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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这人没什么爱好，闲暇时间除了看看书，再就是坐在电脑前码字，在博客里记录自己的生活，整理
自己的思绪。
有一段时间，写了几篇关于职场的文章，算是对自己过来职场路的一个检讨。
相熟的朋友都说不错，看了很受益，鼓励我多写一些。
我有些受宠若惊，看到别人递过来的杆子，想也没想，就顺着往上爬，努力地把封存在自己脑海中已
经十几年的职场人和职场事，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记录下来。
新浪网的编辑也很抬爱，时常把这些文章推荐到新浪首页或者博客首页，使我有了和大家分享阅历的
更大平台。
前来捧场的读者群逐渐大了起来，我和网友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写职场文章的兴致也就愈发浓郁了。
    说实话，我写这些职场文章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要出一本书。
但当文章写了三四十篇的时候，开始有出版社的朋友“勾搭”我，建议我把这些文章整理成一本书；
一些热心的网友甚至替我想好了书名。
一来二去的，我有些动心了。
于是乎，就自己拿自己当作家了，抽时间把已经成稿的文章，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
再根据文章的分类，有意识地去补充其中的内容。
日积月累，这本书就慢慢地成形了。
    应该讲，时下的市面上，关于职场的书真不少，我也看过一些。
但我写的职场文章，和其他人的不是一个路数。
最大的不同，是我不想以一个职场教练的身份，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
自己还整不明白呢，拿什么去教导别人？
我所能做和所想做的，只是用我十几年来的亲身经历，向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职场，让读者通过别人
的经历去体悟职场的酸甜苦辣，使读者能从他人的教训中吸收进步的营养。
    读了这本书，或许你从中找不到通往成功的捷径，但至少，可以让你更加真实而全面地了解职场，
把握一些职场机关，掌握一些职场技巧，识别一些职场险恶，从而在自己的前程中少走弯路，加快抵
达成功的脚步。
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职场，不是有意去揣摩和寻找一些所谓的‘‘潜规则”，而是能够让自己更清晰地
看到职场的角角落落，学会甄别，学会扬弃，更好地坚守心中的大道，而不是随波逐流，浪荡一生。
    在书的开头，我想写的和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些。
职场中的是非、非是，还是让书中更多的过来人和你讲述吧。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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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在中国当干部：挖光职场地雷》不是一本卖弄个人职业生涯的职场教材，没有华丽的文藻，
不故弄玄虚，不危言耸听。
笔者凭借其亲身经历的大事小事，全面、清晰地展示了中国的职场景象，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启发一
些思考。
看过之后，应该更明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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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行剑客，浙江龙游县人。
1992年大学毕业后，只身到河北谋生。
干过工程设计，管过项目建设，当过财务出纳，做过多年秘书。
1999年任某企业办公室主任，进入了传说中的干部圈子。
但此“干部”非彼“干部”，不管人，不管事，只管三千常用字。
以码字为生，也以码字为乐。
由于工作原因，生活和工作中接触过不少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职场的喜怒哀乐。
2007年8月开始写博客，三年之内点击过千万。
其中关于职场的文章尤其受网友欢迎。
在网友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系统地撰写职场文章，并出版此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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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这儿是职场 扔掉“好人”“坏人”的概念 看看这些称呼和夸奖 “不行”不要比 同事和朋友
不是一回事 同事间不宜公事私办 迂就不来的关系 没安好心的“好心人” 说说职场的潜伏者 在职场靠
什么吃饭 这些人得罪不起 领导秘书不容易 领导是绕不过的 与领导相处在细微之间 领导前不要让自己
膨胀 领导的“真功夫” 信任和尊重“不懂业务的领导” 认识领导的“官架子” 领导口中的暗语 见识
领导的过头话 领导骂人有讲究 “处关系”就是“送礼”吗 正经看待与上司的关系 第二章注意自己的
脚步 割进篮子的才是菜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 “老板”不是随便叫的 别把领导当哥们儿 领导的玩笑
不能随便开 切忌顺竿爬，抢了领导风头 不要恃才卖难题 “势”只能在上司那边 冷静面对同事的挤对 
自己争取的机会更有价值 学习，才刚刚开始 向“不如自己的人”多学习 “人才”与“人精” “十六
字心经” 怎样才算是“展示自己” 笔杆子当不得 把握在会议上发言的机关 在“指示”外放开自己 在
