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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习惯一：妻子和丈夫一起回
家，妻子一进门就把门关上。丈夫
一边敲门一边喊：“开门，开门，我还
没进去，真是的！”做公共汽车售票
员的妻子说：“吵啥吵！坐下一趟
吧！”

职业习惯二：一天，某局张局长
突然接到一封加急电报。电文是：
母亲去世，父亲病危，望速归。阅
毕，张局长痛不欲生，边哭边在电报
回单上签字。邮递员接过回单一

看，竟是“同意”二字。
职业习惯三：一个游客乘出租

车出游。半路上他拍拍司机的肩
膀，想问一件事，没想到吓得司机

“哇哇”乱叫。“啊，对不起，没想到会
吓着你。”他抱歉地说道。“没关系，
小小误会。”司机说，“我今天第一天
开出租车，过去我一直是开灵车
的。”

职业习惯四：某地方电视台新
闻播音员正在播报新闻，这时一张

纸条送到他面 前 ，他 拿 起 纸 条 习
惯 性 地 说 ：“ 下 面 是 本 台 刚 收 到
的消息……”他接着打开纸条读
起来：“伙计，你的门牙上有一片
儿菠菜叶……”

职业习惯五：一警察一日与朋
友一起去打猎，忽然，他看见了一只
梅花鹿，于是，他悄悄地绕到它的身
后，举起枪，大声喊道：“不许动，举
起手来，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职业习惯六：蚊帐里有两只蚊
子，一只喝饱了肚子，一只肚子空
空，妻子让当检察官的丈夫打蚊子，
丈夫出手不凡，一掌拍死了那只喝
饱了血的胖蚊子，而对另一只却迟
迟不下手，妻子问他为何不打，丈夫
说：“证据不足。”

摘自《生活时报》

一天,阿拉巴马州红石军工厂
正在举行阅兵仪式。检阅官是位一
向以严厉著称的上校。

阅兵仪式进行得很顺利,上校
像鹰眼一般锐利的目光扫视着队列,

突然他发现了什么,径直走到一个士
兵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厉声命令
道:“把口袋上的扣子扣好。”

这个士兵非常慌张,结结巴巴
地问道:“现在吗？长官。”

“当然,马上。”军官的回答毋庸
置疑。

于是,士兵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把上校衬衫口袋的扣子扣上了。

这位上校一眼就看出了年轻士
兵没有扣好扣子,却丝毫没有留意到
自己的制服也有问题。

人们总是这样,看待别人的缺
点时,像缺了颗牙那样扎眼,对于自
己的缺点却总是难以察觉。

摘自《萌芽》

那年中秋节的前夕，在部队当
排长的儿子张强从西北大漠回城里
探家，一进门就高兴地对母亲说：

“妈，我给你带回一件礼物，你看是
啥！”说着，就把手里的东西递到母
亲面前。

母亲一看，咧嘴笑了。原来，
儿子带给她的礼物是一只用竹子编
制的鸟笼，笼子里有一只可爱的小
鸟，正欢快地跳来跳去，十分讨人
喜欢。

母亲一面欢喜地接过鸟笼，一
面嗔怪道：“回来看看妈就挺好，
怎么想着花钱买这个？”

张强连忙摇头给母亲解释说：
“妈，我没花钱，这是我们班一个老
兵复员时特地送给我的。这只鸟可
有灵性了，它什么都懂。妈，我在
那么远的地方当兵，以后就让它代
替我每天陪着你，和你说说话，解
解闷。以后啊，你就叫它‘鹩哥’
吧！”

张强是个独生子，从小就失去
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
大。他多么想能早日尽自己的一份
孝心，可军人天职 在 身 ， 他 军 校
毕业后就被分配去西北大漠驻守
边防，实在难以忠孝两全。打从
老兵送了这只鹩哥给他之后，每
天执勤下哨，他总要到鸟笼前站
一会儿，看看，想想，把自己想象
成了一只鸟儿，张开翅膀一下就飞
过千山万水，来到母亲身边。他对
着鹩哥喃喃道：“妈，你好吗？”

“妈，我是张强！”“妈，儿子陪你
在身边。”

而每当这个时候，这只鹩哥
总在笼子里出神地看着他，仿佛
像听懂了他说的话似的。于是张
强灵机一动：我何不把这只鹩哥
带回去给妈妈呢？妈一个人在家
一定很寂寞，就让鹩哥陪着妈，
代 替 自 己 给 妈 做 个 伴 儿 吧 ！ 于
是，张强这次探家，就把鹩哥带
了回来。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难得
一次正好能在节日陪伴母亲，于是
张强和母亲说好，节日里他要陪母
亲去逛街，给母亲买一身最好看的

