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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民快评立民直言

连载邯郸学步
成语“邯郸学步”中的“邯郸”是战国时赵

国的都城；“学步”即学习走路。整个成语比喻
模仿人模仿得不到家，反把原来自己会的东西
忘掉了。

典故出自战国时都于睢阳的宋国的哲学
家庄周在他的著作《秋水》中讲的公孙龙与魏
牟的故事中的一段话：“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
之学行于邯郸欤？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
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
之业。”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你就不曾听说
过那燕国寿陵的小子到赵国的邯郸去学习走
步之事吗？未能学会赵国人走路，又丢掉了他
原来走路的本领，最后只得爬着回去了。现在
你还不尽快离开我这里，必将忘掉你原有的本
领，而且也必将失去你原有的学业。”

相传，在两千年前，燕国寿陵那地方有一
位少年，家庭生活条件不错，不愁吃不愁穿。
他的长相也不比别人差，可他就是缺乏自信
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事事不如人——衣服
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
人家的高雅。于是，他见什么学什么，但学一

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
件事。他不知道自己如何是好。家人劝他改
一改这个毛病，他以为是家人管得太多。亲
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拾东西──拾一个丢一
个，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日久天长，他竟怀疑
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来越觉得自己走路的
姿势太笨、太丑了。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
个人说笑，有人说邯郸人走路的姿势，那才叫
美。他一听便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
不料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

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
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
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人家走
路去了。一到邯郸，他新鲜极了。看到小孩走
路，他觉得格外活泼，富有美感，于是便学；看
到老人走路，他觉得格外稳重，也学；看到妇女

走路，摇摆多姿，他也学。学来学去，人家走路
的方法没学好，自己走路的方法却忘了。就这
样，不过半个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
费也花光了，只好爬着回去。

由于《庄子》记载了这个故事，后来便有了
“邯郸学步”这一成语，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
模仿别人，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
己的优点和本领也丢掉了。

勤于向别人学习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一定
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要坚持取人之长、补己
之短的原则。否则，像燕国寿陵那个人那样，
盲目鄙薄自己，一味崇拜别人，生搬硬套，亦步
亦趋，结果必然是人家的优点没学来，自己的
长处也丢光了。

“邯郸学步”的事情于今也常常发生。譬
如，近年来，国外企业好的经营思路、管理方式

等越来越多地被我国的企业负责人认识，并如
饥似渴地去了解、学习、接受。有效地学习和
借鉴确实能给企业的经营带来极大的好处，但
有的企业却是简单的模仿，甚至连模仿都没有
模仿好，哪里会有所成就和效益呢？

再譬如，有两个相邻的县，自然条件、自然
资源相差无几，同是农业县，又同有种植棉花
的传统。A县嘴里喊着“大胆向山东寿光学
习，实现经济大跨越”的口号，逼着农民种大棚
菜。在政府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的推动下，大
棚搭起来了，菜也种上了，但终于因为技术和
群众积极性不高等原因失败了。B县则不声
不响地在棉花上做文章，引进了抗虫棉，减少
了农药投资和劳动强度；推广了立体种植，实
现了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增加了效益；还充分
利用棉花的副产品发展食用菌养殖，把棉花的
优势戏唱了个足，结果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学习外地的经验必须立足于本地实际，否
则就会如“邯郸学步”，别人的没学成，自己原
来的步子也走不成了。

例句：“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歧路灯·
第一零一回》）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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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笔者的一位“老学生”发来微信，说已经顺便替我
祈福。

他是1983年入学的商丘师专的学生，如今在广州一家小
有名气的学校送高三毕业班。南方很看重高考前祈福，考前
一周，会就近到有名的寺庙去拜一拜。

昨天，又看到一个帖子，题目很吓人，意思是说“穿什么”
关系到考生的前途命运，即“考场战衣”不可小觑：为什么买
耐克，因为“√”和“just do it”（耐克广告语“想做就做”）都是

“佳话”，下笔千言，一路对号，心想事成！阿迪达斯的三叶草
也不错，因为其隐喻为“条条过”。当然，颜色的玄机同样不
可忽视：第一天考试要穿红色（开门红），第二天穿绿色（一路
绿灯），第三天穿灰色加黄色（走向辉煌）。还有“行为艺术”
陪衬：例如拿到考卷不要审题也不必匆匆下笔，先亲吻一下
卷子，此乃“吻过”即“稳过”。帖子有图有真相，家长们男女
分列，妈妈是五彩旗袍（喻旗开得胜），爸爸一色的马甲（喻马
到成功）……

