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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 SHI

DE LI LIANG

一句评语的力量

多梦的学生时代总能给人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让我刻骨铭心

的是读初二那年，班主任王老师给我下的那条年终评语：“遇事沉

着、冷静，有心眼儿、有计谋、有同情心，有坚定的必胜之信念。”

面对这条“最高评价”，我郑重其事地把它写进日记本的扉页。我那

灰暗的心空顿时明亮起来，在老师眼中，原来我是如此的“不凡”！

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敢“高抬”自己。我是个自卑的小男孩

儿，从小就尝到了失败的酸涩滋味。记得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

因为生病而影响了考试成绩，因此成为一名让人耻笑的“留级生”，

而我的同胞弟弟却先我坐进了三年级教室。我不甘心，也提着书包

跟弟弟进了去，结果让老师和同学们给“哄”了出来。也许，少年

的我还不懂得何为自卑，可那种窘迫感却像海水一样淹没了我，给

我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痕。在后来的小学升初中考试中，我又以一

分之差未能进入重点中学。后来在小学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被破

格选入一个设在普通中学的重点班。为了找回自信，我开始发愤学

习，我要通过优异的成绩给自己那颗软弱的心镀上一层保护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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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各类作文竞赛，而且一次次获奖。可谁也没想到，一次更大

的打击悄悄来临，几乎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撕得粉碎。

那次遭遇的起因是我的一篇作文上了全国发行的作文示范读

物。那篇文章中引用的一些事例是我从教科书和报纸上摘下来的，

让一个同学发现了，于是他便四处散布其为抄袭之作。我的沉默让

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其时，我还不懂得引用是不等同于抄袭的。我

不再辩驳，并逐渐认同了同学的观点：我抄袭了别人的文章，抄袭

一句话和抄袭整篇文章又有什么区别！我似乎没有希望了，自卑感

像章鱼的“手”扼住我那颗不堪一击的心，“咚”的一声我沉到了

自卑的海底。

将我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是王老师。那年的年终考试，虽然

我只考了全班第十一名，但仍然被列为全校“学习积极分子”，校长

在年终总结会上，居然提到了我的名字。也就在我情绪处于低谷的时

候，我获得了王老师的“最高评价”，那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在全班同

学面前作出的。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从我平时的点滴小事中逐

一证明对我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那一刻，我只有一种感觉——想

哭，我渴望得到的不正是老师和同学的包容与肯定吗！

新学期开学后，我将老师的那句评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一

段时期，我过得非常快乐。当我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会保持冷静；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策划计谋；当我遇到失败的时候，我会

坚定必胜的信念。我全力塑造一个新的自我。一年后，我以全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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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20名的成绩顺利考入重点高中。

因为家境贫寒，我未能到县城就读心仪已久的高中，回家帮助

父亲种地。也许因为那条“评语”铭刻于心的缘故，面对新的生

活，我，没有一点儿悲观失望，心中充满了对未来好日子的向往。

在劳作之余，我重新拿起笔，边自学边给报刊投稿。也许是一种机

缘，我回乡后的第一篇习作就上了省报。劳苦一生的父亲原本就不

希望我跟着他“修地球”，于是借钱让我参加了那家省报举办的新

闻、文学创作函授班。通过学习，我迷上了新闻采访，一有空闲就

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地外出挖新闻，一双沾满泥巴的双手还

真写出了一些乡亲们爱看的“小道消息”，我的头上也戴了顶“记

者”的高帽。再后来，我被小镇的党委书记相中，成为穷山沟第一

个自学成才的秘书。

而今，我已身处都市。通过奋争，我这双还挟有乡野清新泥香

的双脚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很清楚，迎接我的还会有泥泞和

风雪，可我已没有了惊慌。就为了那句评语，我想，前途已没有什

么困难不可逾越。因为，7年前的评价，已经成为我现在真正具备的

品质和优点！

（薛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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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标签