新衣服，带母亲去城里最豪华的饭
店，好好享用一次美味佳肴。可让
他没料到，中秋节还差一天呢，部
队来了一份电令，由于要执行特殊
任务，所有休假军官必须即日返
回。

张强不得不依依不舍地与母亲
告别，临走前，他来到鹩哥面前，
说：“鹩哥啊，我妈就拜托给你
啦 ， 你 可 得 好 好 代 替 我 陪 着 她
呵！”

母亲在一边听着不由得笑了，
对张强点点头说：“放心吧，儿
子，妈不会有事的，以后妈看到鹩
哥，就像看到了你一样。快回去
吧，安心在部队，好好干，别老惦
记着妈。”

话是这么说，可毕竟“儿行千
里母担忧”啊！中秋节的晚上，母
亲站在窗前，抬头望着天上的明
月，对鹩哥喃喃道：“鹩哥啊鹩
哥，你真要是张强该多好呀，咱娘
儿俩现在就团圆啦……”

母亲正自言自语着，突然听见
房间里一声喊：“妈，你好吗？”母
亲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房间里静悄悄的，哪里有张强的影
子？

一阵寂寞涌上母亲的心头。突
然，房间里又是一声喊：“妈，我
是张强。”母亲突然醒悟过来了：是
鹩哥在和自己说话哩！只见鹩哥在
鸟笼里，亮着眼睛，十分专注地看
着母亲。

母亲问：“鹩哥，是你在说话
吗？”鹩哥在鸟笼里欢快地跳了跳，
说：“妈，儿子在家陪你。”

母亲眼睛里的泪水顿时夺眶而
出，儿子张强仿佛一下子就站在了
自己眼前。她不由双手捧起鸟笼，
无限感慨地说：“张强，你真是妈
的好儿子！有你在家，妈一点儿都
不孤单。”

从那以后，母亲真就把鹩哥当
成儿子张强一般，天天带着它一起
去公园散步，一起去河边踏青，看
着鹩哥，就感觉张强真就像时时在
自己身边一样，心里暖暖的，精神
足足的。远在万里之外的张强知道

这一切后，心里也觉得安慰了不
少。

但这样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
得太久，这一年的冬天，母亲在
带着鹩哥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心
脏病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张强从部队
赶了回来。

母亲拉着张强的手，断断续续地
说：“儿子啊，我、我要去见你爸啦！
你好好在部队干，鹩哥……鹩哥你还是
带回去，好好……好好养着它，你看到
它，就像……就像看到妈……一样，它
太懂事……太懂事了，妈……妈要谢谢
它啊……”

母亲说走就真的走了！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张强带着

鹩哥赶回部队。一路上，张强发现
鹩哥一句话也不说了。他不忍心鹩
哥如此伤感，回到部队后，便将它
放飞了。

可谁知，一个月之后的一个
早上，一名战士在值勤时发现鹩
哥又飞了回来！值勤战士立即去
报告张强，张强简直不敢相信，
跑去仔细一看，果然是自己那只
放飞了的鹩哥，只是羽毛凌乱，
神情疲惫。“快拿水来！”张强
吩咐。

一个战士取来一杯清水，鹩哥
立刻低下头，一口接一口地猛喝起
来。

张强心疼地说：“鹩哥，你去
哪儿了？是回老家了吗？”鹩哥在张
强手里跳了跳。张强心里一顿：

“你去找我妈了？”鹩哥又跳了跳。
然后，不等张强再问，鹩哥说

话了：“张强，我是妈妈！”张强愣
住了。就在张强愣神的当儿，鹩哥
又张口了：“张强，妈想你！”张强
的眼圈红了，眼睛湿湿的。鹩哥的
声音更响了：“张强，你要好好
干！”

原来，在思念儿子的日日夜夜
里，张强的母亲每天都将思念之情
倾诉给了陪伴她的鹩哥。一个月
前，当这只通晓人性的鹩哥被张强
放飞后，它就从边关大漠飞回了张
强的老家，在张强家的老房子上空
转了一圈之后，又飞了回来，它要
将母亲对儿子永远的思念带回给驻
守在大漠的儿子……

“妈——”张强的眼泪再也忍
不住了，“哗”地涌出来。此时在
他的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站着一
群边关男儿，他们的眼睛里同样泪
花闪闪……

