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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好像养生经里说过：“女人要热养”，意思热一点
没关系。而“凉”对女人的经脉等方方面面都是有伤
害的。这话我信，因为有一年夏天我学驾驶，桑拿天
在室外“烤”，人烤得乌黑，但我的颈椎病竟然不治而
愈。可见适当的高温对人体绝对有好处，要不那些汗
蒸馆生意怎么那么兴旺呢。

但是，夏天回到室内（尤其办公室内），就没有
那么多汗可出了。不光不出汗，有时候全身汗毛都
被空调吹得竖起来。所以，夏天，我从来不买那种薄
薄的清凉衫，衣服的面料要么棉质、要么亚麻，总之
要厚一点，最好胸前背后再来些“假口袋”之类的点
缀、最好还要有衣领（护颈椎啊）……可是，哪有那
么多合乎要求的夏衣哦，大围巾也是一个解决办
法，实在吃不消了就披一披。这样的披挂，看起来有
点怪腔怪调，常常让外来人员眼露诧异———管他
呢，健康第一。还有姐妹带衬衫、带风衣，还有人带
冬天的围脖……招数不一，保暖就行。
我很希望办公室空调开 !"!，但却有男同事恨

不得开到 #"!。于是我们女性一起抗议：“痛经你知
道吧？胃寒你懂吧？手脚冰凉你老婆也时常发生

吧？”于是，两厢让步，就变成了 !$!。好像所有的男
人都是怕热的男人，他们在 !$!里怡然自得，热了
还站到空调前扇一扇。而 !$!里的女人，事情明显
多起来：坐久了，身体凉，把备用的衣服穿起来，又
一会儿，腿凉，把自带的大毛巾盖膝盖……出去办
事，上领导办公室，就要卸下披挂；回办公室，又得
穿上披挂。男人们就笑：“你们别办公了，就忙着穿
脱吧！ ”
靠窗的郝芹怕冷又注意形象，她感觉冷的时候

就开窗，让室外的热浪滚进来，借以取暖。而她对面
的男士常劲就热得吃不消，抗议未果，只好躲到空调
边找个临时办公点。倘若郝芹有事走开，常劲肯定是
积极来关窗的第一人。
女人出去旅游，坐大巴也要准备充分，带件厚衣

肯定不会错。否则车子开动，空调高开，那种冷，简直
钻进骨髓。抗议也没用，因为司机大多是怕热的男
人。有一年夏天我去外地学习，会议室空调温度太
低，众女学员吃不消冷，纷纷拿上宾馆的浴巾当披
挂，惹得一些教授直皱眉———这就是夏天不备厚装
备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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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空调
“众口”怎么调？

“天热了，办公室空调开始送冷气了，温度只
有21℃，我好冷啊，怎么办……”近日，有网友发
帖抱怨自己的办公环境太冷，很多白领回帖表示
自己也有同样的遭遇。

由于性别、体质和所在位置的区别，同一间
办公室里，有人怕热，有人喜温。同样温度的冷气
下，坐在出风口附近的人会觉得冷，而坐在离出
风口远的人又整天喊热。

办公室里空调该开多少度？温度问题，会不
会引起同事间的争执？如果觉得太冷或太热，你
会怎么办？

! ! ! !大热天，烈日下，交警
依然穿着制服在指挥交
通，清洁工依然在清扫街
道，建筑工依然……然而，
办公室里居然有 ''在发
愁，“办公室温度只有
!#!，我好冷啊，怎么办
……”鲁迅假如在世，如果
听到这样的感叹，恐怕又
会愤怒出一篇传世杂文。

国家年年在宣传，办
公 楼 空 调 应 该 设 置 在
!(!，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
么多公司置若罔闻。这样
的企业，怎么会有社会责
任感？如果作为一个小职
员，你不敢向上司提醒节
能减排问题，倒也罢了；如
果还为太冷发愁，就回家
问问你外婆或奶奶该怎么
办？她们或许脑子反应已

经有点慢了，甚至多少有点老年痴
呆，但我相信听到这样的难题，她们
都会担心你自己有些痴呆———冷？
能有多冷，有冬天冷吗？既然冬天零
下几度都冻不死你，空凋 !#!你会
没办法应付？在办公室留件外套，冷
了披上就是了。再冷，穿毛衣！
确实有人因为坐在空调通风口

下，不留神得了肩周炎，主要责任显
然不在空调。一个成年人应该懂得
怎样照顾自己，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至于同一间房，有人冷得发抖，有人
如果热得流汗，那多半是空调坏了，
应该通知后勤人员检修一下通风情
况。假如冷热极度不均实在无法解
决，彼此换个位置就可以了。体弱的
离空调远一些，怕热的换到通风口
下。一般情况下，公司对于办公桌安
放顺序并无特殊要求，你可以自行
与同事商量，然后请示主管是否可
行？也可以直接让主管协调。我以前
做过几家公司，这方面问题解决得
都不错。实际上，这是个非常简单的
协调问题，如果这类小事都会成为
烦恼，所在公司管理肯定存在问题。
这并非危言耸听，当年日军军官参
观北洋水师，一摸积满灰尘的炮管，
就知道这支舰队不堪一击，虽然其
硬件是世界一流的。
撇开绿色环保和社会责任感问

题，空调冷热不均这点事，会成为较
普遍的职场话题，足见我们的企业
虽然制度现代化了，可是许多软性
管理方面很弱。空调太冷可以加衣，
感觉热可以调整一下办公桌位置。
可人心如果太冷了，同事之间关系
太冷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调
节也不是一日之功。
从自己做起，调节心的温度，这

比什么都重要！

胖子怕热有办法 藏布夏尔 ,记者-

! ! ! !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有个问题很重要)室
温怎么控制？室温由谁控制？

