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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小村

我在少年时代也喜欢看励志故事。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讲陈涉的

故事：他年轻的时候给人当佣工，在田间
犁地，突然间就停下犁头，对同事说：咱们
要是有人富贵了，别忘了穷哥们！同事听
到笑岔了气：那又能怎样，咱们在这儿给
人种地，哪有富贵来？陈涉叹了一口气：
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这个故事讲了有志和无志的不同，大
志和小志的反差。《史记》中有很多励志故
事。那些干成了大事的人，有志，且有大志。

所以大人们喜欢给小朋友们讲励志
故事，有时候实在没有历史了，就瞎编。历
史是真实的，瞎编的故事却是虚假的，因
此古来励志故事一堆堆，到最后可能难辨
真假，往往一代代的小朋友们，总是在这
种真真假假的故事中长大。

读史可以明智——— 培根的经典看法，
在今天并不过时。放在历史框架中的励志故
事，真实并且有着合理的因果逻辑，因此读
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叫你立志——— 每个人都
要当陈涉，社会就会大乱，因为“王侯将相”

虽然不是天生有种，但却只能是少数人。
读史是叫你明智。理解是非正误，是

智慧。懂得可为可不为，是智慧。历史是一
面镜子，照出了今世的明暗，这是需要你
自己去分辨的。因此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础
上的励志故事，也是教你智慧与明白，叫
你懂得自己需要什么该做什么。

而瞎编的励志故事，是对年轻人的作
恶。

建立在虚假故事上的讲述，情感是虚
假的煽情的，事实因果链是虚弱的经不起
推敲的，最终必然露出它的狐狸尾巴：它
只是为了贩卖某种价值观。

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也是一
种智慧的培养和提升。很多虚假的故事一
讲出来，一般有着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的
人是可以立刻分辨的，但放在孩子们身上
却不合适，因为他的价值体系还在建立之
中，他的人生还在探索之中。

那些贩卖价值观的所谓励志故事，通
过瞎编乱造脱离了真实的人生世相，营造
虚假的感动，只会让蒙的更蒙，让傻的更
傻，让逗的更逗。强调“志”而不是“智”的
故事，是打鸡血，而不是注入维生素。

说到底，一个人的人生是真实而鲜活
的。一个孩子想当医生，是因为他父亲常
年生病，他觉得自己学医可以救助父亲的
病痛；但当他发现肉体的病苦并不是人生
最痛的，于是他寻找更好的疗救方式。鲁
迅对于自己人生的自述，带着真切的人
生体验和思考，这也让人明白：所谓志并
非立下之后就不可更改，人生处在动态
之中，谁也没办法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些打鸡血的故事，激发的是年轻
人一时的冲动，却并不能开拓他们对人
生的思考。打鸡血和注射维生素的差别
在于，鸡血总是冲昏头脑血脉，而维生素
却能够提升身体素质。年轻人需要的是
理性的“智”，而不是冲动的“志”。

很多“励志故事”往往给出一个美好
的结局，就像给拉磨的驴一束悬在鼻尖
的草——— 你永远也吃不到，你永远都在
想。

人们相信美好的结果，这是人性的
需要。但你不得不在生活的浑浊中挣扎，
这却是人生的真实。就好比一只猴子上
树摘果：你有可能摘到一个甜蜜的硕果，
也可能摔得鼻青脸肿一无所获。

那些虚假的励志故事总是充满了必
然的因果链。但真实的人生却是或然的：
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一个小小的细节
都可能影响结果，更何况一个漫长而宽阔
的人生？

这种虚构美好结局的励志故事，是
对年轻人的作恶——— 因为一只诱惑的果
子，可能耗费一只傻猴子一生的时光。实
际上，连猴子也不会这么傻，但这种励志
故事会把人变得连傻猴子都不如。

安徒生是伟大的童话作家，他之所
以名垂后世，是因为他从来不会用虚假
诱惑的东西来蒙骗孩子们：卖火柴的小
女孩很凄惨，她能上天堂是对孩子们的一
种安慰；丑小鸭身边充满了嘲弄和鄙视，
它变成了白天鹅是因为它原本就是天鹅
下的一只蛋；人鱼公主也经历过无法忍受
的痛，拇指姑娘会遇到丑陋的癞蛤蟆……

