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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个人比较喜欢读那些吹牛、俏皮、调
侃的文章。如博主三表经常在博客里损他的
那些好友，并且取子题目为“挨个祸害”，祸
害的语言十分有趣。
就拿他的那篇写大仙的文章来说吧。
“当年《北京青年报》的总编辑是个文学

青年，招编辑记者必须有一定文学功底，你
可以想象，像王朔这么大的腕儿，应聘都被
《北京青年报》拒之门外，可见这家报纸的门
槛有多高。据说大仙去面试的时候，总编问
他有什么文学方面的特长，大仙说：‘我是个
诗人。’总编就说：‘那你朗诵一首你写的
诗。’大仙张嘴就来：‘心不和爱一起走，说好
就一宿。’总编一听立刻打断大仙：‘成，一宿
就一宿，你明天来上班吧。’就这样，大仙成
了《北京青年报》记者，鉴于他不爱运动，总
编把他分配到体育部。”
“大仙报道最多的是足球，但是他从来

就没摸过足球，也从来不看球。领导派大仙
采访北京队的高洪波。大仙到了训练场，发
现球员正在训练，根本没法采访，大仙一看
表，饭局马上就开始了，这怎么办？恰好这时
候球出界，高洪波过来捡球，大仙终于可以
跟高洪波说上话了，便问：‘挺累的吧？’高洪
波点点头。大仙转身便奔赴饭局。第二天，
《北京青年报》用了半版的篇幅登了一篇大

仙的独家专访高洪波的文章《冷面杀手高洪
波》。”

大仙的文章我一直读，很有特点，知识
面宽，语言混搭跨界功力强，别人很难模仿，
而且文章的信息量大，给读者的感觉应该每
篇文章背后都有庞大的信息量做支撑。可经
三表这么一吹牛，觉得大仙随随便便都能整
一篇文章出来，你要是真这么觉得，那只能
说你不懂吹牛。
据说德国的米希豪森是位吹牛家。听听

他的吹牛：他去打猎，在森林中发现一只毛
皮绚丽的狐狸。用枪打可惜，老米退下子弹，
将缝衣针按入枪膛，只一枪就把该狐狸的长
尾钉在树上。他从容下马，取鞭子抽狐狸。狐
狸无计脱身又忍受不了疼痛，竟从皮囊里飞
跑而出。就这样，他得到了一张完整的狐狸
皮筒子。
境界啊，极致啊！我的米希豪森！
我总觉得吹牛就和幽默一样，真的肚里

有点货，吹牛才能让对方愉悦。否则，低俗的
吹牛话一出口，你就在对方心中树起了虚荣
的伪君子形象，砸自己口碑的事，为什么要
做呢？再说，“越是欠缺什么越是爱显摆什
么”，这句话现在人人皆知呢。

沉淀下来，积累点知识，让你的牛吹得
令人愉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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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起吹牛，最可爱的当属《围城》里的褚
慎明，跟方鸿渐等人小聚，聊到大哲学家罗
素：“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
解答许多问题。”细究起来，人家这还不算吹
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
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一类非他自己不能
解决的问题。
我的一位女同事，一定是得了褚慎明的

真传———你永远抓不住她吹牛的证据。说起
她外甥上大学：“上了人大啦”———她不说那
是人大的分院，只是三本；说起她姐姐姐夫：
“去美国啦”———她不说那是劳务输出；说起
和她老公的关系“偶尔还能找到初恋的感觉
呢”———感觉是人家自己的，你又不是心理
侦探能偷偷跟踪她的潜意识……总之，这位
仁姐的大多语言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她，她
的家人，都比你略强一点。你多良好的自我
感觉，在她面前，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人
活着是要找乐子的，所以只得敬而远之。实
在躲不掉，你不妨打听一下她语言破折号之
后的内容，一定能心平气和下来。
还有一种吹牛，能让人自信。
我的邻居，不知哪年拿到了律师资格，

在一家小律师事务所任职。但见他很有底气

地呵呵地笑着，对自己的人生颇为满意：“事
务所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再加上几个法律顾
问当着，一年下来，十大几万儿呢。赶上最不
济的年头，也有个七八万儿吧。”为了显示其
“举重若轻”，所有的“万”字都带了儿化音。
大家心里清楚，即使这样说，也含了两成的
水分，否则他不会为了 #$$元饭费的差距把
儿子送到另一个小区幼儿园。其实，吹牛又
没有成本，不妨再往上抻一抻，省得让人家
心里暗笑。但我估计再多了，他认为别人也
不相信吧。如此看来，吹牛也讲究个“心胸”。
当然，这种吹牛并无大害。活着，怪闷的。

