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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狐狸看见猴
子吊在葡萄架上吃葡萄，他也很
想吃，可自己上不去，又不好意思
向猴子乞讨，便说葡萄是酸的，他
本来就不爱吃。

打那以后，狐狸代代相传，都
说葡萄是酸的，谁也不曾吃过葡
萄了。

经过很多代以后，一位自封
是“思想家”的小狐狸诞生了。这
位小狐狸读过不少的书，他从史
书上发现，他们的祖先当初并没
有吃到葡萄。因此，他对“葡萄是
酸的”这个结论产生了怀疑，决定
当众亲口尝一尝葡萄的滋味。

一天，他领着一群狐狸来到
葡萄架下，静静地等着葡萄从架上
落下来。等了大半天，终于落下了
一颗因蚊虫叮咬而坏死的葡萄。小
狐狸喜不自禁，连忙奔过去，拾起
就往嘴里塞。可是，一股苦涩的味
道令他无法下咽。

“噗——”小狐狸将这颗坏葡
萄吐到了地上，然后，好像发现了
新大陆一般地对众狐狸嚷道：“各
位都看到了，刚才我亲口尝了葡

萄，发现葡萄并不是酸的，而是苦
的，比酸的更难吃。”说着，他拾起
吐在地上的坏葡萄，交给身边的
一只狐狸说：“你也尝尝！”这只狐
狸接过坏葡萄用舌头舔了一下，
说：“苦死了，真是苦死了！”

小狐狸很得意地说：“现在
大家都相信了吧！‘葡萄是苦
的’，这是我们今天经过‘实践’
得出的真理。”

“相信！相信！葡萄是苦的！葡
萄是苦的！”众狐狸鼓噪着。

“既然大家都相信葡萄是苦
的，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告诉我
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狐狸都不
要吃葡萄，连想都不要想，就让
那些蠢猴去吃好了！”小狐狸以

“思想家”的身份向众狐狸提出
了要求。

狐狸们的这番“表演”，被藏
在葡萄架上的猴子看得一清二
楚。猴子庆幸之余，也明白了一个
道理：没有调查的信口开河不好，
而因调查方法不当得出错误结
论，则是更害人。

（作者单位：市委巡察组）

小狐狸尝葡萄（寓言）

陈扬桂

翟氏不知是何粉，是方粉还是圆
粉?是米粉还是红薯粉？无从考证。明朝
那回，也不晓得闹了什么事，举国之民
都举笔头。更正一下，“民”当是“士”，农
民们只管埋头举锄头，没闲工夫来操嘴
皮子笔杆子，只有那些吃饭了没甚事
的，时时刻刻举笔开干。

这回是其主子挨了骂，被人骂曰
“看他那一身横肉，就晓得不是好货”，
翟氏如丧考妣，要约架骂人者，誓死捍
卫偶像不被人格侮辱的权利。

约架没成。不是有人打了 110，而
是对方见他喂叫喂叫，并不做声，只是
伸出一只手来，做了三次单指钩的动
作，然后是一指禅飞来，翟氏吓得面无
人色，转身回跑：“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妈妈的，等着，
等着我写文章骂。

翟氏跑了回来，被老师抓个正着。
翟氏“平日不诣学官”。老娘喊他吃
饭，他不吃，他要跑去做死忠粉；老师
喊他读书，他不读，他要去捍卫偶像。

“师怒”，老师举其戒尺，没打，罚作
文：你牛啊，不堂堂正正做人，要歪歪
斜斜做粉。

翟氏去约架，源自某人骂了他偶像
“横肉脸”，他说这完全脱离了观点争
鸣，整个是人身攻击。翟氏这说法，真个
是对的，是占据了论战制高点的。

然阁下就有所不知了。他所谓坚决
反对搞人身攻击，不是反这个辩论底
线，他拿来批评你缺乏基本素养，乃是

因为你这么骂了他骂了他主子偶像。其
实，他骂起人来，变本加厉，更会攻击人
身。那人天天拿言论自由挂嘴头，兄弟
你言论对他自由一下，看他会不会骂死
你。但见他陈高义，但见他唱高调，都信
不得他，其所持高义其所抱高调，无他，
都是打人棍子而已。