看看网民留言，也是八仙过海，有说年级组长带全体班
主任上南岳衡山拜佛的；有说高考学生都住校，考完了家长
才来接孩子接行李、“我爸骑着个三轮车，在茫茫车海中是多
么显眼”的，不一而足。

高考乃国家大事，民生大事，祈福自然情在理中，但是过
犹不及，过于追求那些“隐喻感”“仪式感”“形式感”乃至“谐
音为上”的“原始思维”，恐怕就有点“形式大于内容”了。

子曰“君子求诸己”，就是具有君子品行的人，遇到困难，
首先想到的是要靠自己去解决，不得已才去求助于别人——
求神拜佛即便比较“神圣”，也还是身外的佑护。

所以，作为过来人，作为曾经的考生家长，作为二十年前
编辑省报《同学少年》版而做了一连串高考方略的媒体人，笔
者想说的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没有比吃好睡好放平心态
再要紧的事情。自己的孩子在哪一个分数段，一般不会有大的
出入，做好所有思想准备，就是最高的祈福——佛在家中，佛
在心中，各个争取最好的发挥，如此而已。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侧身北望古城商丘，笔者1978年
高考的画面清晰如昨：1978年的7月20日，笔者与两个妹妹
一起到商丘市一中“赶考”。彼时笔者从部队退役刚刚两个
月，大妹妹下乡回城不久，小妹妹应届毕业，我们仨同时参加
首届全国统一高考。

母亲顾不上管我们，她一如既往地要到二十里外的市柴
油机厂“抓革命促生产”。父亲也平平淡淡，掏出两块钱给
我：“中午你们仨买点东西吃吧！”

我们没有任何激动，像是去赶集买菜，反正“有枣没枣打
一棍子”。记得当时一个考场五十人左右，我们也不知道一
个考场能够录取的也就是二三人。我们糊里糊涂进了考场，
糊里糊涂出来，完全不知道答得怎样甚至该怎样答。大妹妹
一个月前找到一本复习的小册子，有五六十页，兄妹仨主要
只看那一本书。记得那年的语文卷子第一题是加标点：“实
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
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
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
的”——不知道现在的读者诸君看着像不像相声，反正当时
是一本正经。笔者是既不明白当时正在“洋冒进”，更不明白

“资产阶级司令部”怎么破坏了高速度。似乎做完了还剩余
一些时间，就想着晚上到什么地方打乒乓球。

当然，四十多年过去，变化沧海桑田，笔者仅仅是想说，
忆往昔过于“简单”，那是特殊环境。现如今有点“复杂”，要
当心喧宾夺主而忘记考试这个“关键词”。总之，“君子求诸
己”，外力的作用实在有限。

“躺赚”，是时下很时髦一个词，形容赚钱的容易程
度。指以极其轻松愉快的方式就可以赚到钱，夸张一点
说，躺着不用动钱就来了。近日，在一则视频里，某年轻
女子称自己是在广州有400栋房产、1万多间房、每栋楼
一月收入50万元的包租婆，过着富婆生活。网友们纷纷
惊叹“这才是真正的躺赚”，还将其称为“最令人羡慕的
职业”。

不过，这个案例后来很快被澄清了。女子回应说：
其拥有“400栋楼”“每栋楼月赚50万”“身家超2亿”等言
论皆不实，自己其实是通过承租再转租的方式经营公寓
租赁，不仅很辛苦，很操心，而且也有赔钱的时候。

这大起大落的两条信息，简直是冰火两重天，让迷
恋“躺赚”的网友们坐了一次过山车，也明白了一个道
理，世上哪有什么“躺赚”，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吹来的。
有人会反驳说，人家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巴菲特、李嘉
诚等，每天啥都不干，打打高尔夫，喝喝威士忌，那钱就
滚滚而来，挡都挡不住，不就是典型的“躺赚”吗？可是，
你只看见他们今天舒舒服服“躺赚”，别忘了他们以前也
有过辛苦异常的“站赚”“跑赚”“跳赚”，正是那超常的坚
持不懈的奋斗拼搏，才奠定了他们今天“躺赚”的资本。
如果你也想享受“躺赚”的潇洒，那就先学会“站赚”“跑
赚”“跳赚”再说。

