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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 天天在弯弯的边界线
上巡逻

路边的野菊向他吐露着芬芳
山涧的小溪把悠扬的旋律弹拨
温顺的羚羊经常在他前方探

头探脑
笨拙的牦牛不时地在他身后

出没
飞鸟，飞不出哨兵警惕的视线
虫鸣，逃不脱哨兵警觉的耳朵
边疆的一草一木
深深地扎根战士的心窝

日复一日，春花秋果
闪着寒光的枪口
随哨兵恪尽职责
训练场上，龙腾虎跃
擒拿格斗，激情似火
一声呐喊，连群山都跟着应和
钢铁般的意志哟
感动秀丽的山，撼动奔腾的河

哨兵， 用热血描红界碑上的
“中国”

凝聚着军人的忠诚和大无畏
气魄

为了人民的利益及国家安全

时刻准备着———赴汤蹈火
风云变幻经得起考验与诱惑
摸爬滚打更加坚定和执着
无论白天黑夜，狂风暴雨
执勤的哨兵都是一道永恒的

风景
在祖国的边界线上凝固定格

擦枪
雄鹰在哨所上空展翅飞翔
羽翼扇醒甜梦中沉睡的山冈
喜鹊在枝上亮开歌喉
唱沸花团锦簇的营房

擦枪的战士不时地向窗外张望
一株株野玫瑰正含苞待放
成双结对的蜂蝶在翩翩起舞
原野上绽放出甜蜜的芬芳

擦枪的战士会心地笑了
那笑容， 化作绚烂朝霞漫天

飘荡
飘在了边疆的山山水水
也飘向了那遥远的故乡

姑娘的倩影浮现在战士的眼前
两片红晕挂在羞涩的面庞
战士把爱情深深地藏在心底
于是，把枪擦拭得乌黑贼亮

为什么字在青少年中童体化？

书法，是传承华夏文明历史的传
统文化之一，为厚重的中华文化的根
脉所系，是世界任何一种文字艺术不
可比拟的独特艺术。然而，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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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在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中书法则
在逐渐童体化，难怪许多学生家长抱
怨孩子的字不如老一辈的，就连刚走
向社会的大学生、研究生，学问与书
法不成正比， 人们嘲讽其学问是教
授，字体像儿童。青少年的字为什么
在逐渐童体化呢？究其原因，不外乎
如下几点：

第一，应试教育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古人从发蒙起，就与毛笔打
交道，做学问先从写字开始。在民国
以前凡是有文化的人，书法就有一定
的面目，能书会画，可以张贴上墙甚
至可作收藏。现在的小孩，几岁就进
入幼儿园，虽也认字、写字，但写字只
用硬笔。其实书法必须以毛笔作为书
写的工具，方能成就书法。真正进入
小学一年级，小孩就被数学、语文等
十几种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课堂作
业、家庭作业，不掐着点就跟不上趟，

哪儿还有时间练习书法（当然小学三
年级以前也有写字， 所谓的硬笔书
法，那只是众多作业中的一项），而且
必须写得飞快才能真赶在夜晚十点
睡觉之前才搞定。应试教育已让中国
的中小学生沦为最为辛苦的一类人
群，他们起早贪黑，就是为了追求门
门功课的分数、排名。人人都在往金
字塔尖上冲锋，真正能成为各类顶尖
人才能有几个？ 还不如放开手脚，把
学生负担减下来，让下一代在德智体
美能等综合素质上，根据自己的特长
有意向性地去发挥，不能成为顶尖人
才，说不定可成为书法家。

第二，书法教师的普遍缺乏以及
教师书法水平的普遍下降也是主要
推手。书法是从临摹开始的，可以说
书法一辈子临摹一辈子。古人是上私

塾由先生言传身教来让学生从实
践———理论———再实践中循环往复
螺旋上升的。在高考恢复之前，大多
数教师也有一定的毛笔书写功底，加
上那时课程门类较少， 课时不多，学
生艺术、 体能等教育方面相应较多，

学生可以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张扬
自己的个性。再说，师范培养的老师
有板书要求，毛笔书法与板书有一定
的关系，书法好的教师板书也一定不
错。许多学生在听讲、记笔记时把那堂
课老师所书的文字就照葫芦画瓢地印
象在脑中、形成于笔端，天长日久，受
老师影响就写得像模像样了。 而今的
老师，别说小学、中学的，就是大学教
授也一样书写水平非常不够书法艺
术，真有贻误子孙书写水平之嫌。