他一说，你一听，热热闹闹又是一天，也算是
中国人打发时间的智慧。否则，难道天天充大
尾巴狼哲学家，思考人生的意义不成。
而有的人，还真能把“吹牛”套现喽。朋友

单位一女同事，有一天气势汹汹地拿着手机
递给她的最高上司：“某某请你接个电话。”
上司懵懵懂懂，孙子一样听了半天的训话，
然后看来电显示，竟然是“某某办公室”（当
然，这个某某，是省城人人皆知的人物）。从
此，上司对这个女的格外照顾。但后来的后
来，事情有了新的解释，这个“某某办公室”，
只是手机存储的一个技术操作，你懂的……

! ! ! !中国人喜欢吹牛，骨子里源于好面
子。酒桌上，人们在说说笑话的同时，顺
便也吹吹牛———嘴巴痛快了，气氛也变
热烈了。只要吹牛不过分，倒也是乐事。
我的一位河南文友曾写过一本情

感随笔，书名就叫《没情人是一件很没
面子的事》，据说销量还是不错的。今年
情人节的晚上，我参加了一个文友聚
会，酒过三巡后，自然而然就谈起了情
人话题，说着说着就吹起来了，吹着吹
着就有点过了。都是已婚男性，语言组
织能力又都很强，又都被酒精刺激，一
个个都在讲述自己曾经有过婚外情感
经历，其中有两位竟然说现在的婚外情
还在继续———如果真的有情人，这个夜
晚应该有约会呀，但事实上，这两位的
手机都没响过。
那次晚宴，我也杜撰了一个情感故

事，声称女主人至今对我还恋恋不忘。
我其实睁着眼晴瞎吹牛的。但那天晚
上，那个场合，当所有人都情人来情人
去的，我如果不虚构一个情人，不是太
没面子了嘛！
在我所居的小城，职场男人以应酬

多为有面子。有一天单位聚餐，食堂预备了三
桌，但实际落座的只有一桌多。除了工会主席
（他是聚餐的组织者）外，其他领导一概“有事不
能来”。别的领导我不清楚，我们科长老马把话
说得很白：“单位聚餐有什么意思呢？外面有饭
局才叫本事呵！”老马的话令我情绪低落，而他
临走时甩出的“税务局请我吃饭”则令我羡慕不
已。可一个小时后，我在步行街大排档里遇到老
马正在吃面条！虽然忍俊不禁，但没敢和老马打
招呼，也算是给他留了一个面子。
生活中的吹牛，损失的是个人形象。如果工

作时也为了面子而吹牛，损害的就是单位和行
业形象了。我曾在“抗旱办”工作过一段时间，有
一年闹春旱，我的顶头上司当着媒体的面吹牛：
“别着急，明后天打它几炮，雨就下来了。”却没
料，一连几天都是晴空万里，没有云彩，根本没
有人工增雨的机会，我的那位上司也被媒体戏
称为“吹牛主任”。

马季曾在相声里“吹牛”：“我上嘴唇挨着
天，下嘴唇挨着地。”搭档赵炎问：“那你的脸哪
去啦？”马季自嘲：“我们吹牛的人都不要脸了！”

! ! ! !昨天，我无意中向一个朋友抱怨说某个
河景豪宅是我的%&'() *+,-'，可偏偏贵得吓
人。这家伙居然淡定地说：“哦，那家啊，他们集
团所有的楼都是我老爸盖的！不贵，一点也不
贵啊。”我晕，敢情我认识的是一位太子爷？接
下来，这位太子爷又说：“我帮你介绍个男朋友
得了，身家不多，七八个亿，怎么样？”彻底晕！
说这话的主估计得有二三十亿的底气吧，可他
竟然还在一个小小衙门做清水公务员？

每次碰到牛皮哄哄的人就很无语，被牛
皮哄哄的人缠上更是煎熬。

前男友王同学，当年是自觉“高攀”不上
而主动甩了本小姐。后来境遇改善，几番邀约
吃饭。席间高谈阔论，令人一惊一乍。其一，至
今对我旧情难忘，为此还与妻子离了婚，也没

