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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时总是很残酷。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也不论是

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当一个人某天突然去做乞丐的时候，会

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连做乞丐的资格和和能力都没有。做

乞丐不仅仅是要放得下高贵的自尊，还要有技能和技巧，否

则不仅可能一无所获而且可能被人赶得东奔西跑，更有甚者

还可能会被人莫明其妙地暴打一顿。 一个人不到万般无奈或

者是为了体验万般无奈是不会轻易去大街上行乞的，当走投

无路之中，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连行乞都是不是件容易的事，

乞丐也是一个职业，必须要有专门的“资格”和“资质”，

真乞丐未必是假乞丐的对手，人在这个时候，除了无奈就是

愤怒。 在此，不难演绎出这么一个结论：一个人的欲望永远

大于他的能力，或者说能力总是低于他的实际能力，甚至连

讨口饭吃都是如此。在展开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好还是拿自

己说事比较好，免得有抬高自己鄙视他人之嫌。 从1992年

到1997年整整五年，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要是我辞去

法院的工作，都没有了那一万大毛的工资，该如何活下去？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总是很无奈。人在自己熟悉的环境

中，往往总觉得自己很牛。在离开法院之前，我感觉自己牛

得不得了，就这个小小的天地中，，至少在十年内都不会有

人在能力、水平、品行上超过我。但是面对陌生的环境，内

心一直被恐怖围绕着，在痛苦中等待了五年、挣扎了五年。

最后越来越明确的人生答案放在面前，必须要忍受三十年如



一日的生活，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才决定冒险砸了那个铁

饭碗，开始了流浪般的人生路。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十

年来还没有沦落到在大街上行乞的地步，也没有在公园的草

地上、车站过夜的经历；没有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强忍着

饥饿的难挨，也没有为了省一、二元车钱，步行四五站路的

经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还有一点十多年来积累的老本，

可以为自己的冒失交纳一些买路钱和学费，撂去这些用钱买

来的体面，前几年的经历其实与乞丐无二。 我曾经形象地和

北京的朋友调侃过，假如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千年，我从广东

来到北京，北京人最有可能的是拿我抓去当奴隶，更有可能

的就是拿我生吞活剥了当盘中大餐。现在虽然社会的文明，

还不至于可以随便奴役人，更不会拿别人当自己餐食。但是

，因陌生感带来的仇视与冷漠，因贸然闯入别人的“领地”

与“地盘”遭遇到的排斥，一点也不亚于刀耕火种的年代。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环境可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满足总是

远远低于自己的欲望，任何一个领域和区域总是有这样一个

联盟，一群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为后来

者设置一道道的障碍，无论是江湖社会还是市井社会，业或

是商界、政界、学界以及被人奉若神明和神圣的庙堂之中。 

每一个人的能力都远远大于他的欲望，环境可能给每一个人

带来的满足又远远低于人们的欲望，资源有限，欲望无限；

能力有限、要求无限。人世间纷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

似乎都是因此而起，大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政治与政

治间的阴谋，小至乡邻之间田埂之争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争

风吃醋，甚至连做乞丐都概莫能外。 说到此，还是说回我的

专业和职业吧，无论是做法官还是做律师，面对一个个具体



的人与之间的纷争，一个博士生未必就干得比高中生好。上

个世纪八十年到九十年代，法院有大量的部队转业干部和社

会招干的，实际情况是，真正的科班出生的往往竞争不过这

群人，虽然他们的专业水准不如我们这些学校分配来的，但

是实际的工作能力却远不如他们。原因在于他们都有一定的

社会阅历、社会背景、社会经验，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人

际关系的能力远比科班生要强，等科班生学会了这些阅历、

经验，人家都已经捷足先登先登了，机会已经被人家抢走了

。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大学毕业后想进法院工作已经越

来越难了，因为机会已经被先来的人占了，后来的人即使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进了法院，还必须学习和服从当初那些没有

