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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逛，我无意中进了一个网
站，看到上面有一款叫做“最危险的
游戏”的游戏。游戏介绍文字是这样
的：李中是一个中年男人，事业有成，
妻子贤惠，儿子聪明可爱，一家人幸
福安乐。然而有一天，他的一个女同
学阿丽打来电话，请他去参加同学聚
会，如果你是李中，你去不去?屏幕上
有两个选择：去、不去。我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去”。

下一步。“聚会上，李中发现昔日
的校花兼自己的初恋情人阿丽依然
光彩照人，他怦然心动。聚会分手
时，阿丽给李中一张名片，接不接?”
同学间互相联系，很正常嘛。我选了

“接受”。
几天后，阿丽打来电话，诉说自

己婚姻不幸福，还说丈夫刚刚打了
她，她很伤心，跑到了郊区一座山顶
上，决定自杀。应不应该阻止她?当
然阻止了，于是我又点了“阻止”。

因为李中及时赶到，阿丽的自杀
行为被阻止了。她很感激李中，把李
中当成了精神上的寄托。她还常常
发短信过来。下面有两个选项：收、

不收。既然她是自己的朋友，接受她
的短信又何妨?于是，我点击了“收”。

阿丽与丈夫离婚了，雪上加霜的
是她又下岗了。这时她找李中帮忙，
想让李中给她找份工作。这时，两个
选择框内的内容是：帮、不帮。我觉
得，老同学有难，自己不帮也过意不
去，于是点击了“帮”。

阿丽在李中的帮助下，应聘到了
李中的单位当了一名打字员。在工
作中碰到了困难，受到领导的训斥，
她准备辞职，李中应该怎么办?有两
个选择：同意她辞职、不同意她辞
职。我选择了“不同意她辞职”，并在
下面的理由框中填上了“帮她上电大
进修，提高个人素质”。

在李中的帮助下，阿丽的工作有
了成绩，她请李中去吃饭，去不去?我
想了一下，吃饭也无所谓，阿丽同时
也请了其他的同事，不去反而不合人
情，于是点击了“去”。

在阿丽的生日晚会上，李中喝醉
了。醒来时，他才发现自己赤身裸体
与阿丽躺在床上。阿丽哭着说，绝不
破坏他的家庭，只求两人以后保持情

人关系。方框上又出现了两个选择：
答应、不答应。我想，既然事情已经
发生了，她又不破坏我的家庭，于是，
点击了“答应”。

阿丽对李中日久生情，竟然要求
与他结婚。李中不同意，结果阿丽找
上门来大吵大闹。李中的妻子知道
他养二奶后自杀未遂，住院治疗。阿
丽远走他乡。李中则受到众人的抨
击与鄙视。下面有两个选择：与妻子
复合、与阿丽结婚。我选择了与妻子
复合，可对话框很快出来了：妻子不
同意复合，而且，就算复合，两人也有
了裂痕。

我后悔自己的选择，于是返回上
一级，选了“与阿丽结婚”，结果屏幕
显示：“阿丽对于伤害了李中的妻子
很内疚，拒绝了李中的求婚。李中成
了孤家寡人。”

我愣了：两个选择都不妙，那该
怎么办?

当我点击“下一步”时，屏幕上显
示：“游戏结束。这就是最危险的游
戏。阿丽不是坏人，你更是乐于助人
的好人，之所以发生悲剧，是因为爱
情的接受对象具有排他性。你帮助
阿丽是对的，错在你混淆了友情与爱
情的关系，与她走得太近，结果害了
阿丽，也害了你和你的妻子，毁掉了
你的一生幸福。”

我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摘自《做人与处世》

郜春喜是河南省西峡县丹水镇
人，父母靠种地为生。郜春喜 19 岁
那年，南下广州打工。后来，厂里因
为金融危机裁员，他失业了，只好回
了老家。

发现新财路
这年 5 月底，郜春喜跟随朋友，

到县城的一家酒店去吃当地有名的
“老界岭土鸡”，可吃了一口，他就感
到味道一般。酒店老板无奈地说，现
在农户为追求经济利益，土鸡也用饲
料喂养，所以味道不如以前了。

