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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太在乎别人的评
价议论， 你会紧张疲
惫， 甚至举步维艰。
干脆只听自己内心的
呼唤， 平静坦然地做
自己， 人生之路则会
越走越宽。

少一点对他人的
期待依赖， 多一点对
自我的把握激励， 深
信求人不如求己， 这
才是立身处世的基
石。

蒋彭生 (山东)

中国人喜欢攒饭局， 更喜欢聚餐
时向别人劝酒， 酒桌文化十分兴盛，
不仅有祝酒歌、 祝酒舞， 祝酒词也是
一套一套的， 朗朗上口。 劝酒， 就是
保证自己不喝醉的前提下， 使尽办法
来让对方喝下更多的酒， 大醉方休。
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喝酒过量会导致
身心不适， 但为什么酒文化依然绵延
不绝？

酒文化绝不仅仅是表达一种热情
好客的礼节， 通过饮酒来释放友谊，
增进双方的交流， 而是有着深刻的心
理功能：

检验对方的服从性 在政界、 军
界和商界等的工作餐环境下， “谁来
提酒和喊谁饮酒” 就体现了此人的权
力。 尤其是当一个人的权力并不稳
固， 需要用一定的手段来彰显个人权
力时， 劝酒者更加在意对方的喝酒行
为。 通过劝酒， 劝酒者观察和判断对
方的行为是否具有高度的服从性： 如
果对方毫不推辞， 或者稍有犹豫后一
口喝下， 劝酒者就会觉得对方比较懂
事、 “能顾场面”， 而对其表示满意；
如果对方找理由推脱， 磨磨蹭蹭地不
肯端杯， 劝酒者就感觉对方 “不太听
话”， 忤逆了自己的情面而面露不悦。

劝酒者掌握了喝酒的主动权 ，

通过劝酒的仪式， 公开传达一个信
息： 你们都要听我的！ 比如， “来，
来， 来， 是我岳家军的人就把这杯酒
干了！” 同样， 被劝者通过 “饮酒过
量伤身” 这一代价， 来向劝酒者表现
一种臣服， 比如 “张经理， 谢谢你对
我的提携。 你随意， 这杯酒我干了”。

检验诚意 劝酒者通过不停地劝
酒， 来考察对方的诚意。 即看对方是
否能够放下戒备和体面， 用当众出丑
来向自己靠拢。 中国这种用酒来检验
对方的诚意的做法， 源于社会变迁造
成的一种社会的适应性为。

由于人口流动增大， 中国人际关
系从血缘、 亲缘和地缘为主， 逐渐过
渡到以学业和工作为主， 也就是说，
从熟人社会发展为陌生人社会。 在需
要与更多的陌生人交往时， 由于缺乏
互信的基础， 人们不得不通过快速判
断的方式， 来检验对方的交往诚意。

如果一个酒桌上的新人， 能够放
下脸面， 敞开肚子喝酒， 就能赢得他
人的认可。 酒后失态是一种小型的抵
押物， 表明当事人愿意将自己不光彩
的后台行为暴露出来， 等于是交出了
自己的底牌。

反之， 一个人在酒桌上只顾着做
印象管理， 浅尝辄止甚至滴酒不沾。

酒席散了， 依然面色如常、 头脑清
晰、 基本上无法得到他人的心理承
认， “今天的酒没喝好”、 “小刘你
太保守了， 这个酒不到位啊！” 在他
人看来， 拒酒者不信任对方， 把自己
隐藏起来， 不相信对方在自己醉酒后
可以照顾好自己。 劝酒者在心里一番
掂量， 你还是太重颜面了， 不肯拿出
真心来社交， 看样子你还是有所保留
啊！

所以， 深谙酒局文化的人， 拼着
命也要把一杯杯黄汤灌进嘴里， 因为
他们都明白， 喝酒要付出代价， 不喝
酒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卫所
李则宣 黄任之

劝酒背后的心理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