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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极客(geek)，可能也是电脑虫(nerd)，但不是呆瓜(dork)。
。
    我面对这些名称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看着它们从粗暴评价变成了荣誉勋章和正面标签。
然而，即使公共关系和社会地位已经得到大幅的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被归入缺乏社交技能、
带有怪异的控制倾向和无法满足的信息欲望的一类人。
    另外，我们给自己贴上的标签，甚至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本书的部分内容最初发表在“Rands in Repose"’(静卧的兰兹)博客。
很多年前，对要使用“电脑虫”(nerd)还是“极客”(geek)来描述我们这类人，我做了个迅速的决定。
我当时正在写作一篇关于注意力缺失紊乱症状的小文章。
因为绝妙的缩写是包装思想的最佳方式，所以我需要一个缩略语。
    可供选择的是N.A.D.D.(电脑虫注意力缺失紊乱症)和G.A.D.D.(极客注意力缺失紊乱症)。
全部字母都不需要卷舌的N.A.D.D.让我觉得稍微没那么可怕。
这个迅速的决定却有着持续的影响力。
从那以后，我一直只在文章中使用“电脑虫”。
    电脑虫或极客的显著特征是天生爱琢磨定义的性格。
这使得我最初随意选定电脑虫这个名称日后给我带来挥之不去的烦恼。
电脑虫的真正定义是什么？
极客呢？
还有呆瓜又是什么？
    当我跟编辑一起做这本书时，这种烦恼发展成极度的不便。
我们讨论书名的时候，她提出Being Geek这个优雅而精确的名字。
非常好，但也糟透了。
这作为书名是完美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描写过极客。
我是一个电脑虫。
我真的是电脑虫？
    查出这些词的起源也没有多大用。
geek原意指马戏团里训斥动物的演员。
nerd的起源就体面多了，它第一次有据可考的出现是在苏斯博士1950年的作品(《如果我管动物园》(If
I Ran the Zoo)中，书中的叙述者宣称他要收集到“A Nerkle，a Nerd，and a Seersucker too”。
    从那时候开始，这些词就混淆了。
许多人用精巧的韦恩图描述nerd和geek的各自特征。
有人觉得geek是比nerd更加沉迷于技术的，也有人强调nerd在社交上比较笨拙。
不过，对能找到的每一个定义，都能找到另一个与其相互矛盾的。
    好吧，那只能抛硬币来决定了。
    好消息是nerd和geek之间缺乏明确的界定并不妨碍我们解决dork的问题。
    dork是个贬义词，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它确实有跟geek和nerd的定义重合的地方。
geek这个词可以放在任意领域，这些领域可以跟技术毫无关系。
电影极客、音乐极客，着重描述的是对某种东西的深入鉴赏力。
我认为，dork这个词是极客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称呼其他领域的极客的。
例如，我是电脑极客，而其他那些电影极客就是呆瓜(dork)。
    这样清楚了吗？
    重点就是各自立足点的不同，其实我们都是呆瓜。
    既然让读者学会适应不确定性是本书的一个目标，那可能让大家接受极客和电脑虫之间并没有明确
的区别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虽然本书的名字是Being Geek，但我可能也会涉及一些电脑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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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开始之前，还有两条约定是需要注意的。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出于方便都使用了“他”作为极客原型。
对大量的女性极客而言，本书涉及的描述和见解也是同样适用的。
    贯穿全书的叙述者是“兰兹”，这是我已经使用了十多年的笔名。
“兰兹”那令人舒适的匿名状态，让我可以跟所讨论主题之间保持一定的职业距离。
同样地，本书所描述的几乎所有人物和情景都是虚构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讲述故事。
    故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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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就是极客！
软件开发人员生存指南》是一本软件工程师的职场指南，以虚构的人物和情景描述了极客的日常工作
，对他们常遇到的各类棘手问题给予了巧妙回答。
作者罗普以自己在苹果、网景等公司中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时刻所做的抉择为例，总结了在硅谷摸爬滚
打的经验，旨在为软件工程师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提供帮助。

《你就是极客！
软件开发人员生存指南》适合软件工程师以及所有从事技术工作的职场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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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ichael
Lopp是在硅谷工作了20多年的IT管理者。
当可以暂时放下技术工作时，他会在自己那个大受欢迎的博客“静卧的兰兹”(Rands in
Repose)上写作关于钢笔、桥牌、人和狼人游戏等的博文。
他创作了《软件人才管理的艺术》(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该书的主旨是：你能因自己的产品而
得到奖赏，却只能因自己的团队而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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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致胜之道    你一定经历过几次事业上的决定性时刻。
    每天你都要做很多小决定，如日常事务、往来邮件，但事业攸关的决定可就不“小”了。
这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一旦做出决定，将无法回头。
