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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忙 时 节 ，忽 焉 又 至 。 想 起 三 十 多

年 前 乡 村 割 麦 、打 场 、上 垛 的 景 象 ，记 忆

犹 新 。

收 拾 打 麦 场 是 收 麦 前 的 基 础 准 备 工

作。先是整地。然后，套上牛，用铁齿耙反

复地耙，把杂物拣出来。而后，把铁齿耙翻

过来，耙齿朝上，耙床朝下，用耙床把耙过

的地抹平。抹平后，用水把麦场泼得湿漉

漉的，再用陈麦糠或新油菜籽皮在场地上

撒上一层，让水慢慢地洇到土里。待水把

地面洇得不干不湿的时候，再套上老黄牛，

挂着石磙，庄稼人操着悠扬的赶牛号子声，

催撵着老黄牛，拉着石磙一圈一圈转。伴

随着石磙的转动，牛铃铛咣当咣当的敲响，

以及磙槽挤压木楔子吱呦吱呦的欢奏，打

麦场便渐渐露出了瓷实平整光滑的面容，

麦忙也就缓缓拉开了帷幕。

麦忙时节，农村的早晨，仿佛来得早，

来得勤。月亮没落下，我们就被父亲叫醒，

趁凉快到地里割麦。一大早，街巷里鸡鸣

声、犬吠声、脚步声、车轮声……像一首开

镰割麦的晨曲，在乡村的上空飘荡。我们

跟着父亲，揉着惺忪的眼睛，深一脚浅一脚

地走出了村庄。

到了我家的责任田，父亲将任务进行

分解。父亲一次排上五六垄儿，大姐二姐

一次各排三四垄儿，我年纪小一次只排上

一两垄儿。割麦时，我用左手攥住一把麦

秆中间，用右手的镰刀往麦垄底部一插，往

后一拉，随着噌的一声，一把麦秆便应声落

在我的左手中。我顺势把割下的与欲割的

另一把麦秆叠放到一起，再重复上面的动

作。待手里的麦秆攥不住了，我就扭身放

在身后的地上。就这样，我弯着腰，低着

头，撅着屁股，一直往前割，一开始，潮湿的

麦田里很静，只能听 到 镰 刀 沉 闷 的 割 麦

声 。 我 的 力 气 十 足 ，还 能 跟 上 。 割 了 一

会 儿 ，我 的 两 手 发 困 肿 胀 ，胳 膊 僵 硬 。

再 割 一 会 儿 ，腰 酸 背 疼 ，也 渐 渐 地 落 在

了 最 后 。 沮 丧 中 ，站 起 来 ，看 看 朦 胧 的

麦 田 ，让 我 感 到 迷 茫 。 当 太 阳 跳 出 地 平

线 ，露 出 火 红 笑 脸 ，金 灿 灿 田 野 上 到 处

是 割麦的人。这时，我累得口干舌燥，饥肠

辘辘，站起身来，直直腰，擦擦汗，喝口水，

继续割。

那时，我心里也暗暗地想：啥时间能不

割麦，啥时间能像书本上说的实现“四个现

代化”，联合收割机一进地，就能撑着麦袋

口接麦子，那该是多幸福的事啊！但这种

想法在那时似乎是异想天开。

开镰割麦只是一个小序曲。割了麦，

还要一架子车一架子车拉到麦场垛起来。

天好时，再扒开麦垛，推挑到场里摊开晒，

隔一两个小时翻一次场。待到下午三四

点，麦子晒干，开始碾场。

记得每次碾场，父亲总是戴着顶草帽，

站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左手牵着牛绳，右

