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家口就坐落在运河
边，村里人吃运河水。且说
这一天快晌午时，韩白袍挑
着水桶到河边挑水，一上大
堤，发现道旁麦地里横躺竖
卧一群人，岸边还停靠了一
艘船。韩白袍一看，麦子马
上就要熟了，农民从种到收
都不容易，这帮人这样做也
太缺德了。

他把水桶放下，把扁担
竖起来，戳在地上，对那帮人
问一声：“麦子还没收，你们
怎么忍心糟蹋？”那群人开始
没人搭腔，韩白袍来了火气，
用扁担戳着地面大声喊：“你
们还是人吗？”话音未落，一
个壮汉站起来喊道：“糟蹋

了，你怎么着吧？”
韩白袍皱皱眉头
道：“你小子够浑
的啊！”那壮汉凑
到韩白袍跟前，用
拳头捅一下韩白

袍，说：“我就浑了，你能把我
怎么样？”韩白袍火气更大
了，抬脚把那壮汉踢倒在
地。那壮汉爬起来，想抱住
韩白袍的腰，韩白袍一拧身
子，一抬脚，壮汉又被踢倒。
此时，那帮人都站了起来，一
哄而上。韩白袍站在原地只
用胳膊和腿左踢右打，身边
就倒下好几个。后来船上又
下来几个人，韩白袍把白蜡
杆扁担抡起来，横挑竖捅，打
倒一片。倒在地上的人哎哟
哎哟喊疼。

这时，一个身穿官服、腰
间佩刀的人从船上下来，拔
刀就砍，韩白袍挺起白蜡杆
扁担挡住。二人你来我往斗

了十多个回合。那人突然感
觉衣服好像松开了，喊一声：
“停！”跳出圈外。他一看自
己衣服的疙瘩袢，都被韩白
袍用白蜡杆挑开了。那人大
惊失色，感觉韩白袍武艺非
同一般，再斗下去没好处，就
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
韩白袍说：“我是韩家口人，
我姓韩。”那人说：“你知道我
是干什么的吗？我是押粮
官，这船粮食是送北京户部
的官粮！”韩白袍摇摇头说：
“你说的我不懂。我就知道，
种粮食不容易，不能随便糟
蹋。”那人说：“已经糟蹋了，
你说怎么办？”韩白袍说：
“赔！”那人嘿嘿一笑：“赔？
好啊，你先把你打伤的这些
人治好，你要知道，你打伤的
都是官差。”

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当时，附近北五里庄出了个
大官，叫励宗万。励宗万任

都察院左都御史，且正好回
乡祭祖。韩家人便请励公
来帮忙。励宗万随韩家人
来到出事地点。励宗万是
乾隆皇帝非常欣赏的大臣，
小小的押粮官一见，赶紧下
跪。励宗万对押粮官说：
“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回去
把条子交给户部，就说，静
海正闹灾荒，这船粮食我借
下了，分给静海灾民度荒。”
押粮官点头，对那群人训斥
道：“还不快上路！”

从此，留下一段韩白袍
惹祸，励宗万借皇粮的故
事。于是，大家都知道韩家
口有个穿白袍的年轻人，武
艺高强，一根白蜡杆抡起来
风雨不透，几十人近身不得，
是武林界绝对高手。

励宗万借皇粮
杨伯良 整理

如果在一间开放式的大
办公室，你似乎总会看到一
群女人在某个角落里神秘兮
兮地聊着八卦。你一定以为
是女人更爱聊八卦。事实
上，这是绝对的偏见。男人
也爱八卦，男人甚至更爱八
卦。但是，男女所聊的八卦
内容不同。

女 人 爱 说 别 人 的 八
卦。比如：听说某某明星又
和某某分手，谁和谁又好上
了。而男人不一样，男人喜
欢说（吹嘘）自己的八卦。
正如小说《围城》里孙柔嘉
所说：“我看破了，全是吹
牛，全——是——吹——
牛。你说她从前如何爱你，
要嫁给你，今天她明明和赵
辛楣好，正眼都没瞧你一
下。是你追求她没追到
罢！男人全这样吹的。”

男女为什么有这种不
同？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
罗宾·邓巴认为，这是社会分
工不同导致的。女性要照顾
子女，需要帮忙，所以要寻求
联盟。而男性则要面对竞
争，所以要凸显自己。