升入高二时，我的作文依然写得一塌糊涂。即使绞尽脑汁拼凑

出一篇自以为像点儿样儿的文章，到了老师那里，也会换来诸如

“中心不明确，材料庞杂，层次不清晰”之类的批语。时间一久，老

师也不愿意看我的作文了。于是，我更感到“作文之难，难于上青

天”了。

高二的下学期，我们班的语文教师由一位当时在省内已小有名

气的诗人担任，他就是让我一生感激不尽的孙老师。

记得我交给孙老师的第一篇作文是《我爱……》。在这篇作文

中，我洋洋洒洒地将自己喜爱的许多事情都一股脑儿地搬了出来，

末尾还来了一句“我爱…… ……”，连续的两个省略号，表示我的

爱还有许多许多。

没想到，作文讲评课上，孙老师竟在班上当众朗读了我的文

章，而且夸赞我的文章有真情实感，不造作，思路也很开阔。老实

说，那一刻，我真是激动极了。要知道我的作文一向是给同学们作

“反面教材”的，能得到写作上很有名气的孙老师的夸奖，实在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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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同学们的意料，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

我还看到不少同学怀疑的目光，但千真万确的是，老师真的当众表

扬了我作文的成功之处。

待拿到作文本时，我看到孙老师在上面用红笔将我的那些错别

字和病句都一一地更正过来了，还写了密密麻麻的批语。其中有几

句话让我终生铭记：“看得出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相信你只要多

读书，再加上不懈的努力，肯定能写出很优秀的文章的……”

啊，孙老师都说我能写出优秀的文章了。我感到了莫大的鼓

励。原本对作文泄气的我，又兴致勃勃地拿起笔来，认真地写起

来。而孙老师从我的每一篇文章里，都要找出那么一两条优点加以

肯定，当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中的不足。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的作文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更重要

的是我竟爱上了写作，高考志愿上全填上了“中文系”。经过大学中

文系四年的磨炼，我的文章开始陆陆续续地见诸报刊，也在各类征

文比赛中频频获奖。待毕业三年后，我凭着厚厚的一摞子作品，加

入了省作家协会，成为我们班的第一个“作家”。

极偶然的一次，我在一本散文选刊上，读到了孙老师写的题目

为《给年轻人贴一枚红色标签》的文章，我这才恍然醒悟：原来孙

老师努力地从我那写得很一般的文章中，寻找出些许亮色，加以圈

点，是要点燃我的写作激情，让我从自卑中抬起头来。他那充满期

待的话语，无疑是贴在我心灵上的一枚红色标签，它像火焰一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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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我前行的路程。

哦，那一枚看似寻常的红色标签，不仅仅给我勇气、催我奋

进，甚至还影响了我一生的选择。

多少年后，当我面对我的学生，面对那一篇篇带着墨香的文章

时，总要满怀感激地想起孙老师，总要给那些不自信的文字贴上一

枚红色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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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恃才傲人

我所在的学校有一名女教师，论口齿的伶俐，语言的流畅，在

学校数一数二，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也许正因为她有这样的语言

优势，所以，平时与邻里、同事和亲朋闲侃或斗嘴，不占上风决不

罢休。假若有人胆敢与她相抗衡，她便会抓住你的某一弱点，用她

那刀子般的小嘴，由表入里把你层层剥开，甚至把你平时最不愿袒

露的东西（个人隐私）置于大庭广众之下，让你欲怒不能（因为一

怒便显得没了涵养），欲罢又难忍，使你处于尴尬的地步。而她自己

常常被自己的“胜利”所陶醉。

按说，这样一个思维敏捷、语言表达能力超常的女教师，本应

该能成为一个深受学生欢迎和热爱的教师，然而却恰恰相反。有一

天，她像往常一样去上课的时候，学生竟然从里面把门顶死，不让

她进。她一怒之下去找校长，校长也深感事态严重，便亲自到课堂

处理此事。谁知校长刚进教室，全班学生几乎每人都把一张写有

“我们宁愿不上她的课，也不愿让她羞辱”的纸条送到了校长手里。

校长一了解才知道：女教师那把比利刃还伤人心的“肉刀子”，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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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用来对付她的同事或邻里，甚至连她的学生也不放过；在课堂

