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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中国人爱面子是尽人皆知的。
然而，“面子”究竟为何物，人们为什么要爱它，以及它有哪些奥妙等等，一般人也都说不清楚。
    “面子”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词，它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实在是太深奥。
作为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面子既是表明某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凸显体面、尊严、声望乃
至虚荣的一种外在包装。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久远的往昔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面子”。
中国人之爱面子，曾经让初来乍到的西方人颇感诧异，他们总是在书里写来写去，但也总是写得不根
本、不透彻。
    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国风》中，载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的话，说的是脸皮竟然比性命还重
要。
可见自古以来，中国人是很在乎面子的，为了面子，不惜牺牲了很多东西。
如果一件事让人在实利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补偿，就算有了面子，大抵也会高兴的，因为值
了。
反之也是一样。
如果丢了面子，即使得了实惠占了一点便宜，也是不怎么高兴的，毕竟脸面上有所失落了。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中国人对此是很在乎的。
想当初，苏武牧羊十九载，甘受千辛万苦，一直撑着自己的面子。
忆往昔，徐悲鸿胸挂“我是中国人”的牌子，昂首阔步在异国他乡，面对别人的指责，依然尽心维护
祖国的面子。
    人们自古也将脸面与“露脸”、“不要脸”结合起来，总害怕被人骂为“不要脸”或“丢脸”，时
刻牢记“人活着就是露脸”，因而闹出许多“打肿脸充胖子”的故事。
作为薪尽火传的精神遗产，面子实际上已成为支配着中国人际社会运行的一种潜规则。
    在印象管理作业中，面子既不能不要，也不能都要。
如果为了“面子”而忽视了“里子”，早晚是要吃苦头的。
有智慧的人必须辩证地分析这个问题。
否则，自以为要了面子，而实际上吃了亏、丢了脸还不以为然呢！
    鲁迅说过：“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
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
”    的确，面子就是脸皮的虚荣，是心照不宣的脸面互动游戏。
都爱面子，也许并不是坏事，但倘若为了面子而面子，也就未必是好事了。
“要面子”与“不要脸”，有时则是很难分辨的。
    如果较真儿，面子和脸面可能还有些区别：面子是人家给你的，而脸面是你自己挣得的。
脸面若有不同的含意，那就会有不同的争取方式，过程自然也不太一样。
    脸面是个很有内涵的词汇，又是个十分卑鄙的词汇。
在要面子的同时，务必记住是在要脸的前提下要面子。
脸都丢尽了，还要面子干什么？
保全脸面的王道很简单，其实就是先要脸后要面子。
    总之，画皮人格须蜕掉，真我面目应赤裸。
不要再去膜拜什么虚华浮肿的花脸了，而应去追求那种尊严体面的荣光形象。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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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说面子：关于“面子”的审视与反思》由王文斌编著。

    有面子一直是中国人非常在意的，甚至看得比钱和命更重要。
为了“面子上好看”，有谁没做过几件“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呢？

    《话说面子：关于“面子”的审视与反思》以面子流习为切入点，主要考论了面子潜规则问题，批
判了死要面子的虚荣心，对面子崇拜问题作了文化学的综合研究，并提出了独特的面子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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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  面子的麾力    “人要脸，树要皮，中国人要面子。
”这是某日本化妆品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扔出来的广告词。
可见连日本人都知道，中国人的面子似乎比命还要金贵。
    在我们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面子宛如一个妖物，它是很有魔力的。
一个人为了“爱面子”，可以去打架，可以去自杀，可以去干一切事。
一个人感到有了面子，也会显得神气十足，牛劲儿大增。
但是，如果栽了面子，又会垂头丧气，满脸阴森，甚至会羞愧得脑袋直往裤裆里钻。
