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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铁

美文·心经

□范淑玉

母亲一生不辍劳作，她连
相互串门子拉呱的工夫都没
有，只知道干活，她很反感贫
嘴薄舌的人，她说少串门子，
免得人戳脊梁骨。

论傻，我母亲是天下最傻
的，论善良更是无人能比。

说来可笑，天真的母亲以
为行善积德就不患病。突然有
一天，母亲毫无征兆地躺下
了，说话都不利索。即便如此，
母亲还胸有成竹:“没事，我一
辈子都做好事，没干过一件坏
事。放心吧，过不了几天我就
会好起来的。”

心底无私天地宽是母亲
战胜病魔的法宝，有了她的乐
观，疾病好得自然就快了。躺
在病床上的母亲，什么时候都
改不了节约的毛病，输液管里
的液体快流光了，母亲还不让
拔针，对护士说 :“再等等，还
有好几针管子药呢 !”对于这
个老顽童，护士总在一边笑。
其实老人有过细日子的底，现
在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可她
对每一粒粮食仍是那么珍惜，
即便打针时掉在床上的饭粒
她也捡起来放到嘴里。

善良的母亲一辈子没进
过一天学堂，到现在八十多岁
的高龄了，耳不聋眼不花腰不
弯背不驼，针线活儿做得溜溜
的。她虽然大字不识一个，连
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可她老人
家说出来的话一套一套的，仔
细揣摩还真是充满了处世的
哲理。

母亲用无声的行动努力
维护着自己做人的准则。正因
如此，她的嘴中才有了一大堆
方言土语:“行好不见好，早晚
少不了”，“叹苦(可怜)没娘的
孩子比烧香磕头都管用”，“人
一辈子，哪有那么多的愉作
(舒心 )事，谁都有不愉作 (顺
心)的时候，伸伸手拉一把就
过去了，别看人热闹，也别太
精了”。大伯家几个哥哥、姐姐
很早亲娘就不在了，母亲给他
们做饭、拾掇衣服。不光如此，
母亲还把自己的堂妹，一个70

天就死了亲娘的孩子抱到身
边养活，堂妹是吮着我母亲的
奶水长大的，这一养就是二十

多年。
母亲一生不辍劳作，她连

相互串门子拉呱的工夫都没
有，只知道干活，她很反感贫
嘴薄舌的人，她说少串门子，
免得人戳脊梁骨。邻居说她这
么大年纪了，还干什么干，她
说“劲没有攒下的，只有闲下
的”。对于吃饭母亲则要求很
低很低，她常说:“人不要太俏
贱(娇贵)，只要吃饱了就成，
减年(1960年)的时候想吃还吃
不上呢。吃饭就要有个吃饭的
样，吃饭别吱声。”

行善积德的母亲比谁都
明白、比谁都清楚，要不她怎
会常常告诫我们“三分精神使

两分，留着一分给子孙”，“吃
亏就是福，老天爷看得比谁都
明白。人要做好事，给自己修，
给后代修。”

对待自己的四个儿媳，母
亲更是比亲闺女还亲，她常说

“人家闺女进了咱家门，就是咱
的一口子人”，她跟几个儿媳都
没红过脸，更不用说吵架了。

母亲一辈子行善积德，她
心里有自己的秤，那就是不骗
人不害人，人只要走得正、行
得直，连神佛都敬三分。正因
如此，她一辈子做事都坦坦荡
荡。这就是我那土得掉渣的老
母亲一辈子悟出来的人生道
理。

母母亲亲的的处处世世哲哲理理

□阿简

过日子，安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好手，她懒散，随意，还不时地犯点
小迷糊。从四楼的家里走下来，往左出
小区门就是菜市场，往右走三十米就
是便利店，她却时常搞得自己弹尽粮
绝“没有午饭”。

虽然不爱出门，可是周末去逛沃
尔玛，却有着家人无法企及的亢奋，在
偌大的卖场里如鱼得水，鸡鸭鱼肉、干
鲜果品、酒饮小食，七零八碎地一通海
囤，把个购物车堆得晃晃悠悠，小山一
样高。等到结账的时候，就有点心惊 :