生孩子；其二，中专毕业后，先是读了夜大的
大专，又读了个本科双学位，如今已经研究生
毕业；其三，原先已就任某著名电器连锁商场
中层干部，后来下海自己创业，虽然没能成功，
老板却视之如才子，郑重请回去重新高就；其
四，去年，终于离开了自己一直不喜欢的企业
管理岗位，成就了梦想中的律师职业……

乖乖，我真是要大跌眼镜了，特别是第一
条，简直让我觉得罪孽深重。可是，我居然接
连发现，这些倾诉有相当的水分。

首先，他不仅没离婚，而且孩子都已经上
小学了。起初有朋友告诉我真相，他还狡辩

说，和妻子分居着，孩子坚决没生过，过了几
年才松口承认真相。至于学历、工作之类，虽
无从考究，不过估计也是“来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据说他确实在一家律所工作，不过是
不是大律师就难说了。
让我最不理解的是，尽管他的牛皮被一

张张戳破，他却不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还再
三邀我见面，估计还想继续吹牛，塑造自己伟
岸的形象。我既烦他这一套，又哀其不幸，倘
若不是内心极度不自信，何必通过吹牛来表
现出所谓的自信自强呢？所以，所有的邀请，
我一概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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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牛众生相，可笑亦可叹
时下，不少人感叹爱吹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经济收

入、家庭背景、人脉关系、学识等都可以是吹牛的内容。近
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对10208人进行的调查
显示，62.9%的受访者认为当下爱吹牛的风气在年轻人中
很盛行，40.6%的人明确表示“反感”爱吹牛的年轻人。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吹牛？“社会风气越来越
浮躁”“吹牛可以增加自信和面子”“吹牛可以获得人际交
往中的优势”排在前三位。其他还有“社会压力大，通过吹
牛自我发泄”“别人吹牛，自己也吹牛”。你身边有爱吹牛
的人吗？该如何面对吹牛的人？

! ! ! !吹牛原本是很个人的事情，
不过吹的人多了，就成为了一种
社会现象，引来社会学、心理学专
家研究，一门《“牛”学》眼看呼之
欲出。

分析吹牛者日渐增多的原
因，与社会环境变化紧密相关。以
往我们在一个巷子或村子里几乎
住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干到老。周
围都是熟透了的熟人，彼此知根
知底，吹起牛来当然很不好发挥。
偶有一两个勇于乱吹的人，必被
冠以“王牛皮”“张牛皮”之类的称
号，在熟人圈里“信用等级”归零。
领导不敢提拔他们，邻居不敢让
自家闺女和他们谈恋爱，他们吹

得虽痛快，活得却很边缘。
如今世道变了，邻居对门不相识、同事

换了一拨又一拨、网友遍及天南地北……
大家的社交面大大扩展了，彼此互相了解
深度却变浅了，于是吹吹牛负面影响不大。
而且如今社交讲人脉，彼此有用处是构建
人脉的基础，所以得把自己吹得强大一些，
才能吸引来更多的“朋友”。
“吹牛不上税”，这句话很容易误导群众，

让人们以为吹牛是零成本，其实如今吹牛可
不是免费的。记得去年有一次文友聚会，某
文友大吹他的一个剧本怎么怎么红了，一
说名字，我们都没有听说过那部电影。他依
然执着地吹着，并后悔本子只卖了十几万。
“不少了，这样吧。下月我们要办一次

全国文友聚会，你拿 .万块出来，九牛一毛
嘛……”一位比较直率的文友大约听不下
去了，将了他一军。此后他便低调了，再没
有提及他那个剧本。
今年过年后，十多年未见的同学蒋某

突然召集同学会，聚会地点在某高级会所，
每位参加者还有一份价值不菲的礼品。于
是大家几乎都到了，接着都知道他在北京
某大企业当上了副总……

那位剧本文友原本在圈子里不太起
眼，而那位副总同学以前在班上甚至很受
轻视。他们吹牛的动机很容易分析，那就是
找回自尊，只不过这种方式更让人看穿其
本质上依然自卑。

当然也不是所有吹牛都令人厌恶，某
朋友所在杂志社这几年一直不景气，可我
们每每问及，她总说杂志发行量节节攀升，
不久前终于倒闭了。她的吹牛固然有维护
个人体面的意图，同时也是在维护单位的
面子，不失为敬业。
总体而言，吹牛这件事有点像喝酒。适

可而止可以自我解压，但不可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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