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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    一说到酒，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与酒相关的诗句，同样会想到许许多多与酒相关的传奇故事
，如王羲之与《兰亭序集》、“李白醉酒诗百篇”的佳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打酒出现后，无
论是将相王侯，还是平民百姓，高兴的时候会喝酒，伤心的时候也会喝酒；结婚要喝酒；生孩子要喝
酒；联络感情要喝酒；谈业务要喝酒⋯⋯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离不开酒，甚至一些国家大
事也跟酒有关，如在北宋年间的宋太祖导演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人们众所周知的桥段。
    饭局，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能缺少的部分，既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特
有的一种与人交往，为人处世的生存智慧。
“以酒为媒”，这句流传甚广的话不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
    在今天，饭局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啦！
在这儿，我们暂且不说酒是联络感情的纽带，想想看，我们谈事，少得了应酬吗，少得了频频敬酒吗
？
你不要认为这是多余的，有没有想过，其实有些事情原本可以谈妥的，就是因为在酒桌上的表现不佳
而功亏一篑呢？
某杂志上就报道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年轻人请人喝酒，可惜的是当几杯酒下肚后，满嘴“跑火车
”，还强行给人灌酒，在座的人出于礼貌，勉强熬到散席。
年轻人还以为自己招呼得很周到，没想到的是再联系那些人，都借故回绝他。
结果钱没少花，事却办不成。
    为什么结果会这样呢？
很简单，那就是他在酒桌上犯了忌讳，忽略了酒桌上应该遵守的礼仪。
    “吃好喝好再谈事”，各位或许听过这句话，有些人觉得有些不妥，甚至感到怪怪的。
但是在这儿要告诉各位的是，事实就是事实，因为长期以来，国人已经形成了从酒桌上谈事的习惯，
事实上，很多人能够拥有令人羡慕的人脉，能够轻松地搞定他人看起来难以搞定的事，就是从酒桌上
开始的，只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罢了！
    当我们拿起酒杯的时候，其实就是展现自我人格魅力的时候，同时，也是他人观察你，判定你的一
个过程。
正因如此，流传下来许许多多饭局的规矩和禁忌，现今我们称之为礼仪，也就是书中谈及的社交智慧
。
相信，各位在翻阅本书之后，会对酒宴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知道应该注意些什么，从而拓宽人际关系
网络，促进事业的发展。
    酒，是文化的象征；饮酒，体现一种品质；而坐在酒桌旁，需要的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进退，是一
种方圆，更是一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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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酒桌上的社交智慧(道破中国式饭局的社交秘笈)》为读者指点迷津，全方位解读请客吃饭、求人办
事的技巧。
中国式的宴请文化与社交礼仪，让越来越多的人深感苦恼。
他们在这种场合往往显得不知所措，无法请到重要的客人。
入座时坐错位置，点菜时误入“禁区”，敬酒时言语不当等。
结果钱没少花，事却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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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请人赴宴的“四字诀”    既然说到酒桌上的那些事，当然不会是一个人的事了。
一个人在喝酒，多数情况是在喝闷酒，借酒浇愁。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将他人聚集到酒桌上呢？
事实上，不用多说，这就需要邀请了。
    关于邀请说起来很简单，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就是一句话，那就是：“哥们，聚聚，一块儿喝喝酒
，怎么样？
”当然，这对于平时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人来说，对方可能欣然前往。
然而，在很多时候，我们所邀请的可能是没见过几次面，还不怎么熟悉的人，也正因如此，他们可能
会婉言拒绝，如此一来，酒桌上的事也就无从谈起啦！
由此可见，邀请，是酒桌上不能不提及的事儿。
    既然如此，怎么邀请呢？
首先你要搞清楚，应该邀请的人是谁？
    如果是求人办事，那么邀请的对象一定是能给你带来帮助的人，但有时也会需要一些朋友作陪来炒
热气氛。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精心的安排，选择合理的邀请对象。
根据需要及宴会规模大小，遵循先主要后次要、先近后远的原则，划定邀请范围，最后敲定邀请名单
