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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则不立。”诚信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它应该成为每个公民的基
本道德素养，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我市提出打造“诚信洛
阳”，就是要在崇德向善中建设
精神文明，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提升工作，助力建设国际
文化旅游名城。

言必行、行必果，人说话才
会有底气，做事才会硬气，做人
才能“傲气”。今天，让我们分
享一些生活中的诚信故事……

——编者

周日早上，我想睡到“自然醒”，但平时总爱睡懒
觉的儿子不停地推着我喊：“妈妈，你快醒醒！你不
是答应我今天带我去动物园吗？”我这才记起半个月
前我真的答应过儿子这件事。

儿子四岁多，上幼儿园中班。半个月前，老师
在课堂上让小朋友们说说他们都见过哪些动物，又
问他们谁去过动物园。班里的小朋友都举手了，只
有儿子没举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机会
带他去过动物园。儿子很失落，于是我答应他，如
果我周日不加班，一定带他去动物园。可是上个周
日加班没去，这个周日不加班，我又把这事儿给忘
了——怪不得他前一天问我加不加班呢！

可是这个周日，天气又实在太热了。我平时工
作每天都要早起，现在躺在空调屋里，真想舒舒服服
地睡一大觉。再说我觉得小孩子好哄，于是，我没理
会他，继续装睡，但他不停地推我，我只好对他说：

“乖儿子，等天凉一点，我们再去好不好？”他反问我：
“你原来也没说天气不好就不去呀！”

我连哄带吓，说给他买好吃的、好玩的，说天太
热老虎要吃人，但儿子就是不信，眼眶里还盈满了泪
水。在一旁的丈夫看不下去了，说我：“你还是老师呢！
平时对别人说到做到，咋对儿子就说话不算数呢！”

“你没看过《曾子杀猪》的故事？比起杀猪，天热
路远又算什么！”丈夫接着说。

是啊，对天真无邪、像蓝天白云一样纯净的孩子
来说，大人们任何不良的言行都会给他们带来污染，
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

“好。妈妈答应你，以后一定做个说话算话的好
妈妈！”我给儿子做了保证。儿子高兴地跳起来……

真的，诚信是一面镜子，你对别人讲诚信，
别人一定也会对你讲诚信，哪怕是

个四岁的孩子！

两年前，我和另一名男子战胜上百名应聘
者，顺利地进入了一家银行工作。

上班第一天，行长找我俩谈话。他告诉我
们，此次招聘原本只招一人，可他在招聘过程中
发现我俩都很优秀，实在是难以取舍，所以干脆
都招了进来，试用期为半年，看谁工作能力强、表
现好就留下谁，另一个就得走人。听行长这么一
说，我才明白这份不错的工作并不完全属于自
己，还有竞争，必须认真努力地工作才会有希望。

上班的压力真的很大，第三天，我就出了一
个差错。那天下班前，我轧账时发现了钱箱短
款，少了100元。怎么办？我紧张得脑门上沁出
了汗水。根据银行的制度规定，出现差错要及时
逐级上报，然后按照相关程序来进行处理。突
然，我的脑海闪出一个念头：不就是 100 元吗？
我自掏腰包填进去不就完事了？但是，这个念头
只是一闪而过，最终我还是按照规定向当班营业
经理如实报告了差错发生的情况。

过了没多久，我又发生了一次短款100元的
差错。再瞧瞧我那位竞争对手，工作得好好的，
什么差错也没有。为此，我沮丧了好几天，几乎
想一走了之，后来想想：“必须把心态调整好，还
没到最后说再见的时候，只要在银行一天，就要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扎实。”或许是因为想开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出错。

半年的试用期很快就结束了，这天刚一上
班，我就被叫到了行长的办公室。我以为自己
要被辞退了，去的路上一直在宽慰自己。可让
我大感意外的是，敲开行长办公室的门以后，行
长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来向我笑眯眯地伸出手
说：“祝贺你，从今天开始，你已经被我们银行正
式录用了。”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才
说道：“可我曾出了两笔差错啊，怎么最后被录
用的是我？”

