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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大伟

昨天，不少微信公众号都转载了一篇文
章——《李嘉诚家庭饭局曝光，一顿饭真的
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教养》。

这篇文章源自中国青年报的微信公众
号，介绍了富豪李嘉诚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一
次家庭饭局中的细节，诠释了李家的家教与
修养对于成功的重要意义。文章说，李嘉诚
定下规矩：无论工作多忙，每个星期一晚上，
一家人要一起吃饭。

这篇文章还上传了一段两分多钟的视
频，内容是他和两个儿子其乐融融在家吃饭
时的对话——

视频开头，李嘉诚在同期声中用粤语
说，无论工作多忙，每个星期我们（一家人）
一定会一起吃饭，一般大约是周一，因为比
较容易腾出时间。

视频中，李嘉诚和两个儿子坐在一张圆
桌上，桌上摆着四菜一汤，每个餐盘上还摆
着公用的勺子，李嘉诚拿起勺子，一边盛菜
吃饭，一边和两个儿子聊着家常，谈笑风生。

“以前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我教他们
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间，也会有谈论生意

（的话题）！”李嘉诚在视频同期声中说，（现
在）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谈论生意，三分之二
的时间，依然教他们（家人）做人的道理。

两分多钟的视频里，李嘉诚对餐桌上的
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说，“要想过富豪生活，
1960年，我绝对有这个资格。”他向视频拍摄
者分享了一段往事：大儿子李泽钜1964年出
生，两个儿子小时候，我带他们去木屋区（六
七十年代香港破旧的棚户区），带他们坐电
车，坐巴士，虽然当时我已有司机和私家车。

这时，李泽钜笑着插话说，那时每个星
期都喝同样的糖水，足足吃了四年，小儿子
李泽楷也笑着开玩笑说，那时候每周喝的
都是番薯糖水，所以我现在一定不吃番薯
糖水。

经了解，这段视频其实并不是最新的，它出自 2012
年深圳卫视一档专题类纪录片节目《解密》。每集《解
密》节目时长大约 30分钟，在《解密—首富李嘉诚》这一
集里，讲述了李嘉诚的奋斗史和他教导子女的方法和
原则。

有网友评论，这段视频所体现的细节，让大家看到
了李嘉诚的一种品质，也让人领略了他的家教，两个儿
子后来这么优秀，离不开他的谆谆教导。

的确，李嘉诚的两个儿子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对于子女，李嘉诚从来都不娇惯，他坚信教子女学会自
立自强，学会做人处世，比给他金山银山要强百倍，所
以，两个儿子从小就被要求克勤克俭，他们小的时候，李
嘉诚很少让他们坐私家车，却常常带他们坐电车、巴士。

李嘉诚曾说，一个人事业上再大的成功，也弥补不
了教育子女失败的缺憾。

而视频中，还有一个细节被网友们津津乐道：李嘉
诚和儿子在饭桌上交谈时，一位女用人准备把汤水端到
李嘉诚面前，李嘉诚用英文对用人很有礼貌地说，我晚
一点再吃，并连说了两次“谢谢”。

一位网友说，李嘉诚对待用人如此礼貌，反映的不
仅是礼貌和教养，更是不凡的情商。这些点点滴滴的
细节，都伴随着他一步步走向成功，成为亚洲首富。

一段李嘉诚和家人吃饭的两分钟视频引发热议
有人说一顿饭能看出一个家庭的教养
你多久没和家人一起完整地吃顿饭了?
吃饭时会主动和长辈交流互动，还是自顾自玩手机？
服务员上菜时，会适时对他们表达谢意吗？

虽然也有人说，这篇文章有点类似心灵鸡汤，不过视频中折射出的餐桌礼仪文化，确实值得令人思考——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要么工作繁忙，要么空余时间顾着自己的小天地，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特别是家里的长辈和

老人。就算逢年过节和长辈们坐在一起吃饭，也常常会自顾自看手机。与事务繁忙的李嘉诚父子相比，我们与父辈或
晚辈的沟通足够充分吗？遇到服务人员，我们会不会也像李嘉诚那样，给予足够的尊重与诚意呢？

