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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熟同事的喜帖，我的忧伤

■职场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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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收到请帖的人相
比，其实，送帖的人也有
一些无奈，有时候未必就
是他们想人人都通知，很
有可能是不知道该怎么通
知，所以就最好都通知了。

“我 10 月份结婚，现在要
不要跟单位同事所有人下
帖子啊？事业单位本来关
系就不太好相处，我也知
道很多人不愿意来，可我
又不能猜别人不愿意来就
不送，到时候，一些人送
了一些人没送，那自然有
人又会觉得我看不起人，
连送个喜帖也分人对待。
可是， 都 送 吧， 我 又怕
别人觉得我是图份子钱。
唉，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纠结……”长沙白领王浩
告诉记者，比起拿到的那
点份子钱，自己宁愿不这
么折腾。

支招：一个科室（部
门）发一份大请帖，觉得
关系好的，需要去的就
去，没来的也没什么，今
后一样是同事。就是个人
情而已，别人不来不代表
对你有意见，而是别人不
愿走那么多、那么广的人
情。有的也确实因为走不
起了，经济压力很大！  

文 / 刘墉
有一阵子我在台北的办公室非常

忙，经常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有一天
晚上，将近 8 点了，我发现有一家新成
立的公司，似乎是可以合作的，就叫助
理拨电话过去。我助理一笑，说 ：“刘
老师，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人家早下
班了。”我问她 ：“你怎么知道人家早下
班了？”助理说 ：“当然了，现在都 8 点
了，只有我们还在加班。”我又问她：“既
然我们能加班，为什么别人不能加班？”
然后坚持叫她拨电话。

电话居然通了，我喜出望外，先幽
默地说 ：“真不简单，你们还上班哪！”
对方也很幽默地说 ：“是啊，你如果不
认为我还上班，怎么可能打电话过来
呢，你不也在上班吗？”　结果我们发
现 双方都是很拼 命，很讲 求效率的，
接着谈合作，居然两三下就谈成了。

再说个故事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
办公室写稿子，突然电话响了，接起
来，是个学生打来的，想邀请我到他
的学校演讲。因为被打断了写作的文
思，我有些不高兴，问他 ：“你知道现
在几点钟了吗？你怎么会想到我还在办
公室呢？”学生说 ：“因为白天打电话
您的秘书都说您不在，我就试试晚上，
说不定走运，您会在。果然找到您了。”
结果我因为那阵子忙，本来已经不接
任何演讲了，这学生锲而不舍的精神感
动了我，我居然答应了。

我提这两个打电话的故事，是要说
世界上能够异军突起，有了不小成就的，
往往是那些“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人。

再 举个真实的例子。有一天我跟
一对夫妻去吃日本料理。丈夫说他要喝
咖啡，还没有问服务生，太太已经笑了：

“老公，你是吃日本料理，人家只有茶
不会有咖啡的。”丈夫反问太太 ：“你
不问怎么知道呢？说不定就有。”接着，
把服务生叫过来问，果然人家有咖啡，
而且很快就端上来了。那太太挺尴尬，
问服务员 ：“奇怪了，我记得不久前到
你们这儿来吃饭，我要喝咖啡，你们
说只有茶没咖啡，为什么今天有了呢？”
那服务生说了：“就因为上次您问咖啡，
我们没有，想到可能有些客人需要，所
以立刻就进了一套煮咖啡的机器。”　
　    这件事儿给我很大的启发，那个
丈夫是“明知八成没有，还要问”，太
太是“想必没有认为不必问”，餐厅是“既
然客人有需要，就不能固执地坚持日本
料理不卖咖啡”，那不正是“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注释：取自《论语》，意
为不瞎猜，不独断，不固执，不自以为
是）最好的例子吗？　　

这又让我想起一本美食书上谈到
的真实故事。有个公司以重金招聘两位
创意人才，从几百位应征者当中，精选
了四个人，每个人都有非常好的学术背
景跟专业经验，让这公司的老板很为
难。决定再跟这四个人吃饭，聊聊天，
感受一下哪两个比较适合。四个人都点
了牛排。没多久，牛排端上来了，其中
两个人先撒了点盐，才开始吃。另两个
则先吃了一口，才拿起盐罐撒了一些盐。
就从这个撒盐的动作，老板决定了他
要的人，各位猜是哪两个？是牛排上来
没吃先撒盐的，还是尝一口才撒盐的？
　　答案是后者。正如老板后来说的，
如果你没怎么吃，怎么能武断地认为
一定不够咸？就算你十回有八回吃到的
牛排都要加盐，你也应该先试一下。我
要的是有创意的人，是能在没有机会中
找机会，在绝望中找希望的人，而不是
自以为是，独断独行的人。

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回到打电
话的主题，如果今天老板叫你，在怎
么想对方都已经下班的时候打电话过
去，你能武断地说不吗？

你怎么知道他早下班了 
国庆，“结婚黄金周”来袭——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尤其对于刚刚大学毕业初次就业的同学来说，这绝对
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但是，你很可能马上遇到同样“值得庆贺”的半生不熟的新同事——“我要
结婚啦！”

