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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东西比金钱更重要

工友老张是整个工地上有名的
守财奴， 平时他是加班最多， 花钱最
少，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一样东西，吃
饭也老打半份。这也难怪，老张家有两
个孩子， 而且都是男孩， 一个在上高
中，一个还在上初中，全家的花销可就
靠老张一个人在外干建筑养活。

工友们给老张起了个绰号“抠
抠”，可是他却依旧不以为然，还是把
钱看得比他命还重要。有一次老张媳
妇给老张打来电话说，小儿子学校办
运动会，要买一套运动服，得三百多，

她嫌贵没给买， 儿子离家出走了。老
张一听一下子就发火了，孩子要买你
就给买，钱嘛是个啥玩意，无非我多
干几天活嘛，咱没本事，可不能让别
人瞧不起咱孩子。我第一次听老张说
钱不是个玩意这话。过了几天，老张
媳妇说孩子找到了，老张高兴的给媳
妇说，家里别太省着，不是还有我吗，

我干一天他总是会给钱的，能让钱吃
亏，别让人吃亏。我第一次发现老张
其实也不是很抠。

到了年底，由于工期紧，老板说，

谁要是过年不回去，每人发两百块的
奖金。大家都不大愿意大过年的守在
工地上。 老板知道老张平时抢着加
班，最爱挣钱，于是对老张说，老张，

你这离家又远，车票又难买，来回的
路费又贵，过年你就别回了。可是老
张居然不同意，而且老板把奖金给到
五百老张也坚决不干。这让工友们很
是纳闷， 平日的抠抠这次给钱都不
要，而且态度如此的坚决。

回家时，老张是俨然和在工地上
成了两样，见啥买啥，给父母买衣服，

给媳妇买礼物，给孩子买生活用品，似
乎一点都不心疼钱。 自己却宁愿选择
三十几个小时的硬座。 我打趣地问老
张，这次怎么不当抠抠了。老张笑眯眯
地说，总有一种东西比金钱更重要。

（据《新华副刊》）

生活在哪里

生活在哪里，这个问题与你住在
哪里密切相关；你住在哪里，又与你
是哪里人十分相似。到了地县，我说
是武汉人；到了外省，我说是湖北人；

到了外国，我说是中国人；到了外星
球呢，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地球人。

我是武汉人，但家住东湖，一个
月难得去一次水果湖，一季度难得去
一次阅马场， 半年难得去一次汉口，

一年难得去一次汉阳。我只能说是东
湖路某条街某某号某个院子里的人。

然而，这个院子也不小，我只是其中
的一户居民。要回答“生活在哪里”，

准确地说，是生活在我自己的家里。

白天， 我多半时间在书房里坐
着，夜间在卧室里躺着。我生活的空
间是这么狭小， 生活的内容这么单
调，岂不憋死人、闷死人么？

然而，没有死，还活着，全靠这几

十年来积攒的一房书了。 天上人间，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

想跟谁谈谈心， 管他名人、 伟人、凡
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看哪本书
就拿哪本，不想看了，就放在一边，全
听我的摆布，全凭我的兴趣。窗外的吵
闹争斗，由它去吧。更何况，还有一台
破电脑，还可上网，鼠标一点，无论世
界哪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事，立即了然。

那么，我到底生活在哪里呢
?

是生
活在我的躯体里，生活在我的思想里。

你再有钱， 也不能完全心想事
成，这世界总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着你；

你再有权，也不能十足地随心所欲，这
世界也还在一定程度上牵扯着你。惟
有思想是可以自由的，精鹜八极，视通
万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谁也制约
不了。悲哀的是，思想是软件，躯体是
硬件；没有硬件，软件就不能运行。所
以，要想思想，必须活着……

（据《文汇报》）

走掉的那班车

从小区出来，远远看见停了一辆
车正在上人， 当时还要过一个马路，

然后再走
150

米左右才能到。

于是我想， 肯定赶不上这班车
了，与其气喘吁吁地跑到，还不如慢
悠悠地走到， 反正结果都是一样，要
等下一班车。当我过了路口，离公交
车还有

50

米的距离时， 车仍停在那
里， 我很意外它居然停了那么久，然
后就想到，现在距离这么近，如果我
快跑两步， 很有可能赶上这班车。于
是我加快了步伐， 但几乎就在同时，

