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粉“花非花露非露”问：
我身边的朋友，都不太喜欢露

出“全力争取”这种姿态。就像最近
看《乘风破浪的姐姐》，闺蜜们都吐
槽蓝盈莹藏不住自己的野心。比起
被发现辛辛苦苦锻炼瘦身，更愿意
被说天生只吃不胖。比起被察觉勤
勤奋奋学习充电，更喜欢被夸奖一
句天才学霸。我知道不能强求朋友
改变他们的看法，可为什么要这么
喜欢藏住自己的野心呢？坦白一点
不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心理专家
团蒋硕：

不知“花非花露非露”在生活
中，是不是一个“坦白野心”“全力
争取”的人。如果是，恭喜你，你可
能是一个轻松的人，也是一个心理

健康的人，因为你做到了“内外一
致”，即“需求、观念、行为、情绪”的
一致。内外一致的人，往往更善于
聚焦目标、提高效率、激发能量，同
时也 可 能 感受到 更 多 人 际 压
力——— 尤其在东方文化中，“锋芒
毕露”“木秀于林”都是亦褒亦贬的
评价。

所以，“坦白野心”并不容易。
且看与蓝盈莹同场较量的“姐姐”
们，有一身“妈味”卖弄前辈荣景
的，有人称姐霸气侧漏的，有散发
汉子气息吸引迷妹的，有一脸淡泊
去留无意的，有两眼呆萌人畜无害
的……这是有没有野心的差别吗？
不，是竞争中不同策略的体现。如
果说“坦白”是高速直线，“掩藏”就
是曲线救国。到底选择何种策略，
既要基于自身资源的盘点，也要结

合对环境的判断推测。最终，大多
数人选择“藏”，原因不外一个大写
的“怕”。

一怕，暴露自己真实的天赋能
力、物质条件、资历经验，从而丧失
人际优越感，自尊受损；二怕，引起
竞争对手的过度关注，增加干扰，
引起压力变化，甚而导致焦虑；三
怕，有悖群体文化，轻则被排斥，重
则遭霸凌，陡增人际风险。

在这种“怕”的驱使下，人们在
利益与风险的趋避冲突中，呈现出
低风险偏好，选择了更保守、低调
的策略，其结果，或许是“扮猪吃老
虎”出其不意地成功(概率较低)，
或许是安全而平庸，又在不满足、
不甘心中挣扎，将人生的不如意转
化为压力，施加给那些与自己采取
不同策略的人，也就是“坦白野心”

的人。这简直有点像普通人的“宿
命”，也挺可怕吧？

所以，坚持就好。
如果“花非花露非露”确实有

野心、有目标，并愿意为此全力争
取，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坚持”，这
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与普通群
体的对抗。提供几条建议，希望能
为坚持增添力量：

制订切实计划，将“野心”划分
为具体、可操作、具有时效性的小
目标，逐一完成；欣赏自己哪怕微
小的成果，即使失败也乐在其中，
享受努力的过程；不断与自己讨论
遇到的障碍、冲突、矛盾，逐渐达成
自洽；用娱乐的态度应对他人的质
疑或嘲笑；更主动地拓展人际关
系，尤其是上行的人际关系。

祝每一颗野心，都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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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没点野心呢，只是怕失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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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军

许多的时光烛影里，总感
觉心被孤独地冷冻着，时不时
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在内心深
处聚集，焦躁、不宁、心灰意
冷，无厘头地发火，有时候甚
至都想狠狠地扇自己耳光。

这样的心绪已经持续数
年，不仅侵扰着自己的生活失
去了色彩，也给家人无名添
堵。妻子说，生活好好的，你是
没事找事呀。我也试图努力地
去克服，却总无济于事。有时
候百无聊赖地目视窗外那些
林立的高楼和随风飘落的秋
叶，便生出一丝伤情，却又不
知道伤在哪里。我不知道别人
的内心深处埋着怎样的生活
状态，有时会想象着那些楼房
或明或暗的小窗里，正在演绎
着什么，是不是也在吵架；想
象着路上流动的车辆和匆匆
而走的行人，是怎样的一个个
灵魂。而过后又自嘲地苦笑
了，你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还去想别人呢。这种心绪的折
磨，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
赖：渴望一缕温暖阳光的莅
临，抑或是一个柔情的拥抱，
大概想以此慰藉和疗伤吧。