手轻轻地扬着鞭子，嘴里吆喝赶牛的号子，

赶着老黄牛碾场。碾了一阵子，父亲从麦

场一边搬来一个带孔眼的形似扇形石片的

耢子，把耢子挂在磙框后面，再继续赶着牛

碾场。父亲常说：“碾场不遛边，等于瞎转

圈”。每碾一遍的最后，父亲都要赶着牛在

麦场边再转几大圈，把溢到麦场边的麦头

和麦秆也碾几遍。到第三遍时，父亲抓起

一把，看到麦秆上的麦子都掉得差不多了，

便卸下石磙，招呼我们收麦、起场，用桑叉

把麦秆挑到麦场边，简单地垛起来，把麦子

和麦糠按东北西南向，或东南西北向推成

一檩，放到麦场中间。

风顺好扬场。扬场是一个累活、脏活、

技术活。扬场包括出大渣、出麦子、打掠等

程序。扬场一般是先出大渣，即用荆叉先

把混在一起的麦糠、麦秆和麦子攉到空中，

借着风力把较轻的麦糠和麦秆等杂物吹

走 ，留 下 麦 子 和 麦 头 等 一 些 飘 不 走 的 重

物。大渣出后，把麦糠推到场地的一边，对

场地进行清扫，把剩下的较重的麦子等再

堆成一檩，再出麦子。记忆中，我家出麦子

时，父亲常把我的堂叔叫来帮忙。堂叔掂

着扫帚弯着腰站在我父亲的上风头打掠，

用扫帚把落到地面混在麦子里的麦穗和杂

物扫出来，并扫到麦檩的一头。父亲每向

空中撂一木锨麦子，空中的麦子立刻形成

一道弧线，然后准确地落到麦堆上。眼疾

手快的叔父就用扫帚在落下的麦子上面轻

轻地来回一掠，便把混在麦子里面的石子、

土块和麦穗扫到麦檩一头。就这样，两人

默契地配合着，一木锨一木锨地撂，一扫帚

一扫帚地掠……

每次麦子扬出来后，父亲常常累得瘫

坐在地上，但是看到那被扬出来的麦子在

太阳底下闪着金灿灿的光，想到一家人一

年的生活有了着落，想到又是一个缸满囤

尖的丰收年，满心的喜悦又让他提起精神，

站起身，用木锨把麦子堆成一个圆锥形的

麦堆，我和姐姐拿过来装麦子的袋子，撑着

麦袋口。父亲用木锨或木制的撮斗往麦袋

里灌麦。

遛麦和上垛麦秸是麦忙时节的尾声。

遛麦即把所有被打过麦的麦秆全部摊开，

再晾晒，重新碾轧，把麦秸秆里藏的麦头和

麦子较为彻底遛出来，遛完麦之后就是上

麦秸垛。

上麦秸垛也是技术活。上麦秸垛前，

先在麦场边选择一个平地，在地上铺上厚

厚的一层麦糠，把麦秸秆打成一小捆一小

捆的，就像砌砖一样在麦糠上的周围摆上

一圈，然后再往这上面垫上一层散乱的麦

秸，压住茬。就这样，等到麦秸垛上到半人

高的时候，一个人上到麦秸垛上，下面的人

用桑叉把麦秸往上撂，上面的人把撂上去

的麦秸用桑叉打乱平铺到上面，一层一层

往上压。等麦秸垛上到离地面一人多高

的时候，一个人就在麦秸垛周围用荆杈修

整，另外一个人在远处看麦秸垛，看麦秸

垛是不是上歪了，歪了及时纠正。上好的

麦秸垛有长方形的，也有圆形的，长方形

的麦秸垛远远看去有的像马背，有的像元

宝，圆形麦秸垛远远看去有的像一个蒙古

包，有的像一个蘑菇，煞是好看。这些麦

秸垛既是庄稼人手下活脱脱的艺术品，也

是丰收的标志，更是古老农村的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今天，当我走进乡村，踏上阡陌，看到