回家后，父亲杀了自家养的鸡，
做给郜春喜吃，郜春喜连声称赞：“比
饭馆里的土鸡香多了。”父亲说：“咱
家的鸡吃的是粗粮和虫子，那才是正
宗的土鸡。”

当天晚上，郜春喜和父母正在院
子里吃饭。灯光下，虫子到处飞舞。
父亲拿出一个装满了水的盆子放在
灯下，不一会儿，虫子就扑哒扑哒往
里掉。虽然一些大虫子落到水里还
能飞走，但盆子里仍是剩下了不少小
虫子。第二天早上，父亲把盆子里的
死虫倒在地上，家里的鸡立刻争抢起
来。看到那一幕，郜春喜突发奇想：
既然大家都想吃正宗的土鸡、土鸭，
自己何不捉虫卖给养鸡场和养鸭场
赚钱呢？

第二天，郜春喜到附近的养鸡场
和养鸭场了解情况。老板听了他的
想法后，纷纷称赞，其中一个名叫陈
生文的老板感兴趣地说：“现在的人
们消费观念变了，甘愿多花钱，也要
吃绿色食物。我养了几百只鸡，也不
敢喂饲料，可那样发展太慢，但愿你
多送些虫子来！”

当天晚上，郜春喜在自家的院子
里拉上电线，装上灯泡，又在电灯四
周放了十几个水盆。灯一亮，各种虫
子便朝光亮的地方飞来，有的掉入水
中，有的落在地上。郜春喜忙把地上
的虫子收集起来，放进水盆里。这天
晚上，他一直忙到凌晨两点，一共捉
到十多斤虫子。

第二天一大早，郜春喜骑摩托车
把虫子送到了陈老板的养鸡场。陈
老板很高兴地说：“现在鸡饲料 3 元
一斤，你的虫子算是绿色饲料，我愿
意每斤出5元钱购买。”

此后，郜春喜的干劲更大了。他
把院里院外都扯上电线，装了七八个
灯泡。他家门前就是庄稼地，一到晚
上，铺天盖地的虫子便朝着有光的地
方飞来，他就和父母一起把虫子收集
到水盆或水桶里。

虫子贵如金
晚上捉虫，白天往养鸡场送，时

间久了，郜春喜一家人都招架不住
了。一次，郜春喜看到邻居用粘网在
池塘里粘鱼，突然有了灵感：自己也
可以用粘网粘虫子，这样就可以休
息、捉虫两不误了。他到镇上买来了
五副网眼最细的粘网，分别用长竹竿
把它们固定在庄稼地里，在网沿安上
大灯泡。这个办法果然好用，第二天
一清理，捉住的虫子竟有 30 斤重。
一个月下来，郜春喜赚了 4500元，除
去电费，净赚4000元。

用粘网粘虫子虽然方便，但清理
虫子十分费时费力，而且有的大虫子
还粘不住。郜春喜想起自己在南方
打工时，常常用电蚊拍和灭蚊灯消灭
蚊子，不禁心生一计。他参照灭蚊
灯，设计出了一种诱杀昆虫的装置。
它由支撑框架、废旧电瓶和金属栅网
组成，通上电后，再大的虫子碰上去，
也会被电晕，跌落在地。第一次试用
这种电网，地上就密密麻麻地落了厚
厚一层各种昆虫。

随着捉虫技术越来越先进，郜春
喜决定扩大“生产规模”，他把闲在家
中的表嫂和表妹都请来帮忙，每人每
月800元工资。

７月的一天，郜春喜听说邻居王
大娘家的黄豆田生了豆虫，便主动请
缨去捉虫。

他用自制的捉虫工具，和表嫂、
表妹一下午就把王家黄豆田里的豆
虫捉完了。豆虫又长又粗，他们足足
捉了几大桶，有六七十斤重。郜春喜
把豆虫送到附近的养鸭场，以每斤６
元钱的价格卖出。

不但做了好事，还赚了一笔钱，
这件事对郜春喜启发很大，他决定把
捉虫范围扩大到村里的所有农田。
村民们认为这是大好事，十分支持。
于是，郜春喜从镇上买回 1000 多米
电线，又买了几十个废旧电瓶，把电
网布满村周边的田间地头。在靠近

