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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礼物大学问》

前言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传统上很注重礼尚往来。“仁、义、礼、智、信”，其中“礼”是中国儒家
思想最经典、最辉煌的一页。它的影响极其深远，至今还备受推崇。    礼文化在中国根基深厚，“来
而不往非礼也”。小小的一个“礼”字，在生活中常常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礼品是社交的纽带，
出门在外，无论上班创业，都免不了人际往来，相互间赠送礼品，不仅可以联络感情，表达情谊，有
时候还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反对铺张浪费或者别有用心的“礼物”，但恰到好处的小礼品则
是一种感情投资，是人们沟通、交流活动的润滑剂。    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礼”的环境里，如果你不
讲“礼”，简直就寸步难行，被人唾弃。“以礼服人”、“礼多人不怪”，这是古老的中国格言，它
在今天仍十分实用。    现代人重视社交，尤其是很多场合经常必须送礼．生日要送礼，生子要送礼，
上大学要送礼，结婚要送礼；做大寿要送礼，人去世也要送礼：建房买房要送礼，搬家进房也要送礼
；开业要送礼，建立关系要送礼，求人办事更要送礼；见面要有见面礼，离别也有送别礼；办事之前
要有预备礼，办完事情要有答谢礼⋯⋯这些礼节林林总总真是数不胜数。因此，了解送礼礼仪对提升
自我形象及促进人际关系有绝大的帮助。    送礼作为礼的一种形式，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承载着感情，寄托了祝福。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地领会礼物的意义，自如地运用礼物表情达
意，将礼物的作用充分发挥。    生活中，许多人由于不懂送礼的学问而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无
效地浪费在这方面，更有不少人常常为送不送、送上门、送多少、怎么送等具体问题而伤透脑筋。    
送礼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其实包含很深的学问。本书以浅显易懂的文字，传授读者最实用的送礼
知识。通过阅读本书，相信送礼对你来说会成为一件信手拈来的事情，让你送出的礼物非同寻常，送
出心想事成的效果，使你成为一个送礼的高手！

