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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太原市

一面刻有近百首唐诗宋词

的文化墙，因简繁体转化

时，出现33个错别字，近

日被诟病“文化墙没文

化”。

（陶小莫 画）

网友@so搜更懂你 所在单位

的老伯捡到一部苹果手机，让同

事帮忙联系失主，失主过来后的

第一句话竟然是：“老伯，是不是

你偷了我的手机？”（详见本报 12

月 9 日第 6 版报道——编者注）

老话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

伤人六月寒”，如今时值“大雪”过

后，失主的话可谓是雪上加霜，冻

结了场面的气氛，冻僵了众人的

脸面，冻伤了所有知情者的心。

失主显然是在下意识的情况

下脱口说出这话的，而这种不经

大脑的言语恰恰最能够体现一个

人的内心积淀。遗失手机或者做

错了别的什么事情，首先要做的

应该是反思自己，想想自己是否

有什么疏漏之处或者有什么丑恶

之举，然后吸取教训，改变自己，

如果凡事只想着去怪罪环境或者

他人，那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

现。看到自己的手机在别人手

里，或者看到别人在“瓜田纳履”，

在“李下整冠”，也不要急着下结

论，眼睛有时候会骗人的，还是先

搞清楚事实真相比较好，否则便

是极端的不理智。人家捡到手机

还给自己，反而猜疑人家是“偷”，

这似乎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

不用心存感激，口吐谢意。失主

的灵魂深处倘若潜伏着这样的念

头，那就太不厚道了。

当然，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

复杂，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那就是失主的话伤人不

浅。古人说，“赠人以言，重于珠

玉；伤人以言，甚于刀剑”，老伯拾

物不昧，却无端遭到猜疑，兀自讨

了个没趣，以后还怎么敢“为

善”？ 如果再多几个都像这个失

主那样的人张口乱说，使人不敢

“为善”，我们的社会岂不是要“世

风日下”？

孔子说，“敏于行而讷于言”，

“讷于言”不是不善说话，而是不

乱说话。乱说话不仅伤人，最终

还会伤己。隋朝名将贺若弼，他

的父亲因乱说话而被杀，临死前，

用锥子刺贺若弼的舌头，以此告

诫儿子要慎言，说“吾以舌死，汝

不可不思”。起初，贺若弼还能够

遵从父命，小心说话，知道“君不

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

敢轻议也”，并因此躲过了一次杀

身之祸。后来，功劳大了，话也说

大了，最终因为乱说话而被隋炀

帝所杀。我们平常人虽不至于因

乱说话而丢掉性命，但“说者无

心，听者有意”，言语伤了人，难免

明里暗里要招致他人的冷遇与报

复。

古希腊哲学家说，“控制自己

的嘴是人类必须学会的第一个美

德”，言语留心，培养自己的“第一

美德”，这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

瑞安人献血率0.5%，远低于

温州的0.89%和全省的1.02%，去

年用血缺口20万ml（详见本报

12 月 9 日第 5 版报道——编者

注）。

这组数据不好看，包含两层

意思：一是表明瑞安人义务献血

积极性不高，二是瑞安医疗用血

总体呈现紧张状态。两者是一种

必然关系。前者说明城市某一文

明指数不高，后者则让人为生命

健康安全担忧。

医疗用血紧张状况，不为瑞

安所独有，极具普遍性。中国人

口基数大，血源采集应该不成问

题，可为什么还会屡屡出现用血

告急的情况？“藏血于民”与义务

献血到底是一对怎样的矛盾？

在许多国家，义务献血完全

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一个人

的基本素养。我们正走在发展的

道路上，必须正视这种差距。因为

直至今天，我们仍有很多人是戴有

色眼镜看待义务献血的，医学问题

上的，比如说对身体是否会造成伤

害等。机制问题上的，比如义务献

血，却得不到无偿用血。还有社会

诚信问题上的，比如在献血过程

中，担心消毒不严格感染其他疾病

等。这些认识的形成，都有其深刻

的社会成因。尽管我们的宣传一

再强调义务献血既利己也有益于

社会，但要消除人们头脑中长期形

成的这些社会成因恐怕还有漫长

的道路要走。

义务献血不够踊跃，可以视

为城市某一文明指数不高，但不

能说咱瑞安人就是自私或道德缺

失。2011年，温州“7·23”动车追

尾事故发生后，有不少瑞安人主

动赶到温州为伤病员义务献血。

瑞安是一座充满温暖的城市，“顺

风车”、“凉茶摊”、“崇德面包发放

站”等，无不彰显瑞安之爱。瑞安

人骨子里蕴藏急公好义、扶危济

困、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

改变社会成因，需要一定的

时间，但在生命健康面前，我们等

不起。怎么办？激发人的危机意

识！12月8日，《瑞安日报》5版也

有一篇报道，说的是瑞安有一群

献血“熊猫侠”（指稀有血型（RH

阴性）献血者），多年来，他们始终

和市血站保持联系，有的定期献

血，有的随时等候，遇到需要急救

的病人，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捋起

袖子，其中不少人无偿献血超过

1000毫升。他们当然是非常可

敬的一群人，除此，我们无需再给

他们贴上什么高大上标签了。

这群“熊猫侠”的自觉意识，

就是危机意识，今天不帮助他人，

日后谁来帮助自己？血是珍贵

的，“熊猫血”因稀有越发难寻，所

以，这群人要抱团。但一般人很

难有这种意识，中国有那么多人，

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

不参加义务献血，不等于别人也

不参加。说白了，这是一种依赖

思想，脑海中没有真正的危机意

识。道理同一个和尚挑水吃，两

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是一样的。

要保每个血库充盈，我们要

做的工作就是激发人的危机意

识。

一定要激发出
人的危机意识

■薛建国

言语留心，培养“第一美德”
■金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