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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上班一个月，他成了一位小“网红”
“如果我接受你们的采访，被我家人

看见了咋办？”
“你现在拍视频不都直接露脸了

吗？”
“那是他们都不玩这个平台，可被报

道就不一样了。”
“那，咱匿名？”
“OK！”
在网上打捞“比目鱼”（化名）的过程

很顺利，因为在“假装上班”的标签下，他
用视频记录每天的游荡经历，在一个月
内实现账号粉丝上万，接到了第一个广
告。“感觉重新拥有了生命力。”这是他对
自己“假装上班”的感受。每天早起，按
时出门，然后去动物园、海边、桑拿房、自
习室，“我一个人拥有了这么多体验，行
动力比以前强了，想到什么第二天立马
就去做。”

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复得返自
然”的都市童话。

当他的第一条视频走红后，他开始
发现自己的心态出现了变化，从原本想
到什么拍什么、传上网后就不管，到随时
守着每个视频的数据、思考拍摄的内
容。“这和我前几年北漂时加班工作又有
什么不同呢？”而在评论区，每天都有同
样“假装上班”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不
上班，同样要早起，然后游荡8小时就回
家，有人焦虑于每天的无所事事，也有人
在被家人发现后倍感苦恼，短暂的放松
后，大家对于工作有了更多感受。

“还是要找份工作。”“比目鱼”觉得
自己需要重新调整心态，“把运营账号当
做副业，终归这段时间也没有完全虚
度。”

每次跳槽都是一次提升

“比目鱼”成长在一个“考公”大省，
但父母对他没有类似的期待，“我爸妈对
我的要求很低，能养活自己就行。”

于是，他毕业3年，也在工作中折腾
了3年。

“我大学学的是数字媒体，毕业之后
在家这边找了一家公司做剪辑。”第一份
工作“比目鱼”只干了三个月，他觉得除
了工资低且单休外，自己在这家原料出
售的公司内发展空间并不大。

辞职之后，他到了北京，进入一家短
视频公司，成为短视频赛道上的一枚“螺
丝钉”。“比目鱼”觉得，这次经历提升的
是自己的剪辑技术，彼时风口已过，公司
只能偶尔接几个广告，不到半年，老板就

“跑路”了。
在北京的第二份工作，“比目鱼”去

了一家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他开始从
剪辑往策划转型，跟过剧组，时常加班到
凌晨。但因为领导层之间的竞争，他所
在的小组成员陆续离职了。

“刚毕业一年多就这么折腾，我就想
找家安稳点的公司，老老实实待着。”第
三次，“比目鱼”在前同事的推荐下入职，
这次除了剪辑，他还会参与创作账号的
内容。但祸不单行，不久他上了公司的
裁员名单，在拿到一笔赔偿金后走人。

“比目鱼”觉得，就跟通关游戏里捡
金币一样，虽然在北京的工作都不是很

稳定，但每次跳槽都捡到“金币”。
有了在四家公司的工作经验，他目

标开始明确，向MCN公司的编导岗位投
递简历。“我当时还发誓，这次一定要干
得久一点，哪怕天天加班到凌晨都充满
干劲。”

如愿进入一家MCN公司之后，他被
分配到了一个网红的工作团队，白天写
短视频脚本，晚上陪她直播。每天去网
红家里上班，往返通勤时间4个小时，直
播结束后只能打车回家。“打车费按理说
是要报销的，但需要这个网红出一半钱，
她不想出。”当时，“比目鱼”的打车费每
个月超过2000元。

“我还给她兼职当司机、保姆、助理、
遛狗师。”“比目鱼”坚持了一年，还是决
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现在回想起来，
在北京的最后一份工作，“比目鱼”觉得
自己是硬着头皮硬生生熬了一年。

逃避可耻但很有用

辞职后，“比目鱼”回到家乡。这时
候他并没有太焦虑，因为有了积蓄和不
错的经验，他想休息一段时间再去找工
作。

“结果家里没过几天就开始鸡飞狗
跳了，家人开始唠叨，说老家的就业大环
境不如北京好，在家里待久了不好找工

作。”“比目鱼”能理解这些担心，毕竟，尤
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很难理解他
在北京这三年干了什么。

更令他烦恼的是随之而来的催婚，
“焦虑我不结婚，说以后亲家会嫌弃我这
嫌弃我那的。”

