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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18年的
高考作文题，那是一次别有深意的出题。

作文给出的材料是这样的：“二战”
期间，为了加强战机防护，英美军方调查
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的弹痕分布，决定
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
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
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
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
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作文要
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
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

我不知道当年众多学子对这样的作
文材料是如何理解的，反正我的理解是：
你看到的并不是真相，你没看到的才
是。想一想，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
不是这样？可是这样的辩证思维，并不
是人人具备。

这让我想起当年网上关于范冰冰涉
嫌偷漏税款的热炒。据崔永元的爆料，
很多演艺明星流行签一大一小两个合
同，即所谓的阴阳合同。小合同是给公
众和税务部门看的，而背后的大合同，则
是真正的合同，因为这个合同如果公开，
当事人就得多交好多税。如果这样的信
息是真的，是不是就为“你看到的并不是
真相，你没看到的才是”这样的判断提供
了一个绝佳的注脚？相信这样的网络新
闻，肯定也会有学子在作文中引用。

说起范冰冰一众明星，就想起了当
年《还珠格格》里面的三姐妹。当年，美
丽活泼的小燕子、紫薇格格，加上那个漂
亮得无以复加的小丫环，让多少小朋友
废寝忘食，而恶毒的容嬷嬷对三位美丽
善良少女的折磨，又赚取了孩子们多少
眼泪，以至于在当年孩子们的心中，赵

微、林心茹、范冰冰就是善良的化身，而
容嬷嬷就是恶毒的代表。

然而如今的剧情早已反转：还珠三
姐妹集体沦陷，容嬷嬷才是一个真正的
大好人。20年间，小燕子已经从一个简
单又任性的小姑娘，变成了嚣张的金融
大鳄，贪婪无比，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
雨，被证监会处罚并禁入市；20多年的
时间，小丫环金锁也成了“范爷”，“我就
是豪门”的发声响彻云霄。“范爷”在江
湖上呼风唤雨，几天的收入甚至可干趴
下大部分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20余年
间，紫薇诈捐又涉嫌台独倾向。而 20
余年间，容嬷嬷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生活中她是一个没有架子的明星，性格
随和又友善。据报道，老人家近些年一
直致力于慈善，捐款已经接近百万。她
的收入跟上面那三位当年楚楚可怜的

“好人”相比，可能有云泥之别，但她却
把善良诠释到了极致。这样的剧情反
转，再一次证明：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自
己眼里所看到的东西。

再说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我曾有
一位邻居，丧妻之后又娶了一位姑娘。
这位新娘长了一张苦脸，就是不太会笑，
她对自己的继女管得也特别严格。在
外人看来，有这样一位严厉的继母，那孩
子指不定受了多少罪。然而，这位看似
无情的继母为了让孩子不受委屈，主动
放弃了生育自己孩子的权力，把精力都
用在了继女的身上。从小学供到大学，
继女大学毕业，她又主动拿出其半生的
积蓄，在孩子工作的城市，给孩子买了一
套大房子。各位看官，您说说，这件事的
表象多么让人揪心，而背后的真相又是
多么令人温暖！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紫微

生活中，我们发现真正会享受生活的
人，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也不在于住房
的大小、有多少钱、职位的高低，也不在于
成功或失败，而在于会数数。不要计算已
经失去的东西，多数数现在还剩下的东
西。这个十分简单的数数法，恰恰就是享
受人生的一种智慧。

听朋友讲，在唐山大地震中，王家兄
弟俩死里逃生，都是从废墟中挖出来的。
政府帮他们盖了新房，解决了温饱。哥哥
念念不忘失去的一切，成天念叨着死去的
妻呀，儿呀，猪呀，鸡呀。弟弟不仅失去了
妻子，儿女和全部家财，还失去了左腿。
但他老在想：我还活着真是幸运，我不愁
吃，不愁喝，感谢政府给我盖了新房，感谢
上苍给我留下了一条腿和一双完好的手，
我能给自己做饭、穿衣，还能帮他人干活，
多好啊。

