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聪明男人”

系列(5)

忘了在哪篇文章里看到的：一个女人宣称
自己是WOMAN-MAN-SON(女-汉-子)，而一
旁的男人说“可你到头来既没有MAN也没有
SON，就是个WOMAN而已”。

真是悲伤的对话。女汉子这种毫无美感的
称号，被越来越多的女人顶起，不管出于无奈还
是真的豪情万丈，总是对真汉子的一种挑
衅——— 女人都成汉子了，你们是娘炮吧？

O君觉得女友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是家小
私企的所谓高管，工资比自己略高那么一点儿，
就天天忙得披星戴月，别说让她做饭，一起吃饭
还得求档期，边吃边接电话，训完员工跟自己说
话也是那个口气……Q君也是，老婆娇小玲珑
穿150码衣服，却自己贴手机膜刷电脑程序修热
水器组装宜家家具……以及R君，不明白未婚
妻怎么就成了朋友圈公认“最仗义”的人，有事
都找她商量……

OQR诸君情绪复杂，不屑、同情、乐享其
成，更多的是遗憾——— 女人还是温柔点好。

可别让女人听见，不然必定吐槽大爆发，说
女汉子都是男人逼出来的。说起来也是，男人的

“刚”和女人的“柔”，是一种对等的心理资源置
换，与社会默认的两性分工模式对应。当女性逐
渐开始承担“跨界”的角色，不再需要向男性置
换那么多的“刚”(或置换不到)，自己当然也就
不再供给那么多的“柔”。所以女汉子这个称号
其实挺忧伤的，自给自足，辛劳寂寞。但一味责
怪“男人无能女汉子横生”也不公平，因为说到
分工角色和心理资源的变化，说不定是整个社
会心理进程过速，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心理进程过速？什么意思？”OQR诸君问。
是这样：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男女两性的

心理呈现出“同—异—同”的过程。即在童年与
少年时期，男女两性的思维、行为方式没有根本
差异，女孩比男孩更彪悍的现象屡见不鲜；从青
春期开始，逐渐两性分化，男人更刚强、果断，而
女人更温柔、细致；而进入中年后期(以更年期
为标记)，两性的心理特征相互整合，再次趋同，
男性开始变得耐心甚至啰嗦，“像个娘们”，女性
则体现出更为宽容、豁达、乐于承担等男性特
征。现在大家都还没老，心理特征就已偏似对
方，是不是“心理进程过速”，或者干脆叫“早衰”
了呢？

哈哈，这是个猜测，不是权威理论。就当给
男女聊天加点料好了。社会已然如此，女汉子存
在即合理，我们只能尽量欣赏其中的好处，同时
试着努力消除OQR诸君不好的感受。请相信女
人也在努力，有的是各路达人恋爱专家教她们
如何装娇羞，卸下女汉子重担重新赢得男人呵
护，但这事儿能否成功，关键还掌握在男人手
里。想要回你温柔的女友、老婆、未婚妻吗？试试
这三条：

一、正负强化法，善待女汉子
时常提醒你的女友或老婆：“满身盔甲的某

总那是在职场上，到家就别硬撑了。”帮她扭转
公众形象：“别看她这样，其实又娇气又胆小，就
一小女人。”这是一种意识上的“负强化”，可以
有效消灭那些过于“汉子”的语言行为特征。与
此同时，记得发掘、放大她温柔的一面，哪怕只
是偶然闪现的瞬间：“你真美，就刚才低头那会
儿。”或“你真好，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这么细心
过。”这是正强化。通过正负强化的持久交互作
用，一个接近你理想的形象会被固化下来。而被
这样对待的女人，可比一般女汉子幸福多了。

二、把握关键时刻，展现“真汉子”风采
女汉子与男娘炮，虽然未必那么极端，但也

确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不能强求每个男
人都事业成功体魄强健性格硬朗，但你至少对
人对事要有自己明确的态度、意见，能与女人在
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探讨，而不是回避或“随便”。
尤其重要的是，要学会把握“关键时刻”，在需要
作重大决策时、一致对外时、争取共同利益时、
女人遇到困难或伤害因之痛苦困扰时……男人
一定要挡在女人前面，让她感到可以信赖和依
靠。只有这样，男人才能形成真正的强势，而女
人才会在安全的包围中变得柔软。