这一切，都是因为面子的魔力在作祟，都是因由对面子的非理性膜拜所致。
    古代战国时期曾有一个“嗟来之食”的典故：一位善心的富人，曾于饥荒年间在路边设粥棚施舍穷
人。
有一个穷困潦倒的汉子经过，富人说：“嗟，来之食！
”这话语气有点生硬，用白话来说就是：“嗨，过来吃！
”那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翻了翻眼皮却无动于衷。
富人又吆喝了数遍，依然未见反应。
原来那穷汉认为，富人太藐视他，太不给一点面子了，所以宁可忍受饥饿的折磨，也不肯屈尊就食。
那富人省悟自己态度有问题，低声下气再三请那穷汉就餐，但穷汉就是不吃，终于饿死了。
由此可见，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是很爱面子的民族，所以攀比之风在中国一直都很盛行。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大到城市建设，小到吃饭穿衣，动辄国际名牌，张口世界第一，就是家里养
一条狗，还要经常拉到一起遛遛，遛狗的过程实际上是比较的过程，但凡能找出一星半点自己的狗胜
于他人的狗的地方，狗不知道有没有感觉，但养狗的人顿时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往往会面色潮红，艳
若桃花，而失败者则垂头丧气，恨狗不成铁。
生儿育女就更不用说了，父母再怎么累死累活，都不能让儿女在别人面前矮一分，据说这就是所谓的
“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孩子”。
一旦孩子考上个什么大学了，就跟母鸡变凤凰似的，被认为是很能光宗耀祖的事情，必然要大肆张扬
一番，以示老少脸上都有面子，亲戚朋友也都跟着“脸上沾光”。
    人往往是自己的囚禁者。
所以，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
因此，人必须首先解放自己。
这就要求人能有打倒自己的勇气。
既然面子已经变成人的囚笼，人就要下决心摧毁这种剥夺了人之自由的面子。
但是，国人实在太爱面子了。
故而，面子才有许多不可思议的魔力。
因为面子而拼命、守寡、摆阔、自杀⋯⋯这些都是不智之举，真乃糊涂透顶的面子狂拜之蠢行。
    有人指出，爱面子有时跟人的好强心理有关，尤其是那些生性要强的人，他们总是把面子问题看得
很重要，为了面子不肯低头，难免会有遗憾的时候。
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例如一对恋爱中的男女，本来彼此的感情还算挺不错，但由于一点小事竟然
彼此红了脸。
说实在的，红脸也不算什么，只要有一方先认个错，也就没什么事了，然而双方都是很爱面子的人，
谁都不愿意先开口，最后把事情搞砸了，落得一个分道扬镳的结局。
    面子的一切魔力，皆来源于人们对面子的盲目和狂拜。
中国人似乎患有“面子过敏症”。
由于对面子太过敏感，所以往往会因一点小事而翻脸，从而失掉彼此的面子。
当然，也往往会因为为了一件屁大的事而沾沾自喜，自感面子不小。
    有人为了面子，甚至可以去杀人，抑或干脆来个徇私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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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则会因为面子而干吃哑巴亏，比如被人强暴奸污的女子就常是这样。
为了面子上好看，有人不惜借钱摆阔，因而演出许多荒唐闹剧。
为了面子，有人嘴硬得很，死也不认错，好像他根本没有错，而是受到了冤枉。
为了面子，有人瞪眼扯谎，胡吹乱侃，根本不感到羞耻且无聊。
举个例子，浮夸风就是由这么一些面子无赖吹刮起来的。
    本来已经没面子了，但硬要装做有面子，腆着脸瞎折腾，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彻头彻尾的厚颜无耻
。
须知，死要面子是要活受罪的。
就算你把精神胜利法玩到最高境界，那又如何？
还不照样“打掉牙得往肚里咽”吗？
    人性是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是更加复杂的。
面子的魔力虽大，但只要把握得体，它还是不足以害人的。
在脸面江湖的世界里，带着面具做点小游戏还算可以，但这样做人可就亏大了。
面子应当中性化，既可维护人的尊严，又不至于猥亵人的尊严，这才像那么一回事嘛！
    对面子的迷信必须打破。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应当变得“臭不要脸”。
    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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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话说面子：关于“面子”的审视与反思》以中国人的面子信仰为切入点，从文化的角度剖析关于面
子的实际意义，作者王文斌在剖析面子的同时，以古今中外文化现象作为例子，分析了面子信仰在日
常生活中的文化意义，提出面子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的哲学思考。
该书通俗易懂，有一定的哲理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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