第三，电脑的普及和多媒体教育
影响了人的动手能力。电脑键盘输入
法是通过电脑把文字通过拼音或字
根录入的一种技巧，不会写字的人也
可以用电脑写文章。现在使用电脑上
网的人年龄年年在缩小，学生从很小
就接触电脑，文字还未写顺溜，键盘
敲打得“噼里啪啦”，仅有的一点课余
时间，又让电脑键盘占据，写字又相
应地减少了一部分时间。再者，过了
学生时代进入社会， 写字更少了，即
使做文秘的纯文字工作者，整天更是
爬在电脑前一呆就是几个小时，除了
僵硬的指头弹敲以外，根本没有文字
书写得畅快， 字不写得歪歪扭扭，那
才叫怪呢？此外，多媒体教育通过网
络传授知识， 传播者除使用课件外，

不用板书书写；授课者在网络上敲打
键盘作业，说是跟文字打交道，实际
上在键盘上敲打，没有一点任笔纵横
驰骋的感觉。

第四， 还与社会上的不重视、家

庭方面的忽视有关。过去，会写字的
人在单位受人尊重，也得到领导的提
携，因此，很多人晨也练、晚也练，总
怕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拿不出手，在单
位丢人、在社会让人看不起。现在是
见怪不怪了，逐渐走上领导岗位的人
也是童体字，你歪扭我童体大家都在
任笔随意，哪有脸面谈论别人字的好
坏呢？日本的书道也好、韩国的书艺
也好，以及新加坡的书法都不外乎中
国书法。他们的经济、科技以及社会
进步并不比中国差，但他们从政府到
社会、从学校到家庭非常重视书法教
育，每年还组织中小学生进行书法大
赛。中国是书法的母体国度，为了传
承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必须从今天
做起，从小抓起，学做中国人，必须从
写字开始。

此外，书法还与咱们使用筷子有
关。书法讲求“五指执笔法”，是指右
手五个手指全派上用场，用“按、压、

钩、顶、抵”的方法把笔执稳，达到指
实、掌虚、掌竖、腕平、管直。筷子的正
确使用方法如握笔同理， 该实的实，

该虚的虚， 才能轻松自如夹到爱吃的
菜。而今的小孩，因为长期使用铅笔自
来水笔等硬笔，只靠拇指、食指、中指三
个指头动作，所以握筷子同样是用上述
三个指头动作，其余指头没有发挥其作
用，夹菜时如同西餐使用刀叉般笨拙。

长此以往， 握毛笔就跟握硬笔一样，

不能上下左右挥洒自如，写的字就有
可能呆板、简省、拘束，逐渐形成头重
脚轻、歪歪斜斜的童体字了。

窗外正下着雨

在七月的夏天
我想起了你
你居住的城市
如此遥远
我怀疑我的祝福
抵达你的身边
已是另外一季节
窗外正下着雨

淋透了我的一些想法
杜鹃花没有谢
你却无法同赏
荷花正艳
已不是浪漫的表达
在雨声停歇之后
一群鸟打破沉闷
欢愉地在空中表演
我读懂那些自由的
飞翔

百 花 之 声

听到百花之声这个词，我
感觉怪怪的。百花有声音吗？当
时， 有一位领导说， 是一个花
园，叫百花园，在百花园里有一
个展馆，叫百花之声。虽说百花
园是百花聚会的地方， 也不至
于叫百花之声呀？

带着这个疑问， 在一个黄
昏，我走进了百花园。抬头往西
看，圆圆的太阳，红点在放大，

洇成淡淡的红晕， 挂在西边的
一角。转过头，正南方有两个超
大的

LED

屏， 正放着关于鸡公
山的历史由来， 我能听得见歌
声， 还有解说员那娇美的信阳
话。在哪儿？一看才知道，是在
一款石头下面， 我估计石头是
假的，声音是真的。我也没有用
手触摸，不过，我看见石头，就
像看见家了。大别山金刚台，到
处都能找到这样的石头。

百花园， 我从这里匆匆而
过，风中雨中，我用视线把你抚
摸，我用心灵把你关爱，但是，

我没有注意到你，直到有一天，

一位朋友说， 百花园里有百花
之声， 就是这么一句让人无法
理解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今
天，在这黄昏的时刻，我才来把
你青睐。