昨天，我把对于这段视频的感受集中为几个简单问题，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做了个小调查：

你多久没和家里人一起完整地吃一顿饭了？
小王20多岁，是一位媒体工作者，在杭州工作，老家在嘉兴，只要有空，每周都回家。
小朱也是20多岁，从事婚庆行业，老家离杭州一百多公里，平时工作很忙，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

趟，爷爷奶奶辈的长辈，只有春节、中秋这样的日子才有机会遇到。
小孙30岁，是个淘宝店主，老家山东烟台，祖父母辈的亲戚中只有奶奶还健在，上一次赶回老家

见奶奶是春节，上上次是爷爷的追悼会，两三年时间只见过奶奶3次。
回答这个问题的网友和朋友，有的家本就在杭州，就算工作忙，成家后每隔几天或一周也会回家

和父母吃顿饭，但如果家在外地，只有节假日才有机会赶回家和家人团聚，有的人老家很远，只有春节
才有与家人见面的机会。

而无论家在杭州还是外地，几乎很少有人经常能与祖父母辈的亲戚一起聊天、吃饭。
有网友制作了一张图表，假设一年和家人团聚10天，如果你今年30岁，那么你和父母这一生相聚

时光，总共可能还不到一年了。

吃饭时会主动和长辈交流互动，还是自顾自玩手机？
中国人的很多交流，都是在饭桌上完成的，但家宴，也许是其中沟通效率相对较低的一种。而且

通过调查发现，身边朋友的家宴，占据主导的往往是小辈甚至年幼的孩子，以前的传统家训，在饭桌上
是越来越少见了。

昨天参与小调查的朋友都说，和家里长辈吃饭，一般都会聊聊天，比如上学的会问问学习情况，没
结婚会问问对象情况，工作了会关心一下事业，只是参与这些话题的大多是父母辈的亲戚，祖父母辈
的亲戚都上了年纪，更多时候，只是默默地看着大家。回头想想，吃饭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聚
会形式。

20多岁的设计师小邵说，和大人们吃饭，很多时候确实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匆匆吃完饭，只能坐在
饭桌上玩玩手机，刷刷朋友圈，以此来打发时间。

受访者中表示和长辈们在吃饭时会玩手机的不在少数，有的是一边吃一边玩，其实并没有什么要
紧事，只是无聊而已。

不过，有两位朋友说吃饭时从不玩手机。
其中一个是朋友小朱，她说父亲以前是军人，从小要求他们吃饭时也要遵守纪律，吃饭时绝不允

许喝饮料、玩手机。另一个网友说，他觉得吃饭玩手机对长辈特别不尊重，吃饭时，他会自觉地把手机
塞进口袋。

服务员上菜时，会适时对他们表达谢意吗？
这个问题，在几个转发《李嘉诚家庭饭局》的公众号评论区里讨论得最为激烈，一个网友是这样说

的：我也在服务行业上班，服务员上菜，递餐具，给账单时，我都会和他们说声“谢谢”，别人高兴了，也
会更好地为你服务，我在饭店里看到那些动不动就呵斥服务员的人，觉得他们真没素质！

还有一位网友说，很多人在饭店称服务人员为服务员，有的甚至直接用“喂”来代替称呼，其实从尊
重他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喊男服务员小伙子，女服务员小姑娘，这样叫起来既有礼貌又感觉亲切。

昨天参与调查的一个朋友也感慨道，李嘉诚对用人的礼貌举止很自然，一点不显得突兀，而且不
但是面向用人的，也是面向两个儿子的。他是在不自觉地以实际行动示范待人接物。这个朋友说，自
己平常这方面真还没这么注意，有时服务员上菜时自己正好在高谈阔论，自己会表现得不耐烦甚至恼
怒，觉得讲话被打断了，现在看来做得是太不够了，自己今年刚做了爸爸，“很难想象，如果以后儿子饭
桌上学我会多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