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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石川
平时，我们总能看到这样

一些现象：在判断一个人会不

会与某人或某事有所交集时，

在讲不清某人为什么在某事上

很有造诣时，在对一个因为没

有达到预定目标而痛苦的人进

行安慰时，很多人常常用一个奇

妙的汉字来应对，那就是“缘”。

把相逢称作缘聚，将离散

叫做缘散；把两情相悦叫投缘，

将寻而不得称无缘；把交道多

交情深叫做缘厚，将交道少交

情浅称作缘薄；把突破常规的

发生叫奇缘，将注定的出现称

缘定；把美好的嫁娶叫良缘，

将不好的结局称孽缘。开导人

时还会说随缘、顺缘，随方就

圆、随遇而安，得之安然、失

之坦然、顺其自然。

给人的感觉是，“缘”字犹

如一个框，什么恩爱情仇，什

么悲欢离合，什么酸甜苦辣，

什么喜怒哀乐，在讲不清道不

明中，不管如意不如意，都将

它们往“缘”里捡。人也很古

怪，只要接受和认定了这个“缘”，

便从杂乱的思绪中、迷离的现

象里，骤然变得豁达和轻松起

来，再大的委屈也会舒展，再

多的纠结也会释然，再大的疑

团也会化解，再坏的情绪也会

舒缓。“缘”，在人们的心灵抚

慰中，在迷路人的方向指点中，

似乎拥有一种神乎其神的作用。

其实，要是咬文嚼字，“缘”

本身的意义并没有这么玄，只

是一个多义字，除了表示事物的

原因和发生的机会外，还有命

运、边线、沿着、顺着等意思。

但在实际使用中，人们更多地

是将其用在人与人思想、情感

或行为的互动后所出现的状态、

状况的归因，用于付出后所获

成果、结果、后果或是结局的

解说。在人们的心目中，“缘”

似乎就有了几分禅意。

依着这样的理解，“缘”

便意味着人生相遇的时空约

定，象征着同趣共知的心灵

碰撞，激荡出一幕又一幕的

人间故事。这些故事，或可

歌可泣、感天动地，或水波

不兴、平平淡淡，或磕磕绊绊、

数奇不遇。这样一来，“缘”

实际上并不是人们常说的由

天而定，不只是一个玄乎的

概念，而是可以人为、可以

努力而出现的机会，只是它

需要“愿”的准备和“愿”

的促成。

本来，世上就没有无愿之

缘，任何情形的呈现都有其必

然的逻辑。缘是随愿而走的，

有缘无愿，缘来了也会让你感

受不到，只会擦身而过。愿到

方可缘来，缘来因为有愿。多

半的情形是有多大的愿才会有多

大的缘，有什么样的愿也会有什

么样的缘。我们的人生就是由

一个又一个的愿和一个又一个的

缘所交织、所演绎、所组成。 

在现实中，一些人总喜欢

把“缘”简单地理解为是不

可抗拒的天意或是不可思义

的前世安排，该想的不去想，

该做的不去做，还津津乐道

什么“凡事天注定，半点不

由人”“命中有时终须有，命

里无时莫强求”，与人不比，

与世无争，过着“脚踏西瓜

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日子。

这种人心态倒是出奇的好，

可总是感不到、看不见、抓

不住让人生出彩的各种机缘，

落得个平平庸庸和普普通通，

在与不在，有与不有，都不会

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还有一

种人，愿望虽不少，梦想也很

多，但想的却是歪道，梦的也

是斜路，不是损人利己，就是

投机取巧，或是虚无缥缈，在

人生的路上确实还是遭遇了不

少的缘，但这些缘兴许给其本

人带来了惊喜，但却给他人和

社会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伤害。

这样谋来的缘，是没有好结局

或是好下场的孽缘。这种人不

仅不能博取他人的称赞或同情，

只会遭到众人的谴责和唾弃。

“缘”确实连着“愿”，但

“缘”的性质决定于“愿”的有无、

“愿”的强弱、“愿”的高低和

“愿”的好坏。一个没“愿”的人，

兴许不会与灾难接上缘，但永

远不会与好运挨上边。有好愿

也许不一定就有好缘，但没有

好愿肯定不可结良缘。要天赐

良机和喜结“好”缘，什么时

候都要多怀好意、多行善愿。

缘分天注定，七分靠打

拼。有了向好、向善、向上、

向美的想法和愿望，有了在

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作

出的合适选择，就要诚诚恳

恳、踏踏实实，朝着既定的

目标而奋进。一旦缘来，不

管是深是浅，是长是短，都

是心中的期盼，都是来之不

易，都不可将之错过，都要

好好地对待、好好地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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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靠打分”，侵犯的何止生育权

文 / 李英锋
近日，网传一段视频显示，甘肃省博物馆“天

马西来”后台展池中散落着一元、五角等面值不

等的纸钞和硬币。展品上堆满纸币的现象并不

是首次出现，此前就有媒体披露，游客在展出

的佛像周围投掷钱币祈福，博物馆被当成了“祈

福之地”。就此行为，有关专家表示“民众科学

素养亟待提升”。

（10 月 23 日《科技日报》）
此前，有老人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时，往飞

