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狼，也能成为网红？
在可可西里，就有这

样一头野狼。从第一次
出现在网络视频里，到现
在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
因为守在路边被司机、游
客“投喂”火腿肠和小蛋
糕，它已经从骨瘦如柴变
得毛发丰厚。有网友称，
网红狼拦车要
食物的动作十
分娴熟，已经
学 会 了 摇 尾
巴、露肚皮等向人类献媚
讨好的技巧。

对于网红狼的自动
归化，有动物专家提醒网
友不要随意投喂，避免好
心做坏事，为其他路人的
生命安全埋下危机；也有
人担心，这样的现象会对
狼群在自然界的捕猎生
活造成不良影响。

就像人成为“网红”
总要付出些什么，或是时
间、或是劳动、或是思考
和创作、或是个人隐私，
野狼成为网红狼，自然也
要以泯灭野性、讨好人类
以及冒着被车撞倒的风
险作为代价。人成了网
红是为了“大赚”，狼成了

网红则不小心“大胖”；
大赚的人摔得狠，太胖
的狼跑不快。有得必有
失，人类自然明白这个
道理，狼却未必懂得这
样的法则。

无论哪种网红，归根
结底都靠粉丝供养。粉
丝一旦“釜底抽薪”，网红

就只好自生自
灭。人类网红
如大浪淘沙，
有 人 销 声 匿

迹，有人苟延残喘，有人
卷土重来，有人另辟蹊
径。网红狼或许也只是
昙花一现，随着季节的更
替、热度的转移、车流人
潮的变化等等，网红狼随
时有可能失去投喂的待
遇，更有可能消失在社交
网络里、失去被更多人看
见的机会。狼不会在意
它的网络观众群体，因此
认识不到赢得人类注意
力，比赚口饭吃更重要。

网红狼早晚都要回
归野外生活。但从生存
的意志来看，动物的生存
本能或许比当今一些人
在生活中萎靡不振的状
态要更积极奋进。

被投喂成“网红”的狼
任 人

我做梦做到考试这件
事，一直持续到现在。不当
学生几十年了，我还动不动
就回到梦里去考试。梦里的
我从来都没有复习好就要参
加考试了，化学课本还没有
看呢，语文书本中的唐诗宋
词还没背下来……我被吓醒
了，赶紧掐掐自己的大腿，感
觉一下是不是真疼，继而庆
幸自己是在梦里。

怕考试这件事在当年
也是真的。学生阶段，每次
考试前几分钟，我总要上厕
所。有一回考外语，有道
题，我明明会，却答错了。
交卷后，我那个懊悔呀，真
想晚上去老师的办公室把
答案改过来。

听过一位成功人士的演
讲，也说起当年他的一次考
试。成功人士小时候家里
穷，钟表报时不准，考试那天
钟表表现得尤其不好，竟然
把时间晚报了半个小时。这
使得他晚了半个小时才到考
场。那是高考前的最后一次
年度期终考试，对他来讲很
重要。当时考试规定半个小
时之后就取消考试资格，监
考老师不能决定他能不能进

去考试，就打电话询问领
导。就在这个档口，他焦虑
得像把自己架在火堆上烤肉
串。他觉得自己真不幸，怎
么就碰上这个丧门星钟表。

年轻的时候，我们格外
怕失败，若是考试成绩降落
了几名，就难受得要命。觉
得自己考得不好，全班同学
都会笑话自己。而越是怕失
败，做起事来就越紧张。有
一回，我被选拔去演讲，讲的
是红军长征的一段故事，上
午一场，下午一场。上午那
场是面对其他级部的同学，
我发挥得好极了，一点都没
出错，得到了校领导的表
扬。下午那一场，听众有我
们班的同学，我一上场就提
醒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紧
张，结果越提醒越紧张，没讲
几句忘词了，头脑里像突然
被黑板擦擦干净的黑板。我
蒙了，站在上面不说话了。
停了好长时间，在旁边主持
老师的提示下，我才草草结
束了演讲。

这次演讲让我难受极
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觉得
自己真是失败。以致后来很
长一段时间，我都怕演讲。

有时候也想：我为什么要这
样折磨自己？只是一个演
讲，听演讲的人早就忘了，去
过自己的正常生活了，顶多
觉得这个人讲得不好。可
是，我为什么放不下呢？我
为什么一想起那天的场景就
心惊肉跳到像被刀割？我为
什么那么害怕失败？

后来，我就研究自己的
这种心理。我看心理学书、
哲学书，知晓了这是自己的
自卑心理在作怪。我虚拟了
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又弱小
又狂妄，觉得自己是宇宙的
中心，觉得别人的目光都对
准自己。这个自我的心力和
心量又都太差了，像个小孩，
高估自己的重要性，不接受
自己不如别人，特容易受
伤。如果我经常被这个小孩
所把控，那我就会过得非常
痛苦。