踩在弯弯曲曲的路面上，

观赏着两边的花草树木， 像走
进了梦境。其实，我从来也没有
做过这样的梦， 我这是白日做
梦？说实在的，是一种迷糊，是
一种不信任， 是一种惊诧！那
LED

屏上的线条是那么的舒缓，

一根根， 就像是线条在舞蹈。

对，是百花在舞蹈。在鸡公山、

在大别山；在灌河、在河……

舞着一条彩练， 舞着八百万人
民的心跳、舞着一条条河流、舞
着曾经流淌的鲜血……把红四
方面军还有一百多位将军诉
说。这边是杜鹃花吧，我能听得
见，在雨中奔跑的声音，还有枪
声、惊叫声、哭泣声，都汇聚成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锣鼓声；最
好还是舞着一条彩带， 赤橙黄
绿青蓝紫， 每一条彩带都是经
济发展的高速公路， 每一条彩
带都舞出了信阳人民的心血。

一丝丝，像天上的彩虹，是一朵
朵开在天上的信阳花。

还是走吧，趁着夜色逼近，

我要多欣赏一些。 与一些陌生
人擦肩而过，我听到了声音。他
们吃过晚饭，是来散步的，也有
犄角旮旯里不知道是游客还是
客居信阳的，但是，发出的都是
声音。有一位小孩子最可爱，穿
着背带装， 那脸就是盛开的花
骨朵。妈妈，我要小便。年轻的
妇女抱着到了靠近西边的公
厕。我走的时间长了，也有点想
小便，苦于找不到地点。这下好
了，我就跟了去。果然写着公厕
的字样，但是，令我怀疑的是，

这里怎么还有音乐呢？ 而且还
唱着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曲，

莫不是走错了？迟疑间，那位妇
女带着孩子进去了。 公厕旁站
着一位服务员。 我心想， 在车
站，有服务员的地方都要收费，

这里一定要钱！ 我是出来散步
的，哪装钱了呢？咋办？我实在
忍不住，就走了进去。服务员没
说话，我感觉诧异。出来时，我
问服务员，怎么不收费呀？服务
员说，不收费，是方便游客的。

“是方便游客的。” 八百万
信阳人是游客， 来自四面八方
的人是游客；投资的是游客，欣
赏的是游客。只要你来信阳，都
是客。这个“客”字，是一种礼，

是一种文化。

还是往前走吧， 终于来到
了四季之窗。往四周看，四方，

每一方有四门， 用红色柱子搭
建的方门，叠加在一起，让人觉
得生活在窗户之中。 四面八方
都敞开着，四面八方都是花卉，

四面八方都是游客。来到这里，

我在叩问，建这个东西干什么？

是一种标识，还是一种象征？其
实都是，但又都不是。我抬起头
来，才感觉寓意在上面。那上面
才是一个最大的窗，预示着，只
有党的方针政策正确， 对于信
阳人民来说， 那才是开了一个
最大的天窗。

看够了， 该俯下身子的时
候到了。 俯下身子， 是一张桌
子，中间凸起的桌子。真搞笑，

在那么空旷的天窗里， 正中心
安放个桌子干什么？ 来这里的
游客还以为信阳人没文化呢，

是桌子也应该靠近窗口的地方
摆放着呀？我走近了，才感到自
己是真的错了， 我才是没文化
呢。不说一路走来，看到的是文
化，饱餐的是文化，就连那一草
一木，还有那弯弯曲曲的道路，

都是文化。那路，预示着信阳人
民走过的道路；那花草，预示着
信阳人民齐聚在这个乐园里绽
放。 你以为这里真有一百种花
卉吗？那你错了，那是中华文化
特殊的蕴涵， 也是魅力信阳的
传承和沿革。走近那张桌子，我
看见那上面写着英汉对照的文
字，粗略地看完，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里是个地宫， 那文字暗
示，地宫藏着“宝贝”。这种宝贝
就是历史， 历史将会为信阳的
辉煌佐证！

翻开书页我在那遐想，遐想
的并不遥远。是从什么时候有了
信阳呢？历史上，信阳叫申吧，是
申伯侯的封地。不知道申伯侯来
到这里是什么感想，不过有许多
历史记载， 说这里是富庶之地，