我看到了那辆车也启动起来，我重新
停下了步伐， 安下心来等下一班车
了。这时，我忍不住要去质疑开始的
想法： 假如一开始我就快步跑过来，

我很有可能赶上这班车。

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事先给
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期，然后在行动上便
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当我们发现事情
并不像预期的那么悲观，我们还有希望
时， 常常就在我们改变想法的同时，我
们就发现已实实在在失去了可能的机
会，重新回到了最初的预料之中了。

这就是我们错失的机会。

人生就是一个个机会组成。错失

掉的一个个机会，便一步步拉开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抓住这些机
会呢？或者说，要想抓住这些机会，都
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呢？在我看来，就是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 多一点付
出，别太在乎结果，努力做一些事情，

总会与什么都不做有着不同的回报。

就像赶公交车，就算一开始我就
觉得太远，赶不上，但如果我不去管
结果，有一点点可能就去做，快跑两
步，也许我就赶上了这班车；也许我
仍赶不上，那我损失了什么吗？只不
过多付出了一点辛苦， 出一点点汗，

喘上一小会，这是损失吗？

那么走掉的那班车里究竟都坐
了些什么人呢？除了一直在站台等着
的人，就是那些绝顶聪明和那些笨笨
的人。绝顶聪明的人，他们明白这个
机会与付出的道理，于是他会尽可能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而笨笨的
人，就像阿甘，他估计不出赶过去要
花的时间，他直线般的思维只是觉得
车来了，要尽快过去。

而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晃晃悠
悠地走过去，边看着绝尘而去的车尾
巴，边等着下一班车。

（据《羊城晚报》）

寂是一种境界

孩子上大学去了， 妻子上夜班去
了，一个人孤坐书房，独饮寂寞，在这喧
闹城市中一隅，享受人生难得的恬静。

尽管搬新家就拥有了书房，整十
年了， 但完整属于我的时候不多，因
为孩子房间没有安装空调，所以到了
冬夏季，我的书房成为孩子避寒躲热
的天堂。 即使孩子把书房交还我，还
有妻子要在书房沙发打毛衣，找你聊
天，而他们都是你得罪不起的主。

如今总算好了， 孩子周末才回
家，妻子一周一个夜班，一个人独守
书房的时间多了，上网，吹口琴，学画
画，练书法，就是对窗发呆走神感觉
也是很轻松的幸福的事儿。

于是想给书房起个名：寂。

寂是孤的意思， 一个人独处为
孤；寂是静的意思，一个人独处为静。

寂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资源，

现代人好热闹， 拼命地往大城市挤，

很难讨得安养寂的方寸。现代人生存
不易， 即使拥有了安养寂的空间，而
无暇休憩。 即使拥有了安养寂的空

间，也有闲暇，但群体整体的浮躁不
安，也让很多人品尝不出寂的味道。

寂是一种美。寂是风走荷林蛙不
鸣；寂是雨打窗台洗晴空；寂是雪落
大地了无痕； 寂是春闺思亲鸿雁飞；

寂是独钓江雪蓑笠翁；寂是相看不厌
敬亭山；寂是孤月无眠香枕泪；寂是
花间独饮三人影；寂是大漠孤烟落日
圆；寂是夜半钟声到客船……

寂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亲近和回归大
自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
之远，则忧其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进退不舍“匹夫之责”。寂在琴棋书画；

寂在梅兰竹菊；寂在香茗美酒；寂在飞
鸟走兽；寂在声声慢；寂在步步高。

寂而不寞。因为心在哪里，家就
在哪里；因为有爱，就有温暖。

所以我决定用“寂”来命名我的
书房。只是房、室、斋选哪个好啊我不
知道，挑选很麻烦。寂房，寂室，好像
与继房、继室谐音，填房之意不好用；

寂园，谐音妓院，更用不得，我想只好
用寂斋了，就这么定了吧。寂斋寂斋，

蛮好蛮好。 （据《贵州日报》）

“江郎才尽”亦可敬

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

所谓江郎， 指的是南朝著名文学
家江淹（

444～505

）。《南史·江淹
传》说他历仕宋、齐、梁三朝，仕途
颇为顺畅，直至封侯而终。不过，

作为词赋大家， 他却“少以文章
显，晚节才思微退”，令人扼腕叹
息。

从留存于世的词赋诗文来
看，江淹晚年确实少有佳作，说其
“才尽”似乎并不为过。后世人对
此多有探讨， 比如清人姚鼐认为
他并非才尽， 而是后期“名位益
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明人张
溥说他遇到了自认为“天下文章
我第一” 的梁武帝，“不敢以文凌