在这样的时刻，你痛苦地发现——该死，我是个极客。
    你没上过MBA。
你知道人力资源部那帮家伙就在公司里，但对怎么和他们打交道毫无头绪。
你想一头扎在代码堆里，求个清静舒心，但也明白此刻这个决定将会大大影响你的事业⋯⋯只是不知
会怎样影响。
    拿到对方开出的工作待遇后，能否要求更多的薪水？
如果可以，那该怎么要？
老板要是对我说谎该怎么办？
我想辞职，有哪些事是必须做的？
项目经理是做什么的？
我是否应该申请管理岗位？
他们干得少，赚得多，对吧？
能不能不用跟任何人交谈，就获得晋升？
大学里可从来不教这些。
维基百科可以解释一些词的含义，但对于一个通过键盘来认识世界的内向的人来说，也没法帮助回答
这些问题。
    这就是命运发到你手里的那副牌。
让我们拥抱极客吧。
    1.1　系统思维者    我们是与众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点是一个好的起点。
本质上，我深信极客都是系统思维者。
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化方式来理解这一点，在极客的思维中，世界就像一台计算机——可辨、可知且有
限。
在多年成功使用计算机作为与世界互动的工具之后，我们已经皈依了如下信条：    我们寻找定义来了
解    系统，以便找出    规则，这样我们才能    明白下一步该做什么，    并最终获得胜利。
    定义、系统和规则。
一切又回归到了我们最心爱的工具——计算机。
在计算机世界获得的成功，改变了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角度。
我们相信，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是可以完全地认识系统的。
硬盘驱动器具有这些特性，可以使这一类操作的速度更快。
更多的内存可以改进这一类的操作。
老板说我是消极抗拒的性格，我应该⋯⋯    等一下，你说什么？
消极什么？
    一旦出现不适用规则、不属于系统、无法明确定义的情况时，危机就降临了。
当我们发现系统并不完美时，随即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因为这个系统是我们生活的信仰。
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徒有一种令人放心的假象，实质却充满了瑕疵，而这些瑕疵的名字就叫“人”。
    1.2　麻烦的“人”    “人”总是会把事情搞砸。
他们是系统故障的根源。
他们总是问奇怪的问题，总是坚持错误的逻辑。
在我们极客的小脑瓜里，有一张赏心悦目的流程图，但总是有个别“人”令我们沮丧地追问：“这些
人是谁？
他们凭什么不遵守规则？
他们眼中没有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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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想赢得胜利吗？
”    他们当然想。
    没有人希望一直被提醒说生活就像一场赌局。
但事实上，在应对任何随机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我们就是在赌博。
对事态失控会令极客感到格外不安，因此我们会虚构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让一团糟的现实看起来显
得比较赏心悦目和可以预测。
    我是一名极客，尽管和隔壁的漫画迷一样迷迷糊糊、情绪不稳定，但一直都在关注极客与这些麻烦
的“人”之间的磕磕绊绊，长达十数年之久。
我相信可以提高我们的胜率，即使是有身边这些碍手碍脚的、喜欢乱摸乱碰的“人”们的干扰。
    我的建议和本书都从一个悖论开始：为不可预测事件做好准备。
    会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不可预测事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普通的不可预测事件，你可以对其进行评估
，然后立即采取行动；另一种是重大的不可预测事件，它将颠覆你的世界，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
在本书中，我希望先用一个随机应变系统来帮助你应对普通的不可预测事件，然后鼓励你为自己的职
业生涯绘制蓝图，为重大的不可预测事件做好准备。
    1.3　随机应变系统    在我的概念中，指南手册应该总是在手边不远处，书页翻得都卷起来了，封面
也快掉了，还折着一些页。
之所以会被翻得那么残旧，是因为内容值得反复阅读，而且介绍的战术是有效的。
本书的章节是围绕着一份工作来组织的，从最初的找工作、面试、待遇谈判、了解公司和同事，到最
终决定是时候离开以寻求新的发展。
这样安排不是为了连贯性，而是方便你遇到一些不可预测事件时，可以直接找到相关的部分。
比如，遇到与年度考核相关的问题时，你可以直接翻到第34章（打个比方），阅读如何理解年度考核
那部分，然后做出决定：我该不该为这份评价糟糕的书面考核而过于紧张？
    本书的章节彼此独立，也就是说前一章与后一章之间的联系很少。
这样安排，部分是因为其中一些章节脱胎于我的博客“Rands in Repose”（静卧的兰兹），另一部分
是因为极客持续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希望这些自成一体的、容易消化的章节在需要做出“小”决定时能够派上用场，帮你做出决定。
它们不是定规，因为要怎样做决定是你自己的事，我能提供的帮助最多就是讲一个故事，讲述自己是
何时发现这个决定的，我是怎么想的，我是如何继续前进的。
    完成一项任务、做出一个决定、搞定一件事情，都能让人感到满足。
你每天做出的这些小举动组成了你一生中做出的大部分决定，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产生了。
通过做出这些决定，然后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形成了你所获得的大部分经验，并使你了解该如
何继续不断地搜寻规则，建立起自己的系统。
越好地掌握规则，就能获得越大的成功，并且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况就能越快地做出反应。
    当然，这些都还是小的不可预测事件，你还需要知道该如何应对重大的不可预测事件。
    1.4　职业蓝图    你需要从头到尾地通读本书。
虽然本书的章节彼此独立，但它围绕一份假设的工作展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长篇故事。
花一点时间阅读这本书，能让你从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抽身出来，提醒你目前的工作是在为了实现更远
大的目标。
你的工作并不只是你正在做的事情，还要为了将来要做的事情做好准备。
    阅读这本书时，你需要在脑中不断地重复这3个问题：    我正在做什么？
    我真正想做什么？