那金黄麦浪中收割机匆忙的身影，听到那

收割机的隆隆轰鸣，目睹农民站在地头撑

着麦袋口接麦子那幸福喜悦的神情……感

受着农业耕作方式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禁

感怀万千，激动不已。我深深地为这时代

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感到骄傲……

岁月流淌中的麦忙时节
○ 郭明远

父母家的简易书架上陈列着一个景泰蓝花瓶，高 25

公分，白色底子瓶身上面布满云纹，主题是一株盛开的粉

色牡丹花，瓶颈至瓶口处为独立的花苞，花周围绿叶伸

展，画面简洁大方，花瓶为现代工艺品。

花瓶瓶颈处悬挂一四五公分椭圆形镀金奖牌：上书

“优秀廉洁勤政干部”，时间是 1995 年 1 月。景泰蓝花瓶

在我们家人的心目中无比珍贵——那代表着我父亲作为

一名党员的初心，几十年兢兢业业工作的写照。每次看

到它，我就会不由自主想起一些往事。

我四五岁时,喜欢站在父亲单位附近的商店外面、

欣赏四个美丽的布娃娃,它们每个一尺多高，手拉手，

紧 靠 橱 窗 ，向 行 人 露 出 甜 甜 的 微 笑 。 我 渴 望 拥 有 一

个，可父亲却认为买那些东西没有意义，不如买几本书

让我增长见识。

一天，一位叔叔来宿舍找父亲，我自告奋勇带他去父

亲的办公室。途中，我的目光又禁不住被布娃娃吸引了

过去。“喜欢，就买给你啊。”“可爸爸不让我要陌生人的东

西。”“咱们可不是陌生人，如果朱科长怪你。就让他找我

好了。”听到这里，我还是思忖再三，挑了一个最便宜的布

娃娃，并将它紧紧抱在怀里，再也不想撒开。

谁料晚饭时，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沉下脸，一只

手抄起一双筷子，另一只手不由分说掰开我的手心，“你

居然要人家礼物，在原则性问题上犯错，小时贪针，大时

贪金，懂不懂？”说完，筷子落了下来，吓得我赶紧闭上了

眼睛。

一会儿，我感觉手上多了个东西，忙睁开眼睛，是

布娃娃！只见爸爸将筷子狠狠打在它身上，没想到我

心爱的布娃娃刚来就挨揍，看到它既委屈又可怜的眼

神 ，那 感 觉 就 像 打 在 我 身 上 一 样 难 受 ，我 哇 的 一 声 哭

了出来。

时间仿佛静止了，泪眼蒙眬中，父亲告诉我，那人

是 有 求 于 父 亲 ，才 故 意 那 样 做 的 。 又 过 了 一 会 儿 ，父

亲为我擦干眼泪，静静地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把布

娃 娃 的 钱 寄 给 人 家 ，咱 也 就 安 心 了 。 另 外 ，我 也 要 向

你检讨，爸爸原来一直认为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没多

少实用价值，却不知女儿家家的就喜欢这些。以后只

要 你 表 现 好 ，我 会 给 你 买 你 喜 欢 的 工 艺 品 和 装 饰 品

的。来，拉钩！”

那个布娃娃陪伴了我整整十年的光阴，在这期间，父

亲在单位干过审计、纪检等工作，父亲常说：“不知情的人

都说这是肥差，岂知越是这样的工作，越需要严于律己，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父亲甘于淡泊，由于工作关系，与母

