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实的公益互动过程
中， 行善者和受助者都会遇见
各种各样的 “公益事业参与
者 ”，像这个富豪施者 ，他就遇
到了欣然接受好意者、犹豫者、
拒绝者。 而这只是他在公益的
初期阶段遇到的不同类型 ，后
面还能够见识到知恩图报 、知
恩不报 、 不知恩不懂报等人 。
“受者”也会遇见“给受者规划
人生 ”、“要求永远对施者感恩
戴 德 ”、 “每 晚传 唱 富 豪 赞 美
诗 ”，甚至要求 “以身相许 ”，或
者给受助者 “下跪 ”，感谢给予
行善撒钱机会的大神……公
益，凭借其“生活化”的功能，以
放大镜的姿态， 将每一种 “人
性”彰显得淋漓尽致。

由于人性的多元， 传统的
公益心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
人们通常认为，有钱一方的“施
主” 处于强势， 受助者处于弱
势。其实不然，“玻璃心”的富豪
如果遭遇“白眼狼”受助人，“大
条风格” 的富豪碰到咄咄逼人
要求种种的 “市井类受助人”，
可能会上演 “东郭先生” 的悲
剧；“皇帝意识”的富豪，遇见民
主姿态的受助人， 这也许会成
为一种热火朝天的终极抵抗 ；

还如“闷骚”型富豪喜遇“腹黑”
型受助人， 一场不起硝烟的内
心征战暗涌……

在施与受之间， 从来没有
绝对的强势， 也没有绝对的弱
势。

只想凭借一厢热情， 或者
只想凭借一车钞票， 就能把公
益做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
个嚣张跋扈、唯我独尊，或者软
骨意识，纯为别人利益而活，这
样的“极端 ”的施助者 ，也是做
不得的。 同理， 受助者失去自
我，为索取帮助而贱卖人格，不
惜变身奴才， 抑或是孤傲极端
得不可一世， 把所有的好心都
看成恶意的侮辱， 都是心态的
异化。

真正纯熟的公益理念 ，要
求所有公益参与者， 正视人性
的复杂，不极端地踏心而为，不
要轻易给 “强 ”和 “弱”下定义 ，
更要学会 “兵来将挡、 水来土
掩”的随缘应对之厉策。如果这
些能耐因为历练不够， 还无法
全部具备的话， 那么一个愿意
学习和精进的态度也是打造
“公益达人”的法门。

（考生：艾已晴）

纯熟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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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人云“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但古人没说“予人玫瑰，人家不要”，然后怎样？
今年广东的高考作文提出了给予之后的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对方欣然接受，那么给予的人理应心安理得，圆满收场；第二种

人家要虽要了，但收的不是那么欣然，将之定义为借用，回头要还，不欠人情；第三种是人家干脆不要，我虽清贫但自强，你施舍我，
辱我尊严。

或许有人会觉得“借用”或者“不要”的态度太伤害捐赠者的好心了。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电影《桃姐》中，香港养老院中的老人，
也有一天被看望七八次，被人喂无数次月饼的情节。 因为是行善，就可以予取予求吗？ 因为是行善，就可以泛滥而为吗？ 如果只有
善因不问善果，不客气地说，这些行为更像是一种骚扰。 慈善，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慈善的关系中从来都存在施与受这样一对关系，慈善的本义不仅仅是需要帮助者得到帮助的结果，还有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
关系。 施者的动机和受者所选择的立场导致结果不同，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关系，也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游戏。

面对不同的反馈，你会做何选择？人世间的选择永远都不会只有一种结果，不同的结果正可印证善心的笃定。很多时候做给予
者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

本报编辑部也尝试着去写这样一篇作文，大家的思绪一时被拉回到数年前的为了高考而埋头苦读的岁月，也因为有了跟公益
慈善的亲密接触，每个人的感受和思考又各不相同。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有一个人白手起家，成了富翁。他为人慷慨，热心于慈善事业。一天，他了解到有三个贫困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决定向他们提供捐助。

一家十分感激，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帮助；一家犹豫着接受了，但声明一定会偿还；一家谢谢他的好意，但认为这是一种施舍，拒绝了。

要求：1、请以“慈善的立场与选择”为主旨作文。
2、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文体不限。
3、不少于 800 字，不得抄袭。

