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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你该怎么对待那个
常办酒席的同事

■职场随笔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你来我往，这是中国人的处事方式，可如果总是“我往”，那这事就有点不太好办了吧。这不，最

近长沙白领老刘跟我们说了件郁闷事，旁人听着都觉得挺郁闷的，而且大伙还发现，好像自己也曾经

历过。那到底是啥事呢？原来是有同事老喜欢请酒，结婚、生孩子、儿子周岁、父母过寿、搬家……

好像就他们家总有办不完的酒席。一说到这，你就明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啥了吧，先别急着问到底该

怎么办，还是先听听老刘说的这事吧。

■人物连线

文 / 一直特立独行的猫
近日，和一个朋友见面，她谈到最近

刚刚旅游回来，受不了现在无聊的工作

气氛，真想辞职继续去看世界，体验不

同的风土人情。看她那谈到旅行闪闪发

光的眼神，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劝她，于是，

就想把这篇文章送给她，也送给所有想

要辞职去旅行的朋友。

老板：最近怎么样？

我：不怎么好，我又想去旅行了，不

想上班。

老板：能 afford( 负担 ) 么？

我：你说钱么？

老板：我说的不是钱，我是说你一次

次出去，终究每次要回来，你如何处理

一次次的与现实再次融合。

我很突然地想起了这段曾经发生在我

和老板之间的对话，在那个姑娘讲故事

的时候。

在目前这个人人苦逼、压力巨大的时

代，每个年轻人都自命不凡，都觉得自己

有两把刷子不该苦逼地坐在小格子间里

填破表，做没完没了的 PPT。于是，每当

看到有人环游世界，或是出去个半年一

年，还能幸运地红极一时时，便觉得自己

也该拥有那样的生活。

2014 年 5 月去台湾签售回来，我换了

更好的工作，所有人都觉得我太幸福了，

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我发现，在过去长

达 4 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办法将注意力

放在工作上，或者说我没办法把眼前每

天的苦逼与旅行在外的各种豁达、自由、

无拘无束串联在一起。“收放自如，能屈

能伸”这样的话对我显然失去了作用。

开始我以为是工作本身的原因，可是

仔细想想，目前的工作比起以前的轻松很

多，环境也更加自由开放，这都是我以前

想要的，但是到手之后我为什么会变得不

快乐？现在我突然明白，是我没有 afford

起旅行的自由与现实的束缚，并且一意孤

行地认为现实也应该是自由的，且我的价

值就应该是旅行时展现的那样。

于是，我一次次动了再出发的念头，

4 个月里，我去了四川、贵州和云南，每

次离公司出走一周，但是每次回来并不觉

得这些旅行缓解了什么，反而是更加加重

了些什么。看起来，我依然没能平衡这一

切。

旅行，实在是一个容易让人心智涣散

的方法，跟散瞳孔似的，十分钟散出去，

收回来可就久了。所谓的旅行的意义，看

看世界的意义，真的有那么大么？

前几天的百度大讲堂上，有一个人说

了一句话“人应该有一个 vocation（事业），

更要有一个 advocation（爱好），最最重要

的是，要知道两者的区别！”

