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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我培养你的孩子；
你不来，我培养他的竞争对手。
一家培训机构的广告语。 这样
贩卖焦虑， 更容易让人产生依
从行为。

●当你觉得看透了别人，
是因为他身上有你的影子，看
人如同照镜子。

●学习不是记忆， 知识也
不是信息， 记忆只是学习的一
部分，而信息只是知识的原料，
死记硬背不是学习的追求。

●储薪积虑，薪如止水，薪
平气和， 薪尽自然凉———有些
年轻人经常分不清需求和欲
望，一味放纵自己，追求花钱的
爽快。

●把话说到心窝里： 坏话
好说、狠话柔说、大话小说；笑
话冷说、重话轻说、急话缓说；
长话短说、 虚话实说、 废话少
说。

●一只老鼠敢于挑战猫，
那一定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
洞 ，因为 ，没有退路 ，哪来的
勇气。

●明代大儒王阳明有一
句口头禅： 常快活是真功夫。
他上课形式不拘一格，天热的
时候，会扇扇子，而学生遵守
师生之礼仪，都不扇扇子。 王
阳明就说，天热嘛，大家都扇
扇子，没有问题。 大家不好意
思扇， 王阳明就每人送一把。
天热扇扇子是人性的需求，于
良知无碍， 没必要为了表面
的、虚的一些东西去遮掩这种
需求。 王阳明觉得身心愉悦更
利于学习。 人生到此境界，就
是孔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
矩”了。

●毕淑敏 《像烟灰样松
散》： 没事的时候， 看看烟灰
吧。 它们曾经是火焰，燃烧过，
沸腾过， 但它们此刻安静了。
它们毫不张扬地聚精会神地等
待着下一次的乘风而起， 携带
着全部的能量， 抵达阳光能到
的任何地方。

●电影《白夜行》台词：曾
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 并不代
表就能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
的时候。

●当初跟女朋友分手，我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没吃
饭，心里难受得要死，一直以为
那是心痛的感觉， 后来他们告
诉我那个地方叫胃。

●儿子上小学， 妈妈教育
他：“你一定要记住， 学习这件
事就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
拼’，不努力是肯定不行的。 ”儿
子听了，若有所思道：“妈妈，你
刚才讲的只有 10 分，那剩下的
90 分靠什么呢？ ”

●晚上洗澡时我发现忘
了拿内裤，就把浴室门打开一
条缝，让我妈帮我拿来。 我妈
说 ：“下 了 几 天 暴 雨 ， 没 干
呢 !”我急着穿，就让她去帮我
买一条。 过了半天，终于听到
我 妈 说 ：“买 好 了 !” 我 急 忙
说：“那赶紧给我拿进来呀。 ”
结果她说：“那边说， 明天发
货。 ”

●人生不是一个完美的圆
环，一旦完美，你就再没有任何
可能性。

●珍惜你心中的这些“十
二”：“朋友”“恋人”“爱人”“家
人”，都是十二画，都是很重要
的人。

●人和人之间的吸引力都
来自：没看透。“人生若只如初
见”该多好。

●作家三毛： 我们不肯探
索自己本身的价值， 我们过分
看重他人在自己生命里的参
与。 于是，孤独不再美好，失去
了他人，我们惶惑不安。

●复旦大学国家示范型软
件学院副院长刘钢： 互联网时
代，客户终极的体验是“三残”
———脑残、腿残、手残 ，我们不
需要动脑、动腿、动手了，所有
的服务互联网都可以提供，这
是我们追求的理想。 哪个企业
能提供可“三残”的服务，一定
能生存下去。

●我们一心为理想寻找一
双可以飞上天空的翅膀， 却不
知道， 理想需要的是一双踏实
的脚板。

●网友眼中的青年四大
现象 ：间歇性崩溃 、送命式熬
夜 、做梦式想暴富 、习惯性治
愈。

●作家马伯庸： 阅读没什
么意义， 但总要做一些没什么
意义却有趣的事。

●能够刺激人与生俱来的
梦想，才能叫文化。

●理想产生动力， 思想产
生看法，方法产生效率。

苏雪林说：“胡适之一生挨
骂，彼并不回答。 ”而鲁迅去世
后，苏雪林用半生大骂鲁迅，鲁
迅则是没法回答了。

胡适自己曾说过：“我受了
十年的骂， 从来不怨恨骂我的
人。 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
替他们着急。 有时他们骂得太
过火， 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

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
而使骂者有益， 便是我间接于
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

鲁迅与胡适一定是要挨骂
的，因为他们都是值得骂的。 如
今想要找几个值得骂的人物来
骂骂，不知能不能找到了，若放
眼望去都是骂不上嘴的， 那才
可叹。罗伯特·哈里斯是美国的

