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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道道选择题，
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学 会 选 择 本

身，远远比单次选

对重要。

有个年轻朋友

问我，“公司有外派

新加坡的机会，我

很想争取，看看外

面的世界；但是我

老板让我留在上

海 ，提 出 让 我 升

职。“我真的非常感

激这个老板一直以

来的帮助，不想辜

负他的认可。我怎

么办呢?”人生的选

择困难，全都是因

为这样的“有利有

弊、左右为难”。

类似的问题还

有：是在大公司求

稳健，还是去创业

拼一把?是回到离

家乡近的二线城

市，还是坚守北上

广深的硬核模式？

生完孩子是退守相

对清闲的职位，还

是继续在职场上全

速前进？要不要跳

槽、要不要分手、要

不要原谅、要不要

争取……每一天，

我们都面临无穷无

尽的选择，拷问着

我们是谁、我们要

什么。在长期的纠

结与复盘中，我找

到了逃离“患得患

失”焦虑状态的出

路：先有原则，才有

选择；选择错了，修

正原则。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
六岁女孩的妈妈，七年麦肯
锡咨询，四年互联网运营，现
居北京，目前创业中。她不
仅擅长写情感文章，更擅长
写“分析”类文章，因为，毕业
于沃顿商学院的她，在麦肯
锡做了7年咨询师。她文章
的最大特点是，能看到结构
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训练的
特质，同时又非常感性，有很
好的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很
认同她在这篇关于选择的文
章里所说：先建立原则，再做
选择；原则的建立，远比任何
一个单次选择更重要。

其实，人生最重要的莫
过于为自己建立一套“选择”
的标准体系，某种程度上，这
类似于“信仰”的功能，一旦
你有了标准/信仰，凡事便有
了“行为指南”。现代社会，
人的“现代性”体现在，我们
的标准由自己做主建立，这
个过程其实要艰难得多，因
为关涉到自我的认知、确认，
对各种价值观/标准的选择
与确认，正如作者在文中所
言，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寻找、
校验、调整的过程。

人生就是一道道选择题，到处都是“正确答

案”。

开篇那个女孩，选择去新加坡“追求梦想”

与留在上海“知恩图报”，并不分对错。前者是

自己想做的事，带来国际视野、崭新经验，很有

吸引力的发展机会。后者是在认可自己的好老

板手下继续工作、快速晋升，而且珍惜人际关系

也是职场上看重的美德。只有一个答案，世界

多么简单；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意味着取舍，

意味着冒险。当我明白这是人生的常态，就意

识到，学会选择本身，远远比单次选对重要。

学会选择

建立自己的原则，先有原则，才有选择。

如果你的“人生原则”是“挑战自我”，你选

择争取新加坡外派。如果你的“人生原则”是

“知恩图报”，你选择留在上海。每一条人生原

则，定义着你是谁、你要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

的人。一旦找到自己、认识世界、确立原则，当

下的选择、未来的选择才会变得容易。

建立原则

每一次艰难选择，都是测试自己原则的机

会。

大部分情况下，原则与原则之间，是并行不

悖的。只有必须取舍时，我们的原则才真正受

到考验。

对你而言，到底什么优先级更高，到底什么

更加难以妥协？究竟是“辜负别人”更让你耿耿

于怀，还是“放弃机会”更让你心有不甘？遇到

不太合格的下属，是“bring the best out

of people”（帮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更理

想，还是“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更理

性？面对别人不同的意见，是“坚持自我”让你

坦然，还是“从善如流”让你安心？这些艰难的

选择，是一个个挑战，更是一个个机会。它迫使

你拷问自己的内心，在反复纠结的过程中，我们

才会更了解自己。

拷问内心

每一次选择，都可能是“错

的”；每一条原则，都可能是“错

的”。没关系，应用它、测试它、修正它。你的每个

选择，都可能出现最好的结果。譬如说，你选择争

取去新加坡，如愿以偿，发展得很好；拒绝老板，没

有你想象中那么艰难，他表示理解，魔都的工作离

了你也没有停止转动。

你的每个选择，都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你选

择争取去新加坡，没能获选，得罪了老板，泡汤了升

职。或者，你选择留在上海，结果升职仅仅是一张

“空头支票”，你不想辜负，却被人辜负，追悔莫及。

这其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新加坡的机会是

否合适、上海的机会是否靠谱、你的性格与实力、你

老板的脾气与素养……我们只能预判，却不能准确

预知未来。所以，当你做出任何一个选择，请接受

“它可以是错的”；但是，记得做出选择的原则，在后

来的岁月中，回顾它、反省它、修正它。

事后，可能你会发现“争取不确定性太高的机

会”是一个错着，未来更加稳扎稳打。可能你会看

到“为了知恩图报而放弃梦想”是一桩蠢事，未来更

加坚定追求自我。恭喜你，这就是成长。“次次选

对”是不可能的，“优化原则”而增加选对的概率，是

非常可能的。

优化原则

别人的意见只能参考，你的答案只能自己寻

找。

歌 德 说“All intelligent thoughts have al-

ready been thought. What is necessary is on-

ly to try to think it again.”（所有的智慧早已

被人想过。我们必须做的，只是尝试再想一遍。）将

语录下载到手机上、印刻到脑海里，并不等于我们

就知道该怎么做。

你是唯一的，你是动态的，你是复杂的。我们

只能一点点找到自己的原则，一步步找到自己的答

案。以我个人的原则，当然建议你选择新加坡。第

一，显然你很想去；第二，从经验看，海外经历通常

对职场发展有利；第三，你留下的理由仅仅是不知

道怎么辜负老板，那么老板是成年人，他可以对自

己负责；第四，怎么礼貌开口，怎么做好交接，怎么

再长期回报老板，都有方法进行管理。

然而，每一个选择，别人永远无法判断，你有多

渴望、你有多看重。在你是主角的舞台上，命运的

灯光投射在你身上。一旦你做出了选择，“观众”的

意见也只能参考。如果出现最坏的结果，有人会嘲

笑你，“看她自不量力要去争取海外机会”，“看她忘

恩负义结果失去了到手的晋升机会”。

你可以坦然面对——“我建立了自己的原

则，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获得了生活的反

馈，我获得了宝贵的成长。”

一生很长，系统的原则比当下的选择重要，反省

的能力比命好的结果可靠，建立自己的认知比听从

圣贤的答案有效。（本文来自公众号：清醒贪心记）

反省的能力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