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自己去成功》

作者：刘墉

作者序言：

我知道国内的家长都逼孩子，我没有唱反调，叫孩子不努力，而

是教他们“成功要自己去成功，如同成长要自己去成长”。让他们自己

逼自己，而非作个没有电瓶的车子，只等父母师长在后面推。

如果我是比尔.盖茨的爸爸，知道儿子居然大二要从哈佛辍学，

我会不会支持他？如果我是李安的父亲，知道儿子居然去搞电影，我

又会不会阻止？如果我阻止了，还会不会有今天的微软总裁比尔.盖

茨和大导演李安？



第五部分

谈公益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每一

个人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两

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只因为我看到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那一天虽

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但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

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

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来到。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

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茫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

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

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她没答。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

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说，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

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可是我心里一直惦着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

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然后，爸爸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

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

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

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

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

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著

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

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

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

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

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

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太不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

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就此一生都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

让更多孩子能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也想到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



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时，她说“只因为我看到”。

是的！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只因为我们知道，只因为她是我们捐建的帆轩四小的学

生，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居然能相遇，有这样的缘，我们就该尽力。

昨天，我想了一夜，决定把长珍接到北京，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能换

角膜就换，即使不能保证成功，也要试一次。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简单又意味深长的话啊！如果这世界上的

每个人，都能“只因为他看到”，就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

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了吗？

孩子！我多高兴啊！

今天傍晚，当我跟你说长珍小朋友的事，你先低着头听，隔了一阵，抬

起脸说：

“长珍什么时候去北京检查？我也想去看她。”

（注：刘墉先生已在大陆捐建二十六所希望小学）



第五部分

谈写作

说话，作文要有“思想方法”。

无论说话、写作、采访，先想“人地事时物”，再加上动态、声音或色彩，

好了！

写作一点也不难！

昨天当我建议你练习“即席演讲”的时候，你皱着眉头说：“我不是不会讲

话，只是比较慢，要先想半天，才能说得好。”所以今天给你上中文时，我指

着窗前的芭蕉树，叫你以《芭蕉》为题，作个“短讲”，而且为了训练你的反

应，我连一分钟都不让你准备，立刻要你开口。

你说了，虽然没有结结巴巴，但才说几句，就停住，说“想不出什么好讲

的”，使我觉得有必要教教你说话和作文的“思想方法”。

对的！那是“思想方法”，你会发现当你知道了方法，就什么主题都难不

倒你了。

那方法不是由我发明，而是我在做电视记者时学到的，也就是掌握“人、

地、事、时、物”的重点。

好比今天《芭蕉》的题目。

“人”是你和爸爸。



“地”是窗前。

“事”是种芭蕉。

“时”是种的时间和不同的季节。

“物”是芭蕉。

于是，你可以说：

今年春天，爸爸在窗前种了一棵芭蕉，没几个月，就长得高过了窗子。

大大的芭蕉叶，逆光看去，绿得像是翠玉；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叶子上，

滴滴答答，疏疏密密，那节奏真美得像音乐。但是秋天，才冷几天，芭蕉的

叶子就一一变黄，先是黄得艳，好像枫叶一般，接着则成了焦黑的颜色。爸

爸说：“一叶生，一叶焦”，那枯了的叶子就像烧焦的一般，所以称为“蕉”……

我说芭蕉枯了怎么办呢？眼看这芭蕉就要死了。爸爸则指着树根说“别操

心！你瞧，这下面不是已经有小苗长出来了吗！老的还没走，小的已经生了，

这芭蕉就像人哪……”

回头看看这篇东西，不是把“人地事时物”全放进去了吗？再加上色彩和

声音，画面就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好！现在让我们再以《大雁》为对象，把“人地事时物”和“声音”放下去，

作个短文———

“人物”是我。



“地”是湖上。

“事”是大雁来了。

“时”是季节的变化。

“物”是大雁。

你几乎只要执照顺序，就能组合出一句话：

“我看到湖上飞来许多大雁，就知道冬天要来了。”