主”，不得不藏拙；还有人认为，当
时文坛流行过分讲究形式的“永
明体”，他对此颇为不屑，因此后
期创作较少，被人误认为“才尽”。

说江淹由于公务缠身、 老成
藏拙、不慕时尚而“才尽”，都是大
有道理的。不过，后人因此将其归
入贪慕权势、官运亨通、养尊处优
从而荒废学业、才思枯竭的一类，

加以奚落和嘲讽，则是很不厚道、

很不公道的。

我们知道，在“学而优则仕”的

古代社会，诗词歌赋从来都是士之
末技， 进入官场以天下为己任，才
是知识分子的正道。 江淹自不例
外，这一点，不可以现代人的眼光
予以苛求。况且，江淹为官清正、不
避权贵，显然不是钻营苟且的“官
油子”、“官痞子”一类，而是颇具人
文情怀和管理才干的能臣。

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
的。在官场上殚精竭虑，自然会影
响到江淹在文学方面的进一步发
展。这一点，自然令人惋惜，不过，

惋惜之余， 又不能不令人产生某
种敬意。

我们知道， 当代社会里，“学
而优则仕”依然有着不小的市场，

不少在学术领域取得一些建树的
知识分子， 都心甘情愿地放弃了
专攻的术业，或心急火燎、或半推
半就地进入官场。可奇怪的是，这
些人不仅没有因为繁杂的公务而
耽误了原先的业务， 名声反而较
前更盛。 这并非是当官真的能激
发他们的学术创造， 而是高高在

上的官位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利益
创造了条件。

相比较之下， 江淹就显得过
分的“死脑筋”，不知善用资源为
自己搭建逐利的平台。 如果他也
像当今“学者官员”那样，利用职
务之便，将课题、经费、评估权力
牢牢控制在手里， 又何愁不能坐
享其成、“江郎‘才进’”？如果他也
像当今“时尚官员”那样，与时俱
进， 领导喜欢什么词儿就改唱什
么调，又何愁不能雄文迭出、著述
等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 “江郎才
尽” 虽然让文学史上少了些许绚
丽的色彩， 但世上却因此多了一
个活得颇为坦荡的“人”。

（据《北京青年报》）

春天在农谚中走来

（组诗）

春打六九头
春天，你在农谚中一步步走来

冬的语言渐渐虚弱
冰冷的词语飘向空中
转眼就融化了

走过一九二九刺骨寒风
迈过三九四九棒打不走的日子

跨过五九门槛之后
春风惬意地撒着欢

蹦蹦跳跳地逃出冬天的手掌

早春二月
北国寒风刺骨
南疆却鹅黄柳绿
鸳鸯戏水

无论是关东还是江南
情侣们都在借春意作诗

有人在我心中
绿意盎然

我在春心萌动的季节
为你栽种一株绿色心愿
七九河开八九燕

春天，你在农谚中敲碎冰排
用岸边柳丝拂动春风
暖风如你的歌声

从遥远的地方飞奔而来

从苍茫的南中国海边
越过难于上青天的巴山蜀水

走过西口
飞越秦关

你的相思一路摇舟荡橹
飘出荷塘月色
穿出竹林雨雾

你的思念在江边上岸后
与回归的燕子呢喃
甜甜的歌声

打湿细雨中的踏青者
嫩绿的色彩用春意
长成飞鸟翱翔的羽翅

九九加一九黄牛遍地走
春天，你在农谚中拾掇耕地农具
迟来的春风用纤纤玉手
拂动青色枝条翩翩起舞

你一路抖落冬日灰尘
在春的枝丫上开出
串串似锦繁花

那些拉着犁铧的黄牛
在脆响的鞭声中
低头默默耕耘

山野春花轻挑胭脂
数万种风情在祖国锦绣江山

呈现出幸福颜色
远山树林涌出绿意
沉寂多时的土地
在犁铧耕耘之后

荡漾起农人们层层笑意
（据《新华副刊》）

租来的人生

想想我们的人生，都是租来
的， 没有一种东西真正属于我
们。

我的好多朋友，最近几年都
在买房子。股市不振、房价下跌，

蠢蠢欲动买房的人也多了起来。

不久前，我也跟着友人到上海去
买房。除了价钱外，我们最关注
的就是土地租期有几年的问题。

房子身价也与租期成正比，租期
仿佛是房屋的寿命。其实，很多
人也料定，虽然所有房子都没有
土地所有权，国家也不可能真的
在房屋年限到期时，把房子都收
归国有，但中国人向来是认定土
地能生财的。

