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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楚地稻花香，玉蝉鸣，紫蝶舞，江城会谈，荣誉重山岳。

吊桥坪下灯火明，架长车，越沟壑。

渭水渝北流年去，鬓如霜，又何妨，一纸遣书，壮心冲云霄。

襄荆路上旌旗猎，穿金甲，达八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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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外烟雨倚窗落，

人间烟雨逢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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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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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我们每天都在为“无知”
买单，你会信吗？

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随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
渠道可谓数不胜数。可是为什么我们
买房还要找中介？购物还要被中间商
赚差价呢？这便是我们在为我们的

“无知”买单。其实这就是现实生活中
的一个普遍现象——“信息不对称”所
造成的结果。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通俗来讲就
是“你知道的跟别人不一样”，或多或
少、或真或假。如果你占据了信息不
对称的优势，成为那个比别人“知道”
的多的人，就可以成为信息不对称的
受益者。然而现实是，大部分人站在
了不对称的弱势面，成为那个不会获
取信息、不会甄别情报，永远在为信息
不对称“买单”的人。

这时可能你会问，明明现在互联
网这么发达，获取信息那么容易，怎
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呢？这就得提起 2006 年出现的一个
经济学概念——“信息茧房”和经济
学中的“回声室效应”。芝加哥大学
教授、曾任美国白宫信息管制办公室
主任的凯斯·桑斯坦提出：公众的信
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使
自己愉悦的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
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他
在自己的著作《网络共和国》中，还描
述了个人日报现象。伴随网络技术
的发达和网络信息的增剧，人们能够
在海量的信息中随意选择自己关注
的话题，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
制报纸和杂志，每个人都拥有为自己
量身定制一份个人日报的可能。当
个人长期禁锢在自己所建构的个人
日报中，久而久之，个人生活呈现出
一种定式化、程序化，失去了解不同
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不知不觉间
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

所谓回声室效应，是指在一个网
络空间里，如果你听到的都是和你意
见相似的回响，你会认为自己的看法
代表主流，从而扭曲你对一般共识的
认识。由于回声室效应，人们趋于与
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交流，同时结为群
体。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
庞所著的《乌合之众》中有对群体“无
理性”的描述：人们沉浸在顺应自己
内心的意见的回声里，往往会对其他
声音选择视而不见，甚至认为与自己
意见相左的声音都是无稽之谈。这
样的群体有紧密的联系，不能轻易地
被打散。因此，一旦进入自己的“回
声室”，意见和信息就会越发倾向于
一个极端。

由此可见，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
信息不对称不是缩小，甚至是在加大。
这世上有一半的人永远也不知道另一
半人是如何生活的。可是，如何让自己
尽可能少的为信息不对称“买单”呢？

那便是用自己的时间、金钱、甚至身体
力行去弥补信息鸿沟。

不断弥合信息之间的鸿沟，才能一
点点达到更高的层级——这就是学习
的意义。

正如古希腊大学者苏格拉底曾提
出的两个重要观点：“认识你自己”和

“美德即知识”。人总是在不停地学习
与探索中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你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力，最终决定了你能
跑多远、飞多高。

但简单的学习所弥补的信息鸿沟
只是教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活，如何进
步。俗话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我认为学习的更高境界
则是修心、正性。如林清玄在《孤独是
种大自在》中所说：世人不知沉默的艺
术，往往不见车薪可见秋毫，喜发议
论，不在内心的涵蕴上求修养，而在外
相的表达上求矫饰，则沉默之被目为
可贵，日趋于下，真正虚怀若谷者反而
不屑与谈，变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的现象，歪风所及，人格、社会便一日
下流于一日了。

故“若非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
鼻香”。尤其是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
静下心来雕琢自己，学习、思考便尤为
可贵了。愿我们少为“无知”买单的同
时，更能细品杨岐禅师曾留下的禅语：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
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亡性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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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的六月，是满目飞扬的白，星星点点跳跃在暖黄色的阳光里，微
风熏然，洁白梦幻的蒲公英留下一道纯粹而又浪漫的光影，继续飞向未知
的远方，没有人知道它们会在哪里停留，在哪里扎根，又或者在人们不经意
间，便已经为那片荒芜的旷野带来生机勃勃的绿。

来到天津时恰逢六月，这已经是我参建过的第四个项目，1400公里行
程，去往项目部时车辆渐渐偏离市区，城市的喧嚣热烈如同一帧帧彩色的
电影，从窗边划过，后来就只剩下道路两旁枯黄零星的矮草。