莫非这是一个男人脆弱
的一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男人尽管应呈现阳刚之气，但
也有脆弱的一面。带着这种纠
结去查体，与医生谈了自己的
状况，医生问了一些有关工作
生活上的问题，又问晚上休息
如何，我说还好。医生思考良
久，说你大概属于轻度抑郁，
工作生活压力所致。我不由得
梳理起自己的工作生活，其实
也没有多大的压力，工作算不
上多么劳累，生活上除了父亲
常年住院卧床需要照看，继母
时不时地闹点事，别的倒也没
有多大的问题。妻子贤惠，女
儿结婚成家且儿女双全，生活
上当算幸福的了。再说自己业
余生活读书写作，且小有成
就，应为充实，但这种情绪就
是克服不了。

思索良久，最后认定症结
就是抑郁所致！哦，确切地说
是轻度抑郁。我在百度上查，
才得知抑郁这种症状的可怕。
原来抑郁症患者是一个庞大
的群体，轻者触伤身心，重则
痛苦不堪甚至自杀。也就是

说，许多人在遭受这种病魔的
无穷折磨。我与一些朋友谈起
自己的所谓“症状”，他们说，
许许多多的人都存在这种焦
虑。

医生给我开了药方，但服
后收效甚微。于是我又去看心
理咨询师，做心理辅导，以排
解压力。但我发现，那个心理
咨询师给我讲的，都是我非常
明白的东西。不客气地说，就
心理学知识的掌握而言，我甚
至可以做她的老师——— 中外
心理学书籍我读了很多，她肯
定没有我读得广，遂放弃了诊
疗。

我的这种症状只有家人
知道，在单位我一直没有流露
过。一次和比较亲近的同事谈
起自己的困惑，并把自己说得
一无是处。同事有些惊讶，说
算了吧你，你够幸福和满足
了！你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许
多人都敬佩和羡慕你呢。你官
职虽不大，但也算不错；你是
作协会员，著书多部；嫂子那
么贤淑，孩子工作单位也不
错，且外孙女外孙子又那么活
泼可爱。这些都说明，你的工
作生活是事事顺心。至于你父
亲的病情，老人年龄大了，生
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你这种优
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如果都有
这样的想法，那许多人都不活
啦？与兄弟们谈起自己的状
况，他们说，多运动，出去走
走，放松一下心情。

于是，决定休假。对妻子
说，我要一个人出去走走。她
说，随你，但要注意安全，但愿
你能通过出去散心，走出抑郁
的桎梏。妻子给我一个柔情的
拥抱。

我带着几部书，开始旅
行……我在那些山川河流中，
寻觅历史文化的遗踪……我
在那些清新的空灵中，享受人
生的极美和圆融……回来后，
似乎有了些激情，开始写那部
一直想写却找不到切口的书。

尽管这种症状可能一时
去不了，但我想还是自己去克
服。我知道，一个人有时会被
一种情绪所困顿，但世上没有
什么救世主，一定要自己走出
来。

以一种怎样的心绪面对
生活，其实答案在自己心里。

走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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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速

亲爱的儿子：
30年前的今天，就在你看信的

时刻，市中心医院产科的张医生把
你从妈妈腹中取出，直到抱入婴儿
室，这成了我们成百上千次的回忆，
那每一分、每一秒让我们怦然心动
了整整30年。在这特殊的时刻，我们
第30次祝你生日快乐！

遗憾的是，我们的祝福无法抵
消你眼前的诸多不快乐。新冠病毒
肆虐人类，而你所在的美国不仅疫
情最严重，社会骚乱也严重，已经
100多天你无法正常生活；新婚不久
你就离开了卿卿我我的爱巢，饱受
相思之苦；你的学术研究也遭遇了
空前的艰难，如同落入泥淖难以自
拔；这已经够倒霉的了，偏偏此时的
你又走到了人生中的一个“坎”。

这“坎”就是三天前你说的三十
岁烦恼。爸爸上网一搜，发现“三十
岁现象”早已是热搜词，众多行业都
有“三十岁现象”，但几乎见不到“二
十岁现象”“六十岁现象”，没有“七
十岁现象”“八十岁现象”，也很少搜
到“四十岁现象”“五十岁现象”。我
们二人的阅历可以佐证：三十岁，尤
其对中国男人，还真是一个特别烦
恼的年龄。