摘自《青春岁月》

陀螺、火把和珍珠，这三者看上
去似乎不相关联的事物，为什么把它
们摆放在一起呢？那是因为在我成
长的过程中，陀螺、火把和珍珠这三
样东西对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
们给我以鞭策，给我以战胜黑暗、痛
苦和挫折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陀螺
一次，我跟父亲谈到“奇迹”这个

词时，父亲说，根据平衡原理，陀螺在
静止的状态下，是不可能立起来的。
但如果陀螺要立起来，打破这个平衡
原理，创造令人惊叹的奇迹，那是要
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父亲说，那就是给
陀螺一条鞭子，给它以鞭策，让它在
鞭策中行动起来，旋转起来。在行动
和旋转中，你就会惊讶地发现，陀螺
不仅立起来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天才
的舞者，它的舞姿是那么轻盈、那么
优雅、那么迷人，那么让人为之倾倒。

其实，让陀螺立起来的，是它自
己，是它自己付诸的行动，而那鞭子
和施以的鞭策，只是激起了它行动的
勇气和信心。

是行动打破了平衡原理，是行动
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是行动让不
可能变成了现实。

火把
那时，我正处在人生的黑暗时

期。
“孩子，让我们来看看黑暗中燃

烧的火把吧。”父亲燃亮了一支火把。
父亲高举起火把，问：“看，火焰

有什么特点呢？”“它在向上燃烧。”我
说。

接着，父亲把火把向下，又问：
“现在火焰有什么特点呢？”“它仍是
向上燃烧。”

我说。父亲问：“这火焰像什么
呢？”“像一颗心。”我说。

“是的，火焰就是火把的一颗心，

一颗永远向上的心。”父亲说，“无论
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是身在高峰还是
身陷低谷，火焰总是向上燃烧，向上
升起生命的光芒。孩子，爹也希望你
能拥有一颗火把的心。”

感谢父亲，感谢父亲的教诲，他
让我在以后漫漫的人生长路上，拥有
了一颗火把的心，一颗永远向上的
心。

珍珠
小时候，见圆圆的珍珠，像是一

粒粒种子，于是，把珍珠作为种子种
进地里，并不断地给它浇水、施肥，祈
望它长出一棵珍珠树，结出满满一树
珍珠果。

而父亲告诉我，珍珠不是地里种
出来的，不是浇水浇出来的，不是施
肥施出来的，不是关爱呵护出来的，
珍珠的种子，起初只是一粒锋利的沙
子，一粒制造苦难的沙子，是蚌经受
千般痛苦，用生命的心血把一粒粒制
造苦难的沙子变成了一粒粒闪光的
珍珠。

其实，人生也是如此，正是由于
我们用不屈的意志和永不破灭的希
望，把那些一粒粒制造苦难的“沙子”
打造成了一粒粒人生闪光的“珍珠”。

摘自《思维与智慧》

今年五月，在徽州的古石桥边，
一个两鬓斑斑、笑容浅淡的老人给
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朝时，一位老人，带着自己的
儿子，渡长江，跨黄河，穿陕甘，把货
物卖到新疆和西藏。在穿越塔克拉
玛干沙漠时，一路劳顿的年轻人不
由抱怨：“这沙漠实在太辽阔了！要
是狭小点就好了。”老人抽了一口旱
烟，再悠悠地吐出烟圈：“不，孩子，
这沙漠还不够宽！要是再广阔一
些就好了。”年轻人听了，一脸的
疑惑。

“如果这沙漠再宽广一倍，那
么，来这里经商的人十成中至多只
剩下一成。这样，我们的利润就能
翻上几番。”

沙漠的风，干燥而凛冽，刮在脸
上像小刀子在割一般，但是，年轻人

的心却忽然亮堂了，目光也无比坚
定起来。

43 年后，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传
遍了天下。他叫胡雪岩。

“商不畏险”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

这个故事，我写在了一个随笔
中，几天后，发表在报上。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一位四十
多岁的店主捧着厚厚一卷《汪氏族
谱》特地找到了我。抚着枯黄斑驳
的族谱，憨厚的店主也给我讲了一
个故事：

古徽州，有汪氏两兄弟，老大留
守家园，老二贩卖茶叶行于四方。
过年的时候，两兄弟聚到了一起。
老大看着黑瘦了一圈的弟弟，心疼
地叹息着：“要是家里的田产再多一
点，你就用不着四处奔波了。”老二

微笑着摇摇头：“家里的田产要是再
少一点就好了。”

看着大哥疑惑的目光，老二接
着说：“这样，大哥就不得不跟我一
起经商了。每次采购茶叶，为了防
止伙计从中获利，都要派出两个以
上的伙计。有大哥在，你一个人去
就行了，多省人力啊！”