如果再加上一些想像和色彩，就能变得更丰富———

夜里听见窗外传来嘎嘎嘎嘎的叫声。早上推开窗，发现原来空空荡荡的

湖面，一下子多了许多大雁，它们都是脸颊上有块黑的加拿大雁，夏天的时

候到北方繁殖；夏天过去，小雁长大了，开也变寒了，就一起再飞往南方过

冬。

这里的湖，是它们过境的地方，只会待上两三个礼拜，它们就要再一次

地远行。所以每年我只要看湖上大雁的来来去去，就能知道春天来了、秋天

到了。

我最爱看黄昏时雁群在天空练习飞翔，它们一边飞、一边叫，好像彼此

呼应着“要跟上哟！别飞丢了哟！”于是我猜，很可能是雁爸爸雁妈妈在叮嘱

孩子，孩子又回答爸爸妈妈“放心！我会小心的。”

我更爱看夕阳中雁群降落，它们早早就开始不再振翅，慢慢向下滑翔，

落到水面的刹那，又把翅膀高高抬起，啪啪猛拍。接着水上激起一片波纹，



斜斜地映着晚霞，闪出点点金光……

不是简简单单，无论你用写的、用说的，都能引人入胜吗？

为什么？因为首先你没有忽略“人地事时物”，又用大雁的叫声、振翅、

滑翔、波光和晚霞，使画面变得生动。

所以写文章不难，人家叫你即席致词也不难，只要你依照那个思路思考

下去，就能一气呵成。

好！让我再考你一个稀奇的题目吧———

《传真机》

请你以《传真机》为题，说一段话。

想想，“人”是谁？是“你”！是爸爸！是妈妈！

“地”是放的地方！传真的地方！

“事”是传真。

“时”是什么时候传！何时买的机器！

“物”是传真机！文件、图片！

现在，你先别往下看，想想自己能不能编出一段？

如果仍有困难，就让我举个例子———



我们家很早就有了传真机，爸爸说有传真机，许多事情都变得方便了，

文件、图片，以前都要用寄的，现在即使隔着太平洋，也能一两分钟就传到

手上。

传真机放在爸爸书房，因为跟我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所以我常可以听

到传真机答答答答的声音。爸爸在台湾的时候，总在夜里传信件给我，我躺

在床上，一听见传真机响，就会想“那不是传真，而是爸爸在说话”。就会想，

明早醒来，又会有一封爸爸给我的信，躺在书桌上……

孩子！你说，不是非常冷门的题材，你也能应付了吗？

“人地事时物”，这是记者写新闻稿时，必须列入的内容。一个粗心的记

者很可能写了一大篇运动会的报导，记录了一堆得奖名单，却因为忘了写那

运动会的地点，而成为败笔。

一个展览的新闻，把展品介绍得天花乱坠，但是如果忘了写展览日期和

开放时间，也可能造成很大的问题。

记住！

无论说话、写作、采访。先想“人地事时物”，再加上动态、声音或色彩，

就好比盖房子，先要有好的地基和建材，再加上漂亮的装潢设计。

听我说这么多，你还觉得即席演讲和写作有多困难吗？



第五部分

谈精简

好好选书读，要知道读了一本坏书，也就浪费了能读一本好书的时间。

你要知道，负一和正一的差距，不是一而是二。

正一与负一之间

许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美国的爱情电影，片名不记得了，但是对其中饰

演记者的史宾塞·屈赛却印象深刻。

剧中史宾塞爱上一个新闻系的女教授，跑去旁听她的课。女教授考试，

先把新闻重点告诉学生，再要学生写成新闻稿。

史宾塞没两下就完成了，交上去。

女教授笑笑，认为史宾塞一定是开玩笑，但是当她拿起来，看一眼，就

怔住了。接着宣读那篇新闻稿给全班听。

才几句话，就念完了，但是在那不足百字的文稿当中，史宾塞已经把所

有新闻元素都清清楚楚地传达出来。

我看电影时年岁还小，不懂，心想什么文章能让那女教授一眼就刮目相

看，短短百字如何能表现出功力？一定是电影的夸张。

但是等我当了记者，每天写新闻稿之后，就愈来愈觉得要想把稿子写得



精简，是门大学问。尤其因为我做电视记者，时间有限，加上广告，主编把

每则新闻都限制在极短的时间里；常常跑完新闻，进办公室听到的第一句话

就是：“只给你三十秒哟！今天已经满了！”

天哪！我可能花整个下午跑一条新闻，回来却只能写三十秒，那不过一

百多字啊！

这时候就见真章了！

我说这番话，是因为今天要教你什么是“精简”。

让我先给你一篇东西——

“有个小男孩，他的爸爸在他六岁的时候就死了，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叫大

毛，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只生了他一个孩子，他的妈妈一直没有再嫁，小男孩

家里很穷，但是小男孩很要强，努力用功，成绩从小到大都很好，总拿班上

第一名，小男孩后来得到美国大学研究所的奖学金，出了国，而且拿到生化

博士，拿到博士时小男孩已经是个青年了，那时候他二十七岁。”