亲长期两地分居，每当别人要招呼父亲去一些娱乐场所，

他就赶紧跑到生产第一现场进行劳动，从而表明自己的

态度。长此以往，父亲言行一致，赢得了赞誉，获得了这

个景泰蓝花瓶。

后来，我从事财务工作，每每再看到它，心中更多了一

层深切的感受：景泰蓝花瓶里盛放着父亲奋斗过的岁月，它

简朴厚重，虽然并不是古董，却为我们确立了“言行如一，不

贪财”的家风，

是我们后辈心

中最名贵的珍

藏、奋 斗 力 量

的源泉。

在去“鹰城红村”叶县段庄采风的时候，

我偶遇了小敏。据资料记载，在段庄这个遍

地英雄故事的红色村庄里，解放前百分之九

十以上是革命家庭，那么小敏一家人应该属

于其中之一。但是，翻遍本地现存的英雄名

册，找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踪迹。他们和众

多的革命群众一样，没有留下影像，没有留下

任何书面记载的事迹，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初遇小敏，她已是一个九十二岁高龄的

耄耋老人，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一把陈

旧的竹椅上晒太阳。老人家衣着朴素，慈祥

的眼神里，流露着掩不去的沧桑。房子是祖

上留下的两间瓦房，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床，

一张桌，两个木凳，一个暖水瓶，再无他物。

院子里种着几畦小葱和豌豆，豌豆正开着淡

淡的紫花。

其实，我不该这样对老人家直呼其名。

应该叫她一声奶奶。可是当我听完她的故

事，我还是想叫她一声小敏。我希望在我真

诚的呼唤里，那个心怀女孩儿梦想的小敏，

永远年轻。

推算一下小敏的年龄，她应该是出生在

一九二九年，正是段庄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织

的第二年。也就是说，那一年，她所在的小

村庄已经燃起了革命火种。星火燎原，她的

父亲也是那一年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段永

健，开始了地下工作。父亲的故事小敏知道

的并不多，她说她的父亲叫王大兴，擅长厨

艺，在家里设立了“地下党联络站饭铺”。虽

然是地下命名，这名字却是响亮的，让小敏

骄傲至今。她说父亲身板硬朗，为人耿直，

脾气稍有粗暴，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庄稼人。

她从记事起，便记得全村人都往她家凑粮

食，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瓢面，对父亲充满信

任。而父亲能把粗茶淡饭做得很香。她说

父亲曾经扮作卖豆沫的小贩，肩挑豆沫桶，

让段永健藏身豆沫桶中出城脱险。这个故

事直到现在还广为流传，但父亲的名字在时

光的流逝中已渐渐隐去。唯有小敏——依

然骄傲地说，救段永健的英雄是我父亲。

十四岁时，小敏便深入地介入了父亲的

工作，和父亲一起，保证地下党组织的餐饮

供应。这是让小敏为之骄傲的使命。可是，

今天有多骄傲，当年就有多凶险的付出。为

了掩护身份，出入村庄方便，十四岁的小敏，

开始“装疯”。

说起“装疯”，小敏哭了。老泪纵横。她

说，为了“疯”得逼真，父亲用钝剪把她的头

发剪得参差不齐——这是唯一一次让小敏抗

拒的“命令”。她护住秀发，又哭又闹。父亲

狠狠地打了她，打得她满头疙瘩。她每天还

要用乌黑的锅底灰“化妆”，脸上、额头上都是

黑的，要在蓬乱不堪的头发里，揉进麦秸碎

屑。严厉的父亲一遍又一遍训练她学哑巴，

学哑巴的神情，学哑巴比画，以假乱真。从那

时候起，上庄下邻，十里八村，都知道王厨子

的女儿疯了。小敏，以蓬头垢面，又傻又哑的

“疯子”形象告别了青春，告别了该属于她的

年华。她说，那时候，披头散发，满脸污浊，举

止失常，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形容十四岁的少女，有许多美好的词

汇：花季少女，豆蔻年华，亭亭玉立，灿若春

花……而小敏说，她没有年轻过，除了贫穷，

还因为使命。她告别了青春。告别了少年

的懵懂。告别了属于女孩儿的所有梦想。

是那么彻底地告别。她说她这一生都在做

关于年轻的梦，直到现在。她看到漂亮的女

孩儿，就想落泪，每当看见衣着鲜艳的女孩

儿，就羡慕不已。小敏说她做过许多梦：梦见

自己穿着印花棉袄，梦见自己戴漂亮的耳环，

银手镯。梦见那手镯上铃铛叮当作响，自己

甩着辫子在田野里无拘无束地疯跑。甚至

还梦到过朦胧的相亲场面。

梦总归是梦。那些年月，都已远去，更

多的是苦涩的记忆。虽然小敏现在年事已

高，记忆已无法连缀，但那些刻骨铭心的片

断还在。她说那次去野外给地下组织的一

个会场送饭，掉进了沟里，摔得满脸是血，饭

送到了，她却浑身扎满了圪针，父亲含着泪

在油灯下为她挑了半夜，挑出来的圪针血肉

模糊，有小半把……那次为躲开敌人的哨

卡，在小路上转得迷路了，深夜返回的路上

又遇见了土匪，死里逃生回到家里，胳膊受

了重伤……那次为躲避敌人的追踪，带着给

地下党准备的干粮躲进一个废弃的红薯窖

里，差点窒息……记忆最清晰的，是那次被日

本人抓去，关了三天三夜，日本的翻译官百般

诱惑，告诉她，只要把共产党的事情说了，给

买花衣裳，给好东西吃。但是她一直装哑，日

本人没办法，往死里打她，用枪托把腿打残

了，残疾至今……小敏述说这些磨难的时

候，永远用“那次”表达时间。因为那些艰苦

卓绝的经历已经不能用数字表示。

小敏试着问了我一句话，她所做的一

切，是否还有人记得？我说，记得，一定都记

得。红色段庄留给人们的记忆，就包括你。

虽然过去我们不知你的姓名，但是，我们知

道，在建立新中国的征途中，一定有一个身

影是你。

小敏，我们记得你
○ 杨伟利

景泰蓝花瓶
○ 朱睿

197.不杀士人

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 1082 年），北宋军队

与西夏军队交战失利，消息传到朝廷，皇帝下旨

处斩当地一位文官。次日，宰相蔡确（福建泉州

人）向宋神宗汇报工作时，皇上问：“昨日批出斩

某人，今已行否？”蔡确回奏说：“还没执行。我

正要跟您汇报此事。”皇上说：“此人为何不斩？”