慈善应该始于平等
对于这样一道作文题 ，看

客的观点不外乎都聚焦在谢绝
好意的第三家人身上， 他们无
法接受“施舍性”的帮助。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荷兰
最大的慈善机构———荷兰郁金
香基金会总部的院子里， 有一
座纪念该国慈善家费尔南德的
塑像，塑像的底座刻着一行字：
一手给予帮助、一手给予尊重。
不难看出，“尊重” 在慈善活动
中的意义何等重要。

尊重和平等应是捐助的原
则，慈善的出发点，是只求奉献
不求回报， 其目的是改变受助
者的生活和命运， 使他们活得
更幸福、更有尊严。捐助行为不
应是一种施舍和恩赐， 而是发
自内心深处的对弱者的同情与
关爱。

这道作文题又不禁让人想
到几年前的一件新闻。 当年有
5 名接受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因
为没有主动通过书信和电话向
自助者道去一声感恩， 结果在
一年后被资助方取消了继续受
助的资格。

知恩图报固然没错， 但前
提必须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自
愿行为。 如果非要将捐助与回
报定为因果关系， 这样的捐助
实则变成了一种交换， 让受助
者在饱受生活不幸之余又平添
一道精神枷锁， 这样的慈善行

为已经打了折扣。
受助的大学生没有表达感

恩的原因或许很多， 但回归作
文本身， 第三家人认为这是一
种施舍， 所以婉拒了这种 “帮
助”。 也就是说，在这第三家人
看来， 他们所面对的捐助人所
看重的部分， 或多或少含有受
助者的态度，并没有抛开“施舍
心态”。

放眼我们所熟悉的身边 ，
其实有无数这样的 “施舍性慈
善”在一幕接一幕地上演。声势
浩大的捐赠仪式、 受助方半推
半就地被曝光在媒体面前 、受
助者声泪俱下的感谢 （哪怕真
是真情流露） ……太多让人叹
息不已的“创意”就这样无情地
消费着受助者， 消费着观者的
眼球， 而这之中的受益方还是
受助者本身吗？ 相信我们心里
都有共同的答案。

若还有人不甘心地为捐助
者问上一句 “那他们能得到什
么？ ”的话，我想说，的确，人都
是自私的，默默无闻、不求回报
的奉献看似对捐助者有所不
公， 但他们收获了心灵上的满
足， 帮助他人难道不是对自己
能力与道德最大的自我肯定
吗？ 只是， 永远不要希望这种
“肯定” 一定出自对方之口，这
才是真正的行善之道。

（考生：高文兴）

接受帮助的三家不同表
现， 正是受助者人群的三种心
态， 是以受助者为出发点对公
益的三重认识， 也延伸出一个
问题， 慈善， 究竟是谁救赎了
谁？

第一家受助者欣然接受 ，
颇有点像很多年前普遍的慈善
模式，有点一锤子买卖的意思，
很单调。好在，随着公益领域和
慈善观念的不断进步， 这种简
单粗放式的一次性给予越来越
少， 寻求专业化慈善的呼声愈
来愈高， 公益慈善的形式面貌
也日渐丰满。

于 是 ， 有 了 第 二 类 人
群———今天你给予我， 明天我
将有所回报。 我曾经去过广州
水尾洞村看一个公益项目如何
帮助当地农民进行危房改造 ，
他们要求每户农民也出一部分
钱和劳动力， 和爱心企业的志
愿者、NGO、 建筑专家等一起
重建家园； 我也去过灾后重建
中的玉树， 中国扶贫基金会利
用加多宝集团捐赠的 1 亿元善
款在当地实施了四个项目 ，项
目完全由当地村民公社化管理
运作， 以解决农民未来的生产
生活问题； 小额信贷、 母亲水
窖、 博学生态村……越来越多
的捐赠和公益项目，开始了“授
人以鱼”向“授人以渔”的改变，

也有越来越多的公益项目告诉
受助者，慈善不是天上掉馅饼，
是你通过努力获得的， 这种获
得的过程， 也获得了受助者的
尊严。

我们曾经常常能看到这样
的画面， 受助者举着一块写着
数字的大牌子，说着感谢的话，
仿佛捐款人是现世菩萨， 这群
受助者中不乏很小的孩子 ，富
人们在孩子稚嫩淳朴的感激中
仿佛找到了人生的另一重升
华。 我不想去探讨这种形式的
意义多大， 只是没有人注意到
受助者从此被贴上了“贫困”的
标签， 没有人问问他们是不是
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自己的
贫穷， 在他们眼中这是不是一
种高贵的施舍。 这种 “消费慈
善” 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公益
人诟病 ，他们说，公益 ，应该向
受助者投去更多的人文关怀。