而且，做生意就会有赚有赔，只赚不赔的生意从来
都不会有，那么，有“躺赚”就一定会有“躺赔”。譬如说，
富二代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啥都不干就有直接“躺赚”
的资格；可是，如果每天躺在那里享福，优哉游哉，早晚
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最终难免“躺赔”结局。再如炒股，
如果买对了股票，躺在床上都在涨；买错了股票，你躺着
站着都是赔。即便是号称股神的巴菲特，这一回新冠肺
炎疫情也让他“躺赔”上百亿美元，没办法，形势比人强。

还是回到常识吧。所谓“躺赚”，基本上都不靠谱，
即便有也少如凤毛麟角。“躺赔”，则是常发生的事。如
果不干活，整天躺在床上做发财梦，就不会有一分钱进
项，最后赔掉的不仅是金钱、是健康、是青春，还可能是
宝贵生命。

一些年轻人喜欢财富神话，幻想一夜暴富，因而社
会上关于“躺赚”的话题也一直热度不降，“躺赚”平台、

“躺赚”项目、“躺赚”模式、“躺赚”助手、“躺赚”攻略、“躺
赚”培训班等信息，每天都在高频率地轰炸我们的眼睛
耳膜，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虚张声势。无数事实证明，
不论什么时代，绝大多数人积累财富的办法还是要靠日
积月累，积沙成塔，只有极个别的会实现几何量级的迅
速增长，那种奇迹肯定有，但属于小概率事件。

“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指疼”。这两句话是
很多人的梦中情人，但又是自相矛盾的存在，投入产出
成正比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要想多赚钱，就要少睡觉，
要圆发财梦，就得拼命干。这些个道理人人都懂，无须
赘言，问题是，总有人心存侥幸，抱有梦想，万一有这种
机会呢，为什么中彩的就一定不是我呢？

当然，真正的“躺赚”也是有的，可能退休人员的退
休金多少算是沾点边，但那个钱其实是对以前辛苦劳动
的补偿，而且一般数额都不会那么“鼓舞人心”。还有吃
低保的，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躺赚”，但那个钱也就是
勉强维生，是对没有劳动能力者的救助，也是没办法的
办法，与理想的“躺赚”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躺赚”就是个梦，这种不切实际的美梦还是不做为
好，梦醒时分会格外痛苦，而且，一不留神就会掉进“躺
赔”的泥淖。

高考即将来临，这是一次“特殊高
考”。受疫情影响，原本6月初的高考
被迫推迟到7月初进行，因此，2020年
高考平添了一丝不确定因素。即便如
此，高考的核心永远不会改变，这是

“青葱少年”迈入人生新阶段的一次大
考，是展示十年寒窗苦读成果的最佳
时机，也是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考试。

在如今这个大变革、大更新的时
代，如果说有一种考试长盛不衰，充满
活力，牵动着几乎所有人的心，那无疑
是高考。高考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
是当年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重塑了阶层流动通道，为国家公平公
正选拔和培养人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尽管目前高考已不再是改变命
运的唯一出路，但其承载的社会期许
仍没有减轻，依然是选拔人才最公平
的渠道之一。

毫无疑问，高考体现的是权利平
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使所有考
生处于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高考，
比的是谁用功多、吃苦多、付出多。无
论出生富贵名门还是寒门，只要付出
足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中
胜出的概率就更大。正因此，高考被
视为是追求公平公正，也是对奋斗精
神的赞美。

而今年高考与往年相比，既相同
又有些许不同。相同在于，依然是举
国高度重视，各方严阵以待，交通有特
殊安排，工地停止噪音，就连广场舞大
妈都能自觉配合暂停几日……而不同
的是，今年高考要在疫情防控条件下
进行，仅一个“戴口罩”就与往年有了
很大不同，无论考生还是相关人员，必
须先答好“防疫”这张考卷。

显然，对考生来说，今年高考注定
是一次“特殊高考”。从疫情发生的年
初至今，考生大都上了三个多月的网
课，都经历了从在线教育到复课又到
高考延期的几度起落，度过了疫情防
控最艰难、最吃紧的那段日子，体味到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的种种变
化。这些“特殊经历”可视为人生的一
笔财富，因为教会了人许多，更有助于
成长。

高考结束，总有考生感慨为高考
废寝忘食、刻苦用功的那几年奋斗的日
子。是的，奋斗才是高考的“通行证”，
那是奋斗的青春、逐梦的年华，也是人
生中最重要、最难忘的经历之一。高
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为国家发展
和社会进步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由此，让我们用奋斗致敬高考，用成长
告慰青春。同时致敬所有努力奋斗的
人——向高考致敬，为奋斗喝彩。

“躺赚”与“躺赔”君子求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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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奋斗致敬高考
用成长告慰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