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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闻香:愉悦还是困扰?

! ! ! !大学时认识一个学姐，是全
校闻名的风云人物，思想前卫，
衣着新潮，人前经过，裙角总会
卷起一阵馥郁的香风。我对香水
小有研究，一闻就知是欧洲顶级
大牌香水，心下颇有些艳羡。

后来由于社团活动的关系，
和这位学姐有了些交情，两人很
是投契。有一次在某自习室遇到
她，被拉着坐下亲热寒暄。刚开
始，在正宗迪奥“真我”香水的浓
郁香风中，我还颇为享受；!分钟
之后，开始觉得别扭；再过"分
钟，鼻子抗议；#$分钟之后，我脑
袋被香味呛得略有些晕，只好在
学姐倾国倾城的笑容中，推说有
事，落荒而逃。嗅觉一度失灵，只
好去小卖部买了包咖啡粉，拆开
闻一闻才慢慢恢复。回想刚才情
景，恍然大悟———那间自习室之
所以人数寥寥，恐怕不只是位置
偏僻的缘故。
平心而论，和%学姐聊天真

是件享受的事。可是，那本来在

流动的空气中显得风情万种的
香风，一旦长时间被禁锢在室
内，实在令人窒息，那风情也就
成了侵扰。
心理学上，对人们个体需求

空间有一个著名的划分："米之外
是公共距离，是陌生人之间的距
离；#米到"米是社交距离，是泛泛
之交的距离；个人距离在#米之
内，适用于熟人朋友之间；&'厘米
之内，是亲密距离，这种距离，只
有最亲近的人才允许彼此进入，
如情侣、父母子女、密友等。在社
交学上，把握好自己同他人的关
系定位，和他人保持相应的距离，
是社交礼貌的一种表现。

而喷香水，应是一件极为私
人的事情。强把自己喜欢的香味
加之于别人的呼吸中，就和贸然
侵入别人的私人领地一样无礼。
更何况，说不定还会引得过敏症
和哮喘病病人发病。

然而这样说来，在日常生活
中就不能用香水了吗？当然不

是。我有个好友，相交超过十年，
一直觉得她身上有种非常温馨
甜蜜的香味，幽幽渺渺，若有若
无。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询问，才
知道她其实是习惯喷洒香水的。
只是，她把用量控制得非常微
妙，只有走近她身边半米，才能
闻到。我一直认为，这隐约的香
味，既保持了社交的优雅和礼
貌，又表现了女性的矜持：私人
的香水味，只跟有权进入私人距
离的人分享。

就如《色戒》电影中的一个
镜头：汤唯饰演的王佳芝，坐在
一家咖啡馆里等待易先生，从手
包中取出一只精致的香水瓶，却
并不喷洒，只用玻璃棒往耳后和
发梢轻抹几下。可以想见，那丝
丝缕缕的香味，会在举手投足间
慢慢散发，一缕幽香在耳鬓厮磨
间若隐若现，显现的是女性的神
秘和优雅。

用不用香水，似乎是一件很私人的事。近日，美国部分机构却对香水说“不”。俄克拉何
马州塔特尔市政府在其官网上要求，喷洒香水的访客不能进入市政厅大楼。密苏里州首府
杰斐逊城相关部门也要求工作人员在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时“尽量不要使用香水”。

一位过敏症专科医师指出，香水可能会引发过敏症和哮喘病患者等人的激烈反应，并
可能引起呼吸系统感染，“喷洒香水和吸烟带来的危害同样严重。”

对你来说，香水带来的是愉悦还是困扰？办公室内禁用香水，你能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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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新闻说：美国某些地方
政府机关禁止办公室人员使
用香水。对于国外新闻，我有
个习惯那就是进行“延伸阅
读”，以免被误导。
一查，与之相关的两座城

市塔特尔市、杰斐逊城，人口
都只有几万，在美国连三线城
市都算不上。他们有关香水的
法规一出台，就贬多于褒，倒不
是因为民众喜欢香水，而是使
用香水属于社交礼节范畴，市
政府的推出相关政策涉嫌越
权行政，甚至涉及侵犯人权。
那么，我们中国人怎么看

待这个问题呢？我即兴采访了
我老爸老妈，他们一致认为

“美国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老爸说，以前在车间工作，每天一

身汗，同事之间彼此都能闻到酸臭味，
“那味儿闻着反胃，肯定没有闻香水舒
服。可是我们难道互相鄙视？”老爸说。
老妈的工作环境好一点。不过，那

年月大家有的搽花露水，有的抹雪花
膏，办公室里百味杂陈。“可是这怎么
会影响同事关系呢？这么点小事都忍
受不了，不成‘玻璃人’了？还上什么
班？在家玩算了。”老妈不屑地说。
极少数美国人对于香水的一点偏

