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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和岳父守着电视屏幕，看球赛
直播。老头儿于足球并不很在行，但兴致非
常高，自得其乐。对于他认为精彩的场面，
爱连声感叹说“这家伙”，“伙”字又不吐出
来，于是成为：“这家！这家！”听起来十分短
促、紧张、年轻化。

不由想起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传说。
有一次，吴道子接受邀请，给一座庙宇画壁
画。当地老百姓比较闭塞，业余文化生活挺
差，轻易见不到名人。现在听说高手来了，
就笑逐颜开，深感荣幸，缕缕行行前来围观。
吴道子虽是大师，但画画上还没达到涂啥是
啥，一遍就成的地步，即使一遍能成他也不
干，他的创作态度比较严谨，所以要打草稿。
那天的草稿需要画圈，只见吴道子以肩关节
为轴，伸直胳膊，嗖的一下，在庙墙上勾了一
个大圆圈。老百姓立刻佩服得五体投地，赞
声不绝，认为该圈画得属实太圆了。

我岳父若在人群中，他老人家一定会
说：“这家！这家！”谁知吴道子并不领情，甚
至有点生气，一连翻了好几个白眼，认为大
家不懂行，夸的不是地方——这算啥？这不
过是打草稿嘛，准备活动嘛，热身赛嘛。可
是，等他画到复杂之处，关键之处，精妙之
处，希望听到赞扬时，大家迟迟疑疑的，反倒
不敢言语了。

我认为这事怨不得别人，只能怨吴道
子“太霸道”，居然想控制别人的主观感受。
世上可控之事甚多，你若有能耐，别人的职
业、言论、婚姻、相貌、欲望甚至生命你都可
以控制，唯独思想、情感、感受这些最内在的
东西没法控制。纵使你有生杀大权，甲兵百
万，金银无数，名望齐天，你还是没法控制。

吴道子不明白，大家来看你，并非为了
鼓励你上进，到了你这种地步，即使不鼓励，
你也会上进的。来看你，主要图的是一个
乐，想什么时候乐就什么时候乐，干啥非得
踩在点儿上，非得懂专业不可？若都是专业
人士，就该枪口一致，封杀你了。

我的感受我做主
●刘 齐

北宋徽宗时期，政府立法禁止宰杀
耕牛，农家如果要出售、宰杀老弱病残
耕牛，必须经过官府严格审批，要遭遇
衙役种种调查，经过烦琐勘验，要请证
人证明，要忍受没完没了的质疑刁难训
诫。农夫阮老大的一头耕牛不幸在山
里摔死，如何趋利避害，妥善处理死牛，
阮老大十分纠结。

阮老大请教见多识广，多年走江湖
跑买卖的堂弟阮小五，阮小五帮哥哥牵
线，将死牛卖给镇关西肉店。进入羊肉
店后院，阮老大如梦方醒，镇关西开肉
店，不但挂猪头卖猪肉，挂羊头卖狗肉，
还挂羊头卖牛肉，生意十分兴隆，官府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衙役装聋作哑，大
家相安无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受此启发，
阮老大回乡之后，也干起了挂羊头卖牛
肉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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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能一笑了之

下课前，班主任老师郑重其事地宣布：“今
天，班里搞一次选举活动。每人一票，不得弃
权，不许白纸，选出班里的‘王八犊子’！”

四十多个学生，既有男生，也有女生；既有
淘气包，也有乖巧宝。谁是“王八犊子”？什么
标准？几个名额？什么程序？不记名投票还
是记名投票？公布结果吗？是当场公布，还是
以后公布……所有疑问，一概不解释，当然，也
没有同学敢问。

有动作快的，拿出白纸，刷刷写上几笔。然
后，背起书包，向教室门口走去。把“选票”交
到把在门口的班主任老师。完成“师命”，回家
吃饭。“选票”也是通行证。

一连多日，不见“选举”结果，这更是“吊”起
了同学们的好奇心。于是，私下里互相探问：

“你选了谁？”
赵同学：“我选了 A，因为老师一直看不上

他。”
孙同学：“我选了B，他总是和我作对！”
李同学：“我选了C，仗着他爸开公司有钱，

整天耀武扬威的……”
选举是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一

定的程序和方法，选拔、推举某某的活动。任
何选举，都是选举人在行使个人权利，是严肃
的行为。而“选王八犊子”，从内容到程序，不
伦不类，亵渎了选举的意义，把神圣的权利意
识，糟践得一文不值。

况且，粗俗的骂人话，落到任何一位同学身
上，都是对其人格的侮辱。有的“投票者”，甚
至感到内心的谴责——投这种票，龌龊！

“选王八犊子”绝非笑话，千万不能一笑了
之！

莫让养老院成为“养老怨”

一些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不高，管理不规
范，令很多入住的老年人及其家属怨声载道。

据报载，哈尔滨市市民高女士 62 岁的哥
哥，入住了哈市道里区优护社区养老照护中心

（养老院）。她发现哥哥身上有淤青，护理人员
却称不知道这种情况。高女士便带哥哥去医
院诊断，发现哥哥身上竟有两处骨折，而养老
院的负责人却称这些伤与养老院没关系，对受
伤缘由也称不知情。

“这个养老照护中心属于高档养老院，不
要求他们服务多到位，老人的安全起码得有个
保障。现在就一直说是老人自身原因，难道他

自己打自己，弄得伤痕累累吗？”高女士十分气
愤和不解。

笔者不禁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件事。
有一天乘公共汽车，上来一位老太太。老

太太独自一人，步履蹒跚，左臂打着绷带。
老太太坐在我的前面。我便问：“您的胳

膊怎么了？”
“骨折了，我去骨伤医院换药。”老太太忍着

痛回答。
“您多大岁数了？”
“八十五。”
我吓了一跳；“您这么大岁数了，骨折了，自

己一个人乘公共汽车去医院？”
“唉，没办法，一个孩子在国外，一个孩子去

外地照顾孙子，我这是从养老院出来的。”
“这么大岁数了，养老院也不派个人跟着？”

老太太不吱声了。
强化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保证服务质量，

刻不容缓。有标准，有监督，有惩戒，但愿像如
上两位老人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嘴歪不可怕，心歪危害大

一个病人，血管堵塞，脸上很脏。送到医
院，医生不通血管，只是给病人洗了洗脸，擦上
点儿胭粉，就完事大吉。如此治病，你认可吗？

如果把一座建成 30多年的老楼比喻为病
人，电线、上下水管线是其血管，楼体墙面是其
脸面，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放着电缆管线跑冒
滴漏不管，只是粉刷楼体墙面。这种“改造“，
与医生只给病人洗脸擦粉，有何区别？

国家拨出资金，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改造
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笔者所居住的快三十年的楼房，老楼的电
线是铝线，安全隐患四伏。上下水管线严重腐
蚀，居民家漏水、返污水是常事。有幸被列入
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居民都很高兴。然而，一
年多过去了，居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并没有
解决。只是给外墙贴了一层保温板，粉刷了楼
体墙面，施工人员便不见了踪影。

有关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明确规定，改造
首先是“雪中送炭”，解决存在的隐患问题。怎
么改，须业主说了算。笔者所居老楼改造开工
之前，居民便把切身需求反映给了有关部门。
然而，只见“锦上添花”，不见“雪中送炭”，作为
业主，说了也白说，谈何“说了算”？

民间有句俗话：“经是好经，可惜让歪嘴和
尚给念歪了。”一群道貌岸然、眉清目秀的“歪
心和尚”，团伙“念经”，这经，得“歪”成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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