教年轻人感受真实的人生，并且让
他们得到智慧的提升，呵护孩子们的美
好情感，这才是情智兼善的励志。

这世界上很多人在对孩子们犯罪，
最无法容忍的一种，就是瞎编虚假的“励
志故事”。

□ 董改正

在一队疾行的人群中，忽然有个人
停下了，聆听着什么，若有所待。路过的
人问他原因，他郑重地说，我都这样走了
三天了，今天我要等一下我的灵魂，要不
他就追不上我了。这个人是印第安人。

记忆里有一则关于灵魂的事，是我亲
身经历的。有一次我在河堤上玩，不小心
滚到滩涂上，着实吓坏了。小脚老太慢慢
地挪到水边，拉起吓呆了的我。当时水汽
苍茫，已是薄暮，我一身是泥，浑似泥鳅，
路过的渔夫都促狭地看着我，我就害羞地
要走。老太摁住我，说：“你蹲下来撒泡尿
再走。”虽然我常常站在河边，对着来往的
渔船尿出漂亮的抛物线，但现在我不肯，
即使是蹲着也不肯。老太说：“刚才你摔下
来时，魂吓跑了，在空中呢，你等等他。”顿
觉渺渺中无限神秘，就顺从地蹲下来，等
着未定的惊魂慢慢回到身上。

灵魂是子不语的，等一等灵魂或者
对于受惊者和他的家人，都是精神上的
安慰吧。精神的世界神秘莫测，它的裂纹
修复也难，我总觉得以药的“实”来修复
精神的“虚”是很难奏效的，就像用手去
抓水中月一样。我理解的精神只是灵魂
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人格，是身体和灵
魂都完善的，并且他们会互相影响，所谓

“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居移气”，所谓
“人贵语迟”，都是如此。

有精神世界是人的尊严。我非鱼，不
知鱼是否有精神世界，但纵观我们如今
所能认识的物种，人的精神世界无疑是
最丰富的。人害怕患精神疾病，但患精神
疾病却是人的特权，一口行将就板的猪，
头一天晚上睡眠依旧很好。没有害怕、欣
喜、哀愁、悲伤、纠结等情绪的人是可悲

的，因为没有精神世界的人是不会患精神
疾病的，就像没有恋爱的人不会失恋一
样；而有这些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精神感
受，他就是有精神世界的，一旦“有”，就少
不得会受伤，因为你不会总被这个世界善
待。就像一件绝美的瓷器，无论怎样保存，
终有一天会有裂纹。

一个人精神上的完好，靠的是在物
质世界里的细心呵护。就像一个玻璃杯，
乍冷乍热就容易爆裂，因为骤然加之的
冷热没有“等”杯子适应过来，要等一下
它，用温水过渡一下，大喜大悲就是乍冷
乍热，灵魂承担不起，他需要被等待。世
上修行的妙方千千万万，一言以蔽之：
慢，或者“等”。

最美好的物事都是慢慢得来的。也许
你会问，昙花呢？彩虹呢？惊鸿一瞥呢？在

“美”绽放之前，它们都已经走过了很长一
截路，都在等，等风雨，等温度，等你灵魂在
场时的敏锐。爱情是慢慢等来的，友谊是小
火炉慢慢炖出来的，事业是慢慢做出来的，
气质是慢慢滋养起来的。一个疾行太久的
人，如果不坐下来等一下灵魂，就会丢了
他，就会忘记自己要干什么了，就会一路美
景走过却无半点感受，那么人与甲虫有何
区别？

等一等灵魂吧，别让他跟不上身体。
灵魂才是一个人体验世界的触角，喜怒
哀乐由此而来。一个人能带走的，能无限
携带而不超载的，是他的灵魂空间，是他
的精神世界，修炼就是在这个美好的世
界下载美好，以便一路清欢。你一定会有
这样的时刻，忽然怅然若失，忽然空虚难
耐，忽然觉得没有意义，忽然感到多少年
来等于白活，那是你悲哀，也是你的幸
福，因为那一刻你感知到了你的灵魂，你
在等待他。

□ 于小燕

儿子结婚的时候，老两口卖了
牛、卖了猪、卖了所有的羊，又到银
行贷款，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楼房。

儿子挣了钱过他们的日子，老
两口开始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
儿子儿媳回来，做父亲的说，你们
挣上钱了省着些花，好把银行里的
贷款也还些。

媳妇拉下了脸子：“什么贷
款？”

父亲一时语塞，望向儿子。儿
子对媳妇说：“我给你说过的，就是
那买了房子的贷款。”

媳妇起身背了包拿起手机便
走：“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分也没贷
过。”儿子摊摊手，也走了。

