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
W

EE
K

LY

心
迷
宫

33

情辩 师徒互撕,报恩的难题

最近著名相声演员师徒“互撕”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

注。很多网友认为，作为徒弟，师傅教了你“手艺”，养育过

你，就是有恩于你。“滴水之恩，就是要涌泉相报”的，如果

还要算清那些陈年旧账，就谈不上报恩。放在当今的时代，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个观点还成立吗？

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如果因为这是一种传统、是美德、是修养，因而你要这么做的话，我觉得尽

管会有人认同，也难免有人会觉得不屑。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涌泉相报，报答的不仅仅是那个曾经对你

有恩的他，更是对自己的报答呢？听到过许多人抱怨这个世界的冷漠和敌意，可世界原本就是由包括你

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所构成的，世界只是忠实地将大家的所作所为反馈了每个人。若从我开始，在他人

表达善意与帮助时回报以更多，正向的循环就能够构成。现代社会的人员流动频繁，这的确使得我们觉

得对他人的涌泉相报并不能反馈到自己身上，因而自己在付出方面也变得吝啬。那么，你能否做到，至少

对自己的周围人、熟人、亲人涌泉相报呢？看在这样做不亏的份上，也请你行行好吧。

我觉得你所说的适度报恩比涌泉相报更像是交易，报恩前我还得考虑一下，对方究竟给了我多少

恩，我又要还掉多少才正好而使得对方不觉得倒欠了我。偏偏滴水和涌泉仅仅是一个比喻，象征着我们

的某种态度。当他人帮助我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的帮助，更是他人对我善意的态度。面

对一个有着善意的伙伴，我当然要珍惜人际的和谐。于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我也展现自己的热情，让

对方觉得温暖。至于给多了还是给少了，这并无所谓，反正我将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一直伸出援手，也相

信你会始终给予我支持。这样一滴滴汇成的涌泉，妥妥的就是正能量的传递和互动。

滴水之恩指的是在他人急需帮助的时候给出援手，与具体的现实财产多少无关。我觉得受恩不必

涌泉相报。从施恩者来看，如果帮助的出发点是为求回报这会向交易演变，就像你花50元钱买个福袋一

样。从报恩者来看，你的涌泉相报，别人不见得觉得需要。就像你以身相许，别人可能觉得你挡了他的大

好姻缘呢。就算投其所好，更大的回报只会让别人觉得好像身份转换变成欠恩方了，开始循环报恩。从

系统的角度来说，这是个自适应反馈系统，如果一直涌泉相报的话，根本没法稳定平衡。所以心存感

恩，报答适度。

我们都知道涌泉相报是个无法量化的概念，之所以无法量化是因为有一种叫做“你给我的没达到

我的预期”。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每个人对于付出和得到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现实生活中常常是受恩

者诚惶诚恐，就怕不能给出施恩者想要的回报而身陷舆论下风，比如最近热议的那位徒弟。

因此，我指的“不必涌泉相报”也是可量化的事物上。施恩者给予了及时的帮助；报恩者适当回报可

量化的事或物，同时，发自本心，心存不可量化的感激。否则，如果一味按施恩者期望的“涌泉报”，不是把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变成了某种道德绑架了吗？我同意正方说的“善意的态度”是关键，这也

恰恰印证了我说的“适度报恩”，而不是“因为别人会觉得我忘恩负义”而加倍偿还，去表现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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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良和真人性
【文/薛政】

《吕氏 春 秋 》中 记 载 了一 个与 孔 子 相 关 的 故

事：相传在鲁国，有一 条法律，该法律规定，如果有

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而又有人把这个奴隶赎了出

来，那么这个人可以到国库里报销赎金。又一次，孔

子 的 弟 子 子贡 赎 回 一 个 鲁 国 人，他 回 国 后 本 可 以

领 取 这笔赎 金，但 是 却拒 绝了。孔子 知道以 后 评论

道：“子贡做得不对。这样一来，以后鲁国人就不会

从别的国家赎买奴隶了。”之后又一次，子路救了一名

落水者，后者送给子路一头牛表示感谢，而子路收下

了。孔子知道以后高兴地说：“鲁国人以后还会勇敢地

救落水的人。”

心理分析：

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启迪：良好社会

环境的营造不是单靠道德教化就可以实现的，而必须

要通过对人性的细微考察才行。

前段时间，上海市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取消了

老年人免费出行的福利，而是将交通费直接发放给了

原本应当享受这项福利的老人。该政策一出，在网上

博得了很多的赞誉。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当老年

人享受免费出行的福利时，从这项福利中获得最大收

益的方式无非就是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的次数

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大。比方说，如果老年人出行

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相当于十元钱，在家读报给自己带

来的快乐相当于八元钱，那么他当然是宁愿选择出行

而不愿待在家里。可是，在新的政策下，老人会权衡利

弊，把一些确实无关紧要的外出自然减免掉。过去，由

于城市体量庞大，上班族们不得不和老年人共享有限

的公共资源，引发了诸多社会议论，传统的解决之道

自然是对双方进行道德劝导，例如“要互相体谅”之

类。可是最立竿见影的方法，自然是从最实实在在的

对人性的心理学考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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