“比目鱼”愿意尊重家人几十年来形
成的根深蒂固的想法，于是一个月前，他
告诉家人自己要去上班了。接着，他就
过上了每天早上被家人催着起床，然后
按时出门假装上班，晚上再回家一家人
其乐融融吃饭的生活，“现在家里氛围特
别好，所以你看，逃避可耻但很有用。”

每天都要准时出门晃悠8个小时，
“比目鱼”开始记录假装上班的日子。

刚开始他很随意，走到哪里拍到哪
里，郊区钓鱼、动物园看熊、小岛上发
呆……剪辑了传上网就不管了。彼时，
他的想法很简单，空窗期也不能啥都不
干，不然以后面试问到裸辞后这几个月
在干嘛，“我总不能说在家躺着。”

在家里，他说自己找了个公司继续
做剪辑，还把以前的经历拿出来当现在
的日常。他确定家人不会登录他上传的
平台，还将设置里“推荐给可能认识的
人”全关了。

在网上，刚开始一两周，视频反响平
平，但突然有天就爆了，然后他趁势再连

续更新了三条，粉丝量就涨上来了，“那
个视频爆之前我只有6个粉丝。”

每天看着留言中散落各地的“同道
中人”，“比目鱼”有点吃惊，他没想到这
么多人在假装上班。大家交流着城市里
有哪些除了咖啡店、快餐店、图书馆之
外，还能消磨时间的地方；也有人一直在
海投简历，希望能尽快找到工作，无缝衔
接开始上班。一位女生在假装上班的第
一周就被家人发现，因为在街上闲逛的
时候被亲戚看见。

“甚至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她也是为了逃避家人的唠叨，每天假装
按时上班。”“比目鱼”希望自己的分享能
够传递出向上的力量，“就当做是命运给
予的悠长假期，让你更好进入下一个阶
段。”

开心就不算浪费时间

最近，“比目鱼”觉得自己也有了些
许微妙的变化。例如，在爆了一条视频
后，他开始有了数据焦虑，害怕下一条视
频的数据没那么好。

“第一条视频爆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会不会3年后就能买法拉利了。”慢慢
地，他开始在发布后守着手机看热度，数
据有一点波动就会焦虑。结果第一条广
告，他到手了1000块钱，距离法拉利隔着
天堑。

这让他开始冷静下来。
他想起自己之前见过的那个网红，

每天直播到凌晨两点，一天都不敢停下
来，收入稍微少点就很烦躁，连出去旅游
都觉得浪费时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
活。”他开始重新调整心态。这1000块
钱，不当做法拉利的车款，而是误打误撞
赚到的一点零花钱，“这可是我小时候的
理想，玩着赚钱。”

心事轻了，感受也就清晰了。
有一次在漫展上，他见到了自己的

一个小粉丝，“小朋友当时特别兴奋，还
要跟我拍照，当时我就觉得我何德何能
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无业游民，为什么
能收获这么多人的喜欢。”

渐渐地，“比目鱼”越来越多记住的
是一个人到处瞎逛的瞬间。之前在北京
上班的时候，他休息日绝不会出门，但现
在不但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还从一
个社恐，到居然敢在大街上无所畏惧地
摆出各种姿势拍摄。

非要说担心的话，他担心视频被以
前的领导或是那个网红刷到，“我可吐槽
了不少。”

“比目鱼”很明确，自己还是要去找
份工作，因为他不想被流量裹挟，更愿
意将这样的分享当做自己的一个幸福

“彩蛋”。
“如果再去找个工作的话，我想找个

不那么累的，钱少点儿都可以，然后自己
的账号一个月接一两个广告，也能过得
挺滋润了。”“比目鱼”觉得自己会珍藏这
段假装上班的日子。毕竟，如同他在自
己的视频里感叹的，活着开心就不算浪
费时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受访者供图

岁岁年年烟火味儿，碎碎念念人间事儿。
四季流转，每个月都有专属的色彩和故事。
8月，我们想要讲述的是一个“假装上班”的故事。在职场中，因为种种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工作

的价值，并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调整。本文的主人公是一位“95”后的年轻人，为了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他曾
几度辞职，进入新的岗位却又觉得不满意；尝试拍短视频，又不想被流量裹挟。最后他发现，其实工作并没有
绝对的自由。

职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毕竟，有的人需要成长的空间，有的人需要环
境的稳定，有的人需要舒适自由，这些选择很难分清对错。

在“假装上班”的
时间里，“比目
鱼”记录下的风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