本不过是顺道过来转转的，不知道怎
么，又敛了这么一车。回到家看着那一
大堆东西，“物质极大丰富”的成就感
之余，多少又有点郁闷 :八百多块啊，
弹指间灰飞烟灭……这钱，也太不禁
花了。

好在有了这些“硬货”做储备，平
日里的副食采购就简单多了。早市上
满是带着露珠的鲜瓜水菜，二三十元
能买得兜满袋满。安安很快便忘记了

“钱不禁花”这样的事，听主妇们抱怨
物价飞涨时，心里甚至有点不以为然:

二三十元的菜可以吃好几天，也不能
算太贵吧——— 仿佛那些配菜的鸡鸭鱼
肉都是白来的，根本不在生活成本当
中。

对于安安这等坚定不移的“乐购
型”宅女，网购，是经久不衰的诱惑。网
站上，形形色色的促销每日轮番上演，
连一时想不到的需求，它都替你想到
了，明艳艳地摆在首页醒目的位置上，
只等你一个指令，即刻快递上门。尤其
赶上“满减”之类的活动，她会花上几
个钟头寻找合适的商品凑单，如果订
单金额刚好凑够规定的标准而又没有
大的富余量，就会自叹一声“漂亮”，仿
佛那是个有趣而极富挑战性的游戏，
而她这个老谋深算的玩家，乐得在其
中一展身手，享受其间的种种考验和
刺激。最可笑的是每单下来，她永远是
得意自己“省了多少钱”，对花掉了多
少却忽略不计，盲目的节支变成了蓄
意的增收，忙不迭地沾沾自喜。至于那
些促销品和凑单品，有多少成了闲置
品，她几次回答都是眨巴眨巴眼睛 :

“这事儿……单说!”
可是安安的钱包是不肯“单说”

的。它的丰满和润泽，在安安日积月累
的成就中被一点点销蚀，一天天憔悴，
到最后，完全成了干枯的一张瘪嘴。安
安抱着空落落的钱包，又惊奇起来:呃?

取了那么多钱，都哪去了呢?没买什么
啊?是不是忘了放哪啊?找找，都找找。
她爱乱放东西不假，随手撂在哪，等到
用的时候就找不见了，这也是常事。可
是对于钱，却是个例外。所以这样的

“找找”，注定徒劳无果，安安于是变得
很惶惑:钱呢?都哪去了呢?怎么想不起
来了呢?

老公笑她:想不起来就甭想啦，买
了那么多东西呢，差不多。她不甘心，
逼他帮着自己对账。三对两对的，便长
出了一口气 :还真是，又花了这么多
呀。老公和孩子都笑，看见她那一脸无
辜的样子，又忍不住安慰她:钱不就是
用来花的吗?花就花了呗，高兴就行。

她却坚持着陷入了周期性的苦
恼 :自家的收入，按说也不算少，可是
这么多年下来，怎么就攒不下钱呢?遇
上收入相当，却明显过得有声有色的
闺蜜，也吐槽:“你看你多好啊，房子两
套车一辆，快马加鞭奔小康。哪像我，

‘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这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呢?”闺蜜冲她咧嘴:“那你怎么不想着
我住那房子里，要吃点什么还得惦记
一屁股房贷呢?不想着我坐那车里，被
油价逼得恨不能往油箱里加水呢?哪
像你，不管不顾地由着性子吃喝玩乐，
逍遥快活。”

这么一来，安安的心里又熨帖了:

看来过日子这东西，是不能比的，所谓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有各的精
彩，也各有各的辛劳。于是乎她把这点
心得，弄到了QQ的个性签名上，简而
言之:“知足，不比”。

心机学

知足，不比

□董庆利

最近我所在的英国组的首
席研究员招了一个本科刚毕业
的英国男生来做一个小课题。
男生20岁出头，金发披肩，旧T

恤，破牛仔裤，青春逼人，英气
勃发，眼中写满恃才傲物。而我
们的首席研究员出生于上世纪
50年代，是一名极度严谨、有明
显强迫症的单身主义英伦绅
士，按照中国的标准，已是年近
花甲的老者；即便从学术上讲，
首席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称
得上绝对的国际权威。