见，为什么会引起部分中国职场中人
共鸣？说到底，是容人之量的问题。
别拿哮喘病、过敏症说事。这样的

特殊人群，在职场中顶多百分之一二，
完全可以通过座位调整等方法来解
决。至于部分香水也许含有害成分，那
是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的事情，不合格
产品怎么能进入市场？
除去个别人，大多数嗅觉正常的

人，对于香水是欢迎的，它能给人带来
愉悦感。
不管你愿不愿意，既然进入一个

团队，你就必须接受其他同事为你的
战友。试想在一个战壕里，有的战友有
脚臭，有的或许还有狐臭，你是不是会
选择远离他们，自己另外挖个坑隐蔽
呢？一个连同事香水味都忍受不了的
人，根本不应该进入职场，最好当个自
由职业者。不过自由职业者也会有“客
户”，不知道“客户”会不会忍受她的“低
忍耐度”。心宽路就宽。对他人宽容，凡
事别以自我为中心，不仅朋友多了，你
对世界的看法也会有积极的改变。

香水的味道，常常是由人心决
定的。

! ! ! !曾记否，一首恶俗的《香水
有毒》曾风靡当年。

香水有没有毒，要问化学
家。但香水惹不惹人烦，我知道。

我们办公室里有个长相普
通的姑娘，说句不好听的，言谈
举止没啥女人味，可偏偏应了那
句“丑人多作怪”的老话，这位年
近 &$还待字闺中的姑娘非常喜
欢喷香水。

香到啥程度———无论寒冬
酷暑，她方圆 !$米的地方，都仿
佛是孙悟空用蘸了香水的金箍
棒划出的“香水圈”，以她为圆
心，周围一片腻香。紧挨着坐在
她身边的我，常有香气扑鼻、几
乎窒息的感觉。更夸张的是，她
如果去上一次厕所，整个走廊、
女厕所甚至连男厕所都飘浮着

一股浓烈的香味。外人如果来到
我们的男厕所，一定以为走错了
门，或者误解我们公司伪娘如云。

让人厥倒的是，她自己习惯
了这股香味，以至于常常闻不
到，误以为香味已经消失，所以
隔上几小时就要从随身带的包
里掏出香水瓶，“哔哔哔”一阵狂
喷，让旁边人闻香皱眉。

其实，我不仅不反对用香
水，还喜欢在夜深人静或者需要
静心凝神的时候，喷上一点淡雅
的香水，或者点上香薰精油，一
个人孤“芳”自赏。但是，若是扰
人，可就是污染环境了，性质与
响屁扰民无异。

很多人喷香水都是向外国
人学来的，而外国人给我们的感
觉似乎也等同于香气“袭人”。然

而，以我在欧美生活工作的经
历来看，出入办公室、学校等场
所时，老外几乎不会使用浓烈
的香水，甚至大部分人不会喷
洒香水，只有极少数人会喷一
点要凑到身边才能闻到的淡香
水。即使是在超市、商场等休闲
场所，喷洒浓烈香水的似乎也不
那么多见。

我琢磨着，浓香扑鼻，或许
是早先的老外们不便洗澡而采
取的掩饰措施。可如今随着社会
的发展进步，香水的使用已进入
到了“真水无香”的高级阶段。那
么，再看我们自己呢？是用不计
金钱的代价，向所有人标榜自己
还处于低级阶段；还是用点到即
止的雅致，告诉别人如何“闻香
识女人”？

! ! ! !第一次对香水印象深刻，
不是来自女性，而是我高中时
的一位男老师。男老师上我们
色彩课，和另外一位色彩老师
随机轮换。但每次他还没进教
室，大家就知道今天是他的课
了，人未到，香先到！

我还好，虽然他身上的香
水味很浓郁，但还是可忍范围
内。但有一位鼻子过敏的同学
就可怜了，特别是改画的环节，
那个纠结哪———既希望老师
能帮自己好好修改，有怕老师
真坐下来自己不争气的鼻子
却喷嚏连天。而老师还很关心
地问：“你又感冒了+”

