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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场职场考试
公
司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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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进职场的黄建伟眼中，最难以把控的不是新人坐冷板凳、
不是加班到凌晨、不是被老板当着大伙的面骂得狗血淋头，而是公
司聚会。

黄建伟每月都会有至少两次跟工作相关的饭局，对于这些饭
局，他认为不能简单用自己是否喜欢这种情绪化的因素去判定，既
然都是为了“工作所需，沟通感情，推动事情”，就应该带着积极的心
态参加。

“大家吃饭都还是要吃得其乐融融吧，要是吃饭不开心、有压
力，压根就没有必要参加。”对黄建伟来说，这些饭局不仅仅是吃喝、
交际的场所；对于一些不善言辞、不善应酬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学习
和实战的场所，别人在这个场合如何接人待物，也许正为前者提供
了有益的正面或反面教材。“这种场合教人学会场面上的交际和应
酬。”黄建伟强调。

黄建伟形容自己第一次参加公司聚餐，简直是惨不忍睹。“有一
次公司要犒劳大家安排聚餐，订餐点在羊肉馆，可是我不喜欢吃羊
肉，我夹了两口菜就开始转筷子,看天花板耗时间，还不敢玩手机怕
被说没有纪律。本来不想喝酒，有人起哄不喝不是爷们儿，空胃喝
白酒辣得难受呛了几下，还被教育要经常锻炼酒量。”苦熬到同事
们差不多吃完，黄建伟觉得终于解放了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又被
要求去 KTV 继续嗨。折腾到凌晨 1 时多，终于可以散伙，然后打车
又等了半个小时。好好的聚餐，最后落得疲惫不堪。

虽然公司组织的集体活动，没有自己在家“葛优躺”来得有吸引
力，跟一帮平日里都不熟悉的同事在一起，还要强行做出关系很亲
近的举动，真的很锻炼演技，也考验心理承受能力。

因为职场饭局具有公务社交属性，一些老板常常会根据自己员
工饭局上的表现，来考察他们在工作细节上是否达标。如果过于刻
意回避职场饭局，会让其他同事感受到你的“特立独行”，同时会“以
彼之道，还施彼身”。“本来同事之间在办公室除了公事，私下的交流

并不多，如果对这种交流表现冷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被同事孤
立。”黄建伟说。

公司举办聚餐也是为了增强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很多时候
平常不怎么联系的同事，一顿饭下来关系亲密了不少。“其实，一开
始同事之间都害怕尬聊，都害怕冷场。要学会聊天，与年纪大的聊
聊子女，聊教育。如果年纪相仿的，那就聊聊未来。这样一场聚会
下来，不仅增加了同事间的感情，也锻炼了自己的社交能力。”

不管什么样饭局中，黄建伟认为能找到让自己舒服、自在的状
态比较重要。“在工作中因为投缘与我保持联络的人，一起吃饭已经
不是打开人脉的敲门砖，而是一种沟通手段。我不会因为参加饭
局，人脉就拓展了；不参加饭局，人脉就没了。”黄建伟如是说。

“求生指南”

1.学会暖场，就是首先要针对对方擅长的方面，你可以用请教的

方式让对方主动接话，话题自然就来了。顺其自然地没话找话，循

序渐进，由浅入深。寒暄的阶段用到的通常都是客套话，比如说欢

迎光临、感谢赏脸啊，问问路上的交通，看看餐厅好不好找等。

2.尽量不要一言不发，至少要做到别人说话的时候适当停筷倾

听，并报以点头和微笑，或者简单地应答。比如：“哦，是这样啊”“还

真的学到不少东西呢”“看来，我以后也要多注意了”等等。

3.聊聊大家爱好培养，比如大家喜欢一起玩“王者”，喜欢“吃鸡”又

或者喜欢“狼人杀”这些都可以创造新的话题。

4.懂得掌握分寸和随机应变，不要只顾自己聊得痛

快，要给别人展现自己的机会首先要善于倾听，察言观

色。不打断、不插话，适时传递领会的眼神。倾听的过

程中，不仅要用口头语言回应对方，表情和肢体语言也

要配合，让对方真正感觉到你是在认真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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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最后一个月，刚参加完中学同学会的宋启航在起床时
又收到大学同学群发来的微信。他舒服地迎着从窗口照射进来的阳
光，打开群聊消息。

“约不约？”“约！”翻个身，宋启航利索地起床，并干干脆脆地回答
自己。就像前几天参加的中学同学会，其中一个同学发朋友圈默默感
叹：不是没有想过和老同学谈毕业生活对象和结婚的场景，而真的实
现的时候，火锅里都是一股悲伤的味道。

初中时，宋启航就读的是全市重点初中，尽管当年创下过的中考
奇迹早已过去，但宋启航对当年的学校仍赞赏有加。当年每两个月大
家都一起过生日，初一到初三运动会无人缺席，自己班办团体活动风
生水起，团结得不可思议。也就是这样一个班，毕业五年后，竟凑不齐
20个人的聚会。

宋启航细细数来，自己害怕参加同学聚会的不外乎这两个原因：
开始时的尴尬感，结束时的惆怅感。“我怕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尴尬，而
是大家默契地停止问候，纷纷掏出手机假装自己很忙，那一刻似乎都
能听到大家心里的潜台词‘该说点啥’。”面对这种开局的沉默和别扭，
总会有人试图找话题，却也得不到顺畅进行的谈话。“通常按照常理，
几杯酒下去，大家活络起来。但现在大家各有各的生活圈，不是聊相

亲就是聊生二胎，女生不外乎从当年暗恋的学长说到

自家的老公，男生就是聊工作聊生意经。”

因为尴尬，每次参加同学聚会，尴尬症都要发作以

至于回去要好好消化半天。“仿佛大家都特别有默契，

开始大家安静又收敛地问候彼此，然后落座刷手机。

说话的时候刷，吃饭的时候刷，临走把没加的微信加了，结束。”
不过，在宋启航看来，虽然尴尬，但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就和以前

玩得特别好的几个同学，重新联系上了。我觉得吧，毕业之后，各自有
各自的生活，但是还能把其中一部分同学重新联系，这也是参加同学
会的意义。”

“我觉得参加同学会见老同学就是自己以前生活的影子，就像我
们班班长，每年都要这样号召大家来参加同学会，会不会厌倦。他说，
每一场同学会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像咱们班这么纯粹的，肯定不会
再有。但是老同学嘛，是见一面少一面，如果没有同学会，你也不知
道，下次再见，又是猴年马月。”宋启航说。

“求生指南”

1.找共同话题，很久没见的同学可以找一些彼此感兴趣的话题，新

闻、游戏、运动、旅游、音乐等。

2.不要吝啬自己的赞美，享受交流才是聊天的最高境界。简单却

又发自内心的夸赞能够很快戳到对方的内心，拉近彼此的距离。

3.对话时如果出现一小会的沉默是很正常的，不需要急着寻找其

他话题。当对方很少回复时，可能对方想要稍作休息或是有事缠身，

这时，适时结束聊天避免尴尬。

4.耐心等别人把话说完，避免抢话。可能你确实很懂对方正要说

的内容，但是在场的其他听众未必就懂，这时抢话不但扫了听众的兴，

也让说话者陷入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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