就是这样一位前辈级人
物，和小男生交流课题时，从来
都是一把年龄的首席从办公室
出来，站在或坐在男孩的旁边，
进行连续几个小时的交流。很
多时候，小男生似乎爱理不理，
但争执起来丝毫不示弱，满桌
的文献稿纸被画得张牙舞爪。

茶歇时，小男生从不喝咖
啡，也不加入我们的闲谈，独自
喝着酸奶，俨然与我们这帮中
年“大叔”界限分明。回到办公
室，有了新想法就喊首席的名
字，从不主动去汇报，然后首席
就大步流星疾步走过来。这让
已经习惯于中国式尊老爱幼的
我替首席愤愤不平。

不过这一老一少似乎从来
不在乎，半头白发的首席总喜
欢抓着花镜站在男生桌前谦逊
倾听。这幅画面与我的愤愤不
平，也许就是传说中的文化差
异(Culture Gap)。

试想一下，如果在中国，没
准他已成为办公室的“边缘化”
人物，甚至是领导眼中的“异
类”，即便智商超群、才华盖世，
从此也许不再受重用，甚至在

“冷宫岁月”中自生自灭。当然，
我们也有可能就此少了一位未
来的国际权威、知名科学家。

我从小深受“尊老爱幼”传

统美德的熏陶，并在日常生活
中身体力行，在某种意义上，这
与英国的绅士风度并无实质性
区别——— 既是一种文明礼仪，
更是一种文化素养。老首席和
小男生反映出的，则更多是中
英之间对于个体、个性的尊重
与包容程度的不同。说到底是
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思想观念
开放程度的差异。但正是这种
差异，影响的也许是社会和国
家的整体创造力。

毫无疑问，创造力、创造性
思维总是与个性相伴而生。能
够说明两者之间关系的例子实
在太多，那些唐诗宋词的名家
才子，几乎个个都极具个性甚
至浪荡不羁。当代天才式人物，
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皆属此
类，即便那些普通的科研工作
者，我们也可从美剧《生活大爆
炸》里窥见一斑。就我从事的科
研行业的同行而言，也大体能
反映这二者的关系。

个体的创造力得到怎样的
发挥与舒展、能不能上升成为
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创造力———

中西方之间因为对于个体与个
性尊重包容程度的不同，从而
在整体创造力上的差距越来越
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据我观察，在英国的公众
场合是没有所谓“异类”的，只
要你的行为不违反社会公德、
公共规范和当地法律，你可以
尽情展示个性，哪怕你创造性
地认为自己来自火星，别人也
会对你的创意投以善意的笑容
甚至欣赏与鼓励。而在中国的
街头，你可能会被认为是神经
病，被异样眼光围猎。

社会的整体创造力都是由
每个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汇聚而
成。没有对社会个体的尊重、对
个性的宽容与鼓励，很难有整
体创造力的提升。

反观我们国内的环境，从
基础教育开始，培养的重点已
不是创造性思维能力，而是怎
样考取高分、取得将来能更好
踏入社会的通行证以及怎样

“为人处世”，这种入世哲学思
维的训练甚至会陪伴我们终
身。直到有一天，我们步入中

年，锐气尽失，圆润中庸，人情
练达，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依
靠经验主义与半世经营的资历
成为各领域所谓的前辈与领军
人物，不过伴随而来的也许还
有创造力的丧失。这也是当下
中国的一种很好的个体自我保
护方式，姑且美其名曰“情商”。

对于五六十岁的中国人来
说，很难想象乔布斯在五十几
岁的年纪仍然可以打破电子工
业的指挥棒“摩尔定律”，用经
验主义与创造性思维的完美结
合，重新引领一个消费电子领
域的新时代。

回到开头的小男生，年少
轻狂也好，恃才傲物也好，这些
只是成长的阶段，与个性的好
坏、创造力的大小并无直接关
系。没准到了老首席的年纪，他
也会成为谦逊和气、绅士风度
的业界大牛，用老首席的方式
与那些小男生交流，并分享不
同年龄层次的智慧和成果。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医
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副教授、国
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名家言

礼礼节节与与个个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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