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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力量

很久以前，印度有一个猎人，养了一条忠实的狗。一天他外出

打猎，把狗留在家里看护年幼的儿子。晚上猎人回来时，发现儿子

不见了，那条狗却满嘴是血。猎人刹那间怒火中烧。举枪将狗打死

了。听到枪声，儿子从床底下钻出来，对父亲说，有一条大蟒要吃

自己，是狗把蟒蛇赶跑了。猎人后悔不已，为了纪念忠实的爱犬，

也为了表示自己忏悔的心情，猎人修了一座塔。此塔至今还矗立在

加尔各答。

可以看出猎人很爱他的狗，也有勇气对自己的行为忏悔。但当

初她之所以草率地杀了爱犬，在于他潜意识中仍认为爱犬无论怎样

也只是条畜生，在牵涉到儿子这件揪心的事情时，便把平时对爱犬

的信任置于脑后。

由于缺乏信任，那位猎人失去了自己的爱犬。而在现实生活

中，许多人因为缺乏信任而丧失的东西，诸如友谊、爱情、机遇

等，更让人为之扼腕叹息。

美国作家威斯格特说：“倘若你迟迟不肯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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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么永远也不能获得爱的甘甜和人情的温暖，你的一生也将因

此而黯淡无光”。另一个作家爱默生说：“你信任人，人才对你忠

实；以伟人的风度待人，对方才会以伟人的风度回报。”信任别人，

应是每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宗旨；而得到别人的信任，是每个人的

重要需求。

信任还能够唤起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感。有一次，位于青海省

的格尔木农场中心监狱发生了强烈地震，关押在那里的300多名犯人

在公安干警的带领下，用手从魔墟中扒救出143人。不少犯人在废墟

中扒出现金，也毫不犹豫地如数交给干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此失控的情况下竟无一名犯人逃脱，堪称中外罕见之奇迹。这些罪

犯，有的平时千方百计想逃跑，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但地震当晚那

么混乱，他们不但不逃跑，反而奋不顾身，为什么呢？犯人们是这

样说的：“干警们都拿我们当人看，在关键时刻那么信任我们，我

们还怎能干得出不是人干的事呢。”

信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我们大家都用真情构

建起相瓦信任的桥梁，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纯洁、温馨、和

谐、美好！

（赵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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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行为会说话

有一个乡村干部跟人说：“他妈的，这些狗日的刁民，素质也

太差了。”听了这话，实在让人觉得十分滑稽。一个开口便是脏话的

人，却在责怪别人的素质低，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事实

上也是，那些把素质放在嘴上，经常说别人没素质的人，往往自己

就已经把自己的素质写在了脸上。上面那个乡村干部的素质如何，

明眼人一看便十分清楚了。

在生活中，只要你稍加注意，便会发现类似的事情非常多。

有一次，我和一些人一起吃饭。大家入席后，主人便给每个桌

上放了一包比较高档的香烟。我们桌子上的香烟放在一个学体育的

年轻人面前。他拿起烟，给大家发。因为就要吃饭了，席上会抽烟

的人虽然很多，但大家都说：“马上就要吃饭了，待会儿再抽吧！”

这个年轻人自己取出一支后，便将烟放在桌子上。

当时正是全国足球比赛期间，席上的人把话题都集中在足球比

赛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着哪个队好哪个球多么漂亮，哪个

队差哪个球多么臭，哪个球员很有希望，哪个队能最后取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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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家把话题又转到足球讲解员身上。

那个学体育的年轻人当然说的话最多。当大家在说到某个讲

解员时，这个年轻人说那是他的同学。从他的面部表情来看，觉

得自己能是那个讲解员的同学，是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但

是，他接着话锋一转说，其实那个讲解员素质太差，经常出现不

应该出现的常识错误，说到这里，眼里又露出了不屑的神情。然

后他便以知情人的身份说那个讲解员在学校是如何不好好学习，

又是如何差劲……总而言之，那个讲解员一无是处，说到底比他要

差得多。其实，我并不喜欢体育活动，本来对体育讲解员也没有太

深刻的印象，但是他说的那个讲解员，我却非常喜欢，虽然他是一

个地方台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和宋世雄比较也许还嫌嫩了些，但他

的口才是极好的，在解说一些体育，赛事时，经常能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有一年这个讲解员和中央电视台某体育节目主持人共同主