但是，我也接纳生命中
这个小孩的存在，她在我的
生命中真实地存在着。然
而，我的生命中还有另一个
自我，她像是这个小孩的内
在母亲，用更高维度的智力
和灵性带着自己的小孩成
长。她让我明白：持续地学

习，日拱一卒，每一天比前一
天多知晓一点点道理，这就
是活着的意义。

当年被自家的钟表延
误了考试的那个年轻人，后
来也没因为那次考试而延
误了生命的成长，若干年后
他成为对所有年轻人有号
召力的成功人士。他说，即
使那次考试不好，也不会影
响高考成绩。就算是高考
成绩不好，没有考上理想的
大学，也不会影响日后的人
生。高中只是人生很短的
一个竞赛时段，而生命是一
场绵长的马拉松，要靠长久
的耐力和持续不断的学习
支撑的。生命的精彩，靠的
是自己认知的精准迭代和
心量的持续扩大。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戴建
业说，他在50岁之后就过得
开心多了，不再老是感到痛
苦了。尤其是他太太去世之
后，他觉得人都是要死的，有
什么放不下的呢？如此反观
我们自身——是的，有一件
事情没做好，没做好就没做
好呗，下次做好就行了，没什
么可难受的；演讲讲不好，讲
不好就讲不好吧，不就是说
两句话嘛，说得不好又怎样
呢？地球还是照样转！就算
别人说不好，对自己又有什
么影响呢？向有能力的人学
习就是了。

人生不长，松弛地活，不
要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不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高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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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时期，时任凤翔
签判的苏轼来到玉女洞，喝
了里面的清泉水后感觉味道
甘美。为了长期喝到这里的
泉水，他安排一名士兵专门
负责到玉女洞打水。

苏轼担心士兵半
路偷懒，用其他地方
的泉水冒充玉女洞的
泉水，于是制作了调
水符。士兵与看管玉
女洞的僧人各执一
半，作为取水凭证。

有次士兵拿出调
水符取了水，在回去
的路上口渴，就把泉
水喝了，又在别的地
方打了水冒充玉女洞的泉水
回去交差。苏轼一尝这泉
水，就知道是假的。

苏轼的心里很烦闷，就给
弟弟苏辙写信，说如今连士兵

都学会了欺瞒的手段。苏辙
写了一首名为《和子瞻调水
符》的诗委婉地责备他：“多防
出多欲，欲少防自简。君看山
中人，老死竟谁谩。渴饮吾井

泉，饥食甑中饭。何用
费卒徒，取水负瓢罐。
置符未免欺，反覆虑多
变。授君无忧符，阶下
泉可咽。”他的意思是
说，错误并不在士兵，
而是因为苏轼的欲望
太盛，一般的泉水瞧不
上，偏要喝上等的玉女
洞泉水，怎能不被人
骗？只有降低欲望，以
粗茶淡饭为享受，才算

真正握住了“无忧符”。
人不能过度追求口腹之

欲，凡事一过头就会成为祸
害。少一点欲望，很多纷争
与怨怼自然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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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的岳父，房
前有一分园田，这在都市
里备受珍视。春种菜蔬，
便以棵计。在西南角落
里，岳父种了四棵苦瓜。
当时我问：“就种四棵？
那能干啥！”老人家笑笑
说：“就这四棵，绰绰有
余！”到了收获季节，苦瓜
果然硕果累累，吊在架
上，绿莹莹，喜煞人也。

我生于上世纪60年
代初，曾吃过许多苦菜，
如苣荬菜、婆婆丁、苦麻
子等等。而今，令我最难
忘的一种苦味菜，非苦瓜
莫属。

头一次吃
苦瓜，是在广
州。那会儿，我
刚参加工作不
久，到广州开
会，餐桌上有道
菜叫拌凉瓜。
菜肴颜色翠绿，
十分诱人，咬一
口脆生生，但味
道苦若黄连。
当地朋友告诉我，这菜叫
苦瓜，又称凉瓜。那时，
苦瓜在北方还很罕见。
接下来，我又吃了苦瓜炒
肉片，肉香伴着瓜的微
苦，浑然天成，细细品味，
回味无穷。

后来，在北方的菜
市场上，苦瓜已成大路
货，浓绿色的苦味较浓，
淡绿或绿白色的苦味较
淡。我隔三岔五买上两
三条，或凉拌或清炒，似
乎“自讨苦吃”上了瘾，
渐渐生发出品苦瓜品生
活的意趣。现今品味岳

父种植的苦瓜，想想自
己也翻过田，施过肥，浇
过水，觉得更须慢慢咀
嚼，细品其味，竟似有所
思，亦有所悟。

个中滋味，并非一
苦到底。吃起来先是
苦 ，似 将 胆 汁 勾 将 出
来 ，但 咀 嚼 得 愈 细 愈
久，越发感到一丝淡淡
的甜！哦，这不是“苦中
孕甜，苦里含香，苦后通
幽，苦外飞爽”吗？古人
概括的甜、香、幽、爽，
正是对“出于苦而胜于
苦”的妙解。收获总会