老大过完年就将田产变卖，跟
着弟弟经商去了。两兄弟，一个负
责山区采购，一个在城里茶庄当掌
柜。配合默契，没几年，就富甲一
方。

衣锦还乡的两兄弟在徽州建了
一座汪氏族人聚居的村落，这就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宏村。

两则故事，异曲同工。“徽商”之
名播于四方，果然名不虚传智慧惊
人。当别人看到困难时，徽商看到
的却是商机。

大的困难、险的道路，往往意味
着更大的机会。正如古人所云，行
之愈险远，则风景愈奇。至平至坦
之途，机会鲜矣。

摘自《中国人事报》

小凯是个有些弱智的男孩，大
家都看不起。小伙伴们要么敬而远
之，要么群起而攻之，总之没有人肯
真心实意的和他一起玩。

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女
孩。伙伴们告诉小女孩他是个傻
瓜，什么都不懂。小女孩动了恻隐
之心，撇下小伙伴们一个人去找小
凯。起初，小凯对她的介入不闻不
问，小女孩也不灰心，继续细声细语
的与他说话。一天、两天过去了，小
凯终于抬起头来，含混不清地说了
三个字——“好姐姐！”

此后，“好姐姐”就成了小女孩
在小凯心中的名字。他和小女孩在

一起开心的大笑，高兴得在地上打
滚。他愿意为好姐姐做她要求做的
任何事情。

渐渐地，小伙伴们都长大了，也
都遭遇了人生中的挫折，知道了当
年对待小凯的方式是一种歧视和错
误。小凯也已长大成人。他看起来
几乎就是一个正常人，幼年时的反
应迟钝早已荡然无存。

一次，当年的小伙伴们不经意
间聚到了一起，大家都对小凯说着
同样抱歉的话，大家希望小凯能原
谅，由于他们年少无知而给他带来
的伤害。小凯用微笑宽容了每一个
人，并告诉众人，他一生都会感谢那

个小女孩，是她在他的心灵中灌注
了 平 等 地 与 大 家 站 在 一 起 的 信
念。

大家这才想起当年那个漂亮的
小女孩，不知她如今身在何方。小
凯解答了大家的疑问。

“好姐姐在满园花开的天堂！
她当年就患上了白血病，生命不会
超过半年。但她用一个月的时间就
教会了我关于生命的一切。当年和
你们在一起，我得到的是居高临下
的怜悯；而和她在一起，因为她无法
治愈的疾病与我的智残，我得到的
是平等和关爱。而对于当时的我来
说 ，最 需 要 的 是 平 等 而 不 是 怜
悯。”

感悟：在我们周围，总会有一些
弱者。而对于弱者，我们往往报以
怜悯之心。其实，弱者最需要的不
是怜悯，而是平等。如果你想要帮
助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平等地和
他们交往。

摘自《智慧人生》

曾经有个朋友的孩子找我推荐
书，我遵命开了一列书目。也不知
他看不看，反正后来不再来找。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看见孩子
的床头放了一大摞书，随便翻了翻，
自然没有我推荐的书，倒是有一大
堆所谓《职场防身术》、《做人不要太
老实》等。孩子不好意思地跟我说，
拿着我的书单去书店，有的没货，有的
太难找。倒是店员跟他推荐，有一类书
很热销，就是这种“职场指南书”，对他这
个职场新生自然更有诱惑力。

我绝对不认为他应该按我的书
单去购书，但我却对这一类所谓“职
场指南书”系列的书深有忌惮。

首先这一类书，挖掘的是人性
中“邪恶”的细胞，让这些本该死去
的“邪恶”复活，表面上看它在保护
你，实际上它在教唆你。打个比方，
你的爸爸为了让你知道打人是不好
的，照你妈妈脸上抽一巴掌，然后疾
言厉色地说：“看到了吧，这是不可
以的。”

找了几本“职场指南书”一读，
发现它们都源自一个老祖宗——

《厚黑学》。
李宗吾写《厚黑学》是在民国初

年，他的题旨是揭露和鞭挞官场弊
病，所以当时让人很是痛快。《厚黑
学》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但又不可避
免地带有强烈的文化虚无主义。即
便这样，李宗吾从头至尾对于“厚
黑”都是毫不掩饰地批判和痛斥的。