不过现在想来，其实还
好。因为彼时条件简陋，画室
里没有空调，又是大开间，空
气还是很流通的。
大学里念的是服装设计，

对老师引用过的夏奈尔的那句名言
“不用香水的女人，是没有未来的女
人”印象深刻，于是开始尝试着接触香
水。而彼时作为一名学生，香水之于
我，到底不过是一种很私人化的情绪
点缀，偶尔试到一款自己钟爱的香水，
身心都会有一种悄然而生的喜悦感和
愉悦感。
再以后进入职场，才深刻地体会

到，香水其实不单单是一种很纯粹的
个人享受，更等同于你职场上的着装
打扮，既彰显出你的品位，也考验着你
的公德心！

譬如我以前呆过的一家公司，就
有过一个香水促成一桩生意的案例。
有同事曾碰到一位很挑剔的女客户，
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案，她都不满意，横
挑鼻子竖挑眼，有天讨论方案时，同事
恰巧换了款香水，没想到正好是女客
户喜欢的那种香型。于是两人从香水
谈起，一下子多了很多共同话题，最后
不但方案顺利通过了，两人还成了私
交甚笃的朋友。
和我们共用一层写字楼的隔壁公

司，有一位女生，我们公司的同事全认
识———每次当她摇曳多姿地走过走
廊，整条走廊都会久久留香不散。如果
你恰好跟在她后面用洗手间，那么你
就彻底悲剧了，香水混合着洗手间所
散发出的那种特别味道，绝对能结结
实实地熏你一跟头。所以我们背地里
给她取个绰号叫“香飘飘奶茶”。后来
“香飘飘”同学想跳槽到我们公司，结
果,-还没开口，同事们一致抗议：过
道尚且能留香，真和她同一个办公室，
那就不活了！
所以，职场上用香水也要讲公德。

特别进入夏天后，香水的选用更是要
慎之又慎，最好选用一些气质清新爽
冽的海洋调、森林调的淡香水，喷在耳
后、手腕等不易出汗的位置。切忌选用
香味浓郁的香水，不然在炎热的高温
下，香水味在经过烈日的熏烤，地铁、
电梯里拥挤人潮的发酵后，再一齐进
入到封闭式的办公室里……那味道，
再坚强的鼻子也要崩溃。

! ! ! !夏天午后，同事搭我的车外
出，刚坐进去，就伸手在鼻子前
挥了挥：车里怎么还放香水？这
个有毒，你不知道？

还真不知道。虽然，我也一
度觉得汽车香水味道太浓了点，
尤其是太阳烘烤过的车里，一拉
开车门，那股蒸笼一样的热气
混合着香水味，的确是冲鼻的。
但看看周围姐妹们的车里，无
不放着一瓶香水，好像不放香
水就不叫香车宝马似的。于是我
便也追着习俗，置上香水一小
瓶，窃喜可以座上添香。孰料这
是有毒的呢？

当即就把香水瓶扔到了垃
圾筒，从此再也没用过。并留意
着游说死党们：不要再用香水

了，那首声泪俱下的歌唱的是真
的，香水有毒，咱不要让鼻子犯
罪。为了环保和健康，各位不遗
余力和旧习告别吧。

没多久，死党们车里的香水
瓶果然一个个消失了。隔一年再
去汽车饰品店，架子上陈列的香
水瓶很是寥落，估计香水有毒的
理念，也被科普得差不多了。

告别了车里的有毒香水，再
留意身边的香水美女。中国人含
蓄，搽用的香水一般都是清淡型
的，若有若无，忽隐忽现，好像对
别人构不成什么威胁，反倒是增
添了一丝神秘的暗香。闻香识女
人，谁不想做个色香味俱全的女
人呢！办公室里除了少数朴素的
妞，搽香水还是不稀奇的。

然而，这香水也有起反作用
的时候。一次，上级领导来检查
业务，陪同的是一位年纪四十开
外、风韵犹存的业务姐。她身带
一身浓重的异香，亦步亦趋地跟
在领导身边汇报。结果，也不知
是香味过敏还是怎的，那领导对
着太阳，蹙着眉，连打一串大大
的喷嚏；吃饭时，又因一盘龙虾
而当场呕吐。验收结果可想而
知！主任沉着脸开会：咱业务部
门，拼的是能力，不是香水！

如果用香水，就去娱乐场所
吧。歌厅舞场本是少儿不宜的香
艳地，在那里自由喷洒，至多是
俊男靓女们相互放放毒而已。至
于在办公室或会议厅等公共场
合，还是宁可无香，不要有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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