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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士鹏

看完《新闻女王》，给我最深代入
感的，不是主角文慧心，而是最初并
不喜欢、扮演“狐狸精”人设的许诗
晴。

她可以自然而然地拉开拉链，让
金主“以胸识人”，也可以风情万种地
送出带有暗示性的礼物，来交换需要
的档案。她清楚自己的优势，并把它
开发、利用得很好。

不可否认，对比其余主播，许诗
晴有些不择手段。为了流量，她穿着
超短裙、踩着高跟鞋去报道车祸现
场，故意拍受难者的脸；为了关注，她
点眼药水，装出悲伤流泪的样子；为
了煽情，她故意在镜头面前作秀，安
慰受伤的孩子……但这些伎俩也变
相证明了她对新闻的目标与播出效
果的理解：“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
在这个时代，流量才是能说出玉言的
金口。

在工作的点点滴滴里，她都展现
出敏锐的新闻嗅觉。当她在社交账号
上狂揽八十万的粉丝，高居行业榜首
时，就连一众高层都举杯表示了认
可。

拒绝荡妇羞辱，无畏他人眼光，
利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能利用的
资源，努力向上爬，这击中了当下很
多人的心。我们没有足够深厚的资
历，位高权重，有恃无恐；没有鹤立鸡
群的能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没有
八面玲珑的手段，风生水起，左右逢
源。有的，不正是努力的毅力、争取的
勇气和牺牲的决心？

在她决定投靠文慧心时，很郑重
地提出“端茶倒水，熬汤做饭，我统统
不做”，但在她一味跟拍导致徐晓欣
遭遇车祸身亡后，又甘愿为文慧心端
茶倒水、预订餐厅、跑腿打杂。看似矛
盾，但她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惩罚，也
是测试与磨练，所以别人质疑她时，
她说出了最让我触动的一句话：“我
从来没有变过，为了得到自己想要
的，就会努力去争取，从来不管别人
怎么看。”

记得我实习报到的第一天，被安
排打扫办公室。擦完所有的窗子，再
去擦每一块瓷砖，把一张张桌椅拖出
来擦干净，再一张张摆好。我端着塑
料盆一遍遍地倒水、装水，把抹布一
遍遍地淘洗，哪怕腰背僵硬得无法屈
伸，哪怕衣服湿漉漉得更像抹布，还
要继续去把地扫一遍，再拖上一遍。
所有的活干完后，领导才抬起了头，
把我纳入了他的视线里——— 气喘吁
吁，满脸狼狈相。

在那之后，我再没被安排去做过
杂活。也是在被文慧心刁难般地使唤
后，许诗晴成功跻身“文家军”，得到
资源的倾斜。只要结果光彩，过程中，
在一切并不光鲜的词语中跌跌撞撞、
洋相尽出又如何？本就是一无所有的
平凡人，唯一能用来向别人交换机会
与出路的，就是能低下头去的态度。

不过，小打小闹只是量变，山崩
于前时面不改色并挺身而出，才是一
只毛虫挣脱躯体的束缚，化为万众瞩
目的彩蝶的时刻。

剧中，有人吹哨，香港地产大佬
郑松柏过世，但没人能确定消息真
假。报这则新闻，事真，春风得意名利
双收；事假，一口大锅泰山压顶。世人
皆知，要抓住机遇，但没人有上帝视
角，能先看结果再出牌。无人敢承担
后果，都不愿报新闻时，许诗晴站出
来了。她给的理由很简单，“我没什么
可输的”，即使输了，是自己选的路，
也不后悔。

这世上，又有多少人，还有敢于
一切重头再来的魄力？总想站在会赢
的一方，总想搭顺风车，可顺风顺水
的，永远是向下的路，想要攀登，就必
须踩着深渊的虎视眈眈。

不知不觉，许诗晴的角色，已经
从让我不屑一顾，变成另眼相看，最
终变成叹为观止。或许，她一直没有
变过，变的人是我。在她的身上，我重
新找到了我的理想人格：扛得起，忍
得下，豁得出。在我的身上，我重新找
到了一颗强大的心脏，倔强而有力地
跳动——— 它也想试试，低开的人生，
能否高走？

□厉勇

最近，听朋友小张讲述了一个让
我颇为震惊的职场故事。

小张今年27岁，毕业才两三年，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写代码，俗称码
农。因为凡尔赛文学非常流行，写代
码的他手痒，在朋友圈里写了两条凡
尔赛文学，本意是想调侃调侃。

他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内容是这
样的：公司让我接手的那个项目，很
多地方看不懂又没有注释。我单纯就
是顺着感觉胡改了一下，写了差不多
10000行不带测试的代码，居然没有
bug，然后项目运行到今天都没有问
题。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小张确实不动声色地吹了很大
的牛，看过的人都觉得凡尔赛文学挺
玄乎的，莫名眼红耳热，心里涌上无
限感慨，张嘴想说说心里话，却未能
留下表情达意的只言片语，只留下一
串不明所以的“呵呵呵”。

第二条内容大概如此：爬代码之
余查了一下站内信息，竟然收到了四
年前被要了授权的文章译文。可惜是
越南语，一点也看不懂……

这条比第一条逊色了很多，很多
人看过之后，连“呵呵呵”也不想留
下。万万没想到的是，公司的大领导
注意到了这两条朋友圈，甚至建立起
了“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还有点优
秀”的第一印象，以至于朋友小张更

多的工作成果让大领导看见了。小张
从主管那得知，大领导就是在那两
天，跟主管详细了解了他最近的工作
表现、工作业绩和能力水平，了解完
后，大领导还满意地笑着夸了一句：

“这个年轻人不错，干劲十足，是个潜
力股。”