慈善， 亦是投桃报李的过
程，“桃”是富人捐出的善款，是
志愿者捐出的时间和努力 ，那
么“李”呢？ 是行善过程中带来
的心灵净化， 是行善过后的幸
福感与满足感， 是获得一句最
真诚简单的“谢谢”时候由心生
发的感动。所以，行善过程中为
你帮助的人保留尊严， 因为慈
善，亦是互相的救赎。

（考生：闫冰）

谁救赎了谁？
曾听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

个 7 岁的小女孩， 父母因车祸
去世，她被寄养在班主任家中，
由老师们凑钱抚养。 女孩每次
问父母在哪、什么时候回来，老
师都告诉她： 你的爸妈去打工
了，最近很忙，等不忙了就会过
来看你 。 “你知道吗 ， 你每月
1000 元的生活费，就是他们寄
给你的。 ”老师的话，让小姑娘
每次都满脸幸福， 内心充满着
美丽的幻想。

有时女孩感谢老师的周到
照顾，老师总笑说“应该的”。女
孩始终坚信最亲爱的父母会来
接她。 她想通过自己的勤奋刻
苦，送给父母一份不一样的“见
面礼”。 19 岁那年，她考上了全
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 当
一切谜团都解开， 女孩泪眼滂
沱， 跪在当年班主任老师的面
前。老师赶忙扶起她：“莫跪，女
孩膝下也有黄金啊！ ”此时，女
孩更加明白了老师隐瞒真相的
缘由。

还有一个“慈善”场面让我
印象颇深。 一位企业家亲赴地
震灾区捐款，开展高调慈善。他

的举措是现场发钱， 每人几张
百元大钞， 领到钱的人都要站
直了、 站好了， 将手里若干张
“毛爷爷”高举过头。 举钱感恩
时， 有灾民不时露出尴尬的神
情，而慈善家则显得春风得意。

其实， 两则故事的本质都
是一场慈善， 只不过因为慈善
主体的方法论不同， 效果也呈
现出差异。 前一则是班主任在
扮演着社会组织的角色， 用善
意的谎言维护了孩子的小小自
尊， 并授之以渔， 结局圆满感
人 ； 后一则的慈善家冒失 、直
接 ，即便是善举也有“慈善秀 ”
之嫌。

低调总是满载力量， 在恰
当的时候给予受助者最得体 、
最温暖的物质与精神支援。 它
给人自由、让人释怀，会带来意
想不到的幸福。

慈善家是凡人， 凡人必有
弱点，但动动脑子，多考虑考虑
其他人的感受，那么，一切弱点
必将统统被战胜。 选对慈善方
法并认真做一次， 胜过将愚蠢
的善举重复一千遍。

（考生：李春伟）

慈善有方法

高考语文考试的时候，我
在刷微博。看到广东的作文题
目时，眼前一亮。 作为在公益
领域经常起到先锋或试点作
用的广东省，这样的高考作文
题让人感到惊艳但并不太意
外。 而题目的重点，也正是公
益慈善的重心———受助者。

接不接受捐赠，接受后要
怎样表示感谢？对于受助者来
说，可以选择的不只是这三种
方式。然而作为捐赠者或旁观
者，则会想当然地认为接受然
后感谢是最合适不过的。这个
话题 ，在道德 、舆论上可以有
诸多阐释 ，在这里 ，我只想讲
几个我所经历和听说的故事。

很多公益组织在做贫困
地区儿童营养补助项目，帮孩
子做早饭 、午饭 ，这毋庸置疑
是很好的事情。但在记者跟随
捐助人走访一家学校时看到，
学校虽然建了厨房，但是没有
那么大的餐厅容纳所有学生，
很多孩子是蹲在外边地上吃
饭的。 院里一棵大树下，五六
个孩子围在一起吃饭，外围又
站了五六个前来参观的人，不
停地在问类似“喜欢吃吗”“够
吃吗”的问题，然后拍照。几个
孩子不好意思吃，也不懂得拒
绝拍照 ， 更不能端着饭盒离
开，尴尬地蹲在那里不知如何
吃下这顿午饭。