我想，这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人生。

不是非 A 即 B 的极端，也不是放弃 A 奔

向 B 的逃 避。有一天，我们都 要回来。

你并没有甩掉这个让你不满意的世界，而

是这个世界甩掉了喜欢逃避的你。

至于日复一日那些苦逼的生活，我想

引用周杰伦的稻香来做个结尾：对这个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

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堕落！

写给老想辞职
去旅行的你……

对于这种经常办酒的同事，

白领李女士也曾碰到过：“我那个

同事更奇葩，她是休完产假后就

直接辞职了。没想到，孩子满一

岁的时候，她还是给我们所有同

事都发了短信。之前她就经常办

酒，没想到辞职后还来请我们，

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不熟，好

么！”一说到这事，李女士就有

点来气，最后，她选择了无视——

假装没看见好了。

中央的八项规定，党员干部

都不敢再大肆操办酒席了，这对

于不少职场中的人来说，确实是

解决了一大令人头疼的问题。可

是，对于这种同事间的民间宴请，

大家都在想，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否也会有相关的规定来规范一

下？

2014 年，在重庆市的两会上，

几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提出，

进一步规范民间宴请，让赴宴不

再成老百姓负担。重庆市政协委

员傅孝燕提交了《关于规范民间

宴请的建议》，他称民间宴请负

担重，原因有二：一是为了面子。

感觉场面办得越大越热闹

越有面子，礼金收得越

多越有面子；二是为

了敛 财 , 就是为了把 送

出去的礼金收回来，甚至

想赚一把。“这样一来二去 ,

造成收得越多 , 送出去的也就

越多的恶性循环 , 甚而有农户

因送礼而返贫。”傅孝燕说，民

间请吃请喝这种风气如长期盛

行，最终将与我们的优良传

统文化渐行渐 远，并

造成巨大的浪费。

职场中的人情往

来，这是很多人头疼

的一个问题，不去吧，

怕 伤 了 和 气；去 吧，

又觉得亏得慌。尤其

是对于那些经常办酒

的同事，去还是不去，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是

一般的纠结。对于这

些人，其实，也没必

要非得“委屈”自己“成

全”别人，适当的拒

绝也是可以的。

拒绝的办 法有很

多，不过最重要的是

至少要和和气气。因

为，其实，经常办酒

的同事，他心里肯定

也会知道大伙对他的

行为不满，也不想去，

所以，即便大家都心

照不宣，但至少也要

客气一点。如果对方

是面对面邀请的，你

可以说，那天确实没

空；如果对方是信息

通知，那你可以找个

借口说，一忙就忘了

日子了，还以为没 到

时候……其 实，借口

总是随便很容易找到

的。

不过， 对 于 那 些

经常办酒的人，我想

说的是，如果你真的

那么喜欢热闹，那你

也要适当考虑一下别

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

心理感受；如果你是

为了赚钱，那就更不

可因为这事，让别人

都对你无语。“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在这

事上你赚了，在 别的

方面总会受到损失的，

比如人品。

 ——智联招聘职
业顾问 杨曦

他听说同事靠办酒“捞钱”……

“老刘，这周六我妈七十大

寿，你可得过来啊”“老刘，我

儿子明天办满岁酒，大伙都来，

你也来热闹热闹吧。”“老刘，我

下个月新房子要过火”……一接

到这同事的邀请，老刘就特别的

无语，“尼玛，这都多少回了”，

他感觉头顶有无数团怒火飘过。

“好的，我知道了，恭喜呀！”而

事实上，他每次都只能这么苦逼

地对着同事强颜欢笑一下。

老刘的这个同事，三十岁出

头，刚来公司也就一年左右，却

特别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办了好几

场酒了。新房过火、结婚、儿子

满岁……老刘边数就边叹气，看

得出来，他是心疼钱，也是对这

种行为的深度鄙视。因为，老刘

自己不喜欢办酒，而且该办的也

都办了，也就是说，这些随礼钱

就等于是白白花了，收不回来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无奈，他还

给记者拿出了他的手机短信：“你

看，这是他之前发给我的，是群

发的短信。”刚开始，老刘还觉

得人家办酒席，过去捧场也是应

该的，可是，不久，他就发现，

这同事是乐此不疲，在接下来的

半年内，接连又办了两场酒。

“每次去的人还都不少，都

能有个十来桌左右。”起初，老

刘也不明白人家怎么就这么喜欢

办酒，后来在和别人闲聊的过程

中，他就讲了同事的这个奇葩事。

当时，就有人说，“是为了赚钱”。

老刘不信，心想哪有这样的，要

赚钱也不至于通过这样的方式

吧。后来，朋友给他算了一笔账：

每个人随 200 元，一桌就至少是

2000 元，酒席成本一桌也就 500

元左右，那也就是说一桌就能赚

1500 元，那如果办个二十来桌，

那三四万的纯收入肯定是有的。

“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凑齐了开店

的钱。”老刘的朋友还讲了他自己

朋友的这个事。

后来，老刘就不想去了，“有

什么意思，每次都感觉是被人宰

了一顿。”一说到这里，老刘又叹

了口气，其实，他是不知道该怎

么拒绝。家里有事，要回老家一

趟，抱歉实在没空；事先答应要

去，然后到那天就发个短信表示

临时有事来不了；装作没看见，

过个几天才“赫然发现”酒已经

办完了……这几招，老刘都想过，

不过，他说不知道这样合适不，

会不会伤了同事之间的和气。

■大伙有话说

过度的民间宴请，也该刹刹风了 

■专家连线

其实，不去的理由很容易找到

据《 贵 阳 晚 报 》

2013 年 11 月 23 日 报

道，贵阳一家有上千

名员工的公司作出规

定，员工办酒，同事

随礼不得超过 100 元，

入职不到一年的新员

工，可以不随礼。这

家公司的纪委书记蒋

先生介绍，11 月 1 日，

他们公司正式出台《婚

丧嫁娶管理

办法》，其中规定，婚

丧嫁娶收受或赠送礼

品、礼金，总价值不

得超 过 100 元；婚宴

宴请公司员工总人数

不得超 过 100 人等规

定。

 蒋书记说，以前

经常听到职工讨论礼

金 的 事， 不 送 不 好，

送 多 了又 承 受 不 了。

他们在另一家公司考

察时，发现这家公司

里的同事间连递的烟

都不能接，深受启发，

于 是 就 想改 变公司

的风气。经过几十

次 座 谈、 修 改，

终 于 出台了 这

部 管 理 办

法。

■链接

贵阳一公司出台宴请管理办法 
同事办酒随礼最多 1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