“每个人的工作都不可能保证绝对不出差
错，问题是出了差错如何去对待。找出差错的
原因，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一点你做得
不错。你的那位竞争对手就不如你了，我们已
书面通知他另谋高就，因为他也有过 3 次短款
100元的记录，可他自掏腰包把钱垫上了，监控
录像上显示得清清楚楚。他这种做法看上去
似乎没给国家和我们银行造成损失，但这是不
诚信的行为。”

行长的一番解释让我恍然大悟，我
庆幸自己那两次差错没有像竞争对手那

样做了傻事。所以说，不要怕出
错，做一个诚信的人，这

才是最重要的。

以诚示人，以诚服人，诚信乃做人之根
本。为此，作为初一年级的中学生，我觉得很
有必要说道说道。

小孩子的故事通俗易懂，却也蕴含着无限
的哲理。在“狼来了”的故事里，撒谎的小孩对
大家的反复欺骗不就是“无诚”的表现吗？最
后没人救他不就是“无信”的后果吗？可见诚
信的重要。

既然诚信如此重要，不妨详解一下这两个
字。“诚”的右边是一个“成”字，左边是一个言
字旁，说明它和语言有关。我们经常说“男子
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想诚字最
初的意思应该是要我们遵守自己的承诺，说过
的话要算数吧。“信”的右边是个“言”字，说明
它也与语言有关，左边是个单人旁，是指人的
意思。那么“诚信”二字合并起来的意思应该
是：遵守自己的诺言，才会让旁人不说闲话，让
人信服。

诚信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如果桥断
了，两边的人就会进退两难，处境危险。所以，
我们不能让“诚信”的桥梁断了，要在自己的字
典里牢牢地刻下这两个字——诚信。

《郁离子》（明代刘伯温著）中记载了一个
因失信而丧生的故事：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
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至。商
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
我，给你 100 两金子。”待商人被救上岸后，他
却翻脸不认账，只给了渔夫 10 两金子。渔夫
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商人说：“你一个
打鱼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 10 两
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
料想后来那商人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
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那
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没有人救他，商人
被淹死了。

在这则故事里，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渔
夫是偶然的，但商人因不守信而不得好报是在
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
别人对他的信任。所以，如果你诚信对人，那别
人也会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如果你失信于人，
有了困难，没有人会帮你，就只有坐以待毙了。

这则故事定将让我受益终身。那么，如果
有人问我将会怎样做人，我会这样回答：很简
单，诚信就好。

周末回到娘家，晚餐期间，跟母亲说
起我和朋友凤的事，我摇头叹道：“我和
她的许多观念都不一致，离好友总是差
那么一点点。”母亲刚要开口，父亲便道：

“你最先和她交往的目的就不单纯。”我
不禁一愣，脸又一红。

父亲说得没错，凤在我们当地小
有名气，当初和她交往的时候我还挺
自豪的，只是越到后来越觉得我们在
性格和处事上都有差异，甚至还发生
过几次争执。

现在再想想，观念不同是客观存在
的，但如果凤只是个普通人，我和她交往
之初，不会连许多作为交友该考虑的问
题都没有考虑到，便冒然亲近。其实凤
一直是那样，而我因为她的光环，或者
说想把她的光环加在我的身上，于是刻
意与她走近，等到发现自己与她有诸多
不合之后，再开始疏远，这本身就是一
种伤害。

我很感谢父亲这一次醍醐灌顶的教
训，也让我在往后和凤的交往中多了一
些理性，将她当作一个普通人，平时来往
不多，但只要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
我必定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说，去
做的。后来有一天，凤忽然感慨地对我
说：“像你这样的人真的不多了，虽然我
们来往不是很多，但让我想到了‘君子之
交’。”凤的话让我也笑了，君子之交淡如
水，虽淡如水，但既为君子，诚意为先。