乍看，这篇文章还不坏，但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里面说了好多废话，

可以精简得多呢？譬如你可以写成：

“六岁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大毛，人穷志不穷，不但从小总是班上

第一名，而且获得美国奖学金，二十七岁拿到生化博士。”

前后比一比！前面那篇文章一百五十八字，后面只有五十六字，虽然相

差近三倍，内容不是一点也不少吗？

为什么？



因为简化——

单单“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大毛”这十一个字，已经告诉读者“那是个小男

孩，他长在单亲家庭，他妈妈只有他一个小孩，他的妈妈一直没有再嫁……”

还有最后两句话——

“获得美国奖学金，二十七岁拿到生化博士。”

不是足以取代“小男孩后来得到美国大学研究所的奖学金，出了国，而且

拿到生化博士，拿到博士时小男孩已经是个青年了，那时候他二十七岁……”

吗？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简练是非常重要的。写文章要简练、说话要简

练，做事更得简练。

记得我有一年去某国观光，离开时，到机场，发现排了两条长龙。

我照牌子上的指示先排一条队，等了好半天，才到柜台，原来是交机场

税；接着又赶往另一条长龙，又排了近二十分钟才到柜台，原来是交都市特

别捐。

当时听见许多观光客抱怨：

“为什么不一起交？不是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和人力吗？”

我还记得以前在台湾出国，也要先排队交机场税，再在出关的时候，把

收据交给机场人员，所幸经过许多人抗议，不久前终于简化，方法很简单——



买机票时就附加了机场税。

多么简单哪！这么小小一个改变，就不知省下旅客多少时间、省下机场

人员多少劳力。

孩子！这世上可以简化的事太多了，只有那些懂得去芜存菁的人才能够

创造好作品；只有那些知道精简人事的公司，能够有竞争力；只有懂得化繁

为简的学生，才能够有过人的表现。

著名的教育家夏丐尊说得好——

“好好选书读，要知道读了一本坏书，也就浪费了能读一本好书的时间。”

我要讲：

好好利用时间，你多写一个赘字，就少了一个使文章内容更丰富的机会；

你多罗嗦一句话，就失去了说一句有意义的话的机会；你多浪费一分钟，就

失去了把握这一分钟的机会。

而且你要知道，负一和正一的差异，不是只有一，而是二啊！



第五部分

谈作弊

有太多人，原来不作弊，只是看到别人不劳而获，心里不平，由心痒改

手痒，最后也“上了船”。

孩子，我知道你不齿作弊，但不能不说，因为它可能让你受用一生。

心里有鬼的时候

“不公平！不公平！”

你今天一进门就喊，原来是体育课考“仰卧起坐”，由学生自己做、自己

数，再报给老师登记。

“好多同学根本做得不标准，还没坐起来，已经躺下去；还没躺平，又坐

起来，也算。”你嘟着嘴说：“报的时候还偷偷加几个。害我跟他们比起来，

好像特别差的样子。”

接着你说了一堆同学作弊的例子，并且愈说愈气。

孩子！你有什么好气呢？随着年龄增长，你可能见到的作弊会更多。因

为小时候，学的就那么一点点，大家很容易应付；上了高中，要学的东西愈

来愈多，那些应付不了，又希望拿好成绩的人就可能作弊。

我学生时代，也见过不少作弊高手，说几个给你听吧！



我高中班上有个同学，每次国文科考默写，他都早早到校，先用钢笔在

桌子上抄一遍。

他不止写哟，写完之后还站在桌子上踩，课桌上蒙了一层灰，免得老师

看见下面的字。等到考试的时候，考哪一段，他就对着那段哈气；已经干了

的钢笔字迹，一哈气，就显现出来。有一回他哈得太凶了，监考老师还跑过

去问他是不是犯了气喘病，要送他上医院。

提到监考老师，让我想起大学联考，有一题———“中国最早的毛笔出现

在什么时候？”

我有个朋友，不会，就用手捅前座的人，一边捅一边小声问：“笔，什么

时候？”