电网的地上，他们摆满各种各样的水
盆水桶，每天晚上，大灯泡一亮，田地
里的飞蛾、蚂蚱、蟋蟀和壳子虫等纷
纷撞上来，被电网击落后，大多掉进
水盆里。郜春喜和表嫂、表妹守
在一边，每隔一会儿，就打捞一次
盆内的虫子，再装袋。一个晚上，
他们就能捉上百斤各类虫子，价值
500多元。

越走路越宽
郜春喜越干越有劲。他发现，农

村的虫子太多了：黄豆地生豆虫、红
薯地生青虫、麦地生黑黏虫、花生地
生蛴螬、棉花地生棉铃虫……这些原
本令人厌恶的虫子，现在都成了他的
滚滚财源。

郜春喜还逐渐摸索出许多捉虫
技巧。比如，棉铃虫必须在早上６时
至８时捉，而对于蛴螬，则要在收获
花生时捉。在收获后的玉米地里，蟋
蟀、蝼蛄和蝗虫最多，一天下来，每亩
地能捉上百斤虫子。

要在树林里捉虫，郜春喜就挖几
个 50 厘米深的方形 大 坑 ，放 半 池
水，在四周离地面 20 厘米处拉一
圈儿灯，方圆几里外的蝗虫都会
迎光飞来，掉进水坑。第二天，他
再用筛子把虫子捞起来，既省时
又省力。

郜春喜还琢磨出，不同颜色的灯
光能吸引不同的虫子。如：吸引螽
斯、蟋蟀、蝼蛄和蝗虫等，需要紫
外线灯。针对不同的虫子，使用
不同的灯光，这样一来，他捉的虫
子就更多了。

一年后，郜春喜算了一笔账，现
在平均每天能捉到一两百斤虫子，
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元，除去电费
和表嫂、表妹的工资，每月净赚八
千多元。

高兴之余，郜春喜并没有满足，
他想的是如何扩宽财路。首先是增
加知名度，郜春喜在当地电视台上做
了广告，自己也印了许多宣传单，多
家养鸡场、养鸭场的老板看到广告
后，争相向他订购。这样一来，每斤
虫子的价格涨到了6元钱。

其次是扩大生产规模。这年 5
月，他把邻村打工回来的二十多人召
集起来，集中进行培训，传授捉虫技
巧，然后让他们在各自的村子里捉
虫，自己则专门负责销售。

如今，郜春喜的“绿野生态虫”已
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品牌，订单接连不
断。郜春喜捉虫两年时间，竟赚到50
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多么
惊人的一笔收入。

摘自《新视界》

小的时候常做一些傻事。
姥姥在小院里种下一行红豆。

怕发芽的嫩豆苗被麻雀啄，就在小
棍上拴个破塑料袋什么的，吓唬前
来啄苗的小鸟。小鸟时有飞来，红
豆却迟迟发不了芽。看着马上就要
破土的豆苗，我们等不及，扒开土层
想让豆苗早早长出来，结果常常把
豆苗弄断，即便是粗壮豆苗经这么
一折腾，没几天也焉了。姥姥用眼
狠狠瞅着我们，说猴急猴急的，你急
有用吗？下场雨就又长好了。于是
我们日夜盼着那场甘霖。姥姥的话
真神，在我们早已忘却了的期盼中，
忽然有那么一天，不知是谁惊奇地
发现，曾经受了伤害的豆苗不知何
时已经长到尺把高了。

家禽的孵化期到了。姥姥挑出
一些鸡蛋，对着灯光瞅瞅，便满意地
把蛋放到母鸡身下。姥姥说等着
吧，二十一天准保个个都出壳。年
轻的母鸡没有耐心，常常离开窝到
处溜达。姥姥有办法，姥姥用竹筛
子把鸡妈妈扣在窝里，用碗盛些水
米放在窝口。姥姥说过几天就懂得