蔡确说：“宋太祖登基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

欲自陛下始（大宋朝从来不杀文官，我觉得您不

能开这个先例）。”皇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

配远恶处（给他面部刺字然后发配边疆）。”副宰

相章惇（福建南平人）说：“如此还不如杀之。”宋

神宗问：“你啥意思？”章惇正色曰：“士可杀不可

辱。”宋神宗也恼了，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

不得一件（我想痛快做件事就这么难）！”章惇接

话道：“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当时的君臣关

系挺“融洽”呀。

198.浅唱低吟

汉高祖刘邦宠爱戚夫人并非毫无缘由。戚

夫人是山东菏泽人，尤善歌舞，从乐器演奏到浅

唱低吟再到随乐起舞，如此多才多艺不由得皇

帝不喜欢。史载，“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每

泣下流涟。”一次，戚夫人为皇上表演翘袖折腰

之舞，演歌出塞望归之曲，后宫皇家合唱团齐声

伴唱，声彻云霄。皇帝的恩宠令戚夫人有点想

入非非，竟动员刘邦将太子刘盈（刘邦正妻吕后

之子）废掉，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为皇室接班

人。由此酿祸。

199.皇上踢球

足球在汉朝已经成为时尚。汉成帝刘骜

（公元前 51 年—公元前 7 年）一度痴迷足球。大

臣劝谏说：“这种运动太剧烈，伤害身体。再说

您是皇上，整天在绿茵场上跑得汗流浃背的也

不体面。”汉成帝回复说：“朕好之。可择似而

不劳者（老子就喜欢踢球！你们有能耐给我推荐

个跟踢球相似却不流汗的运动）。”大臣们开动脑

筋，最后，皇家顾问（光禄大夫）刘向（江苏徐州人）

制作“弹棋”献给皇上。汉成帝一玩，龙颜大悦，赐

予青羔裘、紫丝履。所谓弹棋，即双方黑白各六

枚棋子，互击取胜。具体玩法今已失传。

200.败家皇帝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正月，年仅 24

岁的宋哲宗赵煦病逝。皇上英年离世且没有皇

子，继任皇帝如何选择全由宰相们定夺。经过

一番谋划，宋哲宗的弟弟赵佶被内定为接班

人。当晚，翰林院长（翰林承旨）蔡京（福建莆田

人）被密召至皇宫，进殿一看，中央军委秘书长

（枢密使）曾布（江西抚州人）捧着砚，副宰相蔡

卞（福建莆田人）磨着墨，宰相章惇（福建南平

人）亲自将毛笔递给蔡京说：“现在我们来拟皇

上遗诏，我说你写……”蔡京后来回忆说：“当时

始觉儒臣之荣也。”可惜，这些自信满满的顾命

大臣犯了个大错误，他们选定的继任者就是臭

名昭著的败家皇帝宋徽宗。 (老白)

每年立夏过后，很多来自南方的候鸟都会聚在郏县

王英沟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小山村。

王英沟是中国传统村落，又是中国十大美丽乡村之

一。这里植被茂盛，地多人少，很适应鸟类搭巢建穴、生

存活动。于是，这里就成了鸟类聚居的天堂。这不，刚刚

立夏，在一个周末，我和妻子就一起回老家，为的是看鸟、

听鸟……

早上四五点钟，我还在梦乡的时候，就被外面的鸟鸣

吵醒。我微闭双眼，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听那外面的鸟儿

争先恐后地歌唱，细细闻听那婉转而清脆的鸟声。

咕咕，听这一声声憨厚粗犷的叫声，就是那长着满身

蓝灰色羽毛的斑鸠的鸣音。

黄花北处——你在哪住——我在庙后——吃的啥饭

——烙馍卷肉，这是浑身长着黄黑羽毛、头顶一个高耸鸟

冠的布谷鸟的声音。

唧唧，这就是小燕子的叫声，它轻盈地从这棵树上飞

到那棵树上。

吃呗吃杯——茶——，啊！好久没有听到“吃杯茶”