车辆行进，视野中高耸挺直的烟囱直入云霄，像一个威严的战士，俯瞰
守护着这片土地。烟灰色的钢铁建筑与凝如明镜的天空交融，严肃与纯粹
的碰撞，像极了彩墨鲜明、风格大胆的油画，厚重中透着几分明丽。

这竟然是由我们改建的“垃圾厂”—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医药医
疗器械工业园园区的青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原本的垃圾焚烧厂房由
于设施陈旧，已经无法满足行业新标准，而我们正在建设的新机炉改建项
目完成后，不仅能对天津市的生活垃圾进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热量还可以用来发电，以满足天津市辰瞏工业园园区内
约50万平方米冬季集中供暖需求。

这片厂区从灰败陈旧到气势恢宏、庄严挺立不过8个月。这种从无到
有的奇迹，由旧向新的交替焕发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的前景令人惊叹万
分。新厂区的修建完成也将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维护城市整洁卫生，便利居
民生活生产，有效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的目标。

下车时，几支零星的蒲公英划过裤脚，随即便悠悠荡荡奔赴新的征
程。工地上所有参建人员忙忙碌碌，有条不紊的施工作业，机器轰鸣运转，
冰冷静默的建筑霎时间竟“活”了起来，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纯白荡
漾的细小绒花慢慢与眼前严肃谨慎、辛勤专注的劳作者们重合。

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建筑人”，又何曾不是这小小的蒲公英种子，承载
着生命的奇迹与希望，飞向五湖四海、千岩万壑。哪怕渺小微弱，也总能挟
裹着万千期望与满腔情怀扎根于未知的前方，带来无限可能。

此后，你如蒲公英盛开，到处都是你的模样。

白 静

你如蒲公英盛开，此后到处都是你的模样

我的老岳父是位正直善良、平
易近人、富有同情心、乐善好施的长
者。他慈眉善目，一缕近乎凝固了
的微笑，总是堆在脸上，既有与生俱
来的属性，又含历雨经风的修养。
这微笑，带着诚挚，带着善良，带着
慈祥，带着宽广的胸怀，带着处世的
风格，也带着精明和智慧。见了我
言语不多，是那缕慈祥的微笑拉近
了距离，一点儿也不觉拘谨。大舅
哥私下里称呼他为老爷子。我由于
走出山沟时间不长，见识短浅，觉得
别扭。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老爷子
是对上年龄长辈的尊称。据说清朝
的纪晓岚曾当面称亁隆皇帝为老爷
子，满朝文武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却
不紧不慢地解释道：“万寿无疆之谓
老，顶天立地之谓爷，满腹经纶之谓
子，简称为‘老爷子’”。听了这个传
说，我才明白，称呼老爷子完全是褒
义，从此又对喊老爷子产生了一种
亲和感。

我的岳父老爷子计划经济年
代曾担任过工程处所辖材料厂（股
级单位）的厂长，主要负责全处所
有工程三大材（水泥、钢材、木材）
及其他统销物资甚至大堆料的采
购供应和木材加工业务。职务不
大，责任却不小。上世纪七十、八
十年代，水泥、钢材、木材，在市场
上时有时缺，谋虑计划不周就会直
接影响工程进度。俗话说“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所以工程处领导对这个只有
百十号人的小厂格外关顾。老爷
子“求爷爷告奶奶”的“本事”，就是
打这儿“逼”出来的。

那年代办事靠的是社会风气清
正，靠的是日积月累的人脉关系和

“蹭脸皮”。老爷子虽然没什么文
化、不会花言巧语，但为人厚道实
诚，脑子聪明，办事又特别认真，常

常被他那缕诚挚的微笑“感动”，而
使难题迎刃而解。

过去，隧道施工是上下导坑开
挖，为防塌方和危石掉落，导坑里
用大圆木搭设的排架密密麻麻，排
架上边全部用板皮填充，所以用的
木料特多。每个隧道口堆放的圆
木像小山似的。