老两口没奈何，只得自己还，
好在这些年农产品价格好，地里收
成也好，老两口起五更睡半夜，又
有女儿女婿住在跟前帮忙，终于把
贷款还完。

儿子儿媳来了。儿媳说：“爸，
你看，我们那房子本来就小，现在
又添了小宝，怎么也得换个大些
的！”

父亲说：“想换了你们就自己
换去，我是没有办法了。”

儿媳说：“我挣的那点钱只够
过日子，你儿子又没有本事，换房
还是得你们二老支持。”

老两口就没有说话。
桃子成熟的时候，儿子儿媳回

来帮忙下桃子，找了十几个人，三
天工夫，园子里的桃子全下完了。
买主也是他们找来的，桃子旋下就
拉走了。老两口忙得园子里一趟，
家里一趟，又送饭又送水，等到人
去园空，两个人站在地里发愣。做
母亲的犹豫地问：“钱呢？”

做父亲的一挥手：“儿子收了，
收了就收了吧，自己家的儿子嘛！”

苹果熟了的时候，儿子儿媳又
来帮忙下苹果，还是和上次一样，
他们联系好买主，找来人手，直接
把东西卖了钱装上就走了。

玉米卖了的时候，父亲想，这
一年的收成也再没啥了，就剩这几
亩地的玉米了，儿子该不要了吧？
父母巴巴地等儿媳把钱收了给他
们，结果儿媳数完钱就装进了自己
的包里。

做父亲的红了脸，咳嗽了一
声，又咳嗽了一声，半天了才呐呐
地说：“我想这苞谷钱你给我们留
下，我们好平时也花一花。”

儿媳笑道：“爹，你和妈平时又
不出门，花钱干啥呢？有病了我们
给看，想吃什么了我们给买，你们
要钱干吗？”

父亲便又不说话了。
这年冬天，儿子换了新房，交

了首付，剩下的都是按揭的。儿子
说：“爹，攒个劲，帮一下我们。”又
说：“谁叫你们有我这个儿子呢？！”

于是，秋天，桃子熟了，他们回
来收桃子，苹果熟了，他们回来收
苹果，一分都不给老两口留下。好
在粮食是自己种下的，菜也是自己
种下的，庄稼地里，只要勤谨些，平
时弄个零花钱也还容易。就是有个
头痛脑热的不好弄，医院里，花钱
猛得很。儿子儿媳上着班，不是个
大病也不好麻烦他们。老两口一年
到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平时连
斤猪肉都不肯买，勤勤恳恳，只盼
赶快帮儿子还完按揭。活多得干不
完，常常都是女儿女婿来帮忙，年
年如此。

一晃又是六七年过去，要说，
按揭也该还完了，儿子儿媳还是来
收钱。村里人都笑着说：“你们老两
口是佃户，你们那儿子是东家，种
的时候不见人，一到收租子的时候
他们就来了。”老两口脸上过不去，
便私下里给儿子说：“你们那按揭
还完了就再不要到家里拿钱了。”
儿子说：“按揭还完了，宝儿又上开
学了。现在这孩子的花费多大你也
该听说了，我们住在城里，又不比
乡下，钱少了日子能行？”

做父亲的说：“那你也该给我
们留下些，你看，我和你妈都老了，
也快干不动了。”

儿子说：“你们干不动了不是
有我们吗！”

父亲说：“你们不都在城里吗？
有个啥事还不都是你姐姐姐夫给
我们做。”

儿子一甩手站起来：“你就偏
心我姐！啥都是她好！她当然好，我
就是不如她！”

父亲气得猛咳嗽，不知道说什
么。

儿子便又坐下，轻言缓语说：
“爹，你也不要太生气，我也是一时
随口说说。你们老了，我也不想拿
你们的，可是这些年，已经拿惯了，
你想不叫拿，你儿媳妇能行？你不
叫拿，那我和她这日子就没办法过
了。就这，她还一直闹着要和我离
呢。你说，我咋办？你们是做父母
的，你们要说让我和她离，那我就
去和她离掉算了。”

老两口便都一声不出了。
儿子又推心置腹地说：“其实

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就算把钱全
给你们留下，你们也舍不得花，最
后还不是都留给我了。那么，迟早
都是给，她现在要，你就现在给她
算了，你们就当现在就把钱已经全
给我了一样。何必去闹一些不愉快
呢？是不是？”