能力前，“人情”也重要 领导秘书为何升得快 朝中有人好做官吗 如何让所有领导都满意 站队跟人不
能不讲立场 第三章我看到什么 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不明不白做了替罪羔羊 “利益同盟”不会太靠谱 不
要搅同事泼来的脏水 认识“二传手”这一角色 不明人际关系不要想当然 排座次的“小事” “发言”
和“讲话”的区别 只能说不能做的事 酒桌上的许诺听听就好 别让空头支票迷了眼 “不团结”也有讲
究 “讲实话”的陷阱 领导间的火，也会烧到自己 和上司交往有没有底线 尽责与自取其辱的距离 不要
以为自己最聪明 坚守自己的阳光道 应酬的烦恼怎么解 酒场：特别的职场 第四章让自己更明白 上司不
按套路出牌 当上司有意刁难时 放开眼前的“公道” 有些黑锅可以背 请示工作有讲究 纠错也要看场合 
“补台”不能越界 流言止于智者 “请示”的饭不能总吃 识破上司的小鞋计 以德报怨会合适吗 “小圈
子的忠诚” 一朝天子一朝臣 领导眼中的人际矛盾 王八蛋与汤的问题 在矛盾漩涡中游泳 领导间矛盾的
价值 用“假辫子”护身 说不清楚的“过犹不及” 要宝宝，还是要事业 看好自己的身体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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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同样为了解渴，不一样的人会用不一样的水杯。
烈日下在马路挥扫帚的环卫工人，他们的水杯就往往是一个用过多次、且沾满尘土的可乐瓶；酷暑中
在田间劳作的农民，他们的水杯，可能会是一个平日吃饭用的大碗：深山里打柴的樵夫，他们的水杯
往往就是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条件好一点的，有的人用真空杯，有的人用保健杯，有的人甚至用价
值不菲的金银杯⋯⋯水杯千差万别，喝水的滋味也大不一样。
那到底是谁在喝到水的那一刻感到最惬意、最开心？
不用问，当然是最渴的人最惬意，最想喝的人最开心。
 对于世人来说，清心恬淡的生活，和睦欢乐的家庭，健康阳光的身心，都是我们渴望喝到的人生福水
。
为了喝到汩汩甘泉，有的人用职场作杯子，有的人用商场作杯子，有的人用笔杆作杯子，有的人用田
埂作杯子⋯⋯无论用什么样的杯子，目的都是能够在最渴的时候，更安全、更便利地舀起更多的水，
让自己痛快地喝下。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自己的“喝水问题”，却往往会犯下本末倒置的错误。
我们在追求人生时，会因为过于看重外在的形式，反而淡忘了生活的本真。
就如我们自己喝水或看别人喝水时，会格外地关注“到底用什么样的杯子”，而忘记了用杯子只是为
了能够喝到水。
特别对于身在职场的人来说，我们关注“职位”这个杯子，往往重于关注这个杯子里的水。
 面前世上众多的杯子，特别是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杯光炫耀下，我们开始迷茫了。
在最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旁若无人地端起大瓷碗，开怀畅饮，去享受那一刻最简单、最实在的快
乐和美妙，而是更多地在乎自己喝水的容器，在乎自己喝水的姿势，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水杯的评价。
为了找到一个更优美、更自信、更引人注目的喝水方式，我们不得不忍受着干渴的煎熬去四处寻找杯
子。
 有的人频繁跳槽，是因为他们总是发现那个杯子更比这个杯子好。
有的人烦恼不断，是因为发现了别人的水杯比自己的要漂亮。
有的人愤世嫉俗，是因为他们抱怨，为什么没有人送给他一个更时髦、更尊贵的杯子。
还有的人，不惜伸出罪恶的双手偷抢骗贪，是因为他们总是相信，华丽的杯子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好的
生活质感。
我们甚至会在最渴的时候，因为羞于用便宜的、别人看了会笑话的杯子喝水，而让自己的身心受到了
莫大的创伤。
更可怕的是，我们有时会发昏到用生命的甘露去换取一个杯子。
就这样，本来应该充分享受生命福水的人生，却在我们“选择何种杯子喝水”的彷徨苦恼中，恍恍惚
惚地度过了。
 因为有了太多的奢望和选择，我们时常会抱怨，生活如何如何失意，工作如何如何不顺，社会如何如
何不公。
抱怨越多，我们内心深处的郁闷和不安就越会如荒草般疯长。
郁闷和不安越多，抱怨随之越多。
如此恶性循环，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我们因为喝不到水而苦恼吗？
根本不是。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喝到水，而且能喝到甘甜的泉水。
只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找不到一个体面的杯子，甘愿受渴，而不屑去喝；有时候，我们虽然也找到了
喝水的杯子，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又总是感觉自己的杯子还不是最好的，而心生烦恼，总是感觉
别人的杯子比自己的要好，从而徒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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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扔掉“好人"“坏人"的概念    表妹刚参加工作，来电话闲聊，顺便问了我一个问题：“职场很复杂啊
！
我是新手，怎样才能擦亮眼睛，去识别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呢？
如果好人坏人没有分清，岂不会很危险？
”    我说：“你怎么就肯定职场中一定有好人、有坏人呢？
如果职场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你不就不用费这种心思了？
”    表妹不相信：“社会中都有好人坏人，职场中怎么会没有？