的叫声了。

多么美妙、有趣。听着这些鸟的叫声，此时，我仿佛

又回到了童年。

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我们一群小朋友挽起衣袖追

着鸟跑，穿梭在绿树青藤、鲜花碧水间。我们一边跑一边

和着天上布谷鸟的叫声，齐声唱道：“黄花北处——你在

哪住——我在庙后——吃的啥饭——烙馍卷肉。”总是鸟

一声，我们一声。我们喊到“烙馍卷肉”的时候，心中总

是按捺不住兴奋与激动，心想，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吃上

一次烙馍卷肉呀？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不但吃上了

烙馍卷肉，而且能吃上大餐。我们随时可以找个饭店，

坐在那里点上几样可口的饭菜，酌几杯小酒，共同品尝

幸福生活。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在这里你才能真正体会

到这句话的含义。我被鸟吵得再也无法入睡，披衣下床，

叫上妻子，一起走出院子，走向村外的田间小道。我们一

边听着鸟儿动听的歌声，一边看着它们飞翔的不同姿势，

一股股扑鼻的清清麦香阵阵袭来，陶醉其中，感觉生活之

美好。

此时，远处的鸟鸣不停，我的思想在激荡。我相信，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

听 鸟
○ 郭国朋

现代教育史上偏科的名人很多，可以

排成长队。

1917 年，罗家伦投考北京大学文科，恰

逢胡适判阅其作文试卷，给他打了满分，但

他的数学成绩竟然是零分，其他各科分数

也平平。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破格录取

罗家伦。罗家伦后来成为“五四”风云人

物，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1929 年，已是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

在招生中遇到了钱钟书。当时钱钟书国文

成绩特优、英文满分、数学 15 分，罗家伦颇

有蔡元培之风，在钱钟书的名字上大笔一

勾，破格录取。钱钟书后来学贯古今、兼修

中外，一度驰骋学界，赢得国学泰斗之誉。

1930 年吴晗报考清华大学，国文、英文

各得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清华大学毅

然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学生。吴晗果

然不负众望，学业优异、出类拔萃，成为我

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

1932年高考，钱伟长报考清华大学，虽然

文史双百总分却只考了225分，化学加数学共

20分，物理 5分，英语 0分，但是被清华大学破

格录取。后来，他成了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严重偏科的还有著名学者季羡林，高

考时文史极优，数学只考了 4 分。电子商务

的巨擘马云，第一次参加高考时，数学只考

了 6 分。偏科的韩寒，干脆放弃高考，成了

名噪一时的作家。

为 何 会 偏 科 ？ 兴 趣 、投 入 是 主 要 因

素。因对某门课不喜欢，没兴趣甚至有抗

拒心理，故而投入的时间精力自然就少，成

绩肯定上不去。当然还有天赋，有的人文

科方面的课程一学就会，可触类旁通、举一

反三；理科方面的课程却不开窍，尤其是遇

到数学头脑就成了一盆糨糊。

偏科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偏科者大都

属于潜力股。不过，一般性的偏科意义不

大，要偏就偏到极致，偏成独具一格，偏成

一座高峰，偏成一览众山小，偏成“一招鲜

吃遍天”。你看那些偏科的名人，他喜欢的

课程几乎都偏成了满分，这也正是他以后

出人头地、大放异彩的撒手锏。如果你的

偏科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是比其他课

程略好一点，这样的偏科基本上是没戏的。

从统计数字来看，很多成功人士都是

偏科的，所谓全面发展、无所不能者，最后都

结局不妙，沦为平庸。人生苦短，转瞬百年，

要想干成一番事业，只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才能成其事。一个人若被戴上多才多艺的

桂冠，就难成大器，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精

力被瓜分了。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亚里士

多德、达·芬奇就是两个全面开花的名人。

归根结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千万别

看着那些成功人士偏科，你也盲目效仿，别

忘了人家还在某一方面有过人天赋，有异

乎寻常的才华，即便是瘸一条腿，也比常人

行速快得多。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前因后

果，看见人家偏科你也偏科，弄不好就成了

邯郸学步、弄巧成拙。而且，当今高考录取

制度不鼓励偏科，不会给偏科者网开一面，

即便是蔡元培、罗家伦再世，也很难操作。

为长久计，青年学子还是要想办法补齐短

板，尽量均衡文理课程，先考上大学再说。

毕业之后，想怎么偏就怎么偏，只要你能偏

出名堂、偏出天地。

话说“偏科”
○ 陈鲁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