担心，一是
假期怕孩子染上网瘾，二是担心孩子练
篮球会影响文化课学习。

吕辉峰：我认为这个孩子没有网瘾
迹象，只是在正常玩游戏。家长爱子心
切，只是担心而已。家长应该放松心态，
不要由于自身过度紧张给孩子带来不
利影响。孩子的篮球爱好是一个非常好
的优点，应鼓励孩子经常打篮球，这是
许多家长求之不得的事情。篮球是户外
集体运动项目，锻炼身体，增进合作，消
除大脑疲劳，也是对付网瘾的良药。害
怕孩子因打篮球影响文化课更是多余，
现在孩子的运动时间非常有限，多数都

是运动不足，相反，适当的运动可以提
高学习效率。有关孩子今后的专业方
向，首先要让孩子自己做主，不要盲目
干涉；学校老师的意见也非常重要，因
为他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孩子将来
的发展有一定经验，他们的建议值得参
考。

责追星一族——— 责

追星是契机，利而导之

读者H女士：女儿上初一，一年多来
盲目追星，偷偷上网查韩国明星照片、星
座等资料，每次允许女儿40分钟的上网
时间，经常不听，有时情绪非常激动，发
脾气，变得狂躁。家长不得不把电脑收起
来，或把电脑弄出故障来阻止孩子上网。
女儿原来去公园散步，现在不想去了，学

习成绩开始下降。看到韩国影星照
片非常激动，我说她“花痴”也不在
乎，还和我开玩笑，自封为“花痴班
班长”，我都觉着不好意思。

吕辉峰：中学生追星是正常现
象，家长千万不要误解。追星是孩子
独立成长的表现，家长不要抵触，而
要因势利导。首先，追星的青少年是
在追寻自我，是“自我同一性”的发
展建立过程。他们在确认“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从而建立
起一个稳定的自我形象。他们急需一个
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形象作为自
我的代表。明星是最容易捕捉的对象，从
这个角度来说，偶像是崇拜者的代言人，
是崇拜者的理想自我，也是崇拜者心目
中的未来。

其次，偶像也是青少年心目中父母
的替代品。孩子自我发展过程中的第一
位偶像其实是自己的父母，追星是从父
母身上向外界转移的过程，是正常的发
展过程，追星意味着青少年自我又向前
发展了一步，顺利度过这一时期，预示着
独立的自我形成。

再次，偶像崇拜也是青少年融入自
己团体的一种手段。他们追求的是让自
己有所归属，是为了让自己和别人知道
他属于哪个团体。所以他们需要知道大
家正在讨论的明星的生日、星座和爱好。

家长非但不能破坏孩子的偶像，而
且应该鼓励孩子的爱好，还要与孩子谈
论偶像的话题，拉近与孩子的心理距离，
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进而因势
利导。孩子曾经提出学韩语和想打篮球，
为了以后见明星能对话和体面。这是难
得的机遇，家长应该及时满足，把孩子的
追星行为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让孩子
充分发挥正能量，他们则会满怀豪情地
投入健康的学习活动当中，爆发出惊人
的能量。

责迷茫的网游者——— 责

羸弱的自我，失去了人
生坐标

读者T男士(德州)：儿子18岁，3年前
不上学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上网，玩

“地下城”一天能持续15个小时。不干活，
父母天天劝说也不听。有时他也想改变，
但是管不住自己。从初二开始逃学，小学
时学习成绩中等。同学关系还可以，经常
约人一起打游戏。

吕辉峰：该同学网瘾症状明显，形成因
素比较复杂，短暂的电话沟通了解情况不
足。建议进行系统的心理治疗，必要时还需
要专业医生用药对症治疗。这个孩子问题
在于自我太弱，上述的“自我同一性”发育
不良，找不到个人价值点，在现实中不知去
向何方，转而沉溺于网络之中聊以自慰，越
陷越深，如今不能自拔。在系统治疗过程
中，要及时发现他薄弱的自我维度，给予充
分支持，让他的自我慢慢发育成长，到了一
定程度，进行揭露性治疗，去除不良创伤和
压抑，逐步完善他的人格。这将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同时，注意发现他的闪光点，不失
时机地给予积极心理治疗，利用他的兴趣
点，激发他的正能量。适当灌输“天生我才
必有用”等积极观念，助推其成长。专业的
心理测验也是一种发现其个性特长的参考
工具，可以一试。

责情感受挫的失衡者——— 责

情感受挫，应激障碍

读者F男士(临沂)：孩子14岁，初二，一个
多月不去上学，在家上网。厌恶作业，仇恨
学校，痛恨现行教育制度，想从事电子竞技
游戏工作。缘起于班主任的不良态度。一次
因他没交作业，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在班里
骂他。还有一次，因他对一女生有好感也被
班主任当众指责。他感到颜面扫地，内心与
老师对抗。还对同学老师产生了不信任感，
感到自己被出卖，说同学们都在嘲笑他。现
在，虽然班主任已经换了，新的班主任两次
组织同学到家里动员他去上学，还亲自登
门劝说，效果不明显。

吕辉峰：该生受到两次连续打击，不完
善的心理防线被无情打破，转而通过退缩
进行防御，而且产生了泛化症状，对学校和
教育制度产生激烈反应，怀疑大家嘲笑他。
这里需要排除的是，孩子有无迫害妄想，以
及幻听等症状。如果没有，按发生时间可能
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有上述症状的话
必须马上到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单纯的
应激障碍可以运用宣泄、催眠暗示等方法
减轻或消除症状，治疗得越及时效果越好，
望家长一定及时找专业人员进行诊治，以
免错过治疗良机。

网瘾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的环境政府正在治理。家庭成为抵御网瘾的主阵地，家庭是孩子的避风港，家长长
是孩子的贴身心理老师，家长的作用不可忽视。家长要自己学一些心理知识，密切关注孩子心理变化，及时发现苗头，，化矛
盾于启蒙之中。和谐的家庭环境是孩子最好的心灵之药，家和万事兴。教师是学生心灵的第二个保护神，教师要转变观观念，
不要单纯以学习成绩衡量学生，重视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多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网瘾虽然严重，但是并非不治治。家
长也不必过分担心网络的负效应，应去除过度的担心。

[案例总结]

戒戒网网瘾瘾
家长不妨学学心理学
——— 心理专家吕辉峰来本报接热线实录

文/吕辉峰

网瘾是众多青少年家长
担心的问题，特别是暑假将
至，中小学生有了充足的时
间可以自由支配，这种担心
就更为严重。

18日上午,“青未了·心理
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
员、知名心理专家吕辉峰做
客本报热线,与家长就学生网
瘾这一话题进行了互动。在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来自省
内多个地市的家长纷纷通过
热线进行咨询。本期心理周
刊选择此次热线问答中比较
共性的问题整理刊发,希望能
够对您有所帮助。

吕辉峰在接听热线。
摄影/本报记者 王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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