上，只要哪个学生敢对她的讲课提出一点疑问，或者哪个学生稍有

点不顺她的心，轻者“教训”一顿，重者可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就

差再把他的祖上三代都掘出了。出事之前，一个学生曾向她提了一

个问题，她竟傲然地说：“这样简单的问题还来问我吗？”只因这个

学生对她这样的回答不满意地顶了一句，结果这个学生可惨了，一

堂课竟有半堂是用来羞辱这个学生的，直到下课铃响后很久，她才

心满意足地走出教室。看着学生们写的一张张字条，听着学生们愤

懑的语言，校长还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学生呢？自己酿造的苦酒，只

能由她自己来喝下去。面对这样无情的现实，她哭了……

一个人的才能本来应该让它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闪光点，让

它能成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让它成为能使自己一步步走向

完美的阶梯，而不能让它成为你时时准备抛向别人的“刺球”。由我

的这个女同事，我想到了三国时期的一个叫祢衡的大名士，论才

能，他可谓是“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

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这样的才能，他却不用来

建盖世之功，立天地之业，而是专门用它来讥刺他人以显其能，其

才能是不是用歪了？这被用歪了才能的祢衡，他可以幸运地遇到像

曹操这样心宽如海的伟人，虽遭祢衡数辱而不杀之；他也可以幸运

地遇到像刘表这样的有识有度之人，虽受讥而能忍之，但最终他还

是要遇到像黄祖这样让他吃尽苦头的人。我的那个女同事也是一

-- 008



LAO SHI

DE LI LIANG

样，过去总是幸运地遇到一些有涵养、不像她那样浅薄的人，连她

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在“城府”不那么深的学生的手里。对于一个

不能宽容以待人、怀仁以处世、温厚以立身的人来说，倒是“无才

便是德”了。由此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才能和德行应该是他翱翔于

天地之间的两个翅膀；无德，无以立身；无才，无以立业，两者缺

一不可。我那个女同事和三国时的祢衡，他们都犯一个共同的错

误，那就是恃才傲物，有才能，但失去了修养，视他人都如“酒囊

饭袋”一般，用语言去嘲讽、羞辱别人。一个像牛虻一样总是叮得

人心疼的人，要是处处都受人欢迎那才真怪呢！

如果说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口，那么语言可谓是一个人修养

的标志了；一个看他人满身都是污垢的人，他自己的心灵和语言又

怎么能会是干净的呢？就像祢衡和我的那个女同事，他们本想用自

己的语言之水去洗净世人身上的污点，其结果人们发现这水更是脏

得令人作呕。所以，一个人只有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去感染人，用自

己美妙的语言去感化人，用自己敦厚的心灵去体贴人，而不是用自

己刀子般的嘴巴去伤人，也不是用自己的伶牙俐齿去咬人；才能成

为一个有修养的人，才能在社会中真正发挥出你的才能。

（王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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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是导师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确与错误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正

确的东西被众多的人接受、欣赏甚至崇奉，于是便放松了对它的戒

备和怀疑，而把它当做了指南、模式甚至是教条，正确的东西是要

有条件的，现阶段可能正确过时了就可能是谬误，此一时是正确，

彼一时可能错误，所以有的人停留在曾经正确而失去了活力，拥抱

着曾经正确而变得僵化，因守着曾经正确而越来越守旧。

这倒不是正确的错，错是错在了人们对待正确的态度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错误反倒对我们更有益。

错误是灾难，它带给人们的痛苦和伤悲叫人不寒而栗欲哭无

泪，它让人不堪回首而挥之不去，它叫人再也不愿遇上它而又不能

不再次面对它。错误，带给人的是反思、隐痛和忏悔。许多人都在

错误面前感到自己的蠢笨。

错误是误区，它残酷地让自作聪明曝光，让偏执和狭隘亮相，

让无知和愚蠢真真切切地碰了壁漏了底。错误叫人抬不起头，可谁

说它又不是反更叫人谨慎，叫人冷静，叫人夹起尾巴，叫人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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