今天的这一类书却把李宗吾老
先生唾弃的“厚黑”，捧起来加点时
尚的化学原料，变成“面膜”朝今天
年轻人的脸上涂。这一点是李老爷
子始料未及的。而且，今天的书商
们还把《厚黑学》对“官场”的描摹放
大到“职场”乃至整个人生现场。这
就让人不得不追问：这个世界是真
实的，还是虚拟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出版界、影
视界长期在回避一个真实的社会，
他们无视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底层
人的难题，却臆造了一个存在于想
象中的社会。所以在国外，对中国
总有两种印象，来过的人知道这里
跟他们那里同在二十一世纪，没来
过的人以为中国人还是男人梳辫

子、女人裹小脚的清朝子民。我们
的书店、荧屏充斥着“朝廷的故事”，
每天中国人都在电视上施展权谋、
不择手段。官场如此，商场如此，职
场如此，民间也如此；男人如此，女
人也如此；大人如此，小孩也如此。

可以想见，读这种“实用类”书
籍长大的青年，他们人性中的善良
火种怎能不灭？

我们需要传播智慧，但智慧必
须建立在善良的地基上，邪恶的智
慧等于毒药。

我告诉朋友的孩子，“职场指南
书”中有些属于“心灵鸡汤”，无益也
无害，虽然加了味精，但治不好病也
看不死人。

这种书可看可不看。但大部分
属于精神毒药，无益而有害，虽然加
了香料和色素，但最终书会杀人的。

我还告诉他，你这里的这本《执
行力》，前段时间被捧为“职场圣
经”，但这本书完全是一部假书。此
书由一个书商伪造了一个子虚乌有
的作者——哈佛大学的保罗·托马
斯教授，该书商还一口气推出了七
本“执行力系列”，并且还用保罗·托
马斯教授的名义为另外一本假书

《赢在执行》写序。
我告诉他，这才叫“厚黑”。
至于他能不能听进去，天晓得。

摘自《冒犯文化》

去菜市场买菜，本来等着找零
钱。随你来的人说了一件别的事
情，或者菜贩故意拖延，注意力
瞬间转移，你就径直离开，回家
了。

上超市购物，排长队结账。正
要找零，收银员说凭发票可以到楼
下摸奖，你接住她的话问：怎么走?
思维转到摸奖上，也忘了找零的事
了。

思维其实是有惯性的，叫习惯
性思维。但如果被打岔，那很可能
就偏离到另外一个方向。

有时，明明没 有 人 打 岔 ，思
维 也 会 短 路 。 说 得 好 好 的 ，突
然卡了壳，不连续，间断了。不
知 道 说 到 哪 里 ，也 不 知 道 怎 么
继续了。

打岔是一种干扰，是从中间进
来的，不问青红皂白，给人插队的

感觉，总是令人不爽。打岔分散注
意力，把聚精会神破坏了，容易造
成差错，有的甚至后果严重。所以
当别人在做重要事情时，请不要打
岔。

当两个人说到尴尬处，连空
气 都 僵 了 。 这 时 打 个 岔 ，能 够
解 围 ，消 除 一 头 冷 汗 。 不 过 大
多 数 时 候 ，打 岔 都 是 不 礼 貌
的。

人的一生，会面临许多诱惑，
那也都是一种打岔。 对 这 些 试
探，有定力的人当然不怕，但是
那 些 没 有 主 见 的 人 可 就 惨 了 ，
风一吹，草就动，不小心走到邪
路上去了。

更何况小径分岔呢？所以呀，
行路难，不仅要有目标，心中还要
有指南针。

摘自《思维与智慧》

鹩哥传情
田 原

沙漠不够宽
朱国勇

有一类书是毒药
胡野秋

陀螺、火把和珍珠
黄小平

扣好自己的扣子

笑死人的职业习惯

弱者需要平等

袋鼠：“唉，没钱，口袋再大也还是
鼠！”

老鼠：“唉，成天为了点儿吃喝担惊
受怕的，能不老吗？”

苍蝇：“我和蜜蜂的最大差别在于品
味不同。”

鱼：“打死我也不去什么网吧。”
萤火虫：“谁要学放电？”
乌贼：“满肚子墨水居然成了贼！”
恐龙：“不好意思，死得太早了，让你

们伤脑筋了。”

刺猬：“真想感受一下与别人拥抱的
滋味！”

母鸡：“人们为什么不要我们搞计划
生育？”

兔子：“我们的尾巴是短了些，可谁
的耳朵有我们的长？”

企鹅：“管他有钱没钱，先装绅士再
说。”

鸽子：“人们一面叫我们‘和平使
者’，另一方面却把我们摆上餐桌。”

蚊子：能让人类朝自己脸上狠狠地
掴上一巴掌，我们死也值得。”

摘自《讽刺与幽默》

动物竟然也抱怨

别打岔
柳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