那是在陕西耀县我们与老岳
父一起生活的时候。一次，老爷
子说他去黄陵森林老山出差，一
去竟在山里待了一周。那时候电
话联系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一天
后，我和爱人到处打听，才知道他
平安无事。周五晚上回来，老爷
子虽然一身泥灰，脸上随时挂着
的微笑却灿烂起来，不用问，准是
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一会他就呼
呼 入 睡 了 。 哦 ，那 准 是 劳 累 的 。
事后，从他带的两位业务人员的
口中得知，工程处计划外急需一
百方木料，他带人到林场求助去
了。林场伐下的存货不多，便一
口回绝。吃了闭门羹的老爷子，
始终不急不躁，面带着精明、智慧
和祈盼的微笑，不慌不忙地陈述
己见：“那满山遍野长着的都是我
们急需的‘存货’啊”。这时候，他
一会儿讲对方灵活营销会给林场
带来好处，一会儿讲工程处数百
人 面 临 停 工 造 成 的 损 失 。 意 切
处，眼眶里甚至盈满“微笑着的”
热泪。经他这样“软磨”，林场领
导终于被打动，便紧急动员工人
加班加点伐木。老爷子和两位业
务员与林场工人同住，靠方便面
充饥，起早贪黑帮干些力所能及
的事儿。经过一周的辛苦，不仅
如 愿 ，还 与 林 场 领 导 成 了 朋 友 。
他们说，如果不是老李头那面带
诚意的精明微笑，我们说什么也
不会这样干的。两位业务员对老

爷 子 的“ 微 笑 外 交 ”更 是 深 有 感
触，由衷地佩服。

老爷子的微笑与精明，不仅能
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也能起到团结
职工的作用。由于他的平易近人，
不少职工总爱找他聊天，工作中遇
到不顺心的事儿及家庭困难，便会
上门找他沟通，寻求解决的办法。
每逢节假日，家里的来人总是一波
一波的。即便个别受了委屈的职
工情绪有些激动，总能被他那脸上
的厚道与真诚、带有包容和理解的
微笑化解。我曾亲眼看到有职工
黑着脸进屋，笑眯眯地出门。老爷
子当年收入不高，还为岳母治病举
了债，可时不时地还买几斤老酒
（散西凤），拌几碟小菜，请几位职
工，在家“热闹”，我因为与老爷子
一起生活，也经常参与其间，始知
老爷子这是在工作。几杯酒下肚，
便微笑着讲起“理”来。有位闹情
绪的车间骨干撂挑子，思想工作就
是在酒桌上做通的，这使我深深认
识到，他的微笑是含有智慧的。这
也应该是老爷子对“大道至简”的
一种理解和践行吧。以至也潜移
默化着我，多年后我也曾使用过这
种办法。

说起老爷子对他手下职工的
关心，那真比解决自己家的事都上
心。谁家有个七灾八难的，总能在
对方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有力的援
手。包括我们晚辈在内，都说老爷
子“多管闲事”。什么闲事？岳父
老爷子可不那么认为，而是一脸严
肃地对我们说：凡是帮人难处的
事，就不叫闲事，是正事！只要能
帮上忙，就得尽力。厂里有位老工
人，自己多病，老伴身体也不好，几
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常常自个苦恼
得流泪。他看在眼里，同情心便涌
上心头。亲自到工程处机关，用他

那诚挚的微笑去感动领导，帮这位
老工人往身边调孩子。经过三番
五次的努力，终于把事办成。我也
亲眼看到这位老工人流下的感激
热泪。

老爷子的微笑带着对晚辈们
的慈爱和关心，尤其对我这个穷女
婿，更是关爱有加。我与他的二女
儿婚后没房居住，他便把自己的两
间牛毛毡房腾出半间让我们居住，
什么五斗柜，大衣柜、写字台、木床
头，都是老爷子以后陆续为我们添
加的。我家在陕北农村，那些年收
成微薄，家中缺粮。我当时在工程
处机关从事文秘工作，与社会毫无
接触，找不卖粮的地方。他得知情
况后没有言语，凭他多年积攒的老
关系，一下子为我买了几百斤粮
食，并在粮站换成面粉后才微笑着
告诉我：孩子，不够我再想办法。
有谁知道，老爷子为给我买粮食，
曾付出过多少诚挚的微笑？虽然
我性格内向，当老爷子的面，道声
谢谢，觉得羞涩，可我激动的双眸
却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老爷子的微笑里充溢着宽广的
胸怀。他工作认真负责，难免会得
罪人。老爷子从不提起，仍然微笑
面对。老爷子用他那特有的坦诚微
笑化解了工作的矛盾。有道是：与
其能辩，不如能容；与其能防，不如
能化。老爷子不会这么说，却这样
做了。

老爷子的微笑中也蕴涵有岁
月 历 练 出 的“ 看 破 红 尘 ”和“ 糊
涂”。一生虽经历了少年丧母，中
年丧妻，晚年丧子的最大痛苦，但
始终没有抹去他那缕饱含沧桑的
微笑。不自暴自弃，能直面人生，
像一棵累经急风暴雨、酷暑严寒锤
炼的老松，巍然挺立，直到安详地
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