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这里的人
民温柔善良；这里有巴山夜雨涨
秋池的气候，这里有冬暖夏凉的
分界线；这里还有温泉湖，更有
养育人民的长江和淮河。一切的
一切，被一条线隔开，申伯侯已
经成为历史， 新的历史又要到
来。在那久远的过去，因为富庶，

豺狼就多起来； 因为山川明媚，

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因为
人民勤劳善良，这里的人民就成
了奴隶。

历史还在前进， 历史是公
正的。虽说历尽苦难，但是，这
里的人民是有信仰的。 那几块
凸起的地方，贴上了红色标签；

各种花卉盛开的原野， 是一色
的绿。红的把豺狼打跑，绿的美
化着生活。不管是豺狼虎豹，还
是人生遭遇的坎坷，牢记信仰，

让子孙传承， 就会守住富庶的
根。也许，这就是信阳吧。

不再多想了，还是收回遐
想的心。走出百花园，不管是
看惯了多少风尘，也不管领略
了多少艰辛，我相信，宝贝最
多的还是百花之声。 在东方，

遥远的地方，一座展馆让我猛
然醒悟：百花之声原来是在遥
远的心灵！

未名湖畔的人生感悟

如果把人生和事业分为初创、发
展、发达、反省、平稳、升华、超脱七级阶
梯的话，那么，进入不惑之年的我应如
何去把握呢？我一直在寻找答案……

记得几年前单位给我分到一套
住房，我选择了顶层，除考虑到观光
和清静之外，主要是从强制锻炼身体
的因素考虑

,

没想到在爬楼的过程中
我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道理。上三层
前一路小跑，轻松自如；迈四楼时小
喘粗气，步履艰难；爬五楼时坚定信
心，步伐稳健；攀六楼时胜利在望，咬
紧牙关；登七楼时精神焕发，大有一
步登天之感。由此我联想到我们的事
业和走过的路途何尝不是如此呢？正
是在这个时候，我选择了读书，选择
了未名湖畔的北大，选择了上北大的
企业管理与创新高级总裁班。

北大人“没文化”

一踏进这座历史悠久、 风景优
美的百年学府，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透过它轻柔的面纱去看睡梦
中的美人———北大校园， 这也是所
有做学问的国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放下行囊， 我便急切地穿过图
书馆，绕过未名湖，奔向博雅塔，到
北大西门校匾下拍照、石船上留影、

校史馆内参观， 几个小时的折腾初
览了“一塔湖图”的风姿，同时也把
自己累得一塌糊涂，当天晚上，我翻

来覆去地没睡着，我在想，北大也不
过如此，世界排名靠前、中国数一的
名校竟没有校歌， 风景如此优美的
校中湖连名就没有，世人却叫它“未
名湖”，校园内纵横交错的道路标志
不清，嗨！北大人没文化。

等到第二天上午八点， 终于开
课了，班主任老师的一声“起立”，异
口同声的“老师好”又把我带回了儿
时的课堂， 郑学益教授的懒蚂蚁学
说、张家麟教授的周易文化与战略、

姜彦福的公司治理方略、 关中笑教
授的企业家为王之道， 一课比一课
精彩，简直让人耳目一新、相“听”恨
晚，一周下来受益匪浅，再加上班主
任的精细、巧妙的课程安排，发自内
心地感叹道，真是不虚此行。回来的
路上我一直在琢磨， 北大的“未名
湖”为什么叫“未名湖”，它的“未名”

也正是我的“未知”，它博大精深、渊
深海阔，它的“未名”是留给后人起
的，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北大没有校歌， 但北大本身就
是一首歌； 北大的道路没有明显的
标志牌，有的要么是地标、要么是书
写在奇石上、要么是标在树干上，为

的是让学子去探索、 去研发、 去开
拓， 给人规划一条联想创新的未来
的大道。由此，给我的第一个人生感
悟是：做学问就像做人一样，表里如
一，只唯实，不唯虚。

不明白的“明白人”

说真的， 来北大学习的初衷不
是为了拿文凭、撑面子，最原始的动
机是想开开眼界、交交朋友、放松自
己。没想到通过三周的学习，使我在
很多问题上终于弄明白了，大有“原
来如此”之感慨。