夫妻二人觉得儿子说得对，就
算不对，又能怎么样呢？难道叫儿
子去离婚吗？

冬天，老两口围着炉子，舍不
得烧煤，烧着柴。他们时刻想着
城里的儿子媳妇孙子，跟人说话
的时候，总是温和地笑着，眼睛
放着光。

□ 李 梅

我们的手指都有其名，大拇
指、小拇指、中指，这都好理解，就
是无名指，无名可起了，称无名也
能让人接受，偏偏这个食指，难道
还与食物有关吗？

你还别说，这个“食指”就是与
“吃”有着很大的关系。

据《左传》记载，郑国贵戚
子公的食指有特异功能，每次跳
动，第二天必定能吃到珍味佳
肴。他出使晋国时，食指大动，就
吃到了石花鱼；他出使楚国，食
指大动，又吃到了天鹅肉。即使
吃到合欢橘前，他也是食指大动，
而且屡试不爽，只要“子公之食指
动”，大家就知道必有异味，于是
子公的食指就出名了，并衍生出
“食指大动”这个成语。

从此，人们的许多诗文中，食
指就与吃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范
成大《新荔枝》：“荔圃园林瘴雾中，
戎州沽酒擘轻红。五年食指无占
处，何意相逢万壑东。”还有清葛筠
亭诗：“食指而今笑不灵，黄堂佳酿
剩空瓶。”

真是“成也食指败也食指”。食
指确实为子公带来了不少口福，但
也引来了丧身之祸。有一天，子公
的食指突然抖动不停，他受诏入
朝，果然看到有一只鼋被绑在堂上
的柱子上，子公心里一阵窃喜，这
回可以饱餐一顿了。谁知道郑灵公
知道子公有预知美食的本领，给其
他大臣都上了鼋肉，就是不给子公
上。子公感到丢了面子，恼怒之下，
径直走到郑灵公面前，将食指伸到
专为诸侯王设置的炊具——— 鼎中，
沾了一下尝了一口便直趋而出。郑
灵公觉得子公这是故意藐视自己，
扬言一定要惩治子公。子公知道

后，来个先下手为强，杀了郑灵公，
于是造成了郑国由盛而衰的内乱，
子公也在内乱中被杀。“子公怒，染
指于鼎，尝之而出”。这个由馋嘴惹
起的大祸，让“染指”一词从此诞
生。

后来，人们多用“染指”一词比
喻沾取非分利益。明陶宗仪《辍耕
录·论秦蜀》：“夫鼎足之说，始於蒯
通。然通之说，韩信以此，犹有汉之
一足。当三国时而为是说，则献帝
无复染指之望矣。”清无名氏《亡国
恨·协约》：“这三韩一块土，俄人久
欲染指。”有时也用“染指”一词来
比喻参与做某种事情。宋苏轼《次
韵水宫》：“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
天……丹青偶为戏，染指初尝鼋。”
明薛冈《天爵堂笔馀》：“七言律法
度贵严，纪律贵整，音调贵响，不易
染指。”清钱谦益《〈梅村先生诗集〉
序》：“余老归空门，不复染指声
律。”朱自清《〈背影〉序》：“至于戏
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
的大抵还是散文多。”

其实，食指与吃有关，除了以
上典故外，与古人习惯用食指试探
汤水、食物的冷热、味道，然后放到
嘴里吮一下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人
们在上古时代是不用筷子的，都是
用手直接抓东西吃。之所以用这个
指头做这些工作，是因为食指较其
他指头来说，相对比较灵活。这一
点，在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五
十二回和清郝懿行《证俗文》卷六
中也都说得非常清楚了。“何谓食
指？第一指曰拇指，第三指曰中指，
第四指曰无名指，第五指曰小指。
惟第二指，大凡取食必用着他，故
曰食指”；“食指，啑盐指也……手
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将指、
无名指、小指也”。这也算是“食指”
与吃有关的最好注释了。

□ 赵 峰

忌口跟忌讳是两回事，千万别搞混
了。忌讳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禁
忌，在传统文化里比比皆是。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 都是下对上， 卑 对
尊，幼对长的规矩。成了强势的 一
方， 轻 者 可 对弱势一方骂 ，重则 可
打，若还言就乱了纲常。这样的歪理
邪说在“五四”时期，被鲁迅、陈独
秀这些看穿传统糟粕的文化大咖们炮
轰了一通。