那么聊八卦是在浪费时
间吗？

我们可能对八卦有些
误会。研究表明，在所有的

八卦中，只有大约3%到4%
的内容是真正有恶意的。
大多数八卦，能给我们带来
有用的信息，毕竟我们老祖
宗最早的八卦，就是从“河
边有条吃人的鳄鱼”之类话
题开始的。

八卦可以解决问题。如
果你独自闷头解决一个难
题，可能永远解决不了。但
是如果你把这个难题当作八
卦讲出来，把不开心的事情
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可
能结果完全不一样。比如某
个客户很难搞定，你在茶水
间向同事吐槽，这个时候，有
的会安慰你，还有的会给你
提供信息，例如“他的老婆刚
好是我同学，要不要我帮你
想想办法”等。

研究表明，八卦还可以
提高领导力，增加小团体凝
聚力。如果你是个领导，适
当地和下属分享一些八卦，
下属会觉得，哇，这个领导好
平易近人。如果一个团体，
互相分享一下八卦，大家有
了共同的小秘密，有了共同
的梗，凝聚力会大大提高。
通过八卦，大家很容易融入
一个圈子。

八卦也可以帮我们自
我完善。听八卦是一种有

效的自我评估的方式。听
到积极的八卦，会得到正面
的动力——原来这么做受
人欢迎；听到消极的八卦，也
可以让人听完后进行自我反
思——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南佛罗里达大学心理系
的詹姆斯·巴森说，八卦消息
提高了自尊（我可不会干这
样的蠢事），提高了小团体的
归属感（这事就你和我知道
噢）。这都有利于人际吸引
的增强和亲密关系的形成。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家
公司搬了新的办公室，还是
同样的人员、同样的流程，但
老板发现工作效率不如从前
了。经过一番研究询问，老
板终于发现，问题出现在办
公室取消了茶水间。原来，
午休或者茶歇时间，大家会
聚拢起来聊一些八卦。八卦
成了团队成员之间必不可少
的“润滑剂”。

所以，比茶和咖啡更让
人精神抖擞的是八卦。看似
东拉西扯的八卦，包含着很
多有用的信息，很多问题就
在八卦中解决了。没有了八
卦，每个人就像是处在了孤
岛，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更
多猜疑，难免垂头丧气，效率
低下。

人类离不开八卦。当我
们的祖先还是原始人类的时
候，在他们互相梳理毛发捕
捉虱子的同时，八卦就出现
了（比如，谁谁把猎物分得不
公平）。这些古老的八卦不
但促进了语言的形成，还有
助于建立稳定的社交网络。

多数灵长类动物相互整
饰毛发的时间，远远超过保持
毛发清洁所需的时间。例如狮
尾狒长达17%的时间都用于相
互整饰，而鸟类花在相互梳理
羽毛上的时间仅有0.01%。
科学家发现，用于整饰的时
间与社交族群的规模有关，
与毛发的多少无关。也许在
灵长类动物互相整理毛发的
同时，八卦也开始萌芽了。

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
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
繁衍的关键。对于个人来
说，光是知道狮子和野牛的
下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
要知道自己的部落里谁讨厌
谁，谁跟谁在交往，谁很诚
实，谁又是骗子……现代智
人发展出新的语言技能，让
他们能够八卦达数小时之
久。这下，他们能够明确得
知自己部落里谁比较可信可
靠了。

八卦为什么越聊越精神？
岑 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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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家长大都希望孩子

