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用来
“外显”的证儿

【文/国生】

当今社会一个非常重要但又惹人头痛的现象就

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身份需要证书，从一个国家到另

一个国家也需要证明，对某项财物的所有权同样也需

要证明。和这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证明相比，用来证

明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或资质的证书同样一点也不逊

色。或许只是比别人多了一张证书，你就能在找工作的

时候比别人更胜一筹。从某个角度来说，证书越多，说

服力也就越强。

不过，很多人也开始质疑证书的重要性是不是被

人们、尤其是用人单位高估了。毕竟，当我们真正走上

工作岗位之后，很多时候都会发现，那些当年下了那么

大的功夫考出来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很多知识

和技能都是在工作的时候学的，这些恐怕才是真正有

用的。既然事实如此，而且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

点，可为什么证书在当今社会中仍然热度不减，而且仍

然还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考证呢？

心理分析：

生物界里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很多人

都会觉得公孔雀的尾巴很漂亮，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

尾巴对它的生存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毕竟，如果天敌

来犯，拖着这么累赘的尾巴根本不利于逃生。而且在这

一方面，公孔雀也不是特例，因为我们还能够找到犄角

大到妨碍身体灵活行动的雄鹿，把时间花在建造一个看

起来非常浮夸、远超实用性的巢穴的鸟。

在生物学家看来，这些表面上看似难解的、有些违

背进化论的现象，背后其实恰好符合适者生存的进化论

学说。无论是孔雀的尾巴，还是雄鹿的犄角，还是某些

鸟建造的巢穴，它们是同类之间竞争的结果，通过这种

手段，这些动物可以向异性传达关于自身身体状况的信

息，以便博取异性的芳心。

大犄角以显眼的方式表明了鹿的健壮程度，即便它

在其他方面可能毫无用处。演化心理学家从这个现象中

获得了启发，并以此解释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而铺

天盖地的证书恰好是其中之一。证书和犄角本质上承担

的是传递信息功能，在竞争的市场上，为了用最小的搜

寻成本去获得最多的信息，人类社会便演化出一套用来

衡量技能的信息传递方式，这就是证书。证书从某种角

度可以展示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努力程度、对职业生涯

的重视程度等信息，这些同样是用人单位所重视的。所

以，趁着还有精力，去考个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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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辩 努力进取VS懂得选择
人到中年，靠一路打拼已经获得不错的待遇和岗位，可是

突然因为企业转型或者新的发展需要，“被下岗了”，这样的事

件在最近大型互联网企业中并不少见。这样的变故和个人努力

与否似乎并无大关系，但是对人的打击却着实不小。那我们不

由得要反思：在人的一生中，是努力进取更重要，还是在人生拐

点懂得选择更重要？这似乎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选题。

我们心理学中，把努力归类为稳定的内归因，意思是这项因素是受人们自己掌控的，比如我可以头

悬梁锥刺股地学习技术，我可以废寝忘食地去投入工作，我可以每天看看凌晨四五点的上海。而选择

呢？选择其实并非是你我能够控制的，那是不稳定的因素。也许大家能够拿出例子来告诉我，你看，国企

职工下岗了、有人炒股失败了、华为裁员了，也许他们当初能够有更好的选择。可这种例子总有事后诸葛

亮的感觉，我只能在事情发生后才能知道当初的某个选择是对是错，即使你当时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信

心。大到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小到当年我们都认为某些外企可能会是“金饭碗”。与其说是选择，不如

说是命运。我永远无法在当下知道自己的选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能够抓住的永远只有当前自己

的努力。既然这样，那么选择和努力之间，我当然毫无疑问地选择努力更重要，它是我唯一能够抓住的。

从前听到别人说最后一个馒头让自己饱了，从而得出只需要吃最后一个馒头的结论，我还以为是笑

话，没想到反方犯了同样的错误。仅仅因为努力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就说它不重要，这仿佛就是

在告诉我，前面几个馒头没有价值。正确的判断、知识的积累、综合的考量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选择，这些

的确是人需要做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悲剧的发生往往不是人没有去考虑长远而不做选择，这样的短视者

原本就不值得同情。选择的不靠谱往往就体现在所有人、所有线索都指向某条路可以通向天堂的时候，我

却顺着它来到地狱。所以把选择当成最重要的因素犹如把人生交给飘渺的运气，当选择成了运气，我实在

看不出它为什么比努力更重要。我愿意自己脚步踏在坚实的地面上，因此我觉得努力更加重要。

什么样的人会在面临“努力进取”和“懂得选择”这样的问题时产生困惑？是那些已经努力了却没有

取得预期的成果，或者压根就没有取得成果的人。显而易见，一个人工作上的成就是多种可变量的共同

作用。本次辩题讨论的正是一个个人行为与取得成就之间的作用关系，而努力进取是我们个人所能做出

的最基本也是最容易达成的行为，同时基于职业道德，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在工作时努力进取，换言之，当

每个人都遵守职业道德时，努力这一点在就业市场上并无差异化，而对结果造成决定影响的往往是长板

或短板，而不是无差别行为。反观做出正确决定需要知识积累、对行业的预判以及对多种变量的综合考

量，最后变为一个选择行为，这一行为对实施者本身的要求就非常高。无怪乎李斯会发出“人之贤不肖譬

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感叹，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各行各业的翘楚无一例外的，都是决策力非凡

的人。

并不是说努力不重要，而是说在对工作成就的决定性上哪个更重要。懂得选择是知舍才会得，努力

进取虽然是正能量，但努力是个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的行为，试想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还能如何去

努力？其极限也就是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用来补充行业知识，而许多传统技术工的职业困境是因为

他们偷懒吗？不是，是技术发展对人力的替代，正方所说的稳定的内归因并不能解决和对抗外在的风

险；与其事倍功半不如积极适应，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里爬到生物链顶端并不是因为其他动物不够努

力，而是因为人类做出正确选择，在适当的时机从树上下来。而选择并不是盲目和投机，有努力进取的态

度，但更要有正确的方向判断，否则人生很短，蒙着眼努力只能变成执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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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观点:

努力进取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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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选择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