    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关心的是什么？
    每个工作日，都被别有用心地安排得让你只能把注意力放在第一个问题上。
回想一下，下列这些时刻你的思想状态是怎样的：当你准备驱车回家时，当你搭乘地铁时，当你刚刚
从堆积如山的待办事务中抽出身时。
你只是在从一天具体的作战任务中恢复元气，而不会去梦想自己的下一份工作，也不会战略性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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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但这是你真正适合做的吗？
    也许你很幸运。
你是软件架构师或者设计总监，你是个心思全放在数据库上、不用为任何其他事情烦心的家伙。
你已经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找到了一个更大的主题，那正是你真正要做的。
这是你的事业，而事业的概念要远远大于工作。
    也许你不知道自己的事业是什么。
这是你第一份工作，虽然编程工作让你乐在其中，但身边肯定有很多往来的人在讨论职业发展的问题
。
这是人力资源部要帮我规划的，不是吗？
老板会替我考虑的，不是吗？
    错。
    作为一名对硅谷的管理深入研究了将近20年的观察者，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人力资源部的良苦用心
和老板的部分关注不会帮你成就事业。
    不管你是否明确自己的路在哪儿，通读这本书的几小时时间，你都会扪心自问：“我在乎的是什么
？
我关心的是什么？
”这份管理工作会是我的机遇吗？
我要当一辈子开发人员吗？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都在不停咒骂自己的工作，这是不是个坏兆头？
咒骂公司和傻冒上司在职场中是很普遍的情况。
但是如果连自己的事业也开始咒骂，那真是太愚蠢了。
认为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你的职业生涯负责的想法是错误的。
只有你在他手下工作时，老板才是你的老板；而事业则永远都是你的事业。
    你要选择好自己的事业。
这样当重大的不可预测事件发生时，才可以轻松应对。
要这样来思考：如果当初确切地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你做出某个重大决定时会多么容易？
如果知道一个新项目非常符合自己的职业目标，那么你要去争取它会更容易吧？
如果非常肯定自己想要进入管理层，那么在工作考核时，你和老板的会谈将会如何进行？
    一旦明确了方向，做出决定将不再是难事。
    1.5　瞬间的总和    职业生涯是许多做出决定的“瞬间”的总和。
PC还是Mac？
是否回复这封招聘电子邮件？
迎头而上还是打退堂鼓？
即使有这本书作参考，你做出的决定还是可能会有一半是错误的。
这会令一心寻求系统规律并力争获胜的极客感到不安，但其中仍有规可循。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累积，你会明白各种人格可以分为有限多组。
不同的人格有细微的差异，但这些人和他们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
老板和他的动机可能会因公司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不管是“保持低调直到我退休”还是“让所有人都
疯狂工作，因为我要征服世界”，这些动机都是可知的。
你可以有效利用和他们的会面机会。
你可以让自己从众多的待办事项中脱身。
辞掉一份工作，离开你喜欢的同事，都没什么不可以，因为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等着你。
    本书浓缩了我在硅谷大大小小的公司中15年间的经验。
我经历过平静，也体验过混乱，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坚持做笔记，因为我总是相信自己只要再多找
到一条规则就能搞清楚这整个世界，而那也是你的致胜之道。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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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Michael Lopp是我们行业的珍稀动物：使用平实语言的真诚管理者。
想知道如何在IT行业中成就自己的伟业吗？
听听Lopp是怎么讲的吧。
”    ——John Gruber，Daring Fireball创始人    “我见过太多在技术上才华横溢而我们恨不得把他们锁起
来的家伙，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家伙会在真实世界中被吞噬。
本书给这些家伙提供了反击的可能，让他们适应协作的生活，并管理好现实世界中‘令人厌烦的部分
’。
”    ——Thomas Duff，知名博客“Duffbert”博主    “对所有极客和需要极客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人
们而言，本书必读。
”    ——Gina Bianchini，Ning.com创始人    “极客应该接管地球。
Michael Lopp揭示了一代独行侠的灵魂。
”    ——Jim Coudal，Coudal Partners创始人    “Michael Lopp有个大胆的想法是所有极客都需要听听的
：不可预知性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对想要学会驾驭不可预知的职业发展关键时刻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不容错过的。
这将使我们多做尝试，学习到更多，挑战自己的极限，并最终取得壮丽的成就。
”    ——Jane McGonigal，未来研究所游戏研发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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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普有个大胆的想法是所有极客都需要听听的：不可预知性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对想要学会驾驭不可预知的职业发展关键时刻的读者而言，本书《你就是极客！
软件开发人员生存指南》是不容错过的。
这将使我们多做尝试，学习到更多，挑战自己的极限，并最终取得壮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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