伴着辛苦，如
同梅花香自苦
寒来一样。

人生，总有
与苦相伴时。
倘若体味到苦
中有乐、苦尽甘
来的道理，那苦
也就显得苍白
无力，成了引
衬。忽然想起
“能吃苦方为志

士”这句话，倘如吃惯了
甜食、香食的志士，能经
常品一品苦味，或许更能
起到“清热解毒”、爽人身
心的作用。

世上有擅长苦中作
乐之人，并能从苦中创
造出甘甜。我在想，市
场上的苦瓜何以畅销不
衰？仅仅是因为人们对
特殊味道的偏爱吗？抑
或是人们想强化对苦味
的记忆？窃以为，苦自
有苦的价值，只要不忘
过去的苦痛，更能品出
今天的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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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的深秋，已经到
县城上学的我来到马伸桥，
看望叶满秋。他家的境况依
旧，墙柜上的竹皮暖壶分外
眼熟，那是我打碎他家的暖
壶后，我母亲买的。见我来
了，满秋很高兴，将一把木头
做的黑色二十响手枪送给
我。他个子不高，但圆圆的
脸上长着一对会笑的月牙
眼，一说一笑：“走，今儿我请
你吃烩饼。”那年月能到镇子
上的国营饭店吃碗烩饼，已
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

走过小石桥，来到河北
岸，在他所在的生产队社场
的寨子门前停了下来。秋
收已过，已经封场了，周围
一片寂静。他从寨子门缝
侧身进去，找到一个锈迹斑
斑的、废弃的耠子头，在一
块大石头上一摔两半。然
后，他抱着钻出寨子说：
“走，上供销社。”我说：“这
样做中吗？”他嘿嘿一笑：
“用不着的废铁，没事的。”
说罢，我们一起来到街上的
供销社，将破耠子头卖了一
毛多钱，然后我们两个来到
旁边的饭店里。找个座位
坐下，他像大人一样要了一
大碗烩饼，又要了一个空
碗，将烩饼一分为二。“吃
啊。”他像当年吃“百鸡宴”

一样，端起碗来开始狼吞虎
咽。望着他吃的那个香劲，
我半天没有动筷。“快吃
呀。香着呢。”我一阵心酸，
陪他吃了那半碗烩饼。

从此，那半碗烩饼很长
时间留在我的脑海里，久久
不能释怀。我知道，他家日
子过得依然紧吧。那时，他
的老父亲已经去世，他家生
活很艰苦，满秋不免干出一
些偷秋掠穗的事情来。转
年夏天，我再次遇见叶满
秋，已经不像半碗烩饼那样
简单了。那是姥姥让我到
镇子上卖豆角，当时正赶上
“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
民出售农产品，转了半天没
见到卖菜的。走到镇子东
边小桥时，我见桥栏边蹲着

一个半大小子，面前摆着一
兜子架豆角，不时左顾右
盼。我细一看，那人正是叶
满秋，刚要说话，就听身后
响起一声炸雷：“好小子，竟
敢偷我的豆角。”这时，满秋
也认出我，忙把豆角兜子扔
给我说：“快跑！”只见他撒
腿便往西跑了。一个光头
男子一边追一边投过一把
三股木杈，满秋则像小猴一
样转眼不见了踪影。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改革开放以后，叶满秋成为
一名渔民，兼搞三轮运输，日
子过得很红火。

半碗烩饼
金学钧

妙语解颐，
典出《汉书·匡
衡传》：“匡说
《 诗 》，解 人
颐 。”颜 师 古
注：“如淳（曾
任曹魏陈郡丞，注释过《汉
书》）曰：“使人笑不能止也。”
其意是说，匡衡讲解《诗经》
幽默风趣，让人开心欢笑。

我们可以把幽默看成一
种心态。它是于生活工作中
洞察秋毫之后仍然积极乐观
的心态，而且它会影响身边
的人，能像阳光一样驱散人
们心底的阴霾。所以，一个
人若是说话幽默，能够妙语
解颐，其人缘肯定不错，其业
绩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们也可以把幽默看成
一种能力或一种素养。比
如，你是一名老师，要想如匡

衡那样在传授
知识时，达到
妙语解颐的授
课效果。你首
先得把深奥的
知识吃透，融

会贯通，然后才能深入浅出
地做出通俗有趣的解释。

而且，真正的幽默，其实是
一种自嘲，即拿自己开涮——
这需要胸襟，更需要勇气。

●成语新说

妙语解颐
闻云飞 文 李殿光 画

星 期 文 库
小镇故事之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