烦恼首先是圣人名言惹的祸。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这段话被后人当成各个人生节
点的目标，似乎都忘了这是孔子对
自己的人生总结。既是凡人，就不该
总与圣人比，这种比至圣找差距的
动机无疑是好的，但效果只会是自
取其恼。好在这道理四十岁以上的
国人大都明白，他们发现自己非但
没有“不惑”，反而“惑”越来越多了，

可为了让孩子出人头地，抱着“万一
实现了呢”的梦想，便用孔子这话让
孩子励志。年轻人最容易被成功人
士的言论所忽悠，到三十而不立，便
成了心理上的一道“坎”。

问题还出在对“立”的理解上。
孔子本是“立于礼”之意。古人习礼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孔子是三十岁
完成的。“礼”是“仁”的外化，所以

“立于礼”还有道德修养成熟之意。
古人也有把“立”理解为“立身”的，
即学成知礼得以立身。今天的国人
却把“立”理解为“立业”或是“事业
有成”。这肯定是误解，因为孔子之

“业”是“道”，是他矢志不渝的终极
追求，哪能三十岁就成了？

也许你的烦恼主要不是来自孔
子的“三十而立”，而是那些三十岁
事业有成的事例。若是这样，正可
谓：天下本无事，三十岁自扰之。

从小的时候起，爸爸就不断地
告诉你：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
我们已知的东西很少，未知的太多。
具体到一个人，已知的是过去，未知
的是将来。既然将来是未知的，你对
自己前途的担忧岂不是自寻烦恼？
人家三十岁事业有成肯定有人家的
原因，更是人家的造化。然而命运无
常，他年你“火”的时候，或许人家正
倒霉；即使不倒霉，看到你后来居
上，他们难免生出被你甩在后面的
恐惧……因此，别总与混得好的人
比，痛苦和快乐一样都是自找的。

还记得吗？从小学到高中，你回
到家爸爸首先问你的都是“今天在
学校快乐吗？”因为分数不重要，名
次也不重要，你的快乐才是我们认
为最重要的！老想着痛苦的事，你肯
定痛苦；多想快乐的事，你当然快
乐。诚然，眼下你苦多乐少。这次疫
情告诉我们：苦本身并不那么可怕，
可怕的是对苦以及后果的想象。如

何让自己快乐起来，是一种能力，更
需要智慧。

对待苦难的态度常见的有两
种。一种积极，一种消极。前者认为
逆境出人才，所谓历经风雨才见彩
虹，历经失败才有成功；后者认为，失
败像路标告诉你“此路不通”，或是警
告你“别不自量力”……消极态度要
不得，把丰富的人生简化成一种失
败的可能，结果只能是自甘颓唐。第
一种态度虽然积极，还看到了苦难
的另一种可能性：造就成功，但也不
可取，因为它依然是对生活的简化，
只看到两种可能性，而且还容易得
出失败越多成功越多的荒谬结论。

那应有的态度是什么？根据生
活中的N种可能，相应行事。为什么
说有N种可能？大千世界不可穷尽，
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变化无穷。苦
难对不同的人，会产生各种“可能”，
又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有直面苦
难反抗绝望的可能，也有自认命苦
抱憾终身的可能；有时来运转逢凶
化吉的可能，也有雪上加霜祸不单
行的可能；有苦尽甘来绝处逢生的
可能，也有坚忍不拔却功亏一篑的
可能；有触底反弹逆袭成功的可能，
也有好运当头却错失良机的可能；
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可能，也
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可能……

对于你来说，除以上可能外，还
有茫然失措的可能，也有宠辱不惊
的可能；有自我挑战的可能，也有自
我寻找的可能；有顺其自然的可能，
也有改弦更张的可能；有随机应变
的可能，也有柳暗花明的可能；有绝
望无助的可能，也有被逼上梁山，完
成一次自我超越的可能……

总之，一切皆有可能！就看你的
运气和努力了。

祝你少一点痛苦，多一些快乐！
爸爸妈妈

【【微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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