专业经历的人创造和设定的规距、规则和文化，否则在其中

也是步履维艰。 大学毕业进不了法院、检察院的，很多人就

选择做了律师，司法考试的艰难自然不由分说。不做律师不

知道，做了律师才知道，原来刚刚做律师处境与大街上乞丐

的境遇毫无二致，使出浑身的解数，依然无人理会，因为客

户总是倾向选择最优秀的律师为他们提供服务，刚刚入行既

没有阅历也没有经验，怎么也不可能让人相信你是最优秀的

。自己干不行，就琢磨着跟别人干，投了简历才知道，大都

是石沉大海，人家现在抛出律师和助理，要学历、长相、能

力具备，并总是在对一大堆简历中比较、对比后，选择最优

秀的几个来面试，最后才从中择其一二。如今这年头，社会

对人才的要求也是水涨船高，只有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的人才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绝对不是

多读几本书能获得的，正如大草原上狼与狼的竞争是比速度

，羊与羊的竞争也是比速度，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



优势比的也是速度，比交买路费和学费的能力、勇气和速度

。 中国人有好学的传统和习惯，所有的人都把上大学当作自

己改变命运的出路，以至于我们的教育在这种强大的竞争中

，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教育与社会

的脱节，让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学历和文凭，正如没有人相

信商学院毕业的MBA生能胜任职业经理人一样，但是读MBA

的人还是如过江之鲫，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法学院的大学

毕业生，担心毕业后工作不好找，就再去读研究生、博士生

的，结果是越读越傻，只有“按图”说话的能力了。书读多

的人，往往以为现实与书本不一致的，错的是现实，而往往

错的恰恰书本。学法律的人读完大学、研究生、博士，如果

不是为了理论研究或做老师，面对实践他们知道的，仅仅是

皮毛。这种现象从律师界对法律工作者的耿耿于怀的态度就

能窥见一斑了，“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律师居然竞争不

过“不学无术”的法律工作者，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原

因和我们工作之初面临的状况几乎是同出一辙，科班生就是

竞争不过从社会招干来的，人家没有学历可以通过学习来弥

补，我们没有能力也应该通过学习来弥补，只不过人家要补

的是向书本学习的课，我们要补的是向社会学习的课，最终

比的依然是速度。 当然，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比的还不仅

仅是能力和学历，也许心态比能力更重要。所谓的比较优势

与竞争优势，是指一个有多少分的能力去做好一分事，而不

是一分能力做一分事，更不是一分能力做两分的事，要让要

相信你能做好一分事就必须要有十分的能力。 比如二十年前

做律师，只要会说话、能写字就可以了，因为律师仅仅是聋

子的耳朵--摆设；可是如今现在做律师，必须得有真才实学



，专业知识与技能要精湛，交际、沟通、协调能力还要一流

，既要有为人处事的真才实学，还要有处事为人的表演功夫

。再如，十多年以前，只要开个厂、开个店一定会赚钱，只

要有胆量就够，可现在呢，一切都变成实力的竞争，资本、

技术、人才、品牌等缺一不可，就这样，还不知道命运如何

。现在人做什么几乎都到了凭十分能力做一分事的地步。 有

十分能力做一分的事，这就是充分竞争必然会带来的结果，

对此如果缺乏这种理性的认识，必然会处处碰壁，并会出现

与本文开头所说的乞丐有相似、相同的境遇。 为此必须降低

欲望的地平线，既然十分的能力做一分的事已经成为常态，

那么有一分能力做一分事就成为不现实，有十分能力做十二

分的事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也就是说，一个有赚一百万能力

的人赚十万，一个有经营亿万资产企业的人只能经营好一个

千万资产的企业，一个有能力做总统人的只能做好一个县长

，十分能力、八分奉献、二分收获，才是如今这世道做人的

本份。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得失、喜怒哀乐也许都由这个欲望

的地平线来决定，成功与快乐只属于能快速提升自己能力并

能降低自己欲望的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