亲了，你赶它都不离窝。姥姥的话
真灵，没几天母鸡真的就守着窝，一
刻也不离开了。姥姥出去的时候，
我们想看看藏在母鸡身下的鸡蛋究
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母鸡啄人，
我们就用树棍赶。母鸡经不住这阵
势，落荒而逃。姥姥回来时，惊恐的
眼神流露出少有的愤怒，兔崽子们，
害人，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不等
姥姥找到那个治家的鸡毛掸子，我
们早已四散逃窜了。

许多开心的日子在我们嬉戏中
一晃而过。听到小鸡叽叽喳喳地
叫，我们拥到一起，争相观看小鸡是
如何破壳而出的。姥姥把一个个出
壳的小鸡放到纸箱里，准备把它放
到院子里有阳光照射的地方。姥姥
不放心，回头看着每个人，终于没说
什么。总有几只小鸡先天就营养不
良，它们大半个身子已露在外面，屁
股却还死死地粘在蛋壳上痛苦地哀
叫着。我们终于不忍心，帮助小鸡
脱掉束缚它的外衣。姥姥小跑着进
了屋，她看上去比小鸡还痛苦，哀怜
显现在她皱巴巴的脸上，让人感到

愈发的苍老。姥姥嘴对嘴给小鸡喂
唾液，小鸡半睁着眼，叫声越来越微
弱。唉，活不了了，剥得早了，不等
着自个儿出壳，唉，这帮傻蛋呀！姥
姥的话又一次应了验，不到一个时
辰，被剥出来的小鸡一个个像喝醉
了酒，一头栽倒，再没起来。

没到大面积收获的季节，所有
的果实显得那么新鲜与珍贵。姥姥
说想吃葵花籽呀，那得等它花枯了，
背面发了黄。姥姥的话我们从来就
没认真听过。为了让向日葵尽早成
熟，我们把它的花揪掉，抠出籽来
尝，因此也碰掉许多附着在花柄上
的那层毛茸茸的东西。姥姥说等着
吧，有你们好吃的。果然，葵花成熟后，
受了伤的葵花柄上结的全是空籽。

长大后，回忆起那些事还时常
乐，笑过之后不免叫人想些什么。
孩子犯的低级错误，大人也犯，而且
犯了还理直气壮绝不悔改。自己文
化不够深，所以要在孩子身上补，琴
棋书画样样学，恨不得一下子把孩
子培养成全才；深知一口吃不了个
胖子，却一下子就想减成魔鬼身材；
自己不勤俭节约，老梦想着中五百
万大奖，渐渐地成了啃老族。

细细想来，姥姥的话颇有些禅
意：人生没做好的事，多半是心太急
造成的。

摘自《思维与智慧》

三楼的小王家被盗了，小偷是
踩着楼下的防盗网翻进去的。

张大爷家也住三楼，他不喜欢
把家弄得跟牢房一样，灵机一动，便
想出一套防盗法。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小偷还真
来了，一眼就瞄上张大爷家。他轻
车熟路踩着防盗网便往上爬，手刚
一搭到窗台，忽然一阵钻心的疼
痛。他抽回手一看，好家伙，窗台上
摆了一溜的花盆，全是毛茸茸的仙
人球。

好不容易翻上阳台，正对的就
是客厅，侧耳听听，卧室里传来主人
响亮的鼾声。小偷松口气，迈步就
往里走。就在此时，只听一声嘹亮
地叫喊：“抓小偷!”小偷吓得转头就
跑，结果一脚踢翻客厅的一盆花，当
即脸朝下摔个结结实实。不等他
爬 起 来 ，只 觉 得 满 脸 剧 痛 ，像 被
一万只小蚂蚁叮了一样，用手一
摸 ，连 手 也 痛 得 钻 心 。 坏 了 ，毁
容了 !小偷强忍剧痛，顺着窗台便
往下溜。怎么就这么巧，正碰上联

防队巡逻。
天刚亮。派出所的警察就来

了，那个小偷正是连环盗窃案的主
犯。警察问张大爷：“您家里养的是
什么花啊?那个小偷的脸和手肿得
跟馒头似的，他一个劲地求我们，问
他有没有生命危险。”