秀才性子，别说你我，别说亲朋，
便是爹妈，便是师长，都惹他不得。明
朝人体验得相当真切，明朝人总结了，
世上三种人是惹不得的：太监性儿，闺
妇性儿，秀才性儿。太监者，被割了根
后，便是喜怒无常；闺女性儿，吹不得
拍不得，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泼的爱
哭，泼的会满地打滚，碰到一个善于以
纪实当小说写的，不理她她天天闹，理
她了她夜夜哭。只能是她乱造谣，乱骂
人；若斥她谣言，她假高帽子耍赖皮，

“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
是杀士也，坑儒也。”

然则，与太监比，与闺蜜比，都比
不过天下第一难缠的，秀才也。太监喜
怒无常，秀才呢，差不多吧，最关键的
是棍棒难防，所有的价值观，他都可以
拿来做棍子，

是太监性儿加闺妇性儿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三五相聚，则诙谐嘲讪，斗
口舌之功；一二浪游，则淫邪狎昵，作苟
且之事。”这里所说的秀才性儿，也是二
合一，一者斗谣诼，所谓“斗口舌之功”，
一者是逛窑子，所谓“作苟且之事”。他
大词满地掼，批评县令包二奶，指斥知

府弄项目，从一品到九品，一一骂了个
遍；骂完了，嘴巴爽了，便去青楼，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选色选了个遍。

明之陈登云，什么事都不干，一生
事业是骂人，生就一张恶嘴，“朝右皆
畏之”；明之宋焘“任气好搏击”，逮谁
咬谁，咬出他人出血，来做他人血馒
头；明之王元瀚“毛举鹰鸷，举朝咸畏
其口”。因为他们是骂朝廷，因此赢得
了道义制高点，凡批朝政即正确，很多
恶秀才便混进谔谔之士，尧犬吠桀，桀
犬吠尧，以为都吠得对。首辅沈一贯被
骂惨，黯然下台；朱赓上位，朱是老实
人，被秀才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
也不干了，秀才们还怕他辞职后再复
职，一骂接着一骂，直到被骂死；后来
一个叫李廷机的七十老头受命于危难
之际，也被骂得死去活不过来。老人家
本来声誉非常好，被骂得实在受不了，
连上120多封辞职信。

这些秀才有什么真价值观吗？没
有，他唯一价值观是骂。其所骂者何？
在野如翟氏是：看不顺眼，约架约骂；
在朝如陈氏王氏是：把他搞下台，把我
送上台。因为顺眼的人比他多，所以翟
氏总不顺眼别人；因为上台的人轮不
到他，所以王氏们只好开骂，戾气自夸
为正气。

秀才们多少有些知识的，然则，他
所有的知识储备，都不用来干活，全准
备用来骂人。

（作者单位：双清区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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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龙

“这人和蔼可亲，善解人意，好相
处。”“这人性情温和淡定，通情达理，
容易沟通。”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这
样的议论。可见，性情随和的人，是大
受欢迎的。

随和是一种心态。它不是以自我为
中心，不固执己见，不斤斤计较，即便是
原则问题，也是平等地与别人交换意
见。不闹意气，不存成见，不居高临下，
更不用蛮横的态度压倒别人。

随和需要有淡泊名利的心境。“宠
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
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随和是即来
之、则安之的心态，是久历江湖的超
然，是曾经沧海的安然，是面对狂风暴
雨时的坦然。

随和是一种素质。它需要良好的自
我修养，善于和别人沟通，学会换位思

考，学会感恩，真诚地赞赏别人、夸奖别
人，不吝啬自己的微笑和爱心。

随和不是滑头，不是老好人，不是
墙头草随风倒，而是坚持原则之时的不
拘小节。

随和也是一种能力。能高瞻远瞩、
以睿智的目光洞察世界。随和是自知之
明，始终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
道理。随和是宽容大度、豁达潇洒，懂得

“难得糊涂”的真意。随和是节制中庸，
没有贪欲，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世俗
欲望。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只有随和的
人，才能发现周围的真善美，才能真正
享受生活赋予的快乐。