哥哥常把得到的东西抛在一边，对失
去的东西念念不忘，整天陷入忧郁痛苦之
中，不久便患病死在医院里。弟弟珍视现
有的一切，学会了用心去享受已追求到的
幸福。他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他会修
鞋。当他看到别人穿上他修好的鞋子，向
他投来满意的目光时，他便情不自禁地对
自己说：“活着真好！”

兄弟俩有相同的遭遇，同样幸而得
救，过着相似的生活。弟弟总觉得自己活
得很幸福，哥哥却恰恰相反，两种结果，两
种命运，其中的原因就是哥哥对已经失去
的东西念念不忘，却对拥有的东西很难去
想它。而弟弟不去想已经失去的东西，却
常记着现在拥有的东西。

有一次，我回老家，见到了儿时的伙
伴，由于一次意外事故，让他失去了一条
胳膊，从此，家里的生活也清贫了许多，可
从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生活的困难，反而
是无忧无虑。我说：“你不愁吗？”他笑了
一下说：“我现在有饭吃，生活上过得去，
孩子都很争气，这样的生活很好了，我还
祈求什么啊，能不高兴吗?人要知足才
行。”他很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从不为
自己所欠缺的东西而苦恼，而为自己所拥
有的高兴，这就是他感觉幸福的真正原
因。

享受人生，才能追求人生。品味到人
生的乐趣，才有追求人生的动力，才能让
自己活得更加精彩。珍惜当下，享受当
下，感受人生，就一定会让自己拥有一个
快乐的人生。

珍惜当下
孙志昌

现在每当走到一处公园，随时随地
都可以看到：“艳丽花朵，大家喜爱，手
下留情，常开不败”，走进饭店也可看
到：“少喝酒，多吃菜，人劝酒，别理睬，
吃不了，带回来。”“喝醉的人，老婆不
爱，儿子怪罪，耽误开会”，连走到公共
厕所，也可以看到：“来匆匆，去冲冲，身
心好轻松。”这些顺口溜式的警示词，让
人觉得幽默有趣，又令人回味，发人深
醒。

年过半百的人，几乎都忘不了八十
年代初曾在公共场所出现的令人难堪
甚至震惊的词句，计划生育提示语是：

“多生一个，开膛扒肚”“子女过俩，超了
就拿”“你让我会上检查，我让你肚子开
花”。在与人相处的地方，多使用常见
词是：“时间紧，难招见，对不起，别客
气”。此类用语缺乏人情味，让人见了
生厌。

提示语多是顺口溜、民众谣，在我
国源远流长。据《古谣谚》记载，在文字
产生之前就有了顺口溜，而且在民间广
泛流传。后来有了文字，不少顺口溜被
辑录成册。明代杨慎出版了《古今谣》，
清代杜文澜出版了《古谣谚》。进入近
代以后，有些顺口溜则上墙过街。因为

这种提示语简短醒目，用不着驻足品
读，只需一扫而过，因而受到人们的青
睐。

作为墙上的提示语，多是反映一种
社会现象，有着一定的历史条件。纵观
我国历史上的墙壁语，多是在政治经济
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相对开放、经济相
对发展的时期，墙上带有提示性的顺口
溜也就特别流行。因为在这样的时期，
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改善，社会环境相对
宽松，人们有更多的言志要抒发，有更
多的逸情要表达。人们对遗留的恶习
非常痛恨，鞭打时弊的顺口溜随时随地
可见。鞭打公款吃喝风的有“要想解解
馋，组织检查团；要想变口味，召开各种
会；要想多喝酒，直奔乡政府”。讽刺干
部作风飘浮的有“官僚会多”“会议多得
没法数，开得听众直叫苦，只要你能挺
得坐，保准练出铁屁股”。这些话语虽
然有点偏激，但又很幽默，直击庸俗世
风，还是很受百姓欢迎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交
往不断扩大，提示语的文明程度也不断
发展延伸，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赞
赏。这些温情的语言、诙谐的醒示，很
有人情味，容易被人们接受，能够起到

