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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割裂开来

90
后：

观点

70

后：

穿搭和第一印象
息息相关

都说现在的年轻人思维活跃， 喜欢自由， 就拿 “节后上班穿什么衣
服” 这件事来说， 最近， 在年轻人当中流行的 “上班恶心穿搭”， 持续霸
占各平台热搜榜。 网友观点也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 一些网友认为， 职
场穿搭应该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职场人应该穿衣得
体， 以维护公司形象。

■劳动报记者 陈宁

你支持上班穿搭
“怎么舒服怎么来”吗

职场穿搭是一种展示自己

专业性和形象的方式。 在职场
上， 合适的穿搭可以帮助你建
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展现自信
和职业素养。 当然， 不同的行
业和公司可能有不同的着装要

求， 所以选择穿搭时也要考虑
到具体的工作环境。

不过， 我认为穿搭只是职
场形象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
能力和专业素养。 无论穿得多
好看， 如果无法胜任工作， 那
么形象也只是空有其表。 职场
人如果只重视穿搭而不重视职

业能力的建设， 那才是真正的
偏差。

所以， 在注重职场穿搭的
同时， 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能力和素养。 只有这样， 才
能在职场上真正站稳脚跟。

������■记者 徐巍

观点一 职场穿搭是为方便工作服务的
实际上， 排除那些恶

趣味、 博流量的行为，“上
班恶心穿搭” 并不是字面
上的贬义词， 而是指那些
年轻人为了节省时间而选

择穿着旧衣服、 丑衣服去
上班的行为。

“虽然不至于到‘恶心
搭配’， 但如今的职场，确
实很多年轻人上班时更注

重 ‘松弛感 ’。”今年 37 岁
的蒋女士记得自己初入职

场时还特意购置了黑色高

跟鞋，“现在年轻人都穿运
动鞋， 确实更舒服。” 她发
现，运动鞋、套头卫衣、束腿
裤这样偏休闲的服装随着

年轻人涌入越来越多出现

在职场日常中。
不过在她看来，与其说

这是年轻人上班“比丑”，不
如说上班服饰首先是为方

便工作服务的，而不是比谁
穿得好看。

实际上，上班穿得“方
便” 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记者注意到网络博主“李蠕
蠕”的模仿视频里，一条高
赞的评论是“除了‘现在’，
其他年代的配置应该都在

世界 500 强上班。” 言下之
意，职场穿搭有越来越随意
的趋势。有年长的网友在这
条评论下留言，她回忆上世
纪 90 年代虽然不少年轻人
确实这样打扮，“但多数人
上班时仍然是朴素的服装，
如果穿一件好衣服，办公时
也会戴上袖套。”

在牙科诊所工作的陈

女士上班几乎一直穿着洞

洞鞋， 理由是舒适透气，但
下了班会打扮精致再出去

聚会。对于“上班恶心穿搭”
这一话题， 她的个人理解
是， 对大部分职场人来说，
穿得好不好看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能否丢掉 “偶像包
袱”，做好本职工作。不在外
在上纠结， 腾出时间休息，
穿舒适方便的衣服，专注工
作本身才是回归上班本质。

观点二 职场文化正在向多元和包容转变
有观点认为，“比丑穿

搭” 也反映了一种轻松随
意 、淡化 “班味 ”的职场心
态。 与此同时，不受制于传
统的职业着装规范，年轻人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舒适度

来选择上班衣服，也反映了
传统职场文化正在向多元

和包容转变。
“对于这些现象，我觉

得企业管理者不妨包容些

看，”有企业高层认为，比起
穿衣打扮，工作场合目标明
确、效率优先，能不能聚精
会神、踏实肯干地完成好各
项任务才是关键。至于工作
场合的着装穿衣，除了某些
行业的统一规范和安全要