机发动机里扔钱，导致航班延误，并引发了争议。

其实，一些人扔钱已成习惯，从北京故宫的荷花池，

扔到山东济南的趵突泉、漱玉泉，从浙江杭州的

雷峰塔遗址，扔到各地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化石边

上。不少名胜古迹、博物馆都经历着被“砸钱”的

烦恼。

投币祈福和刻写“到此一游”一样，也是国人

的一大游玩喜好。实际上，国人投币祈福的历史悠

久，早在唐代就有了投币的记载——唐代笔记小

说《朝野佥载》里记载：当时的并州有一个妬女泉，

澄澈千尺，“祭者投钱，皎然皆见”。另外，投币祈

福也并非国人的专利。比如，2016 年抛入意大

利罗马的特雷维喷泉许愿池的硬币总值 140 万

欧元（约合 1100 万元人民币），泰国、印度等

国都有类似的习俗。

以前，投币祈福一直不算个事，直到近年来人

们的旅游文明意识逐渐增强，才把投币祈福视为一

种陋习，一种不文明现象。

有投币祈福习惯的人太多，这些人一时难以转

变观念，且投币祈福的行为会产生示范效应，其他

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也会模仿，因而，纠正陋习需

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需要面对的是比较“执

著虔诚”的信念，要想在短时间内扭转人们投币祈

福的习惯，并非易事。

不论是旅游监管部门、文物管理单位，还是景

区以及其它相关单位，对有投币祈福行为或倾向的

游客都应该以教育引导为主，不宜强制约束，不宜

操之过急。

景区应该在游客容易集中投币祈福的区域安装

防护设施，设置告诫牌，进行广播语音提示，安

排工作人员对游客进行教育劝阻；景区有必要对游

客扔掷的钱币进行及时清理，破除暧昧态度，展

示不欢迎或拒绝游客投币的鲜明立场，避免造成

破窗效应。

景区或有关管理部门也不妨换个思路，因势利

导，赋予游客投币行为“个人祈福”和“公益捐赠”

的双重功能，给游客投币祈福提供一个合理的通

道，将游客投币祈福引入慈善路径。比如，在景

区或文物附近专门开辟投币区域，供游客参与、祈

福、求平安、表善念，还可借鉴互联网+ 模式，

设置网络投币祈福平台，让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即

可“投币祈福”，完成许愿、传递爱心。同时，景

区、文物管理部门等单位定期把游客投掷的钱币进

行汇集清点，纳入公益账册，用于对文物、古迹、

景点的维护。

这样的祈福通道高效便捷，既能满足游客的

需求，又赋予了投币祈福积极的意义，可以为保护

文物、景观、环境贡献正能量，可以呵护文明，更

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具有可行性，值得一试。

不妨把投币祈福引入慈善路径
一家之言>>

文 / 郭元鹏
为破解女职工扎堆生育困局，某地一家单

位出台制度，对申请生育二胎女职工进行综合

考评打分，根据得分高低排队，确定怀孕顺序，

违反规定者按自动辞职处理。一名女职工插队

怀孕，被单位以严重违反用人制度为由，解除了

劳动合同。最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

裁决：用工单位支付这名女职工终止劳动关系

赔偿金 59752.2 元。

（10 月 24 日《检察日报》）
事发单位是一家大型企业，这家单位录用的女

职工比较多，在“二孩”时代，政策变革了，许多

女职工由于年龄大了，想赶上“生育二孩的末班车”，

于是出现了“生育二孩”高峰期。

平心而论，对于一家女职工比较多的企业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

影响了企业“原有的正常秩序”。面对生育高峰如

何办？企业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女职工生育二孩，

要经过单位审批。

审批的方式似乎也是“公平”的。女职工先要

提出申请，然后依据女职工的个人情况进行综合打

分。平时的表现，工作的优劣，工作的年限，实际

的年龄，都是其中的依据。

不过，看似“公平”实际上问题不小。这看着

都有点搞笑，让我们联想到了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和

竞赛节目，“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5 号选手的最终分数是……”。可是，生孩子不是

娱乐节目，岂能如此搞“分数排名”？

具体来说，“怀孕靠打分”存在这样几个方面

的问题。

其一，有违“大政方针”。我国已经进入老

龄时代，为了稀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计生政

策出现了变革，从提倡“一个孩子”到鼓励“两

新闻·凤眼时评

个孩子”，这是人口发展的需要，甚至有的地方

以各种方式奖励生育二孩。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企业的“怀孕靠打分”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

其二，限制“生育自由”。只要不违反国家

的政策，所有育龄女性都有“想什么时候生孩

子就什么时候生孩子”的权利，这个权利任何

人都不能剥夺。作为用工单位，应该敬畏法律，

而不是把法律法规当耳旁风。限制“生育自由”

就是侵犯了公民的权益。

其三，公然“侮辱女性”。什么时候怀孕，这

其实是很隐私的事情，而这家单位却公然搞“怀孕

打分”，而且将平时的表现、工作的结果作为依据，

这是对女性最大的侮辱。再说了，怀孕说简单也简

单，说复杂也复杂。想怀孕的时候未必能怀上，不

想怀孕的时候也可能会怀上，岂能按照单位安排的

时间怀孕呢？

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这一起个案，而是

应该关注这种“怀孕审批”的现象。在国家全面放

开“二孩”政策的前提下，用工单位影响女性怀孕、

生育的这种现象需要引起重视。

画 /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