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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也许送礼者和收礼者都没有意识到面对
礼物时，自己走入了误区，但商家却十分清楚，
并利用了这种心理特点。他们会对商品进行一
些有意识的“定向”包装，比如给茶叶配上锡制
的茶叶罐或者紫砂壶、给咖啡礼盒配上咖啡杯
等等，一方面将空空的礼盒填满，另一方面让
购买者感觉到所购礼品的价值———包装就如

此高档，那么其中的礼品就更应该是高档的。
对此，刘勇提醒说：“在今天，一份好的礼

物应该不仅仅在于它对于生存需求的满足，
而应该具有更深层面的意义。比如，在大多数
人已经习惯用短信、微博、电子邮件等电子化
的方式来送出节日祝福的时候，一张亲手制
作或者亲笔书写的贺卡，会因为其具有独特

性，甚至唯一性，而让收到的人久久珍藏，这
种独特性和金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此外，在
选择礼物之前，多花一点精力去了解收礼者
的情况，投其所好，有的放矢地馈赠，往往能
够获得比较好的效果。总之，送礼是一种社交
方式，更是一种人与人交往的艺术，掌握好这
门艺术会带给人生不同的精彩。”

! ! ! !礼物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它的价值。可
是如今，商场里那些受到青睐的往往是外包
装大于内涵的“高档礼盒”。此风日盛，造成了
大量的浪费。上海还专门制定了限制过度包
装的地方法规。
对此现象，刘勇分析说，物资普遍匮乏的

年代，人们相互馈赠的礼物很简单，多是以食
物和基本的生活物资为主。一袋时鲜水果，一
个奶油蛋糕便是年节中最为规范的礼物。随
着人们物质条件的改善，生存性的需求早已得
到充分的满足，过去那种缺食少穿的年代已经
过去了，人们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享受到
过去只有在年节中才能获得的物资。这就给送
礼者出了难题———对于收礼者的情况了解不

足，导致礼物是否能够真正满足对方的需求成
为一个难题。于是，送礼者们开始将礼物的需
求性特点转移到礼物的特殊性上，用某种方式
来体现特殊性，从而打动收礼者。特殊性的表
现有很多种，但大多数人容易将礼物的特殊性
归结为：奢侈、名牌、高价以及体积大、外观精
美等可以简单判断的特质上。同样一罐茶叶，
加上一个锦盒，体积增加两倍，而且由于锦盒
在中国人的既定概念中一般和珠宝等昂贵的
物品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形成
一种思维定势，即用锦盒包装的应该是贵重
的，不论盒中的物品实际价值多少，在人们的
刻板印象中，都成了高品质的符号。

送礼者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所以专挑

贵的，那收礼者又是何种心态？刘勇分析说，
收礼者在收到他人馈赠的礼物时常会做一件
事就是对礼物进行价值衡量。“这种衡量不仅
仅是礼物价格的衡量，更重要的是送礼者对
自己的定位的衡量。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
意重就是对于礼物价值衡量的一种写照。但
是，并不是所有的收礼者都善于做正确的衡
量的，很多人往往习惯于用简单的量化指标
去考量礼物的价值，比如，会认为越是包装好
的越是价值高。因为他们觉得低劣的产品是
不值得消耗高昂的包装的。所以在无形中，大
多数的送礼者与收礼者形成了一种默契，那
就是礼物的贵重程度是与礼物的品牌、质地、
体积、包装等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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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调"查"档"案"

! ! ! !新春佳节你收到了多
少礼物？走亲戚拜年的时
候，你又送出了多少礼物？

还记得上一次收到自己心仪的
礼物时的情形吗？是什么时候开
始，在我们的生活中，礼物的外
包装越来越豪华，而打开礼物时
的心情却越来越淡漠？一份好的
礼物，也许并不昂贵，也许其貌
不扬，但是，收到礼物时的
美妙心情，却让人久久珍
藏在记忆中。

"事件回放#

! ! ! !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大型商场里!一

个硕大的绿色纸盒里!仅装了两铁盒茶叶!

