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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不能被异化为炫耀性消费竞赛

文 / 石川
立功，自古以来就与立德、

立言一起，被看成是人生的“三

立”。大凡正常的人都是希望立

功的。

可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些人

能事随所愿，不仅劳苦功高，而

且功勋显赫，让世人不时地想起

和念及；有些人则是不好不坏，

平平淡淡，其音容笑貌往往随着

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有些人则正

好走向初始愿望的反面，不仅未

有立功，相反却造下了罪孽，为

世人所诟病。

三种不同的结果，决定于在

立功实践中的不同表现。有些人

愿意身体力行，并久久为功，于

是乎玉汝于成；有些人经常立志

却不立常志，于是乎“东一榔头，

西一斧头”，没有弄出一样值得

可歌可颂的事情；有些人却想一

套做一套，知行不一，只可能导

致失败的人生。

由此，便自然让人想到了“功”

与“躬”的关系。

从字面上看，“功”与“躬”

似乎只是同音，意义上并没有什

么关联。“功”，除了有时表达功

夫、功率之外，主要是指劳绩、

成绩或成就、成效，是一种让

他人和社会有所感觉的进展、进

步或好处，是一种受人称颂与赞

扬的劳作成果。“躬”，本指人

的身体，但常常“躬”“行”并

用，现常引伸为身体力行或亲身

实践，是一种亲力亲为和努力的

行动，是一种真心的投入与付出。

但从“功”的取得和实现规

律看，“躬”的行动却是“功”

的获取的基础与前提，“功”的

铸就则是“躬”的行为的浇灌与

打造。

从“功”与“躬”的关系

可以看出，影响“功”获取的

因素有很多，但自身的投入和

躬行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

有这一条，其它的条件再充分，

立功的愿望只会是镜中的月亮

和水中的花朵。

纵观历史，那些创立功勋迄

今被人们传颂的人物都是伟大的

躬行者。神农尝百草，才发明了

谷物种植和药物采用。大禹三

过家门而不入，躬亲劳苦，手执

工具，与下民一起栉风沐雨，同

水患搏斗，才治好了“浩浩怀山

襄陵”的大洪水。秦始皇征服了

六国，才建立了封建大一统的中

央集权国家，实现了“车同轨，

书同文”，并统一了度量衡，确

立了郡县制。李冰父子坐镇指挥

都江堰，才建成了伟大的水利工

程，使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

国”。蔡伦是一次又一次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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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勇
6月11日，河南省招生办

公室发布一则公告：今年，我

省高考继续使用全国统一卷（I

卷），其中理综第 8 题答案选 A

选 B 均给 6 分。

（6 月 12 日《大河报》）
截至目前，除了河南省之外，

使用全国统一卷（I 卷）的河北、

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

安徽、山东、山西等10 个省份，

已全部发布公告，均称理综单选

第8题两个正确答案“A”或“B”

都得 6 分。这对这道题目选择 B

选项的考生而言，选“B”也算正

确，也得 6 分，无疑是最好的补

救措施，不让考生吃亏，维护考

生利益。要知道在高考这样的考

试中，区区1分就能挤掉上千人，

一道6 分的选择题极有可能决定

一名考生是上一本，还是上二本，

或者是上专科的命运。但是，这

件事情却不能就这样给分了之。

首先，这道引起考生、老师

争议的试题，到底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一道错误的题目，必须有

一个准确、权威的结论，不能

由各省给出的模棱两可的说法。

因为这是一道单选题、客观题，

正确答案有且只能有一个。从目

前各省发布的公告内容来看，明

显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一面都

说这道题本身没有问题，没有

错，那么按照这个说法，正确答

案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A”，“B”

不能算正确答案。另一面却又说

考虑到不同群体从不同角度对

该试题必选项有不同理解，考

虑到教学实际，B 选项也是错误

说法，也算正确答案。既然题

目本身没有错，就不能因为考生

的理解不同而算错误题目，设

置出两个正确答案，这样的处理，

俨然是在和稀泥，也损害了高考

的严肃性。

再者，如果这道争议的试

题确实不够严谨，属于一道错

误的试题，理所应当按照目前

各省高考招生考试主管部门的

做法，考生选“A”或“B”都算

对，都应得分，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高考试卷的命题部门及

其背后的命题专家应该站出来

给考生一个说法，必须为试题

出错事故公开向考生道歉。同

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启动追责

机制，对出错试题的命题老师

进行问责，倒逼命题老师提高

责任心，今后命题时更加严谨、

科学，更详细、认真地查阅资料。

实际上近年来各省高考试题

出错或者引起争议不是个例，比

如，浙江高考作文题将英国作

家菲尔丁的国籍错当成美国；全

国卷语文题搞错了珍珠港事件爆

发的年份；江苏的高考作文材料

中，山洞中的蝴蝶应为蛾子；陕

西的英语试题出现了选项重叠现

象……造成这种现象，除了命题

出错不被追责，起不到遏制作用

之外，最主要原因是高考命题太

过封闭。高考试卷命题专家组成

员虽然包括大学教授、中学在职

教师和学科教学研究者，但占比

最高的是大学教授，而他们对中

学教材内容和中学生状况却了解不

够，很容易出引起考生产生误解的

试题，甚至是超纲题目。从这个

角度说，高考命题组成员应增加

熟悉中学教材和中学生的中学教师

比例，适度降低大学教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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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朝清
一项调查显示，70.6% 的