那被捅的，先不作声，接着把一支钢笔隔肩递了过来，结果被监考老师

看到，我这朋友只好装样子，打开递来的钢笔，硬挤几滴墨水在自己的笔里。

偏偏他的笔已经满了，几滴墨水全滴在了考卷上。

再说个更有趣的事给你听———

联考前，我有个同学作了个十分精致，不到四厘米宽，“旋风装”的小抄，

上面用工笔小字，写得密密麻麻。

我当时叹为观止，请他考完之后送给我收藏。

只是，联考完了，他却迟迟没给我。有一天，我问他要。

“扔了！”他一摊手。



原来，当他走出考场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个小纸片，拾起来，吓一跳，

是个小抄本子，居然比他的那个还精美得多。

他一气，就把要给我的小抄扔了。

好！爸爸的笑话说完了。

表面看起来，那些同学都很会作弊，但是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结果是：

占小便宜，吃大亏。得不偿失。

大学联考作小抄的同学，考了 3 次，好不容易进了一所学校，却在毕业

前两个月，因为作弊，被勒令退学。

爸爸的这些同学，我至今都有联系，甚至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还打电话

给其中一位，问我能不能写。

他说可以。还半开玩笑地说了一段感性的话———

“其实何必作弊呢？作弊只是拿一时的分数，却没得到真正的学问。我后

来想想，如果用作小抄的时间，好好念书，恐怕分数还会高些，因为作弊紧

张，看小抄都看不清；又一心想着作弊，原来会的也不会了。”叹口气：“作

弊真是害人不利己的事，如果我作弊得高分，让别人落榜，我是害了人；如

果我作弊，不踏踏实实用功，后来学问不够，是害了自己。”

最后，我再讲两则新闻给你听———



第一个新闻：

美伊战争时，一个偷巴格达博物馆的男人被抓。

“我起先只看别人抢，别人偷，愈看愈觉得手痒，于是也跑了进去，进去

才发现贵重的东西全没了，只好随便拿了两样，结果进去最晚，出来最慢，

反而被抓。”那男人辩白。

东西虽不值钱，却被判了重刑！

第二个新闻：

几个就读台湾军校的学生考试作弊被抓。

“大家都作弊，为什么就我们倒霉？”那几个眉清目秀，甚至得过楷模奖

的准毕业生，在亲友的陪同下开了记者会，请求理解。

但作弊就是作弊，他们还是被勒令退学。

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两个故事吗？

有太多人，原来不作弊，只是看别人不劳而获，心里不平，由心痒到手

痒，后来也“上了船”。

希望你能了解爸爸说这一番话的道理。我知道你不齿作弊，但不能不说，

因为它可能让你受用一生。



第五部分

谈幽默

你要知道“幽默感”非常重要，它不但能显示你的机智，更能帮助你化解

尴尬。

你甚至应该知道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有幽默感的人显示他更大的韧性。

幽人生一默

昨天我给你哥哥回了一个 E－mail，为了省事，我是用“英文拼音”加上“四

声”，并没有换成中文字：

ni3de4maomitai4ke3ai4le……（你的猫咪太可爱了……）

今天晚上，你哥哥来电话，我问他收到没有，看得懂吗？

“我还以为是乱码呢！”你哥哥在那头笑：“原来是密码。”

我正得意，却听见他又加了一句：“一个十三亿人都懂的密码！”

今天傍晚，我和你妈妈牵着手在街上散步，被右邻的尼克看见了。

“哈！好像蜜月情侣。”尼克从他的院子里喊：“害我都想我在佛罗里达的

老婆了。”然后他走出来，故作神秘地问：“我老婆说她好想我，女人这么说，

你信吗？”



我说：“我信，女人总是跟丈夫说‘你不在，我好想你’。但是又跟她的朋

友说‘老公不在，我好轻松！’”

尼克就笑弯了腰。上个礼拜，刮飓风，家里停电，咱们不得不去中国餐

馆。

上个礼拜，刮飓风，家里停电，全家人不得不去中国餐馆。

大概因为客人太多，他们上菜上得奇慢，你记得我当时怎么消遣领班吗？

我说“你们是不是临时去钓的鱼啊？”

没想到领班一笑：

“是啊！我刚才看见大厨湿淋淋地回来，现在我就去催他！”

还有一次，我们在那儿请客，菜上了一道又一道，有客人打趣地问那领

班：“天哪！只怕这是第 30道了吧？”

那领班也答得妙：

“不！才 29道！”