张大爷哈哈大笑：“他那是被荨
麻蜇了，这东西一片叶子蜇人一下
能有 90 多个刺。想治也容易，涂上
清凉油，过个三天五天的就好了。”
张大爷又压低了声音：“这次算他
走运，我在门口还放了两棵只长
刺不长叶的霸王鞭，如果他偷完
东西从门口出去，保管把他扎成
刺猬。”

警察走了，张大爷笑眯眯地给
笼子里的八哥喂食：“没白养你。”

摘自《现代女报》

刘连文走出校门好多年了，经
商也好多年了，但依旧一副儒雅的学生
样。而且，只要是踏进他店面的人，无论
大户小户、忙人闲人，他总是要坚持原
则，送你到门口，亲热地招手再见
——哪怕顾不上擦额头的汗，顾不
上拿客户放在桌子上的钱。

刚开始，所有人都能体味到他
的热情，感激他看得起自己。但时
间一久，别说熟人了，就是他店里新
来的员工，都感觉下班的时候他亲
自送出来有些琐碎。他依旧我行我
素，坚持送出去。

有时候，朋友谁失去自信了，就来
他这里寻找，一准儿能找回。在他眼
里，每个人都是闪光的金子。即使
你是顽石，他也坚信你内里包裹的
是玉——无论你自己信不信。

这天，十多年前的老朋友罗慧
生到他家，一进门就倒苦水，说自己

这些年招惹了仙人球，浑身就没有
一处光溜，运气总是擦肩而过，擦耳
而过。

刘连文劝他：“稳着点。情况总
会好转的。运气有时候像茶叶，可
能有的人要喝第一次，但你喝第二
次泡的茶，依旧有味道。别灰心。”

罗慧生着急：“这社会，比猎豹
的速度慢了都嫌跟不上别人的节
奏。”

刘连文听他这么说，便沉默起
来。

罗慧生见刘连文沉默不语，没
话找话地说：“当年在学校里，就你
书呆子气最浓。出学后做生意也一
直赔，后来咋就好了呢？”

刘连文听他问，不疾不徐地说：
“我也说不清楚，有的人浑身机关，
有的人敦实憨厚。我只知道自己不
会耍花样，所以就只能一直坚持，实

在，再实在。”
罗慧生拍着他的肩膀说：“你

呀，什么时候能跟上社会就好了。你看
我，走南撂北谁不高看我一眼，还不是因
为我能察言观色。没事了多学学……”

可出门时，刘连文又坚持送罗
慧生，而且必须送到门口，罗慧生扭
头哂笑他：“你呀，谈了半夜都白费
了，总是这样，不用你送，非要送。
真有点傻劲儿。”

刘连文这时倏地对罗慧生说：
“或许，我的生意就是这么送出去
的。我总觉得真心诚意送人家，是
对人尊重。我尊重别人，别人自然
就会照顾我。”

罗慧生怔怔地站立许久，握着
刘连文的手，激动地说：“看起来非
常简单的行动，可很多年下来，大家
都被你的诚意感动，怪不得你的生
意能越来越好。其实，就是‘送出去’
帮了你！”

肯把人送出去，其实是向心迈
了一大步。送出去换来的，是将来
别人送进来的商机和心灵牵手。

摘自《生活》

小小昆虫变财源
大 飞

最危险的游戏
白 雪

易永军

欧洲两位画家来访,要求见大
师。大师德高望重,这两人不好空手
前往。翻译陪同二人上街到了花店,
好花俯拾皆是,两位画家一看价钱,
都不出声。最后,买了一盆冻海棠,
连盆三两毛也。海棠品种甚多,这一
种瑟缩可怜,如经霜不长,因得土名

冻海棠。
翻译心里过不去,婉转介绍说,

大师不但把虾画活了,更常画花卉,
见过名花无数。自家培养,亦多名
种。两位画家答道:这海棠是我们民
族的珍物,拿这送老人是最高的敬
意。

翻译无话好说。
到了大师家里,奉上盆花,翻译

注意到大师正眼也不看。落座交谈,
渐渐地欢喜起来。大师从案头一个
竹编笸箩里,拣出一把钥匙,起身打
开靠墙红漆大橱。橱中又分格子,有
小柜,有抽屉。格子上又有一笸箩,
大师又拣出钥匙,打开一个小柜。柜
中又有一笸箩,盛着花生二三十枚。
大师端出来,一一锁上,然后招呼食
用花生。

