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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一个人小时候在农村读书，班
上来了一名城里的同学。课余聊天，聊到电视上正在播放的
电视剧《西游记》，班里所有同学都说唐僧的衣服是黑色
的，只有城里来的同学说是红色的。双方犟来犟去，谁也说
服不了谁。农村同学一气之下，将城里来的同学痛殴一顿。
直到长大后进城，打人者才知道电视机原来确实有彩色的。
此人道：“当浑浊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清醒是一种罪恶。
天鹅在乌鸦的世界里，是有罪的。”他的感悟，已经上升到
了哲学的高度。
  作家刘震云说过：“世上没有对和错的争论，只有对和
对的争论，是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是现在对还是长远对，每
个人的立场、角度都不一样。”
  读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盲人摸象》。胖盲人先
摸到了大象的牙齿，说：“我知道了，大象就像一个又大又
粗又光滑的大萝卜。”高个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立刻
反驳道：“不对，大象明明是一把大蒲扇嘛！”矮个子盲人
摸到了大象的腿，说道：“你俩净瞎说，大象只是根粗大的
柱子。”而那位年老的盲人却嘟囔：“唉，大象哪有那么
大，它只不过是一根草绳呀。”原来他摸到的是大象的尾
巴。这四位盲人，所争论的并非对错。我们自然可以批评他
们以偏概全，但他们触手所及的只有那个“偏”，没有什么
“全”。在明眼人看来他们全错了，而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看，却都是对的。农村同学没有看过彩电，怎么晓得唐僧一
个爷们还是一个和尚披在身上的那件“衫”，会是红色的？
而城市的同学压根儿想象不到农村里能够看上黑白电视已经
是一种富有的标志。
  贫穷限制了想象，视野界定了格局。打人的同学、摸象
的盲人，都是属于“现在对”，而在长远的真相面前，他们
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拿不出确凿的材料、足够的证据，要

让他们信服，也很难。
  从另一角度来看，真理或真相，往往掌握在有知识、有
见识的人手中。而很多人只是“吃瓜群众”，只会跟着
起哄。
  当大家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时，意大利科学家布鲁
诺却坚定支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主张“宇宙无限
说”。然而，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是典型的异端邪说，
布鲁诺遂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上。而如
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围绕太阳旋转的地球之上。
  生活在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
靠着天才的思维与科学论证，得出地球呈球状，而且它的另
一半也有人类存在。但是这个伟大的发现，却因违背《圣
经》的教义，达斯科里被活活烧死。如今，地球早已成了地
球村，并且科学家还认为，就连火星甚至宇宙的另外一些地
方，都可能有生命存在。幸运的是，这样大胆的推测，非但
不会受到迫害，而且得到了支持。
  比尔·盖茨是世界第一首富的时候，因为一个援助非洲
的项目走访当地一位酋长。酋长问比尔·盖茨：“你有多少
头牛？”比尔·盖茨回答：“一头也没有。”酋长同情地安
慰他说：“别难过，我有一百多头牛，可以送你两头。”
  酋长当然是好意。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大，
有多么富有。但比尔·盖茨知道。