前几天，跟你妈妈聊天。

“我喜欢我的房子，我也喜欢我的车，我还喜欢我的孩子……”你妈妈一个

劲地说。

“为什么不说你喜欢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孩子呢？”我不以



为然地问她：“别忘了，那也都是我的啊！”

你猜妈妈怎么回答。她居然一笑，得意地说：

“你也是我的！所以你的就是我的！”

你奶奶在世的时候也很幽默。

每次你哥哥求她做什么，而我不同意，请她别做的时候，她都会笑笑：

“好！我当然听我儿子的，干么听你儿子的啊？”

至于看电视，出现清凉打扮的辣妺，你奶奶则啐一声：

“哼，自己方便，予人方便。”

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吗？

因为昨天晚餐时，我要你背论语“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你前面

都会，只是背到七十，忘了。

“七十……七十……。我只记得是什么不矩。”你说。

你正为想不出懊恼，旁边的公公却笑道：“没错！没错！七十是什么都不

举了！”

当时大家都笑歪了，只有你怔在那儿，不知怎么回事。



公公的幽默，你以后自然会懂，我就不解释了。只是你要知道“幽默感”

非常重要，它不但能显示你的机智，更能帮你化解尴尬。

有个秃头的爸爸过生日，孩子送他一瓶生发水。他打开盒子，手不稳，

瓶子掉在地板上，打破了。

大家正不知所措，老爸却一笑：

“太好了！地板改天成了地毯，也不错。”

还有个笑话———

丈夫找东西找不到，气急败坏地问太太，太太没两下就找到了。

“白长了一双大眼。”太太怨丈夫：“找什么都找不到。”

那丈夫却一笑：“长对了一双大眼，找到了好老婆。”

还有一回，我坐电梯，临关门，突然冲进一个人，但是电梯往上走的时

候才发现他要下。电梯里的人正不知如何，那人却先开口了：

“太棒了！round trip！”

全电梯里的人都笑了，还有人在出电梯时，回头幽他一默“Hove nice trip.”

再说个真事。我有个朋友，出差，住旅馆，半夜醒来模模糊糊地上厕所，

打开门走进厕所，才发现门开错了，到了走廊，回头，门已经自己锁上了。

你说这情况尴尬不尴尬？



一点也不尴尬，他穿着睡衣，到旅馆大厅，居然理直气壮对着柜台的人

笑道：“你们这个厕所太大了，我还是回去用那个小的吧！”

孩子！在未来的岁月，你会发现有许多情况，你不能直接回答，却能用

幽默来化解。你也会发现在宴会的场合，适度的幽默以及对别人幽默的恰当

反应，比什么都重要。

你甚至该知道幽默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就像前面我举的那些例子，幽默

使你把负面的东西化为正面，有幽默感的人显示他更大的韧性。

孩子！你已经上高中，也是该表现幽默感的时候了。

在你读书读得有点思想僵硬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吧！

你爷爷去世 45年了，我至今还总记起他说的一个笑话：

有个傻子，看到一口缸，“太奇怪了！”傻子说，“之缸怎么没有口？”他把

缸翻过来，又说，“更奇了！这缸怎么没有底？”

我那时小，不懂，也没笑，但是而今愈想愈有意思，原来换个角度想，

连一口缸，都能生出一个幽默！



第五部分

谈处世

孩子！这世界上有谁是百分之百的坏人呢？只是有人太自私、太利己、

于是损人不利己，也或许因为环境，误入歧途。

恨的问题是要用爱来解决，而不是用恨。只有彼此体谅、各退一步，才

能创造双赢。

铲雪奇案

家里出了奇案！我们居然被一个不相识的园丁告了。原因是今年冬天，

他半夜跑来铲了 4 次雪，由于他来得早，我们自己的园丁赶到时，发现雪已

经铲过。直到我们接到那“陌生人”的帐单，才发现出了“乌龙事件”。

从我们的角度，那陌生园丁半夜三更，几次闯进院子，我们可以告他侵

入。

而在他看来，他为我们多次铲雪，我们并没有阻止，他认为我们是占他

便宜。

于是将我们告上法庭，要我们会他全额的铲雪费。

这奇案一下子惊动了很多人。

首先，你妈妈一家家打电话，问邻居有没有多管闲事，叫那园丁来我们

家铲雪。确定没有之后，又去警察局备案，说有人侵入。



我们左邻的老律师更自告奋勇，说要帮忙辩护。他是闻名全国的大律师，

居然愿意免费出庭，还说他实在好奇，想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他也讲，我们可能不会赢，因为照“罗马法”，我们是既得利益者，