求之外，“大方得体”“干净
整洁”本就可以了。“每个人
都有权利通过着装表达自

己，前提是不违反职业道德

和影响工作。 ”他说。
一些公司正采用灵活

的着装政策，支持员工在工
作中兼顾个性和职业形象。
从 2018 年 3 月开始， 普华
永道就放宽了对员工的着

装要求， 鼓励多样化着装。
员工不必刻板遵循每天必

须穿着正装的规定，而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自由选择穿

什么。从 2017 年开始，高盛

也逐渐放宽对技术部门和

新数字业务部门员工的着

装要求。 现在，这项规定适
用于整个公司。

这些企业的高管们达

成共识：放宽着装要求公司
可以吸引更多价值观一致

的年轻力量进入公司。而普
华永道的内部调查表明，穿
着舒适比穿着正式更能提

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观点三 要在得体和个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关于“恶心穿搭”的争

论，无非就是穿着舒适与得
体的较量。支持者认为只要
舒服就好， 丑不丑没有关
系，反对者则认为穿衣服也
得分场合，上班的时候就该
有上班的样子，二者显然都
有一定的道理。

有观点认为，年轻一代
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

义新时代的职场形象，但职
场穿搭不仅仅是外表的装

饰，更是内心的表达。 因此
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很有必
要在尊重职场礼仪和彰显

个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上海一家日企从事

行政工作的职场人王桥围

平日里就穿衬衫、西装裤上
班，在他看来，职场穿搭就

要注重专业形象。 “在工作
场合，得体的穿着打扮能够
展现我们的职业素养，给人
留下专业、可靠的印象。 但
仅仅注重形象还不够，我们
还要关注穿搭的舒适性。 ”
这意味着职场人需要选择

适合自己身材的衣物，注重
衣物的材质和透气性。他表
示，自己就特别注重衬衫材

质以及是否合身，四季选择
的衬衫材质都不同。

在这一观点的支持者

看来，职场穿搭是否能随心
所欲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
而是对不同工作环境和个

人需求的理解和尊重。只有
这样，职场人才能在舒适与
得体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
平衡点。

观点四 穿衣打扮能带动工作积极性
与“恶心穿搭”一起爆

火的，还有“班味”。 所谓“班
味”，是一种对职场生活的消
极态度和刻板印象。由此，有
观点认为，不修边幅的“恶心
穿搭”背后，也反映出部分职
场人对工作的态度。

事实上，很多时候在穿
着上下点功夫也能有意外

的收获。 例如在心理学上，
就有研究者提出 “穿衣认
知 ”的说法，即衣着会对人
的行为和情绪产生影响。研
究表明，“衣着的正式程度
不仅可能影响别人对他的

看法，以及影响他们对自己
的看法，而且还可能通过影
响思维处理方式，以重要的

方式影响他们的决策。 ”并
且在很多时候，穿上自己心
仪的衣服， 心情也会跟着
“美丽”起来。 相反，长期穿
着随意、不修边幅，则可能
导致自我价值的贬低，进而
影响工作效率和职场表现。

有专家建议，认真穿搭
或许不失为一种让 “班味”

减少甚至消失的办法。与其
从衣着上便开始“摆烂”，给
自己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

消极心理暗示，不如稍微花
点心思，找到自己最佳的穿
着状态，实现风度与温度的
平衡把控，让自己穿得既舒
适又得体，并热情积极地投
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常言道 “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上班恶心穿搭”真的是年
轻人抗拒上班， 或者不愿意注
重个人形象吗？在笔者看来，这
是年轻人正在将生活和工作中

的穿搭两相割裂后的表现。
其实， 这不是一个很新的

话题。前几年，短视频平台上就
一度出现了 “只要我上班穿得
够土，下班就没人认得出我”系
列视频， 主要强调上班下班的
外在形象的差别。

有评论认为， 年轻人刻意
制造这种反差是为了 “整顿职
场”，但笔者认为，不必如此上
纲上线。 虽然用“割裂”一词来
表达年轻人区分生活和工作的

态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存
在对抗性，实际上，“割裂”现象
的内核是当代年轻人对生活的

热爱， 是通过反差感来完善和
补充个体内在统一性。 而这种
反差也并不意味着 “双重人
格”， 更不意味着抗拒工作，而
是对工作与生活的调和。

笔者认为， 年轻人营造出
的上班与下班的反差感， 是他
们将工作中的自己与生活中的

自己区分开来的方式， 某种程
度上， 也是工作切换到生活的
一种仪式感。 上班专注工作，
下班尽情娱乐 ， 这也是一种
“制衡” 的状态。

����■记者 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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