你混迹职场这么多年，不知道是怎么混的？
”    关于如何识别好人坏人，子贡问日：“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日：“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日：“未可也。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有一天，子贡问孔子：“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周围的百姓都说他好，都喜欢
他，那么这样的人怎么样呢？
。
”孔子说：“不可以绝对认可。
”子贡又说：“假如大家都说他坏，又怎么样呢？
”孔子说：“也不可以如此随便附和。
只有百姓中的好人都喜欢他，百姓中的坏人都讨厌他，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好人。
”    其实，孔子的话也有逻辑问题。
他认为，必须“好人”喜欢而坏人厌恶的人才称得上好人。
那么喜欢好人的“好人”，又如何判定呢？
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先不说它。
今天讨论的重点，是职场中究竟有没有好人坏人的问题。
    我们时常听周边的人说“某某人很好”“某某人很差劲”。
这要是在生活中，评价一个人的人品，说“某人是好人，某人是坏人”，多少还有些靠谱。
但在职场中，如果你听别人说某人好或者某人坏，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为什么？
是因为职场比生活圈子的利益矛盾更为集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多变。
甲和乙关系很铁，好得穿一条裤子，那么甲在乙的眼里，绝对是个好人，十足的好人。
而如果甲和丙关系不行，互相勾心斗角，那么甲在丙的眼里，绝对又是个混蛋，恨不能杀的混蛋。
指不定哪天，甲和丙成了朋友而和乙结了怨，甲在丙和乙的心目中又会是另外的什么形象了。
    职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自己对他人的感情和期许。
比如，你在路上碰到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下属，一个是自己不认识的人。
如果这两个人都和你形同陌路，擦肩而过，连个招呼也不打，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自己不认识的人不和自己打招呼，你根本不会在意，而自己的下属不和自己打招呼，就有可能惹你很
上火了。
    同样都是不打招呼，感觉却截然不同，为什么？
是因为对这两个人的期许不一样。
在你的心里，很可能时不时地在等着下司的招呼，而他没打，就会被你看成“不尊重”之类，甚至会
牵涉上他的为人等等。
你对不认识你的人没有期许，他没打招呼你不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而你对下属有了期许，他又没达到
你的期许，你就认为他有“问题”。
    还比如，如果某领导或某同事帮助过你，对你有恩，那么不论他对别人怎么样，你往往都会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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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好人；而如果某领导或某同事打击过你，和你有怨，那么不论他在其他事上做得如何，你往往
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坏人。
好人和坏人在某一个人的心中是有标准的，但对于大众来说，又是谈不来标准的。
    所以说，职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无好人也无坏人。
你在别人的心中是好人或是坏人，别人在你的心中是好人或是坏人，很取决于你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好人还是坏人，都是动荡不定的。
    故此，我对表妹说：“在工作中，人的好坏是很难区分的。
不是你没有分辨能力，而是根本没法区分。
所以，在职场中谋事，千万不可轻易地把身边的人分类成‘好人’‘坏人’，而刻意地去亲‘好人’
疏‘坏人’，那样既不利于工作，也会导致自己吃其它的亏。
”看看这些称呼和夸奖    步入职场，第一件要面对的事，恐怕就是如何准确地称呼领导和同事了。
照理说，人与人之间，直呼其名最准确也最省事。
无奈我国有避名讳的光荣传统，在职场更是盛行。
只要职务比自己大的，不论年纪是大是小，都尽可能称其职务，而不是呼其名字，否则就会是大不敬
。
    一般来讲，对能弄清楚对方职务的人，叫起来还是比较省事的。
什么“张处长”“李科长”的，好叫人家也爱听。
但碰到没有职务或不清楚职务的，就比较费事了。
但见了面又不能不张嘴啊！
没办法，不少人只好按在家时的习惯，凡是比自己大的一律叫“哥”“姐”“叔”“姨”什么的。
但在职场整天哥哥姐姐地叫，也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单位领导也不愿意。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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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在中国当干部:挖光职场地雷》作者以自己十几年的职场亲身经历，有感而发的文章。
可以让人更加真实而全面地了解职场，把握一些职场机关，掌握一些职场技巧，识别一些职场险恶，
从而在自己的前程中少走弯路，加快抵达成功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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