。
    例如，重要客人要携带夫人，主人也应该以夫妇的名义来邀请。
作陪的人应该是比较熟悉亲近的人。
单位的招待会可以根据宴会的规模多邀请一些客户。
逢年过节的时候，今年邀请的客人明年也要请，要顾虑到客人的想法。
    邀请时，还要考虑到被邀请人的年龄、地位、性格和学识等的差异，相应的，邀请与客人差距较小
的人作陪。
如果作陪的人不合适，难免会在沟通上产生一定的困难，有的还会破坏和谐气氛，给交际和应酬带来
不便和麻烦。
    出席宴会的主人和客人比例要适当，如果只有少数客人，那就不需要很多人作陪。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因为照顾某些关系而安排一些无关的人来参加宴会。
    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我们在邀请上，还要遵循四字经，既是“行”、“明”、“便”、“诚”。
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对方欣然赴宴。
    行，就是邀请的可行性，要考虑到被邀请人是否能接受邀请。
    例如有个人非常富裕，是县城响当当的人物。
他创办了一家餐厅，开业剪彩想邀请县长亲临捧场，制造气氛。
他向县长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函，并且向其他到场的人做了宣传。
剪彩那天，县长迟迟不到。
这让餐厅老板在朋友面前很没有面子。
这件事说明邀请要因人而异，要考虑到自己的实力，是否和对方相差悬殊，不能强人所难。
这个人虽然在县城很有名气，但是和县长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请人要量力而行。
    明，就是明白，明确。
邀请之前一定要明确宴会的时间、地点、邀请人数、活动主题，等等。
要做到心中有数，还要准确无误向被邀请人说清楚，从而使得被邀请人也做到心中有数，准时赴约。
    公司同事小王，邀请小李参加生日聚会。
打电话时，小王只是说了生日宴会的时间，小李也没有问具体在什么位置，以为就在小王的家里。
宴会开始前半个小时，小李给小王打电话，询问宴会的具体位置。
小王告知在距离小王家很远的一个餐馆，无奈的小李最终还是迟到了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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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邀请时一定要把宴会的时间、地点等都说清楚，避免造成麻烦。
    便，就是尽最大限度地为客人着想，并提供交通信息等各个方面的便利。
    这是邀请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做好了可以使不可能的邀请变得可能。
    一位老板想请一位教授来解决一个科学方面的难题。
这位教授年事已高，行动不是很方便，本来打算拒绝邀请。
但是这位老板派了专车接送，让这位教授很感动，于是改变了主意，帮助这位老板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邀请中，一定要考虑到被邀请人的实际情况，为被邀请人提供方便的条件，这样就有可能使得不
可能的邀请变得可能，可能的邀请变得更加顺利。
    诚，就是真诚相约，不虚情假意，不失信、不违约。
    在生活中，通常有这样一些人，喜欢开些没边儿的玩笑。
    公司职员小马是公司里的活跃人物，和别人打得火热。
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朋友说，“下周末是我的生日，请你们来我家吃饭吧”。
这些朋友信以为真，结果去了后发现只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朋友很气愤，从此以后不再把他的话当
真。
    对主人而言，发出邀请，就像发出一种礼仪性很强的通知，力求周全，取得客人的良好回应。
    一般情况下，邀请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
正式的邀请，既讲究礼仪，又要设法使被邀请者赴约，所以多采用书面的形式，如请柬邀请、书信邀
请、传真邀请、电报邀请、便条邀请等。
它适用于正式的商务交往。
非正式的邀请，如当面邀请、托人邀请以及打电话邀请等不同的形式。
它多适用于商界人士非正式的接触之中。
前者可统称为书面邀请，后者则可称为口头邀请。
    在一些比较正规的商务往来之中，必须以正式的邀请函作为邀请的主要方式。
最为商界人士常用的就是请柬邀请。
凡是精心安排和组织的大型活动和仪式，如舞会、庆祝会、宴会、发布会、纪念会、开业仪式，等等
，均采用请柬来邀请嘉宾，这样才会被视为与其规格相符合。
    对于一个刚踏入社会的白领来说，也许并不知道请人吃饭还深藏着如此重大的玄机，因此，对“邀
请”这门学问还得多多研究，在职业生涯中用得到。
    P3-5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酒桌上的社交智慧>>

编辑推荐

当我们拿起酒杯的时候，其实就是展现自我人格魅力的时候，同时，也是他人观察你，判定你的一个
过程。
正因如此，流传下来许许多多饭局的规矩和禁忌，现今我们称之为礼仪，也就是崔林编著的《酒桌上
的社交智慧》中谈及的社交智慧。
相信，各位在翻阅本书之后，会对酒宴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知道应该注意些什么，从而拓宽人际关系
网络，促进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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