潜移默化的劝导作用。例如企业对迟
到早退贴出的警示语是“今天工作不努
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再像农村鼓励群
众致富，贴出的提示语是“全村致富先
修路，多养猪多种树，谁有难事大家帮，
有了纠纷先讲和”。这些提示语通俗易
懂，反映了人民的热切希望，起到了解
疑释惑的作用，也就变成了人们的自觉
行动。

街头提示语多是抒情言志，褒贬时
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为百姓喜爱，
不可当作儿戏，随意张贴，一定谨慎使
用。提示语是让百姓看的，一定要做到
用字精练，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传易
记，切忌生硬、粗俗。

社会的文明，总离不开文明的语
言，特别是这些墙头语，其社会效应不
可忽视。好的提示语可以让人笑，坏的
警示语可能让人跳。制作墙头语的作
者，一定要尊重百姓，以平等的态度，多
用亲切的语言，真正反映民意。千万不
可让流言蜚语、附俗烂词上墙过街。通
过墙头语孕育文明言行，使文明得到延
伸和升华，这是责任也是使命，让墙头
提示语真正为创造轻松和谐的社会环
境服务。

与时俱进的提示警示语
庄义彬

闲暇学木雕，享受其中之乐趣。
所雕的木头，非木质疏松的杨树、

槐树等一般树木，能雕琢成摆件的木头，
首选的当然是红木。大块上等的红木，
是技术娴熟艺人的材料。海南黄花梨、
小叶紫檀等售价高得惊人，一块手把件
大小的黄花梨或小叶紫檀，动辄几百上
千元。我等新手雕着玩，就从淘宝网上
专淘价格较便宜的红酸枝、花梨木边角
料和黄花梨小料，按质议价。

买来材料不急于下刀，拿在手上左
看右瞅，揣摩能雕什么，在这个过程中，
体会创作乐趣、捕获灵感。我常常思忖，
每一个人，也好似一块原木，雕刀就攥在
自己手中，如果能将自己“能雕成什么、
不能雕成什么”的“势”找准了，人生可谓
就成功了一半。

看好了木头能雕什么，于是开始动
刀。屏气凝神地雕琢，一下又一下，刀刃
之下木屑一点一点儿地散落，原木的色
泽、纹理和芳香，让人犹如置身自然丛
林。久而久之，执刀的手指渐渐起了
茧。雕琢之际，时常感慨“事非经过不知
难”，对古代木雕艺人所创造的巧夺天工
的作品很是折服。待雕好一个摆件的
轮廓，看出了那几分的形似，欣喜的感觉
恰似养花人看到枝头上即将绽放的花
蕾、垂钓人瞅见鱼竿下面的鱼儿吐泡泡。

一件小木雕，经过去表皮、雕琢成
型、打磨抛光，由灰头垢面没有生命特征
的木头，变成了案头栩栩如生的摆件，每
道工序，都是去掉多余的部分，同样，每
个人都可以是完美的，只要肯去掉缺点
和瑕疵。雕过一阵子，自感手指灵巧点

儿了，便买来一些玉石的毛料雕琢。从
触木到触玉，感叹自然对人类施恩至极，
赐予人类如此丰富的资源宝贝。于是，
不由自主地对自然对生活充满热爱的
情愫。

雕琢的过程，是闲暇时修身养性的
过程，正所谓“精雕细琢”，雕琢时浮躁不
得，急于求成不得。如雕刀遇上树瘤，须
轻轻地削，琢至木薄处，要慢慢地刮；打
磨抛光在乎拐角细节，一如做人做事，于
细微处得神至心到。

雕技是手艺的集成，更是性情的历
练。当一个个雕琢成品摆上书柜案头，
情趣与快乐自在不言中，同时，还颇有所
悟：雕琢一块木头犹如雕琢人生，每一道
工序都少不了耐心与韧性，否则，再好的
材料再好的创意，也会废在自己手中。

也说雕琢
唐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