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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报见习记者 王琳溪

当假客气遇上真老实

假客气的意趣就在于推杯换盏的“太极”，而真老实却是一
个大写的实诚。两者相遇，大写的囧绝对让你瞬间懵×。

请客：嘴上叫着“我来我来”，掏钱包总比别人慢一拍
一起去餐厅吃饭，杯盘狼藉之后，就是坐着不买单，说

什么刚吃完饭坐着休息一下，其实不过是为了给买单做缓
冲。结账时热情无比，架势满是“放着我来”，结果两人拉扯
半天都没有掏出钱包，要么惊呼“哎呀手机这会儿竟然没网
卡死了，支付宝都打不开”，只留下收银员尴尬万分。

插一句：进来餐厅就连上了WiFi，客官你支付宝打不开是
卸载了吧。

借宿：一遍遍说着“挺麻烦你的”，却到了凌晨还赖着不走
出差想省下住旅馆的钱，于是联系老朋友，“哎呀，好久

没见了，去看看你”。可要真等看完之后，就是“时间还早，
还没去过你家呢”，或者“哎呀，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咱哥俩
再唠唠”。总之各种理由拖时间，不到12点绝不罢休。虽
然不时问一句，不影响你明天上班吧，也只是为了等来一句

“都这么晚了，在我家睡吧”。
插一句：朋友一场还不知道你德性，想住我家直说喽。

逛街：夸着“你穿哪件都好看”，却挑衣服哪里都有毛病
跟同事去逛街，看到漂亮的衣服想试穿又怕不好看，

“哎呀，你穿什么都好看，去试试吧”。于是屁颠颠进了试衣
室，可出来一照镜子，明明自己感觉良好，却听到同事在一
边说，“哎呀，这个衣服收腰效果不好，把你显得胖了，颜色
也有点重，衬得你有些黑”。“还是换一件吧。”

插一句：不是衣服不好看，是穿衣服的我哪里都有问题吧。

约会：临别来句“下次一起去玩”，然而总是后会无期
不经意碰到老熟人，又是握手又是拍肩，不知道的还以

为交情有多深。简单寒暄之后却总以现在有事儿要忙为借
口脱身，但总忘不了来一句以后的邀约，“下次一起去玩
儿”。如果当了真，真打了电话约一起出行，不是不方便就
是走不开。虽然口口声声说下次，却难等到下次真正到来。

插一句：不指明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约会，都不要当真。

假客气是一种迂回战术

客气向来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从小家长就告诉我们
要有礼貌，以至于我们的血统里自带了一种不真诚的亲
昵。请人来做客，嘴上说着“来就来，还带啥东西啊”，其实
不过是一句官方的客套，以缓解彼此之间的尴尬。如果你
真信了这句话，下次两手空空，说不定人家会在背后嚼舌
根：这人真没眼力见儿。

细想一下，假客气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熟人照面
习惯问一句“吃了吗”，其实这话跟关心你“吃没吃饭”一点
没关系，就跟国际友人见面说“hello”一样；朋友寒暄喜欢说

“最近忙啥呢”，其实并不想听你关不上的抱怨和吐槽。
类似的场景，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上演。客套话

说得倍儿溜，给人的感觉那叫一个热情似火，可真要照它的
字面意思去做了，才发现原有的热情立马像遭遇了北极严寒
一般。更有甚者，因此落下话柄，被人背后指点不懂事。

其实，客气一番的套路古已有之。古代皇帝即位就有
“三推让”之礼，现代人也是完美继承了老祖宗的“良好美
德”，表面上推让再三，其实内心受用得很。就像我们被别
人夸奖时，微笑着说“哪有”，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但如果假客气遇上真老实，面对别人的一脸真诚，也只
能为自己说出假客气的话而疯狂打脸。还好，在这个套路
深的社会，人们也都明白，表面上客气一下，最终目的还是
为兜个圈圈回归原点。于是一边心知肚明地使出这些小伎
俩，一边享受那种推辞不过的快感。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表面上热情似火让你不忍拒绝，
内心却巴不得你赶紧找理由拒绝Ta，兜来转去就为了回到原
点，却忍不住客气一番。这种客气被人们称为假客气。还好
大家心知肚明这种小伎俩，于是你来我往，共演一出戏。不
过，要是碰上真老实，假客气也只能暗自扇嘴巴。

假客气都是你来我往的套路

一个巴掌拍不响，假客气也得有人来捧场。要是付钱
时听到别人说我来，就立马放下钱包往一边站，那对方的脸
绝对比熟透的茄子还好看。

事实上，假客气的场景，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卖力表
演。经常是一个人抛出了假客气的梗，另一个人只能碍于
面子，同样用假客气接招。就像相声里的捧哏逗哏一样，一
个人负责妙语连珠，一个人负责装傻充愣。而假客气的桥
段也时常在相声小品里出现，“我来”“我来”正争得不可开
交，“那你来吧”。引得观众哄然大笑。这种聪明反被聪明
误的喜感，轻松收获一种喜剧效果。而在现实生活里，虽没
有“那你来吧”的直白语言，假客气这种你来我往的套路也
只能以其中一人吃瘪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