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企业
的创新问题， 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
意义的国立综合大学， 北京大学为
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建设、社会的进
步都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中
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正以它“常
为新”的风采，与时俱进。从每一个
来北大讲学的专家、 学者的身上无
不显现出这一点， 它不仅是北大深
厚的文化积淀， 更是它在把现代科
学知识向更广大范围传播和转化进
程突出特点，在过去的时段，我们在
基层做企业管理的人都重在“管”

上，很少有人在理念上去拓展。

在第二周的市场营销科目中，

张利老师主讲营销实践与营销创
新， 他在研究市场上把客户的满意
度与忠诚度放在首位， 并强调要用
传统的哲学理念和现代营销思维方
式把企业做得如虎添翼， 其经营之
道和销售之道让我这个老管销售的
副总真是听得过瘾； 高其富老师把
别人的婚纱照看成“资产负债表”，

把枯燥的财会课讲得生动活泼，在
几个小时的课时里， 把我在几十年
的财务管理工作中没有完全弄懂的
东西终于搞明白了； 还有李明英教
授的《新公司法》课程，自始至终突
出个“新”字，由从学会做“保健大
夫” 开始， 从法学的角度去规避风
险，防患于未然。总的说来，就像郑
学益教授所讲的那样，要看一本书，

就是要看新东西；听一堂课，哪怕是
一个观点、一个案例，只要是新东西
给我的就有营养，拿回去就能用上。

台湾联华电子副董事长宣明智
把自己一生的管理经验当做一首永
不停歇的爱歌来讲来唱， 真是独到
之致， 一小时的演讲真像是给我们
演奏一曲管理的乐章。由此看来，在

单位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明
白人”，半年来的学习和思考，我才
真正地感悟到，不仅仅是来学做事，

更重要的是学做人， 通过学习回到
工作岗位，我们要在做事上下工夫，

做人上下决心， 不断为自己充电加
油，刷新自我，做明白事的明白人，

这是我感悟的第二点。

不争“王位”只争“第一”

记得六年前， 我在租赁一家乡
镇水泥企业时， 我曾托人请中国书
法大师启功老先生给我题写了“光
山县第一水泥厂”的匾额，我把它藏
在柜里、挂在家里、装在兜里（印在
名片上）， 做水泥是我一生的事业，

做“第一”是我人生的目标。

在听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营销实
战专家路长全老师的课后， 使我更
加坚定学做“第一”的信心，我苦苦
思索了十几年有做“第一”的想法，

但却很少有做“第一”的成绩。路老
师的《切割》帮我找到答案，从营销
的角度， 某一个产品在中国做不了
第一，我可以做一个省、一个县、一
个乡镇的第一，把市场细化，就找到
了第一的诠释， 有了小第一就可以
做大“第一”。这就是我这次学习中
的第三个人生感悟。

在北大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将把这有限的学习时间视作我们
每个同学的文化精神遗产， 去保存
它、领略它、感悟它，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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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味 自 然

喜欢聆听自然的声音， 喜欢独自一人陶
醉在自然的怀抱里， 喜欢感受自然的神秘与
美丽，喜欢自然那份静谧、纯净之美……我喜
欢品味自然。

品味自然，便是品味那份旷远辽阔之美。

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到大别山游玩， 车子沿着

弯弯曲曲的公路驶向一座山山顶。 我透过车
窗往外看，见到了一幅美妙的景象：绿色的山
峦层层叠叠，云朵在山腰间缭绕，山上长满了
奇形怪状的松柏，郁郁葱葱。山脚处还有一股
清泉，水流潺潺，令人浮想联翩，真有一种“人
在画中游”的感觉。此时此刻，纷纷攘攘的俗
事与杂念都离我而去， 只剩下一幅永远也品
不完的山水画在我眼前浮动，令我心旷神怡。

品味自然， 便是品味那份超凡脱俗的恬
静之美。在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白杨树林中，能
听到风儿使树叶沙沙作响、 鸟儿追逐嬉戏发
出的唧唧喳喳的声音。此时此刻，到树林间找
一孤石， 独坐其上， 尽情欣赏大自然的奏鸣
曲， 捕捉每一缕透过树叶缝隙折射下来的阳
光，别有一番情趣蕴含其中。

品味自然，便是品味那份诗意盎然。深秋

时节，梧桐叶缓缓飘落，好似给大地铺上了金
黄色的地毯。这时，我很想赤脚踩上去，感受
梧桐叶与脚之间真实接触的感觉。可是，我又
不忍心破坏这么美丽的景致， 于是只是拾起
一片梧桐叶，把它夹在了我的书里，珍藏一下
对秋的记忆。