办公室总有一群小美女，平时穿得又少，室
温降得太多，空调的冷风吹到裸露的膝盖上，时
间一长受不了。
我们这些大老爷们，以胖子居多。武汉的天

气就热，从外面一进来，就希望让冷气冻冻自
己。即使坐在办公室，也是希望温度再降几度。
椅子上面放着一件春装，午休的时候，可以用春
装盖住肚皮。
矛盾出现了。

每天，我们打开空调，即使将温度调到
!*!，过一会儿，小美女过来，顺手将温度调到
!"!。我们这些大老爷们，总不至于为了一个温
度撕破脸皮吧。
起初，我的对策就是少穿衣服。
问题是，一件薄薄的衬衣，一条薄得不能再

薄的长裤，总不能再脱下去吧。比起小美女的露
脐装、低腰裤，第一轮交手我处于下风。

更重要的是，小美女一般都是骨瘦，我却是
胖子，胖子怕热啊。

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尽量少在办公室里

呆。
时间一长，主管问我：“为啥长期见不到你

的面？”
我总不能说，办公室的室温太高，让人无法

呆吧。
最后，我只得乖乖地坐回去。
那一日，朋友告诉我：“你就不会买一台小

电扇，超市里面有，!&元一台。”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第二天，我将小电扇插在电脑上面，轻风吹

在脸上，挺舒服的。
望着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汗流浃背、咬牙切

齿的胖子们，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你就不会买
一台小电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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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吃饭，一个小包房，
四个人，一台挂壁式 # 匹空
调。坐在空调下的人热煞，坐
在空调对面的人冷煞。
仅仅四个人，尚且有众口

难调的问题，更何况是有十几
个人甚至几十号人的大办公
室。每到夏季，空调成了许多
人的心病。
“冷冷冷！”大多数人一进

办公室就会不由自主地打一
个喷嚏，一些衣着单薄的女士
就会嚷嚷着甚至直接走上前
去把空调关掉。可是，充斥着
一个个格子间的大开间办公室连个窗
户也无，空调一关岂不闷坏人。
其实，很多人太粗心，只知开、关，

浑不知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调节温
度。家里空调的温度能调节设置，办公
室的中央空调为何不能调？如果看见
有人想粗暴地关闭空调，我一般会晓
之以理：“你看，现在设置的温度是
!*!，风力是强风，不冷反而怪了。但
如果调节到 !(!、低风，应该就不会
冷了呀。”
可惜，有人能接受，有人还是嫌不

如关闭空调来得立竿见影。遇到这种
情况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安慰自己，还
好自己是个不怕热的瘦子，还能穿无
袖连衣裙。就可怜那些穿衬衫、长裤的
男性“胖纸”们了，可不像蒸桑拿一样？
做人不能太自私，在办公室里更

得顾全大局。
所以，首先要把空调设置在一个比

较合理的问题，比如市政府推荐的节能
温度———!(!。不能因为自己忽略了调
节温度，就骂空调的坏话，让这台智能
机器为人的愚蠢背上冤枉包袱。
然后，大家各自想办法，克服困

难：嫌热的，放一台 +,- 接口迷你风
扇在办公桌上；嫌冷的，可以备一条披
肩，腿冷盖腿，肩冷盖肩，保暖又漂亮。
毕竟，办公室不是自家，得兼顾大伙儿
的温度。

! ! ! !初到香港工作，进驻的是全封闭的智能大楼。春
夏秋冬，强劲的中央冷气源源不绝，搞得办公室活似
冻肉仓库，冷得人头皮发麻头颈僵硬。放工后走出密
室，手表内盘必然凝结起水珠。
一路跑跑跳跳，出点小汗，欲将周身的寒气逼

出。甫入地铁站，却再次被超寒流瞬间包围。
很快，就患上了顽固的香港鼻炎。
几个星期后，实在忍受不了。请物业调高温度，

却被告知“冷气由中央统一调控，不可分室微调。你
且看，那外间靠玻璃幕墙的行政部同事，就算隔着窗
帘，也被外头烈日蒸得鼻尖渗汗哩！”我唯有叹一句：
“这智能大楼智能在哪里啊？”

隔日，捎了件棉衣上班，这才有了些暖意。出得
外间，便除下搭在椅背上。于是乎，入则穿出则褪，倒
也化被动为主动。
谁知那日开会归来，棉衣竟不翼而飞。兜了一圈，

却在隔壁网络部的同事身上觅得，见到我人家赶紧完
璧归赵，称明日必要以我为榜样，自带御寒衣物。

日复一日，公司内自带寒衣渐成风潮，员工几近
人手一件，体质较虚者更是羽绒上身。令人感动的
是，但凡有人辞职，却会将寒衣留下。或许是嫌弃穿
的时日已多，却久而未洗，再也懒得带回家去。
人走衣留，俨然成了公司一大美德传统。
有时，遥遥相见某件蓝色斜纹的棉衣，我们几位

元老就会追忆：“还记得那些年前的王彼得吗？”而那
件连帽羽绒衫又会引起诸如“再也碰不到似曾查理
那般好的摄影师了！”的感慨。
衣是人非，不胜思怀。但问题是：衣服这样循环

往复地穿下去，难免领部、袖口泛起油光。经之数年，
委实穿无可穿，唯有送入储藏室，做包裹杂物、垫高
箱底之用。随之消失的，还有我们与衣物主人昔日并
肩作战的回忆。
离港来沪之后，网上遇见企划部的许迈克，称我

的格子棉衣已被新来的制片人继承了，且非常之合
身！欣慰之余，只望那位新主人好好珍惜，偶尔能用
衣领净之类的刷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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