学习好，考高分。我以前当老师

时，曾经发现一件跟分数有关的

事，现在讲述出来，希望对您有

所帮助。

甲同学学习成绩优异，每次

考试、测试，都能达到高分，但有

一次却出了点小意外，测试成绩

下降了。测试卷子发下后，她把右上角那个分数，工

工整整地剪下来，贴在了笔记本上。

乙同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他学习成绩一

直属于中等偏下，但有一次在测试时，却意外地收获

了满分，他同样把那个分数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

我这是在班里巡视自习时发现的。课后，我分

别找到两位同学，聊到他们为什么把分数剪下来，贴

在笔记本上。我明白，贴在笔记本上，那就是每天学

习时，第一眼就能看到那个分数，只是他们的情况不

同，分数相差悬殊，而他们的举动又那么一致，我想

听听他们的想法。

甲同学说，虽然那次测试成绩只是偶然现象，但

暴露了自己学习上还有欠缺，即使是一次闪失，自己

也要从中吸取教训。把那个分数贴在笔记本上，每

天让它提醒自己学习上不能有丝毫马虎，不能放任

大意，只有养成这样的习性，将来在工作中才会避免

出错，因为有很多问题就出在偶然的疏忽上。

乙同学跟我说，虽然那次测试只是偶然得了满

分，但对自己产生了特别大的激励作用，发现自己也

能学好，也有潜力拿到满分，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

点。把这个分数贴在笔记本上，就是为了时刻提醒

自己：我也行，我也有能力学得更好。

听了他们各自的表述，看到他们都能从各自的角

度正确认识自己，我内心释然了。其实，分数高低只是

一个参考，我们大可不必过于纠结，但正确

对待自己的成绩，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知，

有个健康的心态，才会让每个分数成为自

己成长进步的阶梯，无论胜负，我们都能以

良好的心态接纳它，并调整自己以继续前

行。两位同学大相径庭的情况，却有着殊

途同归的结果，可见他们在成长，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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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蝌蚪，有的生活在
清流潺潺的泉边溪涧，有
的生活在波光粼粼的江
河湖泊，还有的生活在羊
肠山路上牛羊踩出的脚
窝水洼里。

日晒风吹，加上鸟儿
洗澡、牛羊喝水，脚窝里
少得可怜的雨水
很快变成了黏糊
糊的泥浆。为
此，小蝌蚪成长
为青蛙前，总在
寻找新水洼、大
水洼的路上奔波
忙碌，总在为生
存和成长不断游
走爬行。

树上的麻雀
说：“小蝌蚪，你不停地爬
上爬下不嫌烦吗？”小蝌
蚪甩着长长的尾巴说：
“我要是怕麻烦的话，只
怕早已成为你腹中的食
物了。”

草 地 上 的 毛 毛 虫
说：“小蝌蚪，你跑来跑

去多累啊！”小蝌蚪摆着
圆圆的大脑袋说：“你们
破茧成蝶不也经历千辛
万苦吗！怕苦怕累的
话，我永远成不了活蹦
乱跳的青蛙。”

路过吃草的水牛说：
“小蝌蚪，待在泥水坑里

别动，天迟早会
下雨的。”“我可
不能把性命交付
给喜怒无常的老
天爷。”小蝌蚪
说，“只有不停跋
涉，才能避免干
渴而死，才能顺
利长大成蛙，才
能早日实现和妈
妈团聚的梦想。”

在寻梦的漫漫长途
中，小蝌蚪先长出两条
后腿，再长出两条前腿，
最后长长的尾巴也消失
不见了——小蝌蚪变成
了青蛙——她毅然离开
水洼，开始了新一轮寻
梦之旅。

小
蝌
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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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因为近视度
数升级，我又配了一副眼
镜。眼镜店赠送了眼镜盒
和一块软布，每次用软布擦
拭眼镜，我都小心翼翼，唯
恐划伤镜片。后来听朋友
说，眼镜片上有肉眼不可见
的微小颗粒，即使用软布擦
拭，也无异于用砂纸打磨，
正确的清洁方法是用水反
复冲洗，自然晾干。

我听了，深以为然。再
擦眼镜，就去水龙头下冲
洗，无奈不能保证随时有
水，偶尔还会用软布，但不
敢使劲捏着软布来回擦了，

只象征性地拂一拂。有一
次刮大风，眼镜被吹飞了，
一个镜片表面刮出了一道
深深的痕迹。再擦眼镜时，
我便逮着啥用啥，没有软布

就用餐巾纸，或者干脆撩起
衣襟来擦。

人们从“在意”到“随
意”的改变，往往随着物品
从新到旧的过程而变化。
喜新厌旧人性使然，没有谁

能超然物外（当然，考古工
作者对待文物除外）。崭新
的物品上手，谁都怕弄脏
了、弄坏了，小心翼翼，细心
呵护。但所有的物品都有

变旧乃至坏掉的一天，人们
的态度也就由实时在意，变
成了随意弃置。除非某种
旧物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即
使十分破旧或损坏，值得一
辈子珍藏，否则都不免有被

弃置的命运。
长情，是世间最珍贵的

东西，因为难得而稀缺。长
情的人，一定是十分在意的
人，无论对物还是对人，他
们都十分珍惜。快节奏的
现代生活，我们常常被新鲜
事物所吸引，却忘记了珍惜
那些陪伴我们已久的旧
物。真正的长情其实并不
是对物质的执着，而是对人
和事的真心付出和珍视。
当我们学会在意每一件小
事，珍惜每一次相遇，我们
的生活就变得更加丰富和
有意义。

在 意
高自发

细雨飘然而至，
春来不言离愁。
有麦青青于野，
有你在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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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文 库
韩白袍的故事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