翻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帮
着待客道:

“请吃花生,这是我们最高的敬
意。” 摘自《林斤澜散文经典》

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海边，有一
种性格温顺的海龟，当地人把它们称
作大笨龟。

这些大笨龟的体形和力气都很
大，又特别擅长在海边甚至是陆地上
行走，所以当地人就常常喜欢骑着它
用来代步，或者运载货物。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这些海龟从没有经过人们
驯养，那么，当地人又是怎么控制它
们前进甚至是左右转弯的呢？

当地人有一种非常好的办法，他
们坐到大笨龟的背上以后，就会用一
根很长的杆子吊起一串海龟最爱吃
的香蕉，不远不近地垂到大笨龟脑袋
前，大笨龟为了吃到这串香蕉，就不

断地往前跑，香蕉自然也就随着大笨
龟的移动而移动，而当人们把香蕉往
左右任何一侧伸时，大笨龟就会跟着
拐弯。这样，当地人就能轻易地控制
大笨龟了。当然，一旦到达目的地，
当地人便会将那一串香蕉抛在地上
供其享用。

这种大笨龟确实很笨，为了吃到
一串香蕉，竟然这么轻易就被控制
了，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本想走的
路线，变得被动不堪！

我们人类总自认为是世界上最
聪明的动物，其实仔细想想，我们都
是一只大笨龟！我们的一生，也都是
在追逐着眼前那一串串无形的香蕉

中度过。哪个专业吃香，我们就考哪
个专业，哪个行业赚钱多，我们就往
哪个行业挤，就连那莫名其妙而又被
称为时尚的黄头发，人们也要争先恐
后地跑进理发店染起来……

特别是现在的家长们，不仅自己
是一只追着香蕉跑的大笨龟，而且有
时候还充当起驾龟人，他们举起一串
又一串被标识为“艺术”、“知识”的香
蕉，引诱甚至是逼迫着孩子往他们指
定的方向跑。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是一只大笨
龟，我们长大后，在家里是举着香蕉
的驾龟人，在外面，依旧是一只追着
香蕉跑的大笨龟！我们甚至还比不
上大笨龟！对于香蕉，大笨龟有则
有，无则无，不会去求人。可我们
呢？没那串香蕉似乎就没了人生的
意义，天天寻找，天天企盼，甚至是求
神拜佛——请举一串香蕉到我面前
来吧！

摘自《西安晚报》

为人莫做大笨龟
陈亦权

大师吝啬待客
林斤澜

生态防盗
王传军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个
智障的儿子，儿子每天夜里 12 时都
要起身，天冷时常因不知道穿衣服
而着凉，大江健三朗就起来帮儿子
披上衣服。这样的日子大江坚持了
40多年。73岁的他回首往事时颇多
感慨，说：“20多岁时，如果我知道这
种日子会成为永远。那将是不可想
象的人生，我也许会没有勇气面对：
40多年后，回看真实的日子，我反倒
不觉得悲苦。对儿子的照顾增添了
我无穷的精力，从而让生活变得更

有意义。”
我们做事之所以常常半途而

废，往往不是因为困难太多、阻力
太大，而是因为我们觉得成功距
离我们太远。换言之，我们不是
因为放弃而失败，而是因为倦怠
而失败。

走一步看一步，没有人能把自
己未来的路看得一清二楚，明明白
白，几乎每个人都在不断地碰壁，然
后渐渐地清晰自己人生方向和未来
要走的路。

看得太远，很容易被远处的困
难所吓倒。不看这么远，虽然有鼠
目寸光之嫌，但它能让你专心致志、
一心一意地解决眼前的问题。目标
定得太高，反倒容易好高骛远；目标
定得离现实近些，才更容易脚踏实
地、稳稳当当地前进。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不仅要
胸怀大志，也要重视小目标的确立，
要学会把大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小目
标去逐个实现。

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
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这世界上最难的事是坚持，最容易
的事也是坚持。最重要的是不要去
看远方模糊的东西，而要着手去做
身边已然清楚了的事。

摘自《广州日报》

看得太远未必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