三、多动手，增加性感指数
爱看北美大片的男人一定有印象，片中那

些大牌男神除了肌肉好头脑快，还几乎个个动
手能力超强，别说刷电脑程序修热水器组装宜
家家具，就是盖房子建园林挖地道越狱修变形
金刚都搞得定。不管社会分工怎么变，这些传统
意识中应当由男性承担的工作，都会令男人显
得无比性感，而只有在性感的男人面前，女人才
会释放她的性感。如果你只会动手打游戏，一边
打一边看女汉子们换纯净水桶，那就活该你享
受不到电影里的温柔诱惑了。

世上本无女汉子，只看男人怎么做。

世上本无女汉子

人人情情往往来来，，看看似似谁谁也也不不能能免免俗俗
秋高气爽，眼见又一个结婚季欢

欢喜喜地到来了。准新娘小薇早已计
划好，十一黄金周要去香港购买嫁
妆，准新郎罗格却对接下来的婚事操
办一筹莫展。他说：“太费脑细胞了，
我爸妈还有小薇爸妈拉着我，反反复
复地商量婚礼的事，酒席啊礼金啊请
柬啊，算来算去都是人情账，尤其是
请谁不请谁，面子工程太浩大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请客不敢懈
怠，送礼的人就更加要小心权衡了。
不但是结婚随喜礼，朋友生小孩要给
红包，领导孩子上大学要给红包，老
人祝寿要给红包，逢年过节压岁钱，
等等，五花八门的红包，数都数不过
来。据说，农村或者小城市，这一类送
礼的风气尤其盛行，每年一到升学季
结婚季，送礼的礼金都是一笔沉重的
开销。

“光是送钱还好说。”在济南某机
关上班的海燕摇头感叹说，“关键是
有时候，你不知道到底送多少钱合
适，这就很头疼。”海燕说，前几天，她
就遇到一件囧事。他们处长眼睛动了
个小手术，她考虑来考虑去，现在正
在八项规定的风口浪尖上，领导生
病，给多了，怕给领导添麻烦；给少

了，又觉得意思没
尽到，刚好她这一
年该评职称了，也
想请处长多关照
一下。结果，和老
公商量来商量
去，送礼都成心
理负担了！

从现实角
度看，的确，人
情往来，谁也
不能免俗，但
送来送去，钱
和面子唱了
主角，这“人
情”就越来
越变味了。上海交通大学社会
学博士周建国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请
客与送礼过程中，夹杂着攀比心理、
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如此复杂而
又纠结的心态下，请客的档次越来越
高，礼金越来越厚。不少人即便经济
拮据，勒紧裤腰带也要送礼。然而，热
热闹闹地“消费”后，结果却是人情越
来越薄，社会风气越来越坏。

这样，一个让人不堪重负的“人
情怪圈”也就形成了。复旦大学心理

学系教授张学新也表示，中国是人情
社会，孩子上学要托人，老人生病住
院要托人，找份工作也要托人。求人
的事多了，心理上的“债”就更重了。
而人情债、人情账并不是一次性的，
需要持续地投入成本和精力，大操大
办婚丧嫁娶，以各种名目请客送礼，
都是一环套一环的人情链带来的必
然后果，而这一切，只会让更多的人
深陷人情泥潭，身累，心更累。

人情社会，最怕无处不在的关系网

送礼之风盛行，势必导致求人盛
行，这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
杂了。前段时间，媒体对“某大老虎关
系网全揭秘”、“娱乐圈关系网大揭秘”
一类话题的讨论，已经是振聋发聩了。
相比之下，普通人之间人情往来、请客
送礼，真不算什么大事，但对那些身不
由己，远远超出人们心理负担的变味
人情，这同样到了让许多人“吃不消”
的地步。

杨老退休前是某单位领导，他在
谈到人情往来时，深有感触。他说，前
不久，老伴胆囊炎做手术，引发很严重
的并发症，儿女们都在国外，他情急之
下赶紧给一位当医生的老友打电话，
让他帮忙找一个信得过的专家，谁都
知道进了医院，熟人好说话。这不，老
友的媳妇这段时间频繁串门，就想托
杨老远在澳大利亚的儿子帮忙，让老
友家孩子做某保健品国内代理。杨老

说：“谁开口求人都不容易，不帮忙的
话，肯定是不近人情、不会做人；想帮
忙吧，又带着儿子为难，真是进退两难
啊！”

不止是杨老这些老辈人，不得不
周旋在求人和被求人的关系网中，哪
怕是以彰显个性为标签的新生代，也
无一例外被关系网绑架。晓松不过是
某高校招生办普通办事员，他在接受
笔者的采访时，也大吐苦水。他说：“前
段时间，我真恨不得原地消失。一拨接
一拨的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把手机
都打爆了，无非就是问我，孩子分数不
够，能帮忙调剂吗？能帮忙上个好专业
吗？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啊？”