那个人毕竟为我们铲了雪。

其实原来我也想付钱了事，只是不安又不服。不安的是为什么莫名奇妙

的跑来这么个人。我必须弄清楚是谁叫他来的，还是他存心讹诈。

不服的是，我们从没要他铲过雪，如果我改天没征得他同意，跑去他家

剪草，难道我也可心向他要“服务费”吗？

我的老同学汪律师，幽了我一默：

“哈哈！你可以在法庭上问他，如果你去他家刷油漆，是不是要向他收费；

而且因为你是名画家，要加倍计价。”

我们决定出庭。只是当我告诉你“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还要去自我介绍，

跟他握手聊聊”的时候，你的眼睛一瞪说：“妈妈去就好，爸爸不要去，爸爸

很滑稽很滑稽的，被人告了，还笑嘻嘻。”

天哪！我当时怔住了。我这个法律记者出身，而且写了十几本“处世学”

的人，在女儿眼里原来那么不中用。

孩子！爸爸要向你抗议－－－我不是你和妈妈说的“烂好人”，只是处世

比较圆融罢了。

几年前的冬天，我在中国大陆的沈阳地方法庭，告盗版书商。开庭之前，



还和那些被告握手寒暄，为他们拿来的正版书签名。

去年，我们台北办公室大楼里有纠纷，我因为是管理委员之一，被一个

住户告了。他告我之前，先来通知我“对不起！刘先生，因为我告管委会，就

不能不把你列进去。”

结果我出了庭，跟被告、原告都握手致意，还在庭上对法官说明我的立

场，希望大家以和为贵。

我确实看来像“烂好人”，但我只是换位从对方的角度考虑，换作我是“他”，

我会怎么办。

我也认为应该“对事不对人”，正因此，任何法律事件，我都请律师出面，

免得当面撕破脸。我也有我的原则，别人如果欺负我，给我不公平待遇，我

一定还击不殆。

你是知道的，我初来美国的时候，有一天坐灰狗巴士，明明前面有空位，

售票人员却把我的座位划在最后一排，我立刻去质问他是不是有种族歧视。

前两年，我们全家还一起出动，到印尼大使馆前面示威，抗议印尼排华

事件。在你记忆中，恐怕我们全家总动员的情况少之又少。那一天，为什么

我坚持要去？

因为那是我对中华民族的坚持！

孩子！爸爸做事确实很特殊－－－

就在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先告诉他我要送他一幅

字；但是接着讲我不能再与他续约。



我也在许多年前，再三请求台北的装订厂降价，并在那老板女儿出嫁时

送礼去。可是，当他仍然坚持不降价后，我立刻转移到别的厂家。

你知道的，我们过去多年来，告盗版商获赔的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了。

那是我的坚持。他们的价钱不合理，又不去改进，当然可以不再往来；

盗版商赚不义之财，侵害了智慧财产权，我当然要告他。

但是同一时间，我也有情。

孩子！这世界上有谁是百分之百的坏人呢？只是有人太自私、太利己，

于是损了人；也可能因为环境，使他误入歧途。

恨的问题要用爱来解决，而不是用恨。只是彼此体谅、各退一步，才能

创造双赢。

我确实可能被称为“烂好人”，昨天晚上我甚至操心，如果那告我们的园

丁，在庭上撒谎，硬说是我们要他铲雪，怎么办？我不是怕输了官司，而是

不希望他为那几百块钱按着圣经撒谎。

那么大年岁了，还撒谎，是多么可悲的事。

今天早上 9 点半，我和你妈妈在隔壁老律师的陪同下，去法院出了庭。

告我们的园丁没有讲是我们叫他铲雪，只说他铲错了人家，怪我们没有

早早通知他。



在法庭外，我先和他打了招呼，并且自我介绍；走出法庭，我们又握手

道别，表示发生这种事，真遗憾。

我和你妈妈都很高兴这个“结果”，也觉得法官真有意思，笑脸迎人地先

跟我们谈，再跟园丁谈，又与每个人一一握手。

谁说美国的法治没有情？

谁说法律严峻的外表背后，没有一颗温暖的心？

谁说人一定要张牙舞爪，才能获胜？

今天我和园丁各退一步，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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