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理：
这位年轻人的成功，固然有许多因素，但他那种

拒绝不劳而获的做法，却为他赢得了宝贵的自尊。 看
来构筑成功的大厦，除了自信的水泥、自强的砖块之
外，还离不开那种名叫自尊的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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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故故事事 大大道道理理

一群饥饿的难民来到了一个小镇上，等待着镇
长给他们发放食品。

当镇长把面包和奶酪递到一个年轻人的面前
时，年轻人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急着接过食物，而是
开口对镇长说道：“先生，你送给我这些吃的，有什

么活让我干吗？ ”
镇长笑着回答：“我只不过是给你们提供些帮

助而已，哪来的活让你干啊？ ”
“不，先生。 如果没有活干的话，我是不会接受

你的食物的！ ”年轻人的口气很坚决。
镇长很感动， 但的确没有什么活让年轻人干，

不得已，只好蹲下来，让年轻人替他捶了捶背。
后来，年轻人留在了小镇上，并和镇长的女儿

结了婚。二十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了一位石油大亨。
（晨小）

拒绝施舍

对“创伤”成瘾，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童年或者
过去的心理创伤里走出来， 甚至还会习惯性的回
到那个创伤模式当中？ 因为那个创伤模式是我们
小时候最熟悉的节奏，可能会感觉不好，但“同样
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我们在熟悉的模式当中是
相对安全的。 所以我们回到那个熟悉的模式，回到
那个“安全的模式”不断地去进行重复，这就是强
迫性重复。 荣格说：“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就
成了我们的命运。 ”这种创伤有忠诚的味道。 为什
么很多时候心理问题很难去自愈， 它好像手术一
样，需要更深入的心理治疗。 这个手术是需要打麻
药的，我们很少有见过自己给自己打麻药，给自己
做手术的。 所以，心理治疗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
师来进行工作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种心理
创伤，知道这个模式，但是我们没有力量让自己获
得治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了很多书，听了很多
课， 但就是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治疗也就没有完
成。 看书、听课和听别人的故事，也会有些触动，这
个触动也会推动我们产生一些变化， 但通常深入
的治疗还是由专业的治疗师来完成， 这是质的不
同。 这就像我们身体上出了问题要去做手术一样，
不可能说买本医书在家看了五年， 完成了医学本
科的学习，然后就知道怎么办了。 那个时候可能病
就耽误了。

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叫“伤痕实验”。 这个实
验的目的就是看一看我们带着伤疤去跟人打交道
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不一样的目光关注，或者
不一样的对待等。 志愿者被安排到不同的没有镜
子的小房间里， 由专业的化妆师在他们的脸上画
出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画完之后，志愿者被允许

用一面小镜子看看自己化妆后的效果，看完以后这
个镜子就会被拿走。 在此后的整个实验过程中，被
测试者都没有机会再看到自己的样子。 这时，化妆
师告诉志愿者说，要在他们的伤痕表面上涂一层粉
末，以防止伤痕被不小心擦掉。 实际上呢，这是化妆
师是用纸巾偷偷抹掉了伤痕的所有痕迹。 当然，对
这件事情，被测试者是毫不知情。 做完这一切后，这
些志愿者都被分别派往各医院的候诊室。 他们的任
务是，去观察人们对他们面部伤痕的反应。 规定时
间到了，所有返回的被测试者毫无例外地叙述了相
同的感受———人们对他们比以往更粗鲁了，更加不
友好了，而且总是盯着他们的脸上看。 可实际上，他
们的脸上跟平常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之所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疤痕的样子，导致
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自我认知影响了他们对外
界的判断， 让他们感觉到所有人对他们都不友好
了。 这种自己认为的不友好，只是被测试者幻想出
来别人的眼光，并非他人真正的眼光。

这个伤痕实验说明了一个道理：所有的伤害都
来源于自己，都是我们做好准备的，都是我们愿意
的，甚至是配合对方来完成这个伤害的。 如果我们
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不配合，我们不愿意，没有人能
伤害得了我们。

如果我们面对一个人用中文骂我们，可能会觉
得很难堪。 如果我们没有学过俄语，他用俄语骂我
们，或许就不会觉得很难过，也感受不到什么。 也就
意味着，当别人用中文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配合
他们做好被骂的准备了。 如果他用俄文骂我们的时
候，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状态，就感受不到被骂。

所以，伤害我们的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看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伤害和被伤害。

对“创伤”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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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访问学者、河南大学心理学硕士、许昌学院教育学院

实验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及绘画心理分析导师、河南省“国培计
划”项目培训专家、许昌市首届科普专家、许昌市新长征突击手、许昌学院首届双
师型教师、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学雷锋标兵、“张丽莉”式优秀教师。

