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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传统上很注重礼尚往来。
“仁、义、礼、智、信”，其中，“礼”是中国儒家思想比较经典、比较辉煌的一页。
发展到今天，送礼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送礼作为社交活动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受到人们的普遍肯
定。
庆典送礼、办事送礼、过节送礼、见面送礼、开会送礼、促销送礼、喜事送礼、丧事也送礼。
得体的送礼，恰似无声的使者，通过这一方式把你所需表达的感情送到对方的心坎里，给交际活动锦
上添花，给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达到增进友谊、互相关怀、生活愉快、事业顺
利的目的。
　　“礼多人不怪”，这是古老的中国格言，在今天仍有十分实用的效果。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地领会礼物的意义，自如地运用礼物表情达意，将礼物的作用充分发挥
。
　　礼物是千百年来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是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情感媒介。
一件理想的礼品对赠送者和接受者来说，都表达着某种特殊的愿望，传递着某种特殊的信息。
礼品是一个宣言，它宣告了你与接受者的关系：亲密的朋友、友善的亲戚、感激下属的老板或是一位
热心的崇拜者。
　　现如今，在馈赠礼物的时候，有些人认为礼物价格越高才越有意义，越能表达送礼者的深情厚谊
或者感恩戴德之心。
其实，这样做是把馈赠的礼物商品化了，与送礼的真谛相悖。
其实，价格高昂的礼物，不见得能表达送礼者的真情，再说了动不动送高档的礼物，只会使得收礼者
感到“受贿”的尴尬，这样的礼物恐怕很多人都不想要。
　　古人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礼物的意义在于加固沟通的桥梁，表达的感谢之情要重于礼物本身。
当然，并不是说轻微的薄礼必显情意，贵重的厚礼一定是为了功利，关键看礼品是否真正成为心灵的
媒介、情谊的象征。
“礼轻情意重”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礼轻、礼重都是相对的，再贵重的礼品，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意相比
都是轻微的。
　　送礼，关键是一个“送”字。
这是整个礼物馈赠的最后一环，送得好，方法得当，会皆大欢喜，境界全出；送得不好，受礼者不愿
接受，或严词拒绝，或婉言推却，或事后退回，都只会令送礼者十分尴尬，弄得钱已花，情未结，当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与此同时，当人送来一份自己不喜欢的礼物，却仍要装出一副极欣慰感激的神态时，个中滋味，
自非笔墨所能形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管你送礼的目的是什么，总是要送一些对方喜欢的东西，但在送礼的过程中要注重表达礼轻情重的
中心思想。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送礼不仅仅是提升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和地位，而且还要让这个礼物不白送，
充分地表达出我们的心意，增强彼此间的好感，才是一个聪明人明智的做法。
　　送礼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自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送给谁，送什么，怎么送，都很有讲究
，绝对不能瞎送、胡送、滥送。
只有巧妙掌握送礼的技巧，用一颗诚挚的心去思考，才能把整个送礼的过程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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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送礼的艺术》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传统上很注重礼尚往来。
“仁、义、礼、智、信”，其中，“礼”是中国儒家思想比较经典、比较辉煌的一页。
发展到今天，送礼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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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礼尚往来的奥妙玄机 礼物交换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仪式，人们通过参与礼物的交换来学习、 实
践这些规则和道德原则，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进程。
 礼物在发展演变中始终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好心会有好报或者一份 好礼总会换来另一份更好的
礼物。
这就是所谓的“互惠利他主义”，也是人 们互赠礼物的深层动力。
菲兰说：“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需要帮助。
身边有朋友，情况将会好很多。
”在最 近的几项研究中他发现，互惠利他主义有助于人类生存，从而演化出人们慷 慨大方、乐善好
施，并为此感觉良好的本能倾向。
 毛利人的礼物交换是普遍存在的，是非契约的、自愿的、表达性的行为 。
同时，毛利人认为礼物有灵魂，礼物具有一种精神——豪。
“豪”是一种 存在于某个人送给另一个人的贵重物品中的神秘力量。
“豪”总是希望返回 它的原地，是“豪”迫使受礼者作出回报。
一个人送出的礼物实际上是这个 人精神、灵魂的一部分，接受某人的礼物也就是接受送礼者的一部分
精神实 质。
接受他人的礼物而不作出回报，也就等于保留他人的“豪”，这样做不 仅有悖道德、规则，而且是很
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因为礼物中的“豪” 会控制你。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斯认为，正是礼物中的“豪”迫使受礼者要作出回 报，他把这称为“礼物之灵
”，认为人们是迫于“礼物之灵”的压力，而进 行回礼的。
礼物中“豪”的存在和保留“豪”的危险l生，以及由此产生的 压力使得回礼成为一种义务。
赠与——接受——回礼作为礼物交换的三个环 节，也都成为一种义务。
 莫斯在指出是“礼物之灵”迫使人们作出回报后，他还专门分析了安德 曼群岛、美拉尼西亚社会、
苏格兰、美洲印第安人，古罗马、印度、中国等 社会的礼物馈赠文化。
尽管这些社会都有其特有的贵重物品，社会的礼物馈 赠文化的规则也各不相同，但莫斯通过不同社会
礼物交换文化的分析反映了 共同主题，发现处在不同文化下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礼物
中 包含一种神秘力量，是礼物中的神秘力量迫使受礼者作出回报。
 俗话说“来而无往非礼也”。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也是如此。
你欠了 别人的情，总是要找机会想法回报，而别人欠了你的情时，内心深处也有同 样的想法和愿望
。
对方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你给他送的礼物，绝对不会 像打出去的子弹似的一去不回，他一定会用
别的方式来回报你。
三国时期“ 关云长释曹操”就是典型的还礼的故事。
 关羽被俘之后，曹操因为爱惜人才，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听从了谋士 的话，将从吕布处缴获的赤
兔宝马送给了关羽，并且赐予了关羽爵位。
这些 礼物尽管在当时没有留住关羽，然而在曹操危难的时候，他在华容道还是饶 了他一条命。
赤壁之战时，曹操兵败，落荒而逃，在华容道遇到了把守的关 羽。
此时曹操身边仅剩几员大将和几个随从，早已是人困马乏，只要关羽一 声令下，立刻会束手就擒。
结果关羽念着昔日曹操对他的赐予之恩，把他放 跑了。
 社会学家认为礼物交换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送礼总会产生回礼，回 礼又是新一轮送礼的开始，
这样不断反复循环，将人们纳入礼物交换之中。
 也就是说礼物通常不是白送的，它总是能做好铺垫，即礼物暗示了一套权利 与义务的体系，收到礼
物的一方不用送礼者说出来就心知肚明自己应当在将 来的某些时候作出回报。
如果一个人只收取礼物，却没有相应的回赠或者回 报，就会遭到别人的批评和疏远。
 很多时候，求人办事都会让人很为难，不是张不开口，就是怕被对方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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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妨利用人们无功不受禄的心理，先不着痕迹地给对方送一份礼，等 着对方回礼。
有时候因为你“不经意”的一件礼物打动了别人，也许就会收 到意想不到的大礼。
 然而，礼物交换的目的并不是工具性，而是情感性。
礼物的实际价值不 是最重要的，它的价值在于礼物及礼物交换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所象 征的
权力、声望和荣誉。
所以，当我们给对方送礼物的时候，对方更为看重 的是礼物的象征意义，而不是礼物的实际价值，而
对方的回礼也必须着眼于 象征意义，而不一定是等价交换的物品。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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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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