一对父母在失去儿子之
后， 将孩子的器官捐献出来，

但医疗费用已经给家庭造成
了很大的负担。医院和当地公
益组织给予了一定的捐助，并
在相关会议上请这两位很朴
实的父母上台发言讲述感想，
母亲在抽泣中不知如何开口，
父亲硬撑着讲了电视新闻上
经常听到的套话，最后表示感
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他们退
场后 ， 仍有媒体记者紧追不
舍，问了一个小时。

一位企业家和公益机构
合作向打工子弟小学捐赠学
习用品。捐赠仪式在初夏近午
的骄阳下进行。为了欢迎帮助
自己的叔叔阿姨们，孩子们穿
着厚厚的服装 、道具 ，把平时
练过的舞龙 、舞狮 、高跷表演
了个遍。 空旷的草场上，在前
边欣赏他们表演的只有不到
十位来访嘉宾。还有几个来看
孩子的家长站在学校大院栏
杆外的树荫下围观。

一位从打工子弟学校毕
业的 90 后青年， 说起自己在
学校时经常有人来搞捐赠 。
“有人来我们就训练， 在大太
阳底下表演 。 如果有人问什
么，就说好话呗。 ”他说，帮助
孩子的公益为什么好做？因为
孩子懂得讨老师和大人们的
欢心，他们会表现得让你觉得
自己是在做好事。其实是孩子
在哄着大人们。

（考生：王会贤）

捐赠和感谢的方式

材料中第三户人家的反应
让富翁感到很受伤，于是便到处
向朋友诉说 ：“我是真的想帮助
他们 ，我错了吗……”眼看富翁
有成为祥林嫂的可能，朋友们赶
紧给他介绍了一群资深公益人
士，希望帮他开解困惑。

资深公益人士 A 给富翁讲
了一个故事：禅师见一蝎子掉到
水里，决心救它。 谁知一碰，蝎子
蛰了他手指。 禅师无惧，再次出
手 ， 岂知又被蝎子狠狠蛰了一

次。 旁有一渔夫说：它老蜇人，何
必救它？ 禅师答：蜇人是蝎子的
天性 ，而善是我的天性 ，我岂能
因为它的天性，而放弃了我的天
性。A 告诉富翁，虽然拿蝎子类比
是不恰当的， 但启示是相同的。
世界是多元的 ， 不因慈善而齐
一 ，只要你做公益 ，就一定会遇
到接受 、互动 、拒绝等不同的反
应。 如果想坚持下去，重要的是
保持本心，不因别人的反应改变
自己的天性。 公益是善，更是职

业，离不开无论嬉笑怒骂都笑脸
相迎的职业精神。

资深公益人士 B 给故事另
加了一个结尾：蝎子又掉进水里
了。 渔夫用一根干枯的枝条捞起
蝎子 ，放在岸边 ，他的手没有被
蜇到。 渔夫笑着说，慈悲是对的，
但慈悲也要有慈悲的手段。 专家
B 告诉富翁， 慈善公益跟科技行
业、金融行业比，进步太慢，最近
100 年里，商业管理技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可是慈善公益并没

有很好地融合到这种进步的势
头中去。 好的产品就一定会得到
客户的认可吗 ？ 行善也是一样
的， 像对待不同的客户那样 ，去
了解自己慈善事业的对象，去开
发不同的沟通模式，这不是理所
应当的吗？

富翁虽然依然有些困惑 ，但
是他决定继续行善 ， 心动而不
动，总有不尽之意。 只有继续去
做，恐怕才会不再困惑。

（考生：王勇）

职业精神与方法论

她是一个健康的婴儿， 却在
几个月大时莫名其妙被父母遗
弃。 养父母待她很好， 童年很快
乐。 惨剧发生在 13岁，患有精神
分裂症的表哥将一瓶 500毫升的
浓硫酸泼向了毫无防备的她———
面部、胸部、腹部、大腿……身体
90%以上的面积被烧伤。

她戴着一顶蓝色碎花的荷
叶帽， 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听主
持人介绍她的经历， 看不到表
情，只露出凹凸不平的下巴。