近 ２０年来，从事心理学专业的教学和心理咨询师培训及督导工作，主持和
参与省级、厅级课题二十余项，编写著作和教材《心理咨询与治疗》《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心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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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活的习作属于记叙文，准确地说，是记事作
文。 通过一件事表现个人生活。 可写自己，也可写别
人， 说到底就是自己的生活见闻。 要想写好这篇习
作， 除了掌握上次讲到的几点外， 还要注意以下几
点：

第一，选材要新颖。
选材新颖是各类文体的共同要求。 这好比妈妈

带你去商场买衣服，总是要挑选那些样式新颖、质地
良好的。 写作文也一样，材料新颖，一下子就能抓住
读者。 那么，什么才是新颖的材料呢？ 新颖的材料是
相对某人来说的。 同是一件事，甲已经做过，乙没有
做过，那么对甲来说，这件事就是旧的，而对乙来说
却是新的。 就作文来讲，那些独到的、个人最先发现
的都是新的。 例如上节课中提到《奶奶家的虫灾》就
比较新颖，因为这样的事不是谁都可以遇到的。 选材
是否新颖，会影响到文章的效果，尤其参加征文比赛
等活动，新颖的选材对于能否获奖会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要事真情实，不要凭空编造。
“生活万花筒”是写生活的，可以写自己的生活，

也可以写他人的生活，这些生活必须真实，不能虚构
瞎编，更不能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 只能写真实的
生活，才会有深刻的感受，才会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向
往。 譬如课本上的《麻雀》《爬天都峰》两文，前者写
“我”打猎回来的路上遇见一只从巢里掉落在地上的
小麻雀，猎狗走上去，要伤害小麻雀，一只老麻雀疯
狂地飞过来保护小麻雀。 “我”唤回猎狗走开了。后者
写假日里，爸爸带我去黄山爬天都峰。 望着天都峰那
笔陡的石级，“我”有点害怕。 这时，遇见一位白发苍
苍的老爷爷，“我”跟老爷爷一起爬上天都峰。 两篇作
品的事件都是真实的，而这也是散文的起码要求。

第三，要具体细致，不要空喊口号。
记事作文的具体细致就是对事件的发展过程具

体详细地描述，让事实说话。生活不是空中楼阁，而是
实实在在的：一顿饭不吃，就感觉饥饿；冬天衣服单
薄，就感觉寒冷；生病不治疗，就感觉难受；节假日作
业太多，心里就烦躁……这些就是生活。 描述有关生
活的事件，就是要表现出人们在不同生活状态下的喜
怒哀乐。因此，事件描述越具体越细致，越能说明生活
的真实，越能让人体验到生活的斑斓和艰辛。 具体说
来，既可以详尽叙述事件，又可以具体描述人物，写人
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写人的动作行为和语言等。

第四，要重点突出，不要主次不分。
上节课讲过，在选择事件之前，要先确定一个中

心，然后再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围绕中心进行写作。
既然要围绕中心，就要考虑材料的取舍，哪些应作为
重点，哪些是辅助材料。 重点材料一定要详写，辅助
材料尽可能略写，千万不要主次不分乱写。 只有把重
点材料写好， 习作的中心才能突出， 文章才有吸引
人、说服人和感染人的力量。 如果我们把主要材料当
成红花， 那么次要材料就是绿叶。 “红花还需绿叶
扶”，因此，抓住重点材料描述并不是不要次要材料，
而是合理安排，既不让“绿叶”挡住“花朵”，也不能不
要“绿叶”。 例如《自制太阳伞》一文，如果把“我”比作
红花，那么，爷爷就是绿叶。 “我”是重点，爷爷是辅
助。 离开我，就没有制作太阳伞这件事，就不会做出
太阳伞；没有爷爷，“我”制作太阳伞的过程就充满变
数。 所以，围绕中心在写好重点材料的同时，用次要
材料作陪衬是写好生活作文的秘诀之一。

其实，写好记事作文还有很多方法，比如事件曲
折、事件中的环境等，以后老师会逐渐讲给大家。

景景老老师师讲讲作作文文

怎样写“生活万花筒”（下）
景文周，中学高级教师，知名

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作文理论研
究专家、中小学作文辅导专家、“全
景作文课堂”创始人。 曾任《花果
山》杂志主编，许昌市儿童文学学
会会长、 许昌市校园文学学会会
长。 先后出版《作文技巧》《中小学作
文技法 ４０讲》等语文类图书六十余
本，出版长篇小说《营造》《石榴》《中国男孩》《中国女孩》。近年
来，又潜心长篇生肖童话的创作中，已出版《鼠王国迁徙记》
三部曲之《百岁鼠王的荒唐事》《鼠坚强的流浪歌》《小老鼠的
大航海》和《牛英雄成长记》三部曲之《初生牛犊不怕虎》《牛
气冲天闯世界》《做牛也要留美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