  喜鹊，土名野俏，黑喙，头颈部黑色，胸腹部白色，脚爪
黑色，翅膀翎毛黑白相间，飞起来仿佛一朵滚动
的花儿，煞是好看。
  清晨，喜鹊飞上枝头，“喳
喳喳”欢叫，孩童们也拍手雀
跃：“野俏野俏喳喳喳，养
活个孩子没个牙！”
  七夕的早晨，据说
很少见喜鹊，因为它
们都飞到天上为牛郎
织女搭鹊桥去了，可
见喜鹊是一种助人为
乐的鸟儿。上世纪70
年代，农村缺乏文
化生活。临近春
节，我们村团支
部组织青年排练
文艺节目，一出
小戏中，扮演老婆的
演员有这样的台词：“树
上的喜鹊叫喳喳，老婆我心
里乐开了花，前天有人捎来信，
媳妇今天到我家！”这说明喜鹊叫
喜事到，是喜盈门的预兆。更有丹青妙
手，画出了“喜鹊登梅”“喜上梅（眉）梢”的年画，贴在农
舍墙上，鲜艳、美丽、吉祥、喜庆。
  总之，在人们心目中，喜鹊是一种喜庆祥和的鸟儿。但喜
鹊近几年来令人憎恶的行径也不少！
  “谷雨前后，种瓜种豆。”辛勤劳作的农民买来种子、化
肥，播下玉米，种上花生。没想到幼苗刚刚钻出地面，喜鹊就
来了，尖喙啄、利爪刨，幼苗瞬间就蔫了。哪一片田地被喜鹊
瞄上了，哪一片幼苗必定一棵不剩。农人无奈，只好购种
补种。
  夏末秋初，果园里的各种水果，果皮上刚刚现出淡淡的红
晕，喜鹊就毫不客气地开啄了，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为了减
少损失，农人们想了各种方法，声嘶力竭地吆喝、敲击器物、
放鞭炮，还把一种有强烈怪味的农药装瓶挂在树上。也有人气
急败坏爬上树去拆鸟窝，或直接点火把鸟窝烧掉，来发泄对喜
鹊的强烈愤怒。
  当时村里人讲，喜鹊识人，谁拆了它的巢、烧了它的窝，
它就会把谁家地里的幼苗破坏殆尽，遇到这个人的时候还会愤
怒地俯冲下来，用尖锐坚硬的喙咛咬这个人。
  村子附近有一排高大挺拔的杨树，枝叶繁茂。其中一棵杨
树顶端浓密的枝桠上，有一个硕大的喜鹊窝，两只喜鹊站在窝
旁的枝条上，偶尔叫一声，神情很悠闲。一年六月，正在树下
乘凉的我，亲眼目睹了这样有趣的情景：一只黑色的、拖着长
尾巴的松鼠跃上了树干，灵敏地向喜鹊窝冲去。两只喜鹊发现
了松鼠，立刻进入紧张的防御状态，急促地“喳喳喳”躁叫
着，俯冲下来，用嘴巴啄、用翅膀击打松鼠，竭尽全力阻止松
鼠靠近鹊巢。但是松鼠动作轻快敏捷，纵身一跃就钻进了鹊
巢，好久没有出来。两只喜鹊焦急地跳跃着、叫着。我在心里
猜想，松鼠这是去偷食喜鹊窝里的蛋吧，因为它们一般情况下
不会食肉。
  看到这一幕的我，心理上很自然地偏向了喜鹊一方，可怜
喜鹊的无辜，痛恨松鼠的霸道侵犯，欺凌弱小。
  但是转念一想，喜鹊糟践老百姓庄稼的恶行还少嘛，心中
又释然了。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对于广大球迷来说，
无疑是最开心的时光。看球期间发生的一件
件让人忍俊不禁的事，将有世界杯的日子过
成段子，幽默搞笑，轻松愉快。
　　我公司对员工考勤一向抓得很紧，光
与考勤挂钩的奖项就有好几个：周全勤
奖、月全勤奖等，奖励力度都比较大，
所以员工平时不敢轻易迟到早退。
　　然而，世界杯开赛以来，受熬夜看
球影响，上班迟到的人明显多了，老板
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前天临下班前，老
板突然召集各部门的头儿开会，神秘地宣

布次日将进行一项秘密行动：在公司门口
抓上班最早和最迟的员工各一名作典型，给

予重奖重罚，要求大家不要走漏风声。
　　我不禁为我们部门的小刘担忧起来。小刘去
年才大学毕业，小伙子非常聪明，工作能力也不
错，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自由散漫，常常迟到。
尤其是这家伙还是个铁杆球迷，场场球赛必看。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如果他看球起晚了，“光
荣”当上这次上班最迟的典型，我这个部长的老
脸可往哪里放哟。
　　之后，诚惶诚恐地等到公司张榜公布此次秘
密行动的结果，小刘果然榜上有名。出乎意料之
外的是，他不是上班最迟的反面典型，而是上班
最早的正面典型。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
睛，难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让这小子钻了空子？
　　赶紧打电话把小刘叫到我的办公室，问他怎
么破天荒来得这么早，是不是知道了一些什么。
小刘呵呵一笑：“哪里呀！我陪同学在酒吧里看
球，一直看到清晨五点多，就直接来公司了。没
想到，平时常常迟到挨批评的我，今天却当上了
上班最早的典型，真是‘大爆冷门’。”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自从世界杯开赛以来，我老婆就一直郁郁寡
欢，问她是不是对我看球有意见，摇头否定。老
婆对我一向都很宽容，我想她也不会对我看球斤
斤计较，怨声载道。
　　一天下班回家，老婆脸上一扫往日的阴云，
灿烂极了。再看看桌上，摆满了我喜欢的各种熟
食、卤菜，老婆说晚上看球太累，这是她特地为
我准备的。我有点受宠若惊，试探着问：“今天
心情咋这么好啊？”
　　“当然啦。”老婆呵呵一笑。
　　“为什么呀？”我一头雾水。
　　“前段时间，办公室的小丽、小芳天天谈球
赛，提起她们喜欢的帅哥球星更是眉飞色舞，我
这个‘球盲’根本插不上嘴，很没面子。前天她
们共同喜欢的那个球星所在的球队惨败，提前回
家了。她们黯然神伤，再也不提世界杯了，我心
里轻松多了。”
　　我晕，原来是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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