我有感而发，不免乌鸦嘴起
来：“其实， 也不用想这么多。过
50

年，我们不在坟墓里，也差不
多奄奄一息了。 那时在意的，应
该是挂了以后要住在哪里。”

朋友笑了：“话这么说没错，

但好像不能考虑永远这回事，我
们到底是俗人， 自己用不到，子

孙可以用得到。”他瞪了我一眼，

还是继续说：“这虽是风凉话却
是真话。 我看过不少有钱长辈，

刚咽下最后一口气，子孙擦干眼
泪后马上破涕为笑，开始和兄弟
们钩心斗角。 但俗人就是放不
下。”

承认放不下也是可爱的。千
古以来， 多少人找借口安慰自
己，“放下了，我不屑，有什么了不
起”。事实上，还是放不下，一点儿
小钱小资产，在心头有千斤重。

做广播节目时，我印象最深
的是，一位癌症患者在病房打电
话问我：她只剩半个月了，为什
么还一直挂念一些小东西？我
问，什么小东西？

她说， 她以前很喜欢买袜
子，总是一打一打地买。现在，她
最担心的是，如果她走了，家里
那些袜子还没穿过，可能就会没

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望着窗外骤雨，她也若有所
思：“活了这么几十年，这一刻忽
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努力得来
的一切， 不过是一纸租赁契约，

一切都是租来的。 到了某个年
限，就要缴清借款，还回去。”

在很多人看来，我的另一个
朋友到目前为止，人生似乎十全
十美，什么都有。我们曾开他玩
笑，说他什么也不多，就是钱多。

然而，他却说，他多半时间都活
在有成就感却不快乐的状况中，

工作上一直在应付各种挑战和
危机，心灵上一直漂泊无依。

我们努力地读书工作，买
房子让自己安定， 买车以求舒
适。有了伴侣，签了终身契约。

有了孩子、有了公司、又有了孙
子……每一样， 我们都以为是
自己的资产，看着这些，我们才

感到安慰。

伴侣、孩子，都不认为他们
的所有权属于你。正如我们并不
认为自己是父母资产的一部分，

自小就嚷着要独立一样。把活人
视为资产，是一厢情愿。

这个世界或许只是一个很
大的租车公司。 被命运善待的
人，不过是向一个服务好的租车
公司租到了一部好车，这或许也
只是完美人生的缩影。旅程尽头
有些不舍，却还是往前行。再美
妙的陪伴都带不走， 越顺的人
生，时光流逝得越惊心。

不像是租来的东西，不过是
抽象的东西。如过程、情感与记
忆， 都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

许多人对租来的东西十分精心，

对不是租来的东西十分粗心。

虽说是非成败转头空， 古今
多少事，都已烟消云散。但一辈子，

谈不好感情，受不了挫折，存不了
美好记忆，才是最遗憾的事情。

租来的人生， 值得斤斤计
较或细细呵护的，唯有时间、唯
有情。 （据《广州日报》）

城市的傲慢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傲
慢。

我比较熟悉的是北京人
的傲慢， 常在本地老牌出租
车司机、 售票员和胡同爷们
儿身上看到，眼光下斜，鼻音
说话， 开口就是国家领导人
的家长里短，中东局势，让外
地人觉得自己微如蚁尘。

上海的傲慢，表面却是十
分友好的。如果能通过上海人
的第一道考验，也就是目测一
下你穿着打扮是否得体，第二
道考验通常是问：“你住哪
儿？” 如果听说一个人住在闵
行区，就会立即觉得这样的人
没法交朋友。“晚上喝酒都没
法叫出来，住得太偏了嘛。”有
的女性还告诉别人，她去欧洲
旅行的时候住在贵族朋友的

城堡里， 然后问你住哪家酒
店，很少有外地人能赢得这样
赤裸裸的战争。

广州人的傲慢， 其实更
为彻底，因为它是排他式的。

如果一个广州人发现了另一
个广州人的存在， 他们会立
即开始用广东话热烈地交
谈， 完全不在乎在场的其他
人听不听得懂。 其实他们聊
的也无非是哪里哪里的哪道
菜最好吃。

