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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日日追逐新技术，身心俱疲，不免偶尔郁闷一下，我亦

不能免俗。我不知道别人郁闷时一般会干些什么，反正我的

习惯是看书----当然是看非技术书籍，史书便是其一。古人云

：开卷有益，实在所言非虚，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真是一

笔巨大的财富啊。然而所谓三句不离本行，我就把历史套到

软件业里来戏说一番了。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

，成为春秋战国分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另一个 是“田氏代齐

”或叫“陈氏代齐”)，豫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 春秋末

年，晋国早已不是晋文公在位时春秋五霸之一时的样子了，

国内的公卿[注]势力已经坐大，其中最强大的莫过于智伯。

智伯即智襄子，名叫荀瑶，是荀林父弟弟荀首的后代。荀林

父是晋景公时代的大将，荀首是他的部下，智伯看来也有好

战的血统，所以他常欺压其它公卿，甚至曾入侵公卿之一的

赵襄子，赵襄子当然也对其十分怨恨，终于在这一年与韩、

魏合谋，水淹晋阳，灭了智伯(看来他还继承了吃败仗的血统

，因为荀林父曾大败于楚军)，瓜分了晋的国土，分别成立了

韩、赵、魏三国，拉开了两百多年的战国历史序幕。 前面说

了，赵襄子对智伯恨之入骨，所以在智伯战败而亡后，把他

的头骨漆了做便器(一说作饮器，太古老的事难以考证)。豫

让是智伯的一个手下，听到此事后说：“嗟乎！士为知已者

死，女为悦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

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之后，他两次刺杀赵襄子未遂(详见



《史记刺客列传》)。在第二次行刺失败，被赵襄子抓到后，

赵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音“杭”)氏乎？智伯尽

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

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

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然而一千八百多后的明代，一个叫

方孝孺的文人写了一篇文章《豫让论》，对豫让做法提出批

评，认为豫让“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

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

不取也。” 他的观点认为“国士济国之士也”，豫让既为国

士，早就应该对智伯欺压诸侯的不当做法提出异议，甚至以

死谏之，“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 这个事也过去六百多年了，这位方老先生最后的死法却也

未能如自己的文章所说，“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发“

靖难之役”，率军入南京，将即帝位，召他草即位诏书，他

以丧服哭殿陛，拒不草诏。成祖怒，被杀，并诛十族。”同

样也是“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 这个故事说得有点长，好

像还没说到正题，即然题目叫做《程序员豫让》，那就来把

这个故事套到现在，让豫让去做一个程序员，再把这个故事

说一遍： 话说在中国某大城市，有一不算太大的软件公司，

由一个叫智伯的人所领导，智伯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但他

对手下的程序员很好：提供在同行业中中等偏上的薪资(每个

月都能准时准确地打到员工的工资卡里)，享有全面的福利保

障(只要员工提供相关的材料，公司就可以为员工把所有相关

手续办得妥妥贴贴)，宽松舒适的工作环境(即使迟到也不要

紧，只要每天工作满八小时即可)，很少加班(即使偶尔加班



，也可以补以相同时间的调休)；而且在别的软件公司里常见

的防范性管理、官僚、多个项目并行、不能实现的最后期限

等，在这里都没有。所以在智伯软件公司的员工都工作得很

开心，作为核心程序员之一的豫让，当然也是。 然而好景不

长，后来智伯的软件公司因为决策失误，陷入危机。一个叫

赵襄子的竞争对手想用高薪挖走豫让，但豫让却不领情。赵

襄子觉得奇怪，问他：“你在之前的两个公司里干的时候，

他们不过是资金周转不灵，拖欠了你一个月工资，你就立即

跳槽，现在智伯的情况还不如他们，你为什么不走？” 豫让

告诉他：“在那两个公司里的时候，薪资虽然不算太低，但

是什么福利也没有，而且工作环境苛刻，迟到一分钟都要被

扣钱，我干了那么久，工资从来没有全额拿到过，却经常要

加班，而且加了也没有调休或加班工资，公司言而无信，管

理混乱。所以当他们拖欠我的工资后，我知道即使我留下来

，公司也不会给我任何保障，而且就算以后公司走出困境，

在这段时间里我受到的损失，公司也不会补给我，所以我当

然要跳槽。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只是工具，而不是人。 “但

在智伯这里则完全不同，他待我们很好，我们也相信他，所

以我愿意留下来，因为他以人待我。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渡

过难关。” 一个叫方孝孺的IT记者听说此事，写了一篇文章

，指责豫让没有在公司决策失误时予以指出，而是在事后做

出一付牺牲的样子，实在是沽名钓誉。 然而不久之后，方记

者所在的杂志社因经营不善，被兼并，方记者愤愤然而辞职

。有网友在网上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在公司决策失误时指

出，而要做出这种在事后辞职的沽名钓誉的行为？”他无话

可说。 我从事软件开发有几年了，跳槽的事也干过几回，见



过的软件公司，多少也有几家。然而像点样子的还真是一家

也没有见过，也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在前两年恶炒“软

件蓝领”概念时(我一直认为那是一次成功但是恶意的商业炒

作，因此而造就了一大批软件技术培训企业，顺便也让刘某

记者之类的方孝孺式人物沾光发财还出了名)，有人说中国的

软件从业者忠诚度低，会为了多几百元工资而跳槽。一度引

起网上的大讨论，不能说这种事没有，但问题在于仅仅是多

了那几百元吗？ 作为一个软件公司的管理者，你有没有考虑

过你的程序员在家具警察的监督之下？你是不是相信有一个

有大方法论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并要求你的程序员研究

并实行？是不是经常设置不可能完成的最后期限？是不是⋯

⋯ 不要问为什么你的员工忠诚度低？而要问问你的公司为提

高员工的忠诚度做过些什么？ 至于方孝孺的观点，我是不能

苟同的，公司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味地指责程序员

这个那个(比如“软件蓝领”时炒作的“程序员薪资过高、忠

诚度低”，以及后来说的“程序员缺乏全局观念”，要不就

是说“缺少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等等)，本质上说都是一些

推卸责任的说法。以前面那种程序员豫让来说，他并不属于

公司的决策层，决策失误的责任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现在的

软件公司中，敢于承担责任的管理者还是太少。(说到这，我

自己也觉得惭愧，大话谁都会说，其实我也做不到，我写这

篇文章，多少也是站在程序员的立场上，为程序员们推卸责

任啊) 我前一次讲这个豫让的故事是在一个QQ群的讨论中，

我记得当时讨论快结束时，我说了一句话：“其实程序员是

很好哄的。”正如《人件》中所说的：“他们大多数热爱自

己的工作。”(《人件》第二章)。面对中国软件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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