持节目，由于这个讲解员出色的口才的反衬，让那个赫赫有名的中

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黯然失色，他几乎插不上嘴。在我看那次节目

时，我的感觉是，那个名主持人因自己在紧张的比赛中几乎不能置

一词而面有愧色。我甚至多次为他着急。当然我的感觉也许不正

确，但我相信，那个体育节目主持人绝对不像我面前这个自称和人

家是同学的人说的那样。当然，我还知道，那个体育节目主持人并

不跟我眼前这个年轻人是同学，只能说是校友。当我面前这个学体

育的年轻人进那所学校的时候，人家早已毕业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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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知道那个体育节目主持人的情况，也知道这个年轻人

的情况，所以我对这个年轻人的话十分反感。因为他一方面说自己

和人家是同学，目的不过是想让别人对他另眼看待；另一方面说人

家素质不怎么样，目的不过是说自己比他更有素质。由于我对这个

年轻人的这种心理十分反感，于是也便对他注意得多了些。

就在他和大家谈论那个讲解员素质如何如何不行的时候，我发

现他见大家都不注意，便将放在他面前的那包香烟放进了自己的口

袋。他也似乎意识到了我在看他，便脸红了一下，又从衣袋里将烟

取出来放在桌子上。

大家很快吃完了饭，就在大家站起来要走时，那个年轻人还是

将那包香烟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我虽然知道这个年轻人，也和他不

是第一次见面，但并不熟悉，从来没有交往过，我也不想和他交

往，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中，都透露出庸俗。在回家的路上，和我在

一起的另一个人问我说：“你觉得那个年轻人怎么样。”我一笑说：

“没什么印象。”那个人对我说：“他满口说人家体育节目主持人素

质不怎么样，而他却偷偷将那包香烟装进自己的衣袋，叫我看，他

才是真正没有素质的人。”我一笑了之。

其实，一个人的素质如何，不在你是否能评价别人的素质如

何，而是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向别人展示你的素质到底如何。所

以，我们在和别人交往时，一定要明白，你的行为会说话。

（田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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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表情

毫无疑问，最充盈的是心灵，最丰富的是表情，最富意义的，

是阅读表情和心灵。

那些被称之为思想家，文学家的生命，就如痴似醉地干着这种

活。

表情是心灵的外化，喜怒哀乐总是通过表情传达出来。我不大

喜欢那种过于深藏不露的生命，除非他们确有可以理解的特殊需

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喜怒皆形于色的人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易

于和值得交往。

我喜欢爱憎分明的性格，我厌恶虚伪和势利，我看到堆满假笑

的表情，就止不住一阵阵恶心。

我同情处于逆境的生命，我觉得同情心是善良的一个分支，我

不忍睹朋友的悲凉和同事的尴尬。

每一轮表情的阅读都给我的心灵带来新的律动：感动、激动，

颤动或者震动。

（丁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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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儿

母亲住在南方的小镇，那个被称作故乡的朴素的地名就被儿子

带到了西藏，在风雪磨砺与佛光照耀的雪域修炼军旅岁月，母亲便

在南方的小镇把盼信的日子盼得很长很长。

母亲并不识字，那个时代给了母亲耕种季节的经验，却没有接

触文字的机会，但母亲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儿子的字迹。即使有几

封信同时到达家中，她也能挑出儿子的那封催促父亲：“信是我儿

的亲，先看我儿的信。”她说；“我儿的字写得硬实，就像他的性

格。”这是一种血缘亲情的特殊感应。

那年开水烫了我的右手，写信困难，就请老乡代写了一封信。

她拆开一看即老泪成行，啜泣道：“这不是我儿的字，我儿怎么

了？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后来，我在部队学会了电脑，图一

时兴趣打印了一封家书，母亲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突然像儿不是娘

生的一般，说：“信是我儿写的，我闻到了熟悉的烟味儿，但字一

下子标致得十分难看，去信告诉儿子，那种报纸上的机器字冷冰冰

的，不如我儿的字有个性有精神，要多亲切有多亲切。”从此，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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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把“机器字”寄给母亲。母亲是要看原原本本实实在在的儿啦！

每每从高原上邮来熟悉的字迹，母亲总是戴着老花眼镜，坐在

临街的门边，或靠窗的桌前，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笺，专心致志地

“读”信。她“读”得那么仔细，那么深情，那么投入。她“读”得

很慢，从称呼到落款，逐字逐句地细品，那些龙飞凤舞的文字并不

能告诉她任何信息，但她仿佛读懂了儿子的心迹，感受到了儿子的

脉动，聆听到了儿子的倾诉。她时而双唇翕动像在念诵，时而双手

摩挲信纸如抚摸儿的头，一会儿笑容浅浅地甜甜地浮在她苍老的脸

上，若获悉儿子一个收获的喜讯，一会儿轻轻点头，犹如对儿奋进

的赞许，她甚至听到了遥远的军号和高原风雪的嘶鸣，她甚至看到

了儿子印在那块圣土上的足迹，苍劲、豪迈或者歪斜。

母亲“读”信时不容破坏她的专注；如遇打扰，她总是说：

“别打岔，我正在读儿的信呢。”父亲打趣道：“文盲看信天下奇

闻。”这时，她会从老花眼镜上方投来一束愠怒的光，正色道：“只

有认不到的字，没有读不懂的儿！”