杭州和成都人的傲慢，

则是所有傲慢中最好的一
种，有温和的共享精神。一个
是人间天堂， 一个是天府之
国， 总之都不认为自己属于

人间。因此，但凡有访客到达
天堂， 总会有当地天使全程
陪同———哪怕他们忙得脚不
沾地，也会表现出悠闲万分，

一直在期盼你到来的样子。

他们会领你去最好的餐馆，

中途离席私下把账结了，让大
家都很有面子。但是，从见面
到离开的所有对话中，每隔五
分钟，你就会听到他们说：“杭
州

／

成都好吧？ 吃的玩儿的都
好，搬到这儿来吧。”他们不像
北京上海人一样，介意外地人
的涌入，但是这种认为外地人
一定会嫉妒艳羡他们的自信
心，却也十分独特。

（据《苏丝黄的世界》）

桃色新闻

老科长退休， 上级领导要在张明
和王亮两名副科长之中提拔一名接班
人。哪知，在这个关键时刻，却传出了一
件十分不利于王亮的桃色新闻———昨
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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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左右，王亮在香格里拉大酒
店喝醉酒后调戏女服务员，被在此巡逻
的警察当场抓住……

同事们都唏嘘不已， 心里直替王
亮惋惜，以王亮的实力，是非常有希望
被提拔的。可王亮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过似的，依旧平静地干着手头的工作。

很快， 桃色新闻事件就传到了局
长耳中。 局长是主管此次选拔的直接
领导，正在对张明和王亮进行考察，出
了这样的丑事， 王亮恐怕是凶多吉少
了。果然，局长一脸愤怒地把王亮叫进
了办公室， 给他上了一场严肃而深刻
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王亮出来后，垂
头丧气，灰头灰脸的，大家都断定，张
明被提拔为科长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张明的脸上微微露出了一丝笑容。

一个星期后，人事任命下来，结果却
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提拔的竟是王亮。

事后，张明主动请王亮吃饭。三杯
酒下肚，张明就涨红了脸，拍着胸脯吞
吞吐吐地向王亮保证：“王科长，我对天
发誓……上次关于你的‘桃色新闻’绝
对不是我捏造的……真的不关我的
事！”王亮也喝得有些高了，哈哈一笑：“没
什么。实话跟你说吧，那件事是我一手炮
制的。不过，那可不是捏造，而是真的！”

“你自己？”张明听得有些糊涂。

王亮幽幽地说：“那天晚上，我本来
买了东西去看望局长的， 到了他家，他
夫人告诉我局长正在香格里拉大酒店
和外商讨论招商引资的事。我忙赶到酒
店，正好碰见局长喝醉了酒调戏女服务
员被警察当场抓住。你知道，咱局长是
一个把名声和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
人，这事如果传到单位，他还怎么做人
啊！因此，我就主动上前顶替了他，并在
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发布了出去……”

张明听完，傻了。（据《羊城晚报》）

女人啊，要管好自己

我认识一个“

85

后”的男孩
子， 他现在虽然没有女朋友，但
我知道他从大学起就开始谈女
朋友，谈了不说有一个团，一个
排是有了。他每谈一个女孩子都
要和她们同住在一起，住一段时
间谈不来就又分开。我曾经劝他
不要这样，如果不想娶人家就不
要和人家同居，对他不会损失什
么，最多也就损失点钱，可是对
女孩子却不一样了，伤害的可是
女孩子的感情。但这个男孩对我
的话却不屑一顾。他说，现在的
女孩子都不在乎这些。

真的像这个男孩说的，现在
的女孩子很随便、不在乎自己的
身体吗？其实不是的。女孩子一
般都很单纯，男孩子几句甜言蜜

语就会把她们打动，很容易付出
感情。她们以为男孩子和她住一
起是喜欢她，是想娶她。其实不
是。女孩子要注意了，如果你和
男孩子保持着距离，不轻易把自
己奉献给他，他可能和你谈谈后
觉得合适以后会娶你。但你和他
见上一两次面就住在一起，他就
会看轻你。 特别当你不是第一
次，可以说，他绝对不会娶你。他
会认为你不自重自爱，你这么快
就和他上床，以前还不知道和多
少男生上过床？

我认识一个“

90

后”的女孩，

她在四年大学里谈了两场恋爱。

两个男朋友都是她的大学同学。

第一个谈了一个月就住在一起，

后来因为感情不和分开了。第二
个男生他们也是谈了几个月就
出去租房子住，在他们快毕业的

时候，女孩怀了孕，男生陪她去
做完人流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小
城，再也没和女孩联系。这个男
孩和那个“

85

后”男孩一样，以为
现在的女孩子不在乎这些，也没
想到他会给那个女孩带来伤害
和痛苦。直到有一天，他一个大
学同学把女孩写的日记念给他
听，他才知道自己伤害了那个女
孩子。他想起那个女孩就有一种
负罪感，但那只是负罪感，却不
能有弥补。因为他和那个女孩不
可能回到过去，他不可能娶她。