Page 2



《小礼物大学问》

内容概要

送礼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其实包含很深的学问。《小礼物大学问》(作者潘鸿生)以浅显易懂的文
字，传授读者最实用的送礼知识。通过阅读《小礼物大学问》，相信送礼对你来说会成为一件信手拈
来的事情，让你送出的礼物非同寻常，送出心想事成的效果，使你成为一个送礼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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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畅销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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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礼物大学问》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有“礼”走遍天下——小礼物解决大问题送礼那点事儿送礼让彼此的交往更顺畅用礼物增强自
身形象送礼让你心想事成求人办事须重“札”节送礼是一门大学问用礼物来编织人脉关系送礼是维系
情感的有效方式第二章 有“礼”更要有节——掌握一定的送礼原则人靠衣装，礼靠“包装”一定要尊
重受礼者送礼时要选择恰当的语言送礼间隔要适宜选择轻重适当的礼品送礼要考虑场合把握好送礼的
时机得体地接受及回赠礼品拒绝收礼的方法第三章 “礼”到万事成——送礼要打一场心理战投其所好
，送礼送到心坎儿上有新意的礼品，让人过目不忘让赠送的礼物具有意义送礼贵在雪中送炭千里送鹅
毛，礼轻情意重送礼的六种攻心术找对借口，送对礼平时多烧香，遇到急时有人帮送对方合适的礼物
第四章 j职场有“礼”——职场送礼的潜规则职场有礼人缘好同事之间送礼拿捏好分寸新人初涉职场
要有礼上司也要给下属“送礼”出差或游玩回来备一份薄礼给上司送礼要慎重恭贺同事的升职礼送给
女同事的礼物第五章 无“礼”不成商——送礼为你打开商业之门商务送礼为你带来事业的成功给客户
送礼有讲究抓住客户心理，投其所好给客户送礼的技巧用礼物打开客户的钱袋制造有人情味的小礼物
“曲线救国”的送礼方式感情投资能够紧紧抓住顾客的心第六章 爱要有“礼”才完美——打动爱人的
送礼经济学以花为媒：送花表达爱意让爱与众不同，送礼要动点小心思浪漫、神秘才是最好的礼物用
礼物表达你的爱意十二星座情人送礼秘籍用爱的礼物来调剂生活向暗恋的人表达心意的礼物小礼物令
恋人们冰释前嫌送礼时要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第七章 节日有“礼”——节日礼物的馈赠艺术新年要有
新气象——元旦送礼送礼送出好彩头——春节送礼浪漫我和你——情人节送礼妇女们专属的节日——
三八妇女节送礼民俗节日——端午节送礼母爱如水，无私伟大——母亲节送礼关爱孩子的健康成长—
—儿童节送礼父爱如山，大爱无言——父亲节送礼月到中秋分外圆——中秋节送礼老师，您辛苦了—
—教师节送礼礼在老人节——重阳节送礼圣诞老人来了——圣诞节送礼第八章 师出有名——不同场合
的送礼艺术开张庆典新婚燕尔婴儿诞生登门拜访正式宴会生日聚会结婚纪念探病慰问乔迁之喜答谢道
歉送行离别久别重逢家庭聚会丧事殡葬涉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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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几千年来，中国人由于受周公之礼、孔孟之道
的影响，一向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
非礼也。”这正是中国人对礼的认识的真实写照。    送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着非常悠久的
历史。人们相互馈赠礼品，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际内容。    馈赠，是与其他一系列礼仪活
动一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礼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在祭祀时，人们除了用规范的
动作、虔诚的态度向神表示崇奉和敬畏外，还将自己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对神敬意的物品(即牺牲)奉
献于神灵。也许从那时起，在礼品的含义中，就开始有了物质的成分和表现了。即礼可以以物的形式
出现。    关于礼物这个概念，还有人说它最初来源于古代战争中由于部落兼并而产生的“纳贡”，也
就是被征服者定期向征服者送去食物、奴隶等，以表示对被征服的服从和乞求征服者的庇护。史书中
曾有因礼物送得不及时或不周到而引发战争的记载。如春秋时期，因楚国没有按时向周天子送一车茅
草，而引发了中原各国联盟大举伐楚的战争。还有人认为，最初的礼就是一种商业性质的物品的有来
有往，原始的“礼尚往来”，实质上就是以礼品的赠送与酬报的方式进行的产品交换。    从礼品的各
种形式的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出，礼品一般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的范围很大。在古代，礼品可
以是钱币类的金银等，《春秋》、《史记》等史书和古籍中，常有天子赐予诸侯或功臣以“千金”、
“万金”之记载，也可以是工具、武器等专门器械，“宝剑赠英雄”更是我国的千古佳话；还可以是
马等特殊作用或特殊意义的动物，《三国演义》中关羽坐下的“赤兔马”、刘备骑乘的“的卢”，分
别是曹操、刘表所赠。至于衣物、珠宝食物及田宅等更是平常的了。最特殊的是古代，人也被作为礼
品赠来送去，世界各地无不如此。中国古代第一美人西施就是被范蠡当做礼品献与吴王夫差，貂蝉也
是王允用“连环计”献给董卓的礼品。奴隶社会时期的任何国家，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奴隶主之间互
相赠送奴隶更是极为正常的事。    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人们认识的
不断提高，“送礼”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摒弃了一些违反行为道德和个人
意志的不健康概念，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艺识形态，有其特有的内涵，有其诸多的表现方法。    关于
送礼的习俗，我国古代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孙膑18岁离开家乡到千里之外的云蒙山拜鬼谷
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去12年，既没回家，也没给家写封信。有一年的五月初五，孙膑猛然想道：“今
天是老母80岁生日，乌鸦18日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兽还知恩达礼，我却有12年没报母亲的养
育之恩。”于是向师傅请假回家看望母亲。鬼谷子摘下一个桃送给孙膑说：“这桃我是不轻易送人的
，你在外学艺未能报效母恩，我送给你一个带回去给令堂上寿。”孙膑谢别师傅就急忙上路了。    这
天，孙膑的家里正大摆酒宴为老母亲庆寿，孙膑回来了。他从怀里捧出师傅送的桃对母亲说：“今日
告假回来，师傅送我一个桃孝敬母亲。”老母亲接过桃吃了一口说：“这桃比冰糖蜂蜜还甜。”桃还
没吃完，母亲的客颜就变了，以前雪白的头发变成了如墨的青丝，昏老的双眼变得明亮了，掉了的牙
又长了出来，脸上的皱纹也不见了，走路也不用拐杖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人们听说孙膑的母亲
吃了桃变年轻了。也想让自己的父母长寿健康，便都效仿孙膑，在父母生目的时候送鲜桃祝寿。但是
鲜桃的季节性强，于是人们在没有鲜桃的季节时，用面粉做成寿桃给父母拜寿。所以送寿桃的故事就
是因为这样而出名的，也由此引出送礼的概念。发展为送礼的习俗。    送礼，是从古到今留下来的习
惯，其中包含着很丰厚的情意。送礼作为一种社会风俗，实际上体现着道德的准则，标志着人情的温
暖。    著名的西班牙礼仪专家伊丽莎白就说过：“礼品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礼品对双方都有意义，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对礼品的渴求也就是对赞同、慈爱、
理解和爱情等的渴求。我们赠送与接受礼品的行为牵涉到生活的许多方面。通过礼品我们可以激励他
人、教育他人，可以取得控制、获得补偿，可以显示知识和修养、表达友善和爱心，也可以扩大个人
的影响。送礼不是为了满足对方的欲望或对自我的夸张，礼品本身没有意义，而是为了表示你的情感
和某种特定关系的存在。    人们常说礼尚往来，不管是亲戚间的走动也好，还是生活中互惠互利的帮
忙也好，很少有单方面的行为。其实，礼物不仅是一个表意的容器，它还像一个标志物记录着人际往
来。只有送礼，而没有还礼，那么，这样的交往就被认为是失去了规矩。有了“一来”，还要“二去
”。    我们从礼物的流动中可以看到生人变熟，熟人更熟，社会关系像一张大网逐渐被织就的过程，
其实，礼物的流动是为了更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一点古人早有认识。《诗经·卫风·木瓜》中就有这
样的诗：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

Page 6



《小礼物大学问》

，倡导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以礼的方式来交往，便会增进人情，增进社会的凝聚。  送礼是普遍
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一件理想的礼品对赠送者和接受者来说
，都能表达出某种特殊的愿望，传递出某种特殊的信息。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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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传统上很注重礼尚往来。“仁、义、礼、智、信”，其中“礼”是中国儒家
思想最经典、最辉煌的一页。它的影响极其深远，至今还备受推崇。    送礼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其实包含很深的学问。《小礼物大学问》(作者潘鸿生)以浅显易懂的文字，传授读者最实用的送礼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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