是一个公益活动，某私立医
院向慈善机构捐钱，设立残疾人
救助金。 她是这家医院的免费救
助对象，活动设置的最后一个环
节就是她为来宾表演节目。

“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每
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她
一开口，全场便安静了，那声音
很清彻，很明亮 ，像有穿透力 ，
撞击得人们开始自责不该生活
得如此完整。

掌声，还是掌声。她没有下
台，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她得
感谢。院长、医生、护士，她把医
院谢了个底朝天以后， 终于如
释重负地又走回角落里。

活动按部就班地成功举办，
嘉宾合影，记者离席。一位粗心的
女记者将笔袋落在了会场， 十几
分钟后折回去取。 看见她在哭。

哭声很大，很任性。女记者没
有好奇， 无非是讨厌在这么多人

面前表演， 讨厌为了让大家可怜
而展示她再也漂亮不起来的脸
蛋。 大人们的自尊也就如此吧。

可又能怎样呢， 写篇文章
呼吁不要再拿孩子当道具来展
示爱心？ 老生常谈，言微力轻。
女记者拿了笔袋打算走人 ，她
却突然厉声叫起来。

“我在乎 ，我在乎 ，我不是
被抛弃的，我妈就是我亲妈！ ”
女记者怔住了， 她为自己的小
聪明而感到羞愧。

对呀，孩子可能很懂事，她
知道为了让捐赠方高兴， 为了
自己能筹到更多的治疗费 ，为
了亲人不那么操心，她表演，她
假装，都无所谓。 但关于身世，
关于母亲， 她容不得其他人乱
讲。 那是她最原始、最安全、最
信任的庇佑。 对于一个残疾的
孩子来说， 没有什么比亲妈更
重要了。而那家捐钱的医院，也
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
女孩因为他们所谓的善意而受
到伤害。

2013 年广东高考作文 ，出
了一道关于富翁捐赠的题目 。
看到这个题目， 女记者想起几
年前的这一幕。社会在进步，她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是否被
帮助的权利， 每一个被帮助者
都 有 选 择 怎 么 做 的 权 利 。

（考生：张木兰）

除了那个孩子，没人在乎

作文题让我不禁想起了业
内常常探讨的 “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当那个家庭接受来
的钱物用光了， 是不是还要等
待再一次的捐助？ 是不是可持
续发展的捐赠方式更有利于帮
助需要的人？

在云南普洱的翁嘎科乡班
弄村的希望小学里，曾经，学生
没有早饭吃的情况很普遍。 一
家国际 NGO 组织在考虑怎样
解决学生的早餐问题时， 开始
尝试一个可持续自主运行项
目，他们决定从养猪开始。

养猪场开设时， 建猪圈花
费近 5 万元， 购买十头母猪 3
万多，现在每月花费两千多，其
中除了饲料等还包括娜润的工
资 800 元。经过一年多饲养，已
经开始卖小猪，项目开始盈利。
每头母猪每年产仔两次， 每次
平均成活 8 个， 因为养肥猪性
价比不高， 所以小猪养两个月
后卖出，平均价格 450 元。每月
除去人工和饲料， 大概可以结
余 3300 元给孩子购买鸡蛋，刚
好满足全校学生上课期间的需
求。

在此之前， 学生的鸡蛋和
项目支出都由爱心企业来支
付 ， 总的项目投资已经超过
120 万。

同样的故事，还有德达村。
德达村是玉树州称多县拉

布乡的一个行政村，很穷。百分
之七十以上的村民是无畜户 ，
有牲口的也是几头黄牛而已 。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调研组
第一次走进了德达村时，“要不
给钱，要不每家一辆拖拉机”成
了村民们强硬坚持的条件。

在 N 次不懈努力的沟通
之后， 中国扶贫基金会最终确
定为德达村提供用于农业发展
的，有 7 台农机拖拉机、青稞打
撵机 2 台、榨油机 2 台、每户试
点种植油菜籽 1 亩； 用于牧业
发展的有 366 头生产母牛 、1
辆送奶车、每户种植饲料 1 亩、
为每户修建约 16 平方米的畜
棚提供补助。

这个 项 目 总投 资 165.71
万元， 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
玉树灾后重建的 1.1 亿里面 、
涉及到的四个项目中， 花费最
少的。以一个五口之家为例，一
年约能增加收入 38580 元 ，人
均增收 7716 元。

这两个都是“授人以渔”的
故事。

（考生：张雪弢)

鱼与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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