而忌口是指味蕾不兼容，每个人
总有一些味道和食物不适应。我不大
明白自己为什么小时候有那么多的忌
口 ， 不吃咸菜 ， 不吃生蒜， 不吃羊
肉，不吃南瓜馅儿的饺子。吃饭就不
大好打发，要是包南瓜及水萝卜还有
胡萝卜的饺子，得单独给我弄出一些
白菜的来。家里要是煮羊肉水饺，得
用小锅单独给我另做。理由呢？应该
是南瓜和胡萝卜弄成馅子，样子太难
看。而水萝卜的辛辣味，处理不好的
话，熟了就有股难闻 的臭脚丫子味
儿。

成人后有些食物解禁了，但菜花
一直不大喜欢吃，那个东西的模样实
在丑陋，像肿瘤；还有很多人喝得津
津有味的豆腐脑，我也不敢喝，那东
西到了嗓子那儿就打旋儿，一不小心
还容易呛上来。样子也不好看，像是
开了颅腔的人脑。

我喜欢吃醋，小时候乡下醋没大
有好的，供销社有，记得好像八九分
钱就能打一斤。我那时喝糊糊可以不
吃咸菜，不放盐，但必须得放醋。我
母亲说过不止一次，说我邪性。

再后来工作了，经济条件好了一
些，其他的都无所谓，就是吃醋绝对
不吃散的，必须是山西陈醋，且是“四
眼井”那个牌子的。我读高中的时候，
在雷庆龙先生家吃过他家亲戚从山西带
过来的地道的陈醋。那醋粘稠，好酒能
挂杯，那醋溢出来不小心触到都粘手，
一开瓶浓郁的粮食香就弥漫开，诱人的
胃口。据说那等级的醋比油还贵。现在
的很多醋都不需要粮食了，用一种冰醋
酸在凉水里一搅就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家小报做
事，和好友经常一起去一些小店吃饭。
我们都不喜欢喝酒，吃饭的时候要了菜
就一个人一碗陈醋，服务员看我们的时
候都有些异样。早年见到村里有位从外
边回来的酸吧唧的人，第一次听说了醋

还叫忌讳。我不大明白，酸有啥错误
吗？难道只有甜菜可以说，一个大大的
虚伪融在忌讳里。读大学的时候，有位
教修辞的老师本身也有点露酸头，讲到
忌讳的时候，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一番。
很遗憾，词汇学没能给“苦”字作个伪
装，甜是好事，苦也应该找个东西替代
一下。

邻村有美女，长得像阿庆嫂。手眼
身法都带些表演的味道，大家背后都说
她酸。后来找了个老公也酸，认识她的
人都为她担心，这两个人混在一起还不
把家里的铁锅都腐蚀坏了啊！受得了
吗？还有个本村的小伙，现在叫帅哥
了，也是个挤眉弄眼的人。没上几天
学，就不会说庄稼话了，好说前天，昨
天，白天，晚上的文明话。说到他爹的
时候，后面也加上个同志，不过他不忌
讳说他爹的名字。公社兽医来村里找他
爹，正好问到他，他接着说，你找崔现
玉同志啊，我带你去。几个在场的人都
哧哧地笑，他爹正在门口，觉得脸上挂
不住，张口就骂，我打死你个龟孙，没
吃几两粮食，倒学会了满嘴喷粪。吓得
他一溜烟跑出去很远，还在想自己没说
错什么啊？

在县城住的那些年，认识了一批酸
溜溜的人。小闻一多先生，像那个整天
提溜着一包证书写广播稿的作者，天天
都拿着文化人的做派。一位在工厂工作
的本家，一见面就先看到他那张具有各
种表情的脸，像是贴了一层层的面具，
把一张脸弄得跟变色龙似的。这个群体
都像是质量不好的醋，倒牙的酸。上好
的醋不酸，吃醋少的人体验不到。那些
酸人早先在乡下的说法叫拿模样子，现
在追溯一下的话，应该是表情包的远
祖。

不知从哪年起，我就不忌口了。南
瓜不仅吃，还变着样吃。豆腐脑也喝，
商河有一种叫老豆腐的豆腐脑，汤汁很
多，吃起来很得劲儿。羊肉更是来者不
拒，羊汤，全羊，涮羊肉几乎没有不能
吃的。那些无缘由的禁忌，没有任何契
机就破了。看来无道理的禁忌都没啥，
都是不触即破的东西。