那一刻，我真的很庆幸我早早地便
明白了“人之相交，贵在知心”的道理。
人这一辈子，除了至交好友，总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友”。这类“友”可能只
是我们生命途中的一些过客，不远不
近，不咸不淡，因此我们总会想着，能不
能趁着还有来往，从他（她）身上获取一
些什么，或者因为他（她）的身份，先来
往着，以备不时之需。却忘了，这样目
标明确的交往除了会让别人感觉到不
舒服，自己恐怕也不会真的自在，甚至
哪怕朋友圈有成百上千人，哪怕通讯录
记了几大本，却仍然是孤独和寂寞的，
在苦恼的时候，仍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倾
诉的人。

前几天，我的偏头痛又犯了。这是
我的老毛病了，凤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
给我，还问要不要陪我去医院。这样真
诚的关心，让我觉得特别充实和满足，似
乎头都不那么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其实如同力量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你付出多少，也能得到多少，你付出了诚
心，得到的一定也是诚心！

□刘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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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入暑，一阵阵热浪迎面袭来，犹如置身于火
炉之中。小区门口，多了个卖西瓜的摊位，绿莹莹圆
溜溜的大西瓜分外诱人。回家吃午饭的我，赶紧停
下脚步，挑选了一个。卖瓜的年轻人麻利地过完秤，
笑呵呵地说：“10斤3两，算10斤吧，少了算俺的！”

回到家，妻子接过西瓜，随口问我多重？我说10
斤整。她掂了掂，质疑道：“这分量绝对不够！”见我
不信，她搬出减肥秤，把西瓜往上一撂，果真少了两
斤！“咋样？被宰了吧。”老婆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不就两斤西瓜嘛，我也懒得再跑一趟，切开西瓜
吃了起来，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上班再次路过那个西瓜摊时，年轻人正准备撤
摊。我觉得虽然不指望能讨回差价，但也应该提醒
他一下：做买卖要讲诚信，做人得厚道。

“你卖东西怎么不够秤呢？10斤西瓜就少了两
斤！”年轻人一怔，挠着后脑勺说：“不可能吧大哥，俺
的瓜是自个地里种的，俺保证不缺斤短两！”为了证
明清白，他又赶紧搬过来电子秤，就在这时，我俩同
时发现了异常——秤面跟底托之间竟夹着一段西瓜
秧！要不是搬秤的时候震出来一点，这西瓜秧夹在
挺靠里的位置，还真不容易看出来。

年轻人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忙向我道歉：
“真对不起大哥，是我疏忽了，是我的错。”我见他认
了错，便上车走了，心想幸好摊子马上要撤了，不然
指不定还有多少人来找他算账呢！

下班回家时，我竟发现空无一瓜的西瓜摊还摆
在小区门口，在一旁的农用三轮车上悬挂着一张大
大的白纸。我走近一看，上面写着：“尊敬的顾客朋
友，因本人疏忽大意，电子秤没有调准，以致上午售
出的西瓜不够斤称。现召回所售出的西瓜，如果已
经食用的将按十斤瓜补两斤的标准返还现金！给大
伙添麻烦了，实在抱歉！”

没等我开口，年轻人一把抓住我：“大哥，您可算
回来了！”他边说边塞给我一块八毛钱。这下反倒是
我不好意思了，农民兄弟顶着大太阳种瓜、卖瓜很不
容易，我死活不肯接受。年轻人急了：“大哥，这钱你
必须收着，不然就是看不起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只好收下，连忙请他到家吃晚饭。他咧嘴笑了：“不
啦，您一回来，大伙儿的西瓜账，俺就梳理得差不多
了，该回家了。”说着，他揭下那张“西瓜召回启事”，拿
笔又在上面添了一行字，贴在身后的铁栏杆上。

目送他远去，我再次走近栏杆上的那张“启事”，
扫视一遍后，心中涌起了一种久久难以平息的感
动。“启事”上新添的内容是：“没来得及过来的顾客，
请您别担心，明天我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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