怪谁呢？可以说，他们都有
责任。女孩子可能会怨恨这个男
孩，会恨他一辈子，会说他花心。

可是怨恨有什么用呢？如果自己
自重些，爱惜自己些，学会保护
自己， 怎么会这么轻易受到伤
害？男孩子嘴上说是不在乎女孩

子的过去，可是他心里还是希望
他的女朋友是第一次谈恋爱，是
纯洁无瑕的。 男人就是这么自
私。

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男孩
子说女孩子随便，不在乎；女孩
子说男孩子花心，不可靠。可是
不管男孩子多么不可靠、多么花
心，女孩子如果提防着不上他们
的当， 他们花心与女孩也没关
系。记得以前，我和我的女友们
凑在一块，经常谈论男人花心这
个话题， 这个话题一谈起来，女
友们就义愤填膺地声讨男人不
可靠。 一次我们又在

QQ

里大骂
男人，就有一个男文友看不下去
了，他就进来质问我们：男人花
心也得有女人的回应，如果没有
女人， 男人想花也花不起来！虽
然女人们听了都不服气，但是他
这句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女人啊， 要管好自己，

要想不使自己受到伤害就不要
太轻信男人，不要随随便便把自
己送出去。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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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的烦恼

前一阵写幻想小说《王子的
长夜》， 写到一只蜘蛛变身有细
腿的暗纽时，一只活的蜘蛛真的
从天花板上吊悬下来，在我的鼻
尖前荡秋千，让我处在一种恍惚
里，觉得它是书里跑出来的通灵
的小东西。写得太投入，直至稿
子杀青后，心里好像还是一惊一
乍的，夜间做梦会飞快地进入书
里的悲伤情节。这以前是很少见
的， 我把异样的感觉调侃了几
句，发短信给两个文友。很快，文
友回了短信，一条是：把在意的
作品一点一点写出，一定如亲手
栽种的种子发芽那么愉悦。另一
条写着：写作期间，应该保持一
流的孤芳自赏。写书的人保持尊
严，读的人才不至于卑微。

刚想回复，又进来了一条短
信，内容大煞风景：法院传票，下

午两点半开庭，如不能到场后果
自负。

紧接着来了一条短信：恭喜
您获得香港地区消费大奖，奖金
为港币三十万。 后面是一长串
“兑奖热线”。

如果我傻一点的话，必然一
惊一喜。可是这些年遇到过太多
的装公安的法官的，说电话欠费
的，要卖枪支弹药的，恭喜得轿
车的，老公被抓的短信，早已炼
成与骗子智力角斗中的胜者。

骗子有一串凌乱的队伍，有
一次我收到一条短信： 无锡老张
求助。接着电话打进来了，居然是
一个老者的声音， 那周到的问候
语和关切的口吻，让人产生错觉。

可是他很快就说了不靠谱的事，

话语背后有一个潜台词：请汇款。

还有一次收到“我的银行账
号是

××

，请速汇钱”，以为这是不
可能成功的骗局， 谁会朝陌生的
账号里汇钱

?

可是就有，听说有人
正好有一笔债务要归还， 稀里糊
涂地朝陌生的账户里汇钱了。还
有人想起姐夫曾开口借钱， 并说
怎么汇钱会发短信告诉她， 就认
为这条短信是姐夫发的。 中国人
口众多，难免有失误，骗子太方便
了，蹩脚的伎俩也会有受害者。

骗子有狼一样的嗅觉，真是
胆寒。 想想我一家人向来谨慎，

网上购物，办健身卡我们一律像
地下党似的采用化名， 这安全

些，缺点是没有经过训练，并不
专业，自己玩的花样化的名常常
会忘记，结果对方把你的本名和
化名都破获了。

我相信自己收到的诈骗短
信，只不过是冰山一隅，但我确
信这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干扰了人们安静的生活，焦虑的
人们必须机警得如公安干警。一
个写满了“别相信，要提防”的信
息社会， 法律角斗的力度不够，

社会诚信度骤然降低。

敌意和怀疑在空气中传递，

这是过的什么日子，人的心灵的
美丽羽毛不可避免地被污染，无
法轻盈地掠过生活。特别是对于
孩子， 要拥有一颗宁静高贵的
心，能对美的事发出微笑，还要
把丑陋遗忘，如果丑陋频繁地发
生，人与人之间松弛的信任的鲜
花荒芜一片， 这不仅是烦恼，还
是悲剧。 （据《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