你已经明白这意思了吧。于是，当你在微信里看到这样的吐槽“刚收到同事的喜帖，烦躁”，
立马就像找到了人生知己似的，你只想在后面跟一句：“我才毕业呢，还没见工资长啥样。”  接下
来的几天里，你开始了自我说服与自我否定的苦逼内心戏——去吧，初入职场，为了一个红包得
罪了同事不太好；为什么要去，我们关系很好吗？注定是赔本的买卖！

纠结来纠结去，你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吧。不过，还得提醒你，国庆“结婚黄金周”真的要来
了……

“李美女，我10月5日结婚，
到时候欢迎你来捧场呀！嘿嘿，
这是喜帖。”当人事部的黄美女
把喜帖递给我的时候，我笑着
说了声谢谢。然后看着她在办
公室里挨个送喜帖，自然也包
括还处于试用期的新同事。

说实在的，我虽然来单位
有两年了，但是跟人事部的人
真的不是很熟，平时打交道也
不是很多。再说，黄美女好像
来公司还不到半年，我们接触
的次数也就一两次而已，能够
叫出她的全名就很不错了。“她
怎么还来通知我们了，我们很
熟悉吗？”我办公桌隔壁的同
事小声抱怨了一句。

这样的情况，我以前也遇
到过好几次，都是关系很一般
的同事，然后结婚的时候都通
知我了，而且是亲自送的喜帖。
我当时也都不想去，不过想着
不影响同事关系，也不差这两
三百块钱就去了。不过，后来
我就发现，除了喝喜酒这事外，
我们以后也没什么交集了，而
且这些人好多现在都已经辞职
了，我连人家叫啥都忘了。再
说，人家人情讲究的是礼尚往
来，可是像我们这种已经结了
婚生了孩子的，去一次就是亏
一次。也不是说这几百块钱出
不起，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
而且，人家结婚你去了，到时
候生孩子你又得去，不去又是
把人给得罪了，连之前送的结
婚红包也都白送了。

更可气的是，有一次，一
个同事都说了拿到年终奖就辞
职走人，可她在年底办婚礼的
时候还是通知了公司所有的人。
当然我最后也还是去了，不过，
心里也是极度不爽，既埋怨这
年头的人奇葩，又恨自己好面
子。

既然大家对于一般同事
的喜帖都很是无奈和烦躁，
那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呢？万全之策当
然是没有，不过以下的这几
步说不定可以帮你应付过去
哦。

1看 情 况。 不 管 怎么
样，收到了别人的请

帖，肯定要跟办公室的其他
人通通气，或明或暗地问问
别人收到没。如果大家都有
收到，那就要听听大家的意
思——大伙都去，那你最好
也去，虽然不情愿，那也得去，
你最好别成为同事眼中的那
个奇葩；只有一部分人去，那
就得看你们的关系了，尤其是
以后潜在的关系。评估了这
些后，实在觉得去不值，那
就别去了，毕竟还有其他人也
没去，要有过节也不至于针
对你一个人。

2祝贺加抱歉。如果已
经决定不去了，那也

还是要跟当事人说一声。说
的时候，当然不能当着大家
的面说，一定要注意私人场
合。至于内容呢，首先要对别
人表示祝贺，然后很抱歉地
说明当天有事去不了。

3小礼物弥补。适当的
时候，可以给人家准

备点小礼物，虽然去不了，但
是也最好别让人家对此心里
有想法。

■人物连线

辞职前，
同事还请大家
喝了喜酒

■记者调查

“半熟”同事的
喜帖经常收到

“有没有遇到过不熟悉的同
事邀请你去参加婚礼？”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部分职场中
人，不少人表示，这样的事情经
常遇到。“我去年 9 月份毕业刚
进的单位，没想到‘十一’正好
有几个同事结婚，新人不去也不
行。唉，还是借钱去送的红包。”
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刘小晓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机关“混”，
人情世故这些方面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因此而得罪人，宁可出
点“血”也不能得罪同事。“不过，
现在还好点了，多亏了中央八项
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很
多人还不太敢办了，有时候办也
不一定请同事，都比较低调处理
了。”

和刘小晓不同，作为公司老
员工的贺先生对“随份子”这件
事一直都觉得很无奈。在媒体上
班的他，单位进来的大部分都是
年轻人，很多人干个一两年就走
了。“90% 的同事结婚我都送红
包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结
婚酒、满月酒、周岁酒，甚至是
搬新房也要通知同事……真的是
无力吐槽了。说这话的时候，贺
先生从抽屉里拿个小本子给记者
看，里面记着所有他给同事送出
去的红包。“这里面好多人都已
经辞职了。这个‘十一’又得送
两个出去，一个是我以前带过的
徒弟，一个是领导的亲戚，唉。
你说哪个可以不去么！”

“正常的红白喜事还好，有
的简直是‘非法敛财’：开业的，
二婚的，N 次搬新屋的，做满月、
百日的，做寿满的，考学的，去
当兵的……不胜枚举！”一说到
同事结婚的事情，李红铁就有种
血压上升的感觉。

■支招

试试这几步

■链接

发请柬
要注意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