一个人的优越感，不在于有多美
丽帅气的外表，不在于有多厚实的才
华，而在于内心的安定祥和或内心的
仁慈宽容。因为，生活中有苦有乐，有

酸有甜，随和是把快乐从痛苦中提炼
出来的炼金术。

什么都追求极致，是一种积极思
想，但不是最好的活法。你随和，生
活才随和；品味随和的人会成为智
者，享受随和的人会成为慧者，拥有
随和的人就拥有了一份宝贵的精神
财富，善于随和的人才能领悟到随
和的真谛。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这地球离了
谁都照样转动。活得随和，才能在心里
装下满满的幸福。随和的人，放得下，看
得开，想得明白，过得洒脱。他能容，能
让，能原谅，平心静气。只要思想通透
了，行事就会通达，内心就会通泰，有欲
而不执着于欲，有求而不拘泥于求，自
然就活得洒脱、自在，心底踏实又安详，
从而进入“云过天更蓝、船行水更幽”的
人生佳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随和，代表着心
态上的一种成熟、心智上的一种淡泊，
是一种高尚的为人境界、达观的处世姿
态。这不就是一种做人的智慧么？

(作者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达观处世说“随和”
刘克勤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之卷十八为《老门生
三世报恩》，讲述的是明朝正统年间，广西桂林
府兴安县的老书生鲜于同与恩师蒯遇时之间的
故事。

老秀才鲜于同有多老，说是有 57 岁，要到
花甲的年纪了。而那个时代的政策却蛮好的，读
书人到三十岁上，就可以循资出贡了。“出贡”是
科举时代专门为读书人制定的一项政策，是针
对那些凡屡试不第的贡生，可按年资轮次到京，
由吏部选任杂职小官。可这个老秀才是个有才
有志的人，对于贡途的前程是不屑的：“铁砚磨
穿豪杰事，春秋晚遇说平津。”平津是汉时的平
津侯公孙弘，公孙弘50岁读《春秋》，60岁对策
第一，做到了丞相封侯。敢于同前世相、侯试比
高低，可见志气是蛮高的。

说来也是运气，57岁的鲜于同参加乡试拔
得第一，同年参加省试又是榜上有名，三年后到
京参加会试列在第十名，殿试考在二甲头上，得
选刑部主事。这里有个巧合，鲜于同从乡试到省
试，再到北京会试，主考官都是同一个人，就是
他的恩师蒯遇时。难道说他的登第，是走了后
门？花了银子？也不是，而是恰恰相反。这样故事
也就有了看头。

蒯遇时“少年科甲，声价甚高。喜的是谈文讲艺，商古论今。”这很
好啊，可却有一个毛病，“爱少贱老，不肯一视同仁。”这应该不算毛
病，股民炒股都是选择潜力股，何况是为国家选择人才，更应如此才
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的嘛。

说是，“其年乡试届期，宗师行文，命县里录科。蒯知县将合县生
员考试，弥封阅卷，自恃眼力，从公品第，拔了一个第一，心里十分得
意，在众秀才面前夸道：‘本县拔得个首卷，其文大有吴越中气脉，必
然连捷，通县秀才，皆莫能及。’”乡试结束，蒯知县也是来了个封闭阅
卷。封闭阅卷就是为了杜绝人情与走后门，这是公平的前提，这样才
能“从公品第”。蒯知县自信满满地阅卷完毕后，就大张旗鼓地张榜公
布乡试成绩排名。在县衙前的广场上，摆了桌子，拆号唱名。

好戏终于开场了。“只见一人应声而出。矮又矮，胖又胖，须鬓黑
白各一半……”正是那57岁的糟老秀才鲜于同。没想到啊，没想到，
羞得爱少贱老蒯知县，满面的通红，闷闷的不乐。无奈的是不能重新
来个“从公品第”，只能将就将就，将将就就。

从此，糟老秀才与任性考官就杠上了。同年省试时，任性的蒯知
县吸取了乡试时教训，阅卷的标准改为：不取文章做的整齐的，只拣
那些嫩嫩的口气、乱乱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论、愦愦的判
语。这是专门针对像鲜于同一样的那些糟老秀才。可是没想到啊，没
想到，又取得了糟老的鲜于同为《礼记》卷首。气人啊，蒯知县应该是
想死的心都有了吧！

三年后的进京会试，蒯遇时到京钦受礼科给事中之职，为了避免
与鲜于同的相逢，进会试经房，因为鲜于同习的是《礼记》。可却偏偏
又巧取的鲜于同《诗》五房头卷第十名正魁。

古时的阅卷就是如此，不像现在的高考阅卷，是电脑阅卷，只要按
考试要求，用规定的笔答在答题卡的规定位置，电脑一扫描，就分辨出
了是驴子是骡子还是马，凭的全是考生的真才实学与心理应战素质，
想要找个糟老秀才与任性考官的故事，难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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