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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TA”小智慧解决大矛盾
方明，一家广告公司高级客户经理，从最

初的实习生到如今这个职位，他用了不到三年
的时间，这个不算太长的时间正是说明了他
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在公司中的游刃有余
而得到的，说起自己是属于杜拉拉型的苦干
派还是司马TA型的讨巧派，方明说：“肯定不
会只有一方面啊。如果一味埋头苦干怎么才
能在有效的时间里得到晋升呢？”按照方明的
说法，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就属于灯光聚焦的
那一部分人群，因为自己的性格，结交了不少

“狐朋狗友”，这些都为他日后在职场中处理
良好的同事关系打下了基础。不过，单凭同
事关系和领导的信任可拿不下好的职位，自
己的工作能力也是必要条件之一，方明说，上
班这几年当然也会遇到各种棘手的事情处
理，不过如果自己只是“老黄牛”的工作作风，
那么只会让自己的担子徒劳加重，运用自己
的智慧来处理公司的麻烦，不仅是自己的作
风，也符合司马TA的作风。

“我碰到过比较棘手的事情，就是年初的
时候，我代表公司接待一个很重要的日本客户
团体，本来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可是临到
出发前，日本客户临时提出了更换线路的要
求，这怎么来得及呢？这会打乱一切都安排好
的日程，如果新的安排出现什么纰漏，那么可
能直接导致公司这笔大项目谈不下来，但是日
本人又是特别坚持的姿态，没办法，想招儿
吧。利用自己的小聪明，‘连哄带骗’好不容易
把他们都安排妥当，其实路线还是按照最初决
定的，但是说法上给他们换了另外一种。最
后，整个日程都结束的时候，那些日本人纷纷
过来拥抱我，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和肯定。我
知道这步险棋还是走对了。”不过如今身为领
导的他却对自己的下属有另外的意见，“对于
选择下属，我当然喜欢老黄牛型的人物，勤勤
恳恳地工作总比耍小聪明的值得信任。不过
我经常说大家可以到我这里发表自己的看法，
以前单位有个老员工，是老黄牛似的人物，他
什么事情都忍在心里，时间长了不免会来次大
的爆发，不巧，那次爆发也终结了自己的公司
生涯。所以，我汲取教训，工作上碰到什么不
公平，都会换种方式向领导表明。”

司马TA说：“只有变化才能
赶得上变化。”司马TA还说：“不
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更不要低估自
己的潜力。”这两句话不用解释谁
都明白，但是真正用到职场，也是
要更多地运用智慧才能做得到。

晚报记者 韩娟

成为杜拉拉和司马TA的综合
你怎样看待白领司马 TA 现象？智联

招聘最新推出的“职场司马 TA 特别调查”
显示，虽然职场深谙司马TA原则的白领不
过四成，但了解什么是司马 TA 后，竟有超
过六成人表示支持司马TA。更有半数以上
的职场白领在调查中抱怨，因不懂规则，自
己是“得不到赏识的人”。那么看完文章之
后，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职场中司马
TA 的作风，在采访的时候，也有人对司
马 TA 的工作态度提出质疑，网友呼啦圈
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那些靠着小聪明
上位的人不算有真本事，早晚都会露出

“狐狸尾巴”。
不过孰对孰错，我们都不能一竿子打

翻一船人。杜拉拉和司马 TA 是如今职场
中不可缺少的两类人，他们并不是对立和
矛盾的。

职业培训师王秀娟就对两类人的定位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如今的职场中，司
马TA会更受重视，但是杜拉拉却会更受欢
迎。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多放在工作上，
把自己的工作做精做细做到位，做到非你
不可，离你不可。就不会有站错队伍的苦
恼和疑虑了，因为无论哪个队伍都离不开
你。而且，需要说明的是，运用职场智慧或
技巧只是锦上添花，工作能力才是基础和
关键。”

所以，我们说杜拉拉类型的是基础，因
为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被领导注意，而司马
TA类型的则属于升华级别，没有谁会一直
埋头不问窗外事，经过一定阶段的职场摔
打之后，每个人都会总结出属于自己的巧
干经验。王秀娟还指出：“其实在职场中
成为司马TA会更难，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技
巧。在老板面前，除了苦干，稍微机灵点
的员工谁都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能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们如今提倡的
不是单一的哪一种类型，而是需要杜拉拉
和司马TA的综合体，这样职场生涯才能走
得更远，个人发展才能更高。”

当然，在公司都会有出力不讨好的情况发
生，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就连老黄牛杜拉拉都
有解决之道，听听她怎么说吧。

“干了活还受气该怎么办？答案是，把每一
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安排都做成清晰简明的
表格，请老板在某某日期前提意见；遇到难题拿
着解决方案去找老板开会。使老板了解工作中
困难的难度和出现的频率，自己的专业素质，以
及积极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技巧；通知老板
大项目的重要阶段进程；与其他部门沟通，尽量
考虑周到，避免麻烦。”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次
调查，他们称在办公室环境里压抑自己的情感
对职业创造力是有害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埋
头苦干不问原因是好的表现，适当地发出自己的
声音才能让自己的职场生涯更加健康。这时候
你的高指数情商就要发挥高质量的作用了。

如何提高自己的情商呢？自会有心理学家
给你提供妙计，首先当我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
时候，我们要深呼吸，这样冷静的办法是为了让
血液停留在我们的大脑里，从而作出理智的行
动。美国人曾开玩笑说：“当遇到事情时，理智
的孩子让血液进入大脑，能聪明地思考问题；野
蛮的孩子让血液进入四肢，大脑空虚，疯狂冲
动。”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好斗的蟋蟀，犯下愚蠢
的错误，还是让自己平静吧。

工作上需要抱怨的时候，我们应该先问问
自己：“我是想继续忍受这种情景，还是想改变
它。”如果只是为了减轻压力而保持现状，那么
就找一个朋友抱怨吧，不过不要让自己变成“祥
林嫂”。如果是希望改变现状，那么还抱怨什
么？直接下定决心行动起来吧。

另外，你也可以找一个好的榜样来说服自
己，也许他是你身边的朋友，他聪明、风趣、工作
家庭处理得都很好，而且他是那么的有才华。
他是怎么做的？我当然也能成为他那样的人，
虽然风格不同，但是可以模仿，当然从最初的模
仿你可以学会不少，后来就变成自己的风格
了。从高情商的人身上我们当然也能学会高情
商的做法。
附：司马TA个别语录

1.扬长避短胜于取长补短。
2.如果一个人说不是钱的问题，十有八九

就是钱的问题。
3.如果你最近的工作很闲，注意了，这可能

是危机的先兆。
4.别带着情绪工作，没有人会可怜你，反而

令人生厌。
5.低调做员工，高调做工作。
6.大方一点，不会就学大方一点，再不就装

大方一点。
7.韬光养晦的意思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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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浮沉”赢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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