受访者觉得婚礼仪式必不可

少。对于传统的婚礼仪 式，

34.5% 的受访者认为有文化

内涵，各种流程不可缺少，

31.5% 的受访者认为流程过

于繁复，花费较大。72.0%

的受访者认为婚礼最重要的

是给当事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59.2% 的受访者认为是家人朋

友的祝福。

（6 月 12 日《中
国青年报》）

中式的、西

式的，城市的、乡

村 的， 隆 重 的、

简朴的，不同的人

们既具有不一样

的生存生态，也具

有不同的“意义之网”，导致

婚礼的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在参加好友婚礼的时候，他的

舅舅一句“祝贺你成人了”，让

笔者印象深刻。如果说结婚登记

意味着法律上契约关系的建构，

举办婚礼则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

和社会意义。

在传统观念里，作为一种关

系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只有扮

演好一生中各种各样的角色，才

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维持血脉

的延续是中国人在家庭生活中的

最重要职责，进入婚姻意味着一

对新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举办

婚礼旨在让一对新人的社会角色

得到了亲友、邻居、同事等熟人

社会网络的见证、认同与祝福，

需要一定的仪式来赋予这

个日子与众不同的意义。 

婚礼具有公开性和象征性，

使它成为一个社会表现和社会

竞争的舞台。为了赢得自我认同

和社会认同，为了“脸面有光”，

一些家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

力。婚姻需要仪式感，却不能被

仪式感所伤。那种“打肿脸充胖

子”甚至不惜举债透支型消费的

做法，让一些家庭陷入了虚有其

表的“表面光”的困境。

在一个讲究热闹、追求吉

利的地方性、区域性婚俗文化

中，要想在社会表现和社会竞

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在仪式

感上多玩一些花样。不论是在

婚车车队上讲排场，还是雇佣

婚庆公司进行创意策划，抑或

在酒席的菜肴上彰显档次，

一些人往往利用消费上的差

异，来建构阶层边界与身

份认同，来塑造“高人一

等”的优越感与成就感。

经济因素不断去嵌入

日常生活，让许多人

认为婚礼仪式就是一

个“烧钱”的过

程。实际上，

婚礼仪式固

然少不了花钱

的地方，却不

能本末倒置；婚

礼仪式更在乎

心意，而不能通

过炫耀性消费来赢得“脸面”。

用沙画还原两人相识相恋的过

程，伴郎伴娘一起表演节目，

邀请嘉宾登台参与互动……一

些不怎么花钱的婚礼仪式，却

能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影响。

婚礼仪式承载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祝福，犹如平凡日

子里的一束光。尽管如此，婚礼

仪式如此并非程序越多越好、花

钱越多越好。一方面，对于传统

婚礼中陈旧、落后的“文化枷锁”，

如“闹婚”习俗要勇敢说“不”；

另一方面，双方长辈要和新人们

弥合“碎片间的缝隙”，不能顾

此失彼。如果融入了过多的功利

与算计，婚礼仪式就会走调、变

味了。

高考试题有争议不能给分了之

材料进行比较和试验，才发明了

“造纸术”。郑和是亲率船队远

征，才实现“三宝太监下西洋”。

李时珍用尽毕生精力，广收博采，

才著就了药学巨著《本草纲目》。

如此等等的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历

史人物虽已远离我们有成百数千

年，但他们的名字却随着他们的

功绩永远地活在后人的心中。

当今时代，那些为社会发展

和文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各种

家们更能使人切实地感到，他们

为人类所立的大功不是只有理想

而没有行动，而是始终围绕着心

中的目标坚持做、做坚持，反复

做、做反复，攻破一个又一个难

关，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是化

败为赢，是积小胜为大胜，积量

变为质变，积小功为大功的。他

们无一不是美好理想的躬行者。

有人可能会说，为人类立下

大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我没有什

么特别的天赋，所从事的也是普

普通通的平凡工作，也没想立什

么大功，立功兴许只是一种奢望，

难道也需要“躬”的表现吗？

其实，历史和现实都已反复

证明，只要拥有正常的思维和意

识，任何人任何工作任何岗位都

可以为人类而立功，只是立功的

层级有大小之分和轻重之别。但

立功从来就没有等、靠、要来的，

它等于1%的天赋加99%的汗水，

是立功的愿望连上辛勤的付出。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职责

范围内让现人看得见、摸得着、

得实惠的各种实事，就是立功；

干好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

长远的各种好事，也是立功。只

要将“功”与“躬”结合在一起，

任何人都可以为这个世界创下宝

贵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抑或

是两者的兼备。

人生在世，应该要有为人类

立功的良好愿望，并养就“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

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样的

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关键

是有了美好愿望，就要有切实的

行动，要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

一点地啃，像愚公移山那样一锄

一锄地挖，为立功的良好愿望不

断地躬亲、躬行和躬耕。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

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其实

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要想拥

有立功的闪耀历史，就不可缺乏

躬行的生动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