小张在公司兢兢业业干了一年，
就是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没加薪
没优秀员工称号。万万没想到，这次
在职级评定的最后关头，发了两条凡
尔赛文学的朋友圈，结果误打误撞引
起了大领导的关注，顺利得到了升职
加薪机会——— 等级加了0 . 7，年薪加
了小六万。

小张还透露，这个大领导觉得朋
友圈是用来经营的，很多年轻人都不
清楚这个简简单单的社交工具，可以
给职场人带来什么价值，给自己的事
业带来什么机会。

表面上，小张是投了大领导所
好，所以受到了赏识。细细思量，这赏
识的背后，还有小张铁打能扛的工作
能力、兢兢业业的态度和实打实的工
作成绩。没有这些能够给公司带来利
润的价值表现，大领导再怎么喜欢经
营朋友圈，估计也就止步于那两条凡
尔赛文学了吧。

所以说，凡尔赛文学虽然成功吸
引了大领导的注意，但更重要的是朋
友小张拿得出手的工作能力、认真工
作的态度和货真价实的价值。

□周周

在行为治疗中，有一种方
法名为“代币法”，就相当于积
分制，针对孩子生活和学习方
面良好的表现，用小红星之类
记录下来，累积兑换礼物。这个
方法在孩子小的时候很适用，
好的行为习惯在小红星的激励
下，很容易得到强化。但这个方
法不能一直用下去，有没有更
好的办法，来激励孩子做得更
好呢？

孩子的事情交给孩子

有家长说，我的孩子晚上
作业总是做不完，经常被老师
批评，我该怎么督促他？这样下
去肯定考不上好高中，就别提
好大学了。家长提到能不能搞
点奖励和惩罚措施。

在制定相对合理的奖励机
制和惩罚机制之前，请先考虑
这个问题：当孩子做到了，是你
的奖励起效果，还是孩子的能
力使然？当他没做到，原本挫败
的是他，结果因为你有奖励机
制，你也会变得挫败。原本你们
是母子或者父子，结果家长变
成了孩子的战友、队友，这个关
系并没有理顺。

有的家长会问：孩子考试
拿了第一名，他问我要奖励，我
都不该给吗？毕竟孩子努力了
呀。我说：不奖励。孩子每一点
进步，每一份荣誉，都是他用不
懈努力换来的。这个过程，可能
是一个月，也可能是一年。过程
本身是比黄金可贵的。如果你
拿一个礼物去奖励他，就相当
于给他的努力贴上了价格标
签，看起来父母很大手笔，其实
都是在贬值。

努力、自律和有计划地实
现目标，这个过程是无价的。一
个孩子通过父母辛苦地督促和
帮助，得到了第一名，父母因此
奖励他一个新手机。另一个孩
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倒数第
一进步到倒数第五。谁的成就

感更大？我认为是后者。而且是
他自己做到的，他的兴奋之情
不需要一个奖励来画蛇添足。
知道一个人真正的自信是怎么
建立的吗，就是“我自给自足，
不靠谁”。

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得到了
一项荣誉，他问我：妈妈，我可
以升级我的零花钱吗？我说：因
为你长大了，所以我早就计划
给你多一点零花钱。你得到荣
誉，我替你开心，但不会奖励
你，就如同你没做到，妈妈也不
会惩罚你。孩子想了想说：好
的，谢谢妈妈，谢谢妈妈的这份
宽容。

其实不是我宽容。学习本
来就是他的事，用得着我宽容
吗？

所以，不要太入戏，不要太
越界，他做好了，他自己高兴，
你看到他高兴，你也高兴。如果
他做得不好，无论是迟到还是
考砸，他总会得到后果，他总会
难过沮丧。作为家长，你看得见
他的难过和沮丧，你会张开怀
抱，容纳这个受伤的孩子，这才
是家长的功能。

允许犯错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
有句台词特别深刻，是一个女
孩对男朋友说的：“我犯错，我
做错，我乐意，那是我的本事，
不要你管！”男朋友听了，丢下
一句：不可理喻。后来两人就分
手了，我刚看的时候也觉得这
个女孩智商有问题，你犯错还
这么嚣张，你有啥道理啊？

在不懂心理学的时候，我
们活在各种道理和约定俗成
中，却忽略了情绪和情感的重
要性。比如那个女孩，她在单位
把文件弄错了，被领导批评，很
可能当月的奖金会泡汤。回到
家和男朋友一通倾诉，其实是
在寻求安慰，男朋友却喋喋不
休怪她不细心，不长记性。打着
我为你好的旗号，站在道德制
高点进行点评和指责，这叫什
么“为我好”？

有句话大家都熟悉，家庭是
讲爱，不是讲理的地方。在讲爱
的层面上，有个标准，叫做容错
率高。比如孩子，从学习走路就
可能随时跌倒，如果父母为了避
免跌倒，就不给走路的机会，那
他就一直走不好路。如果他写的
字不能歪，不能糊，那他写字的
兴趣和信心就都丧失了。

家长常常会提到奖励和惩
罚，“当我发现孩子的字特别工
整，我马上就给他吃个棒棒糖，
怎么就不可以？”“当他又把作
业本搞丢了，我罚他面壁思过，
也不行吗？”不可取！一旦你这
么做，其实在物化你的孩子，把
他的事情占为己有。什么是物
化？就是孩子成了你的私有物
品，他做每件事仿佛都贴上了
价格标签。说小了，孩子会丧失
做事情的动力；说大了，会让孩
子成为一个提线木偶，丧失生
命的活力和掌控力。

为什么要容错呢？因为人
每次的学习，都是从错误走向
正确或者成功的过程。没有错，
哪里来的对？这次错了，是为了
将来能做对，做好。所以，如果
你爱孩子，就请纯粹地爱和相
信，不需要过多地给予奖励和
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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