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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的命运有多少是决定于自
身的？”

每个人在成长的路途中不可能都一
帆风顺，大多人的生命都如稻草，有多少
前途和发展并不都取决于自身，华丽的变
身取决于选择的依附对象。对一棵稻草
而言，对于它自身而言，顶多是腐烂在地
里变成肥料。而如果它依附于其他的物
体，就有可能“华丽变身”。如果它依附于
白菜，它就可以卖出白菜的价格；想让它
再好一些，让它依附于时蔬，它就可以卖
出时蔬的价格；想让它更好一些，那就让
它依附于螃蟹，它就可以卖出螃蟹的价格
……能否达成彼岸要有个人努力，但更取
决他人的智慧塑造。前进时要有方向，更
要有汲取和学习，要巧用杠杆助力，借助
巨人的肩膀开阔视野和思想。

善于借力的确可以让自己体现最大
的价值，但这个价值其实并不是稻草的，
而是它的依附对象。不管它依附于谁，
当白菜、时蔬或螃蟹吃完了，等着它的命
运就是被抛弃。这“华丽变身”瞬间化为
乌有！

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产业方兴未艾，
早期的创业者都是模仿外国的模式，如
QQ 模仿 ICQ，微信模仿 kik，微博模仿
twitter，校内（人人）模仿 Facebook，十年
后，中国的共享单车、支付宝、高铁、网购
新四大发明扬名海内外，轮到外国的软件
来模仿我们了；十年前，外国品牌手机霸
占了大半个中国市场，十年后，国产手机
强势崛起，不但把它们逐个挤出了国门，
还在海外市场开疆拓土，从追随者到领跑
者，中国在科技领域上完成一次华丽的逆
袭，一份又一份亮丽的数据让人感觉到中
国的科技是真正强大起来了。但2018年
4月份发生的“美国制裁中兴”事件给我
们敲醒了警钟，中国的科技技术真的有那
么强大吗？这些强大或许只是表面的强
大，但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别人的手
里，敌人依然卡住了我们的脖子。

应该要清楚地认识到，要真正提升自
己，其核心还是要夯实基础，不断的提升
自我。

正如我们给低贱的稻草赋予生命，用
梦想解放稻草出身的禁锢与平凡，让稻草
依附于创造和智慧，逃离草垛，远离践踏，
它就可以化为稻草人在田间地头驱鸟护
田；它可以变身为玩偶在孩童的手中盘
玩；它可以转化为生活器具融入人的生
活；它可以成为艺术品远销海外展现工匠
的智慧；它可以充满力量成为“压死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可以成为不可或
缺的“救命的稻草”……稻草已然不仅仅
是稻草，自此它既有远大的雄心，也会有
温柔的美丽，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过去、
现在、未来，希望在稻草心中不断流淌
着。这才是真正实现了“华丽的变身”。

立志如山，行道若水。虽不如山，但
不可不坚定；虽不若水，但不可不曲达。
稻草虽还为稻草，但只要注入了灵魂和创
造，稻草的生命会升华，会凸显，会在平实
中彰显无穷的魅力。

正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所
言：“我命由我不由天！”尽管“道阻且长”，
只要坚定前行，总能到达“水一方”。

语言的教养 稻草的命运
■ 张凌翼■ 罗旭初

有人说，教养不是天生的，教养和财
富一样，是需要证明的，这证据之一就是
语言和文字。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能
运用自如地使用语言文字，确切表达自
己的内心世界，良好地与人交流，并能妥
帖地付诸文字。此观点我很赞同。

当然，语言的教养，必须要与个人的
修养和品位相对称。你写得再好说得再
好，倘若不能与你的身份和品位对起号
来，时间久了，别人也不会高看你甚至从
内心厌恶你。

马未都说，一个读书人的脸肯定比
一个文盲的脸多出一份睿智；一个饱经
苦难的人肯定比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多一
份沧桑；一个枪林弹雨过来的人肯定比
花团锦簇者多一份豁达。这睿智、沧桑、
豁达写在脸上，让后人知道人与人之间
有什么不同，才会有什么相同。如果说，
说话既是学问又是艺术，那么批评就是
学问之上的学问、艺术之中的艺术。每
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经历这样的事情，
即有的人会说话，即使是对他人不利的
话亦会让人听着受用；有的人不会说话，
即使是表扬别人，别人也会不愿去听。
尤其是在批评他人的时候，一旦涉及别
人的短处，更要仔细掂量如何去说，不要
老是高高在上。因而，批评方式的恰当
程度便显得尤为重要。古往今来，有很
多人之所以会有很广的人缘，并因此成
就自己的事业，受到人们的尊敬，就在于
他们掌握了说话的技巧，特别是批评人
的话用得很恰当，不但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还令人乐于接受。

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就提
出，每个人都有与他人的意见发生冲突
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尊心和面
子的观念。所以，当你用直截了当的方

式甚至在大庭广众面前反对别人、批评
别人时，无论你采取何种口气和神态，对
方都认为你让他丢了面子，伤了他的自
尊，这样会使你无形中毁坏了自己的品
行。相反，通过先抑后扬的转折句间接
表达自己的想法，起到的作用肯定是不
一样的。

这使我想起来麦金尼在 1896 年竞
选美国总统时，共和党有一位重要人物
替他写了一篇演讲词，他自以为写得高
明，便大声地念给麦金尼听。可是，麦金
尼听后，觉得里面有些观点表达得不太
妥当，可能会引起批评的风暴。显然，这
篇演讲稿不能用。但是，麦金尼并没有
直接表达出此观点。他说：“我的朋友，
这是一篇精彩而有力的演说，我听了很
兴奋。在许多场合，这些语言很有说服
力。不过，用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场合，是
不是也很合适呢？我不能不以我的观点
来对它进行考量。请你根据我的提示再
写一篇演说稿，然后再把新的稿子给我
吧，怎么样？”那位重要人物欣然地去照
做了。最后，麦金尼依靠那篇新的演说
词给自己赢得了很多选票。

圣经中的约伯，在天主眼里是位义
人，是大好人，却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打
击。在最需要帮助安慰的时候，他的朋
友出现了，但他们带来的不是安慰，而是
站在所谓正义的高度对约伯加以责问，
那些教条般的大道理看似有理有据，在
外人眼里，朋友的话也与约伯当
时的处境是那样的吻合，但谁又
能体会出约伯的心里是何等的
痛苦与孤独？本以为
朋友的话可以慰藉自
己，反而雪上加霜。

当我们在劝勉他人的时候，是带着
说教、责怪的口气，还是带着爱，用心聆
听？是付出行动去帮助别人，还是站在
道义的高度去剖析别人？如果实在没能
力帮助别人，最好的选择是慎言。由此
可看出，在批评别人时，假如一开始就直
接讲出批评人的话，势必会令对方在情
绪上有所抵触，给出的批评也会很难起
到作用。即使对方表面接受，这也并不
代表批评就起作用了。而如果开始时先
创造一个和谐的气氛，先给对方一点“赞
美”，让他放松下来，然后再表达意见，这
样往往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说，
有教养的人知道仰视高山和宇宙，知道
仰视那些伟大的发现和人格，知道对自
己无法企及的高度表达尊重，而不是糊
涂地闭上眼睛或是居心叵测地嘲讽。

如此，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样一句话
——语言的教养，
不仅仅是妥帖地
付诸文字，而且包
括做人的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