品味自然，便是品味那份圣洁与纯净。下
雪了，雪花纷纷扬扬，犹如一个身着素衣的小
精灵，在天地间忘我的舞蹈。我伸出双手，想
迎接这久违的精灵，却发现，在与我手接触的
一刹那，它就融化了。这时我才顿悟，晶莹剔
透的雪花是不能触摸的， 因为它代表了大自
然的圣洁。

品味自然， 心便多了一份宁静， 品味自
然，情也得到了一份纯净。学会品味自然，便
是学会了品味人生。

在纽约和在北京逛商店有啥区别？

笔者在北京住过几十年，逛过
许多商店；笔者最近在纽约往了两
个来月，也逛了不少商店。比较在
这两个大城市逛商店的情况，依笔
者看，纽约商店的售货员服务态度
未必比北京的好，商品未必比北京
的丰富，顾客购物空间未必比北京
的大，但有一条比北京好，就是在
纽约逛商店不存包，不管你逛大超
市，还是逛小商铺。

在北京逛商店， 笔者无论是
逛居所附近的华堂、法宝、沃尔玛
等大超市， 还是逛家门口的万惠
小商场， 都得先把随身携带的提
包存起来，领个小牌，空手进去。

店家对顾客之所以做出存包的决
定，原因恐怕有二，一是为了方便
顾客购物， 二是提防顾客偷他们
的东西。 笔者存包存了一次又一
次、存了一年又一年，也习惯了。

店是人家开的，规矩是人家定的，

你不存包就得被门口的保安员拦
往，你有什么办法？

在纽约逛商店， 进门之前我
问儿子：“把包存在哪里？” 儿子回
答：“包是不用存的， 带进去就是
了。”笔者有点犹豫，因为在北京存
惯了。 儿子显然看出了父亲的犹
豫，他说：“放心，如果他们敢怀疑
你偷东西，敢检查你的包，就是污
辱，就是歧视，就是侵犯你的人权，

我告他们！”儿子自然相信父亲不
是“三只手”。在商店里，笔者看到
许多带包的顾客， 有的顾客还带
着在别的商店买的商品， 到了收
银台， 只付这家商店的购物款就
是了， 收银员对他们的包以及其
他商店的商品，看都不看一眼，问
都不问一句。更令笔者惊奇的是，

有的顾客就把所购之物顺手装在
自己的提包里， 到收银台时一件
一件掏出来， 收银员根据他掏出
的商品，一一计价收款。看得出来，

收银员丝毫没有怀疑他把自己包
里的商品掏干净没有， 一切自然
而然。 想想自己对进门不存包的

犹豫， 想想有些顾客用自己提包
购物的惊奇，笔者心中惭愧，有点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别小看逛商店不存包这件
事。 它使顾客体会到商店对自己
的尊重、信任和友好，也是方便。

当然， 笔者也不相信美国顾客中
没有“三只手”，但相信他们有相
应的防范措施，谁当“三只手”，是
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话说回来，倘
若谁真的要当“三只手”，即便存
了包， 进去以后照样可以干偷鸡
摸狗之事。当年，在上海一家超市
里发生了个别顾客躲在超市洗手
间偷吃烧鸡的丑事， 一时舆论哗
然， 这件丑事与存包不存包并无
关系，偷吃烧鸡的人没有带包，只
带去了一张嘴、一双手。

我们的社会应该大力营造诚
信的氛围， 人与人之间要有起码
的信任，不要总是你防着我、我防
着你，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

这样下去， 人与人之间关系将复
杂而又紧张，敏感而又冷漠，发展
下去就是疑神疑鬼、尔虞我诈、坑
蒙拐骗， 谁愿意在这种氛围中生
活呢？当然，北京的商店要求存包
是有难处， 纽约商店不存包是有
条件， 在这方面自然不能盲目攀
比，但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差距，

既正视“硬件”上的差距，更正视
“软件”上的差距。笔者赞叹的是
人家的那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尊
重、信任和友好的氛围，是人家的
良好习惯和文明程度。 西方的文
明很有值得借鉴之处， 笔者看到
的仅皮毛而已。

（选自《信阳杂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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