更多充斥在生活中的忌讳也是如
此，都是绳索，无谓地制造生活障碍。

□ 李海燕

济南的冬天一向安静，很少有这样狂
风四起的时候。晚上出门上班，被风吹得
踉跄，心中却不免期待，这样的风，想必明
儿霾就该散了。

这阵子的舆论圈，也是狂风四起，可
是思想的阴霾似乎并未吹散，反而搅得狼
烟四起越发地看不清了。先是聂树斌案最
高法给出了结果——— 冤案、补偿、追责。大
家争相讨论之余一种声音颇有市场：“面
对这个结果，任何赞美都是可耻的。”“领
导不倒台，案子能翻过来？”这话说得太轻
慢，赞美本身没什么可耻的，单看你赞的
是什么——— 我不赞美这个结果，我赞美所
有为追寻真相而付出的坚持和勇敢，没有
这个，正义不仅会迟到，还可能会不到。而
且，这种坚持和勇敢目前还急需，不但聂
树斌案的后续处理需要，其他正在等待真
相或正义的地方也需要，比如雷洋案。互
联网时代“吃瓜群众”的注意力和兴趣点
是很容易转移的，一个舆论的浪头起时，
仿佛山崩海啸，一转眼，浪死了还是水，归

于沉寂之后，很少有人再关心浪带走了什
么，什么沉于海底。多数人是自私的，义愤
填膺地发发牢骚自然容易，就算知道要努
力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但又都希望付出努
力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因此，我们得向那
些持续为真相和正义而战者致敬，不管他
是媒体、机构还是个人。22年，一代人的光
阴，亲人们没有放弃，媒体没有缺席，公检
法内部也不断有人出来表示“不过是说了
几句真话”。有同行整理了22年来40多家
媒体刊发的271个版面，这薄薄的纸里包
着希望之火，就为这，不管谁怎么说纸媒
体如何如何了，我还是要送上我的赞美。
也有人说，这个结果来得太难太迟了，可
越难、越迟，越彰显坚持的高贵。而最高的
赞美，是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另一件在舆论圈引起狂风巨浪的是
罗尔诈捐事件，从人们慷慨解囊捐款迅速
超过两百多万元，到事情急转直下发现给
女儿治病自费的部分不过3万余元，这位
父亲家中还有3套房，整个事件中还有机
构营销的影子。愤怒的人们为自己的被滥
用的善心讨说法，那位父亲还振振有词：

“没人关心女儿的病，大家只想知道我是
不是个骗子。”真是岂有此理，所有捐款的
人都是真心关心孩子的病，就算知道了这
位父亲滥用了大家的善心，大家还是克制
地祝福孩子。反而是这位父亲，体内的人
性如此稀薄，丝毫看不到担当、愧疚、自省
之类的人性里美好的一面，只有投机、狡
辩，仿佛是用造人的废弃物构成的。

这件事里，最受伤的是那些慷慨解囊
的人，善心被滥用之外，还要承受吃瓜群众
的嘲弄——— 下次再想发善心前得把眼睛睁
大点儿。多数捐款的人虽然遣责罗尔的恶
劣行径，但并没有因此就觉得再有人需要
的时候就不打算伸出援手。这回，一位网友
坚定得很，他说：善心就是善心，不必做随
着舆论摇摆的墙头草。我想为之击节赞叹，
确实，善心永远不应被嘲弄，不管是错付还
是被滥用，那些卑劣者的污泥浊水再怎么
汹涌，都于善心本身丝毫无损，它兀自在那
里闪着金光。虽然善心被滥用，人难免不
快，但真正的热爱生活并非因为生活完美，
而是明知生活充满了种种不完美，仍然保
持着温润的初心。善心也是这样，仿佛阳光

之下必有阴影，因为有恶意的衬托，善心的
美和价值才更易显现。

另外，身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罗尔
诈捐事件，还有那些在传播途中就突然逆
转的事件，也让我们更好地反思自己的职
业行为，在这样一个传播经常跑得太快把
真相丢了的“后真相”时代，我们该怎么做
传播？完全放弃对热点焦点的关注，头埋
进沙子里做驼鸟？跟着东鳞西爪的事件碎
片东奔西跑，自我安慰获得了阶段性真
相？被汹涌的某方面的“民意”裹挟找不到
自己的立场？还是基于对世情人心的了解
建立稳定的价值观，然后以专业主义的精
神和职业素养，八方风动心不动地诉诸理
性、客观和公正，追寻尽可能完整的真相？
我想最后这种是我们要的，虽然不易，但
再难也值得坚持。

风再狂也有停下的时候，没有翅膀而
飞上天的掉了下来，根扎得不深、不坚定
的倒伏了，有被风吹不见了的，也有被风
吹出来的……舆论圈的每阵狂风之后，如
果都改变一些什么，改善一些什么，风才
不算白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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