母亲对部队是陌生的，尤其对雪域军营。但母亲知道当兵是光

荣的，那种光荣便时时地绽放在脸上，老也不见褪色。每逢春节，

街道委员要到军属家里拜年，赠上一块写有“光荣之家”的小红

牌。于是，一座临街老房的大门上方就整整齐齐地排列了好几块这

种木牌，红红的平添几分喜气和自豪。母亲过一段时日就要爬上高

凳，擦拭木牌上的灰尘，让它光洁地迎接路人投来的目光。她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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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上面四个金字该念什么，她只清楚那是儿子身着军装潇洒走雪

域所带来的荣耀，因此，母亲格外珍惜。随着社会商品味的日益增

浓，对军属的慰问变成了每年几十元钱和一些面条糖果之类的礼

品。母亲对此甚为不满，说：“给物给钱不如给块匾。”时光的剥

蚀，小木牌的颜色和上面的金字脱落了，母亲别出心裁地将它们取

下，用从未握过笔的手拿起毛笔，沿着依稀可辨的字迹，笨拙地将

“光荣之家”的笔画涂得鲜艳而明晰。她越涂心里越亮堂，越涂越感

到光荣，儿子职业的光芒通过母亲的行为得到了深刻的理解，她把

一种象征扎扎实实地存进心中。她自豪地说：“别人存钱，我存光

荣！”

我的侄儿刚刚学说话时，母亲就教他说：“叔叔是解放军，叔

叔在拉萨。”侄儿吐字不全，总把“叔叔在拉萨”说成“叔叔在拉

稀”。母亲在笑过之后，用她贫瘠的思维，给侄儿讲解放军的神圣和

高尚。侄儿稍大，对来自西藏的航空邮票发生兴趣，偷偷地撕下了

一张，母亲大怒，第一次重重地打了侄儿，用巴掌告诉他邮票是叔

叔唯一平安的“圣物”，不容毁坏。她重新将邮票按原来的位置贴

好，掂着信，心里感到这才是一个没有任何损伤的地方，一个完整

的温暖的概念。

好些年了，父亲只管看信和回信，母亲则把儿的信一封不漏地

保存着，至今已有尺余之厚的一摞。母亲把它捆成一捆，色彩各

异，大小不等的信封代表了儿子的每一个人生驿站，与或喜或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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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或甜的每一段情感历程的小结。母亲拥有了它，就拥有了整个儿

子。母亲又说，“别人存钱，我存思念。”这样，这样，即使是儿子

走向天涯，都在母亲的心里梦里情里。

南方多雨，发潮的空气总和母亲念儿的眼睛一样湿润。那些儿

子情感的载体散发出丝丝霉味儿，墨迹也像儿子走过的路一样变得

模糊。母亲便用南方晒咸菜的簸箕，将儿的信一封一封地晾晒，如

货柜上的商品一样摆放整齐。日光下的母亲显得可敬可叹，甚至可

笑，以致小镇上的人们都以为老太太犯了脑子方面的什么病。经过

母亲心灵阳光的曝晒，儿子即使在高寒地带的雪域也感到言之不尽

的温暖——母亲啊！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母亲的信，顶多只能从父亲代笔的署名“父

母”的落款上，找到“搭车”的母亲。不会写信的母亲就把信看得

更加高贵和神圣，就把“读儿”视作母亲的使命，“读”出厚爱，

“读”出希冀。母亲觉得如能亲手给儿子写信该多幸福。在一个天气

晴和的日子里，我终于收到了母亲的“信”：在一张白纸上，母亲左

手压在纸的中央，右手握笔沿左手的轮廓描下了一只大手，走笔拖

泥带水略有些颤抖，更显得那只手朴实的真实性。“信”上没有一

个文字，倒是当过几十年记者的父亲在另纸上留下一段话，“这是

你母亲生平第一次写‘信’，不知你读懂了什么？”

我久久地望着这封“信”，那只像土地般厚实的手平摊在我面

前，正是这粗糙苍老的手哺育了我，哺育了军人这个响亮的名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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