还用丝绸包着!其余空间则全部浪费掉!商

品虽然显得豪华大气! 但包装的浪费自然

也令人瞠目"记者采访发现!几乎在所有的

商场里! 包装豪华的茶叶都被摆放在突出

的位置"一些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包装豪华

的茶叶肯定要比散装茶叶昂贵许多! 但质

量未必要好"除了茶叶!酒的包装也格外引

人注目"豪华木头盒子#金属盒子#套装#散

装!瓷瓶#玻璃瓶等!围绕着白酒的各种包

装!在商场里争奇斗艳!显得格外豪华" 许

多消费者都被这些酒品的包装吸引过去"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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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论事
" 章红

! ! ! !我当杂志主编期间!有位编辑

!" !说!她对我有种依恋!那依恋

竟如同$孩子依恋一位母亲%"这话

是我已经不再当主编的时候说的"

我很惭愧!$可是!有时候我好

像对你很粗暴!我会粗暴地指出你

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她答'$但你只是就事论事地

指出错误! 你没有在精神上打击

我" 而我过去所碰到的人&&%

她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她母

亲!$我妈妈希望我考得好!拿个好

分数!但她从来不正面说(这次考

试你一定要好好考)! 而永远是从

反面来说这件事'(你不要给我好

好考*你一定要考个不及格回来给

我看* )&&%

高考她果然没有考好!毕业后

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当服务员"当服

务员也免不了要犯些小错误的!诸

如漏收某张桌上的烟灰缸之类!这

时就会收到主管的罚单"

$(漏收烟灰缸一只!罚款""

元")本来这样写就可以了"但主管

一定要在罚单上写'(漏收烟灰缸

一只!缺乏责任心!罚款""元" )无

论犯了什么错误!最后一定要归结

到(缺乏责任心)!一定要在精神上

全盘否定你&&%

我好像有点明白她的意思了"

她接受#甚至感激批评!只要批评

从正面进行!并且止于事实"

会打击人损毁人的批评!是那

种动辄上纲上线!每个小错误都要

引申过渡到道德缺陷的批评方式"

其实犯错的人已经为自己犯的错

误羞愧了!你只需要告诉他错误本

身就足矣!而不用响鼓重擂!居道

德制高点!过训诫教育之瘾"

就事论事!听上去简单!做到

并不易"它要求对人性有种朴素的

信任!相信他人与自己一样有向善

向好的趋光性!犯下错误只是出于

偶然疏忽或者能力限制!并非精神

上道德上就有犯错的企图"

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孩!有一

次成绩单上是三十五名!她躲在厕

所里用纸条贴上!再用墨水涂改成

第五名" 回家后父亲看到成绩单!

看到经一个小孩子之手拙劣涂改

后的第五名! 但他只用平和口吻

说'$老师怎么把成绩单搞得这么

脏呢+你明天去问下老师再来告诉

我好吗+ %

第 二

天 晚 上 这

个 孩 子 心

甘 情 愿 流

着 泪 向 父

亲 坦 承 了

一切" 而父

亲 特 地 去

跟 老 师 打

了招呼!让

老 师 不 要

为难孩子"

设想另一种做法' 父亲大怒!

$考不好不要紧! 怎么能撒谎骗

人*%小女孩无地自容!自此还携带

上$不诚实%的标签"

幸好这位父亲没有把整个道

德制度强加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

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一直感激父亲

对她自尊心的保护"长大后她成了

画家和诗人!她是席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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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礼物顾名
思义是礼节性
的物品。在刘

勇看来，礼物有
两个基本的特点：首

先，它是一种有形的物品，
其次，它具有礼节性的作用。
一份合格的礼物是能够使接受
者内心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物
品。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礼物并非是人类的发明，而是物
种的一种传承。在动物世界
中，雄性动物向雌性动物求

爱时会有一些食物的馈赠，这便是礼物的原
型。法国心理分析家萨缪埃尔·勒帕斯杰曾
有这样一个观点———礼物是爱的表达，是精
神食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母亲对自己孩子
的哺育。

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礼物主要扮演着两
种角色，一是为了表达对他人的感谢、欣赏、
尊重或者协助。二是以示好的方式去索取自
己想要获得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回
报，包括物质、观点、态度等等。

由于礼物的身上附着的各项作用和目
的，因此选择何种礼物就成了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人们就算不奢求事半功倍的效

果，但是绝对不希望出现事倍功半、甚至是
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很多人都有过为了选
择礼物而陷入焦虑的状况，这种焦虑主要
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送什么，什么样的
礼物能打动接受者？二是送多少，送少了怕
失礼、送多了又觉得不值。于是，在送礼前，
送礼者会仔细地分析，权衡利弊、投其所好
地进行选择。

在中国，很多时候，礼物还关系到面子
问题———送礼者和收礼者都应该在礼物的
收受上感觉有面子。送礼者觉得所送出的礼
物能准确表达自己对于收礼者的尊重，收礼
者能从所收到的礼物上感受到被尊重。

附着在礼物上的目的 让人在选择礼物时陷入焦虑

只有奢华的外包装 才能满足“面子需求”？

走出认识误区 让社交艺术为生活添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