在我们的观念里，很显然，中国整
个就是一个“人情超级大国”，而人情
背后，往往写着“利益”二字。日前，腾
讯网新闻调查中心一项近5000人的调
查显示，75%的受访者认为毕业生找工

作，关键还是靠关系和熟人；其次才是
能力，仅占16%。不少人到了一个新地
方，第一件事不是学习或请教，而是打
听有没有老乡。甚至连小孩都知道，想
当班干部要托关系。没有“关系”的指
点，仿佛人人都寸步难行。

对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
所长张建新分析说，大多数情况下，人
们抱着把事情办好的简单愿望去求
人，本也无可厚非。然而，今天别人帮
了你，明天对方有事求到你头上，你若
不答应就显得不近人情。如此关系托
关系，人情欠人情，时间一长，关系怪
圈就形成了。

郑州大学教授张明锁说，这种社
会风气，对一些没有资源与权力的人
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是对正常
公共秩序的一种干扰，反过来会让一
些人的事儿难办，再去求人。从而形成
恶性循环，也容易滋生腐败。”

人情回归，自觉抵制投机心理
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欧雅，在上

个月刚刚入职，就收到同事婚礼请
柬，虽然周围同事都准备了红包，但
欧雅还是别出心裁地送了新娘一小
瓶香水，新娘收到后，一再欢喜地
说：“香水很好，我很喜欢！”在采访
欧雅时，她说：“我对我们国家的未
来还是很有信心的，西方的文明也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总有一天，我
们会发现，很多东西比金钱更重
要。”这一点，专家的解析更透彻。

“人情应该属于社会交换，不属于商
品交换，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
流，不一定是等价交换。”四川省社
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胡光伟说，“但
现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期，不少人
把本属于社会交换的人情交往当成
了商品交换。比如，婚丧嫁娶，朋友
之间的交往一律量化成了红包礼
金，收礼者一一记账，日后要找机会

偿还。人情交往变了味，失去了它的
本来意义。”

胡光伟认为，人与人之间加深
感情、增进了解而送礼，这未尝不
可，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味地物
质化、利益化，就使得社会交换容易
发生质变，而这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我们应该正确区分商品交换和社
会交换，还原人情交换的本质。中国
社会需要人情，但要摆脱人情交往
一律物质化、利益化的倾向，让人情
回归本原。”

但很显然，打破“人情怪圈”这
个社会痼疾，光靠我们的良好愿望
还远远不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副所长张建新的建议是，政府要
建立高效的监督机制，实现“人情社
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只有这么
做，大家在办事时才会自觉抵制投
机心理，摒弃“不走寻常路”的“求

人”思想，努力尝试自己解决。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迫不得已

求助于人了，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
在合适的时机把人情债还回去，以
免日后陷入被动、被人情债拴住。被
人求着办事时，若觉得超出自己的
能力范围，千万别碍于面子答应，而
要真诚地拒绝。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有
一个比喻，他说，人情社会，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
在水面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被波
纹所推及的就产生关系。“礼尚往
来”从来都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我
们有理由珍惜这人与人之间各种
美好的关系，表达礼仪，维系情感，
但不一味图面子、讲排场，不铺张
浪费，不增加心理负担，让人情来
往更轻松，更自然，更温暖人心，的
确是我们向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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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硕
（婚姻心理咨询师、“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
专家顾问团成员、新浪微博@Serena的时光教
室)

人人情情往往来来
比比礼礼金金更更重重的的是是心心理理负负担担
———““人人情情怪怪圈圈””如如何何打打破破

文文//安安 妮妮 ((““青青未未了了··心心理理咨咨询询工工作作室室””特特约约作作者者))

今今年年中中秋秋节节前前夕夕，，众众多多媒媒体体都都报报道道过过这这样样的的消消息息，，许许多多人人遭遭遇遇了了
送送出出去去的的月月饼饼礼礼盒盒被被退退回回的的尴尴尬尬。。于于是是大大家家纷纷纷纷表表达达出出这这样样的的观观点点：：
中中国国反反腐腐肃肃贪贪对对所所有有人人来来说说都都是是好好事事；；人人情情不不应应该该只只有有““过过节节送送礼礼””
这这一一种种表表达达方方法法，，中中国国社社会会风风气气正正在在改改变变，，大大家家会会渐渐渐渐找找到到最最适适合合表表
达达人人情情的的方方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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