一名钢铁厂工人， 他与妻子住
在拖车式活动房屋中。 2008
年，他购买超级百万乐透，中了
2.7 亿美元。 他向老板提出辞
职时， 老板还不敢相信。 当他
确定地告诉老板中奖了， 不会
回来工作了， 老板才意识到他
说的是真的， 并挽留罗伯特再
工作几个星期， 把手头的活干
完， 罗伯特自豪地回答：“谢
谢，不过不行。 ”

罗伯特·哈里斯可能是所
有彩民心中的偶像， 每个工薪
族彩民一定都想象过中了大奖
后， 骄傲地向老板提出辞职的
这一幕。 不过， 中大奖可能并
不是什么好事。 据美国国家经
济研究局的一项调查显示，近
20 年来，欧美的大多数头奖得
主在中奖后不到 5 年内， 都会
因挥霍无度等原因变得穷困潦
倒。 该项调查同时显示， 美国
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每年高达
75%，每年 12 名中奖者当中就
有 9 名破产。

在另一项研究中， 人们对
佛罗里达州彩票的大奖得主进
行了追踪， 研究者将他们与中
奖金额小于 1 万美元的小奖得
主进行了比较， 发现在中奖之
后的三到五年， 大奖得主提出
破产申请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小
奖得主。

同样钱来得快去得也快的
还有体育明星们。 阿伦·艾弗森

曾 11 次入选 NBA 全明星
阵容， 总收入至少超 2

亿美金， 这个富豪
球员喜欢

购买各种奢侈品， 另外还要养
一群狐朋狗友， 最后欠了一屁
股债；斯普雷维尔在 NBA 职业
生涯赚取近 1 亿美金， 但他开
销无度，什么贵买什么，包括顶
级游艇， 结果还未退役就欠债
100 多万美金。

据美国《体育画报》的调查
显示，60%的美国职业篮球联
盟球员会在退役 5 年内破产，
这种情况还不局限在篮球 ，
78%的全美橄榄球联盟球员在
离开赛场两年内就会遭遇破产
或面临财政危机。

为什么来得快的钱去得也
快？

我们把不同的钱贴上不同
的标签， 用行为经济学家理查
德·泰勒创造的术语就是“心理
账户”。我们总是把不同的钱放
入不同的心理账户， 辛辛苦苦
赚来的收入我们会放进“养家
糊口”的账户，而天下掉下来的
钱或者轻易挣到的钱我们则会
放入“任意挥霍”账户。

而“快钱”的特点就是今天
有明天未必还有。 今天中了大
奖可能这辈子再也中不了第二
次， 今天是万众瞩目的体育明
星，可能明天无人关注。而当人
们挥霍这些快钱的时候， 也失
去了精打细算的习惯， 这就是
经济学上所谓的“棘轮效应”：
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
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
向下调整。

泰森在巅峰的时候， 一场
比赛就进账数千万美元， 他花
钱如流水，不断购买豪车豪宅，
甚至还养了两只老虎。 然而他

丑闻不断并很快过气，2006 年
9 月， 曾经的世界重量级拳王
走进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
去做人肉背景板和人肉沙包的
工作。在临时搭的拳台上，每个
到拉斯维加斯的旅游者只要付
一点门票钱就可以和泰森拍照
或登上拳台与他一试身手。“只
要有钱，和谁打都行，哪怕是一
头狮子。”欠了一屁股债的泰森
早已没了当年的那股子傲气。

从天而降的财富似乎能让
我们产生幻觉， 以为金钱能买
到一切，包括年轻、自尊、友谊
和爱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
烦恼也随之而来， 人们最终只
会发疯似的去购买所有金钱能
买来的东西。 2600 万美元的大
奖得主雪莉·嘉格利亚迪在中
奖两年后就离婚了。 她说：“人
们对于钱的理解存在误区，以
为想要什么就要得到。嗯，那就
是我想要的， 我去商店把它买
回家了。就这样，几个星期以后
我又回到了空虚之中， 接下来
就可想而知了。 ”

据一项估计，70%得到意
外之财的人， 都会毫无意义地
挥霍掉这笔钱。 因此绝大多数
情况下， 中奖者在中奖几年之
后都会比以前更不快乐， 很多
人甚至因此而变得抑郁寡欢而
陷入绝望。

在纽约曾中了 500 万美元
大奖的柯蒂斯·夏普对此感触
颇深， 他说：“彩票让我空欢喜
了一场。 如果你也像我
这样挥霍的话，钱没
了， 就什么都
没有了。 ”

马怎么走？ （幽默画） 王原

汤姆·彼得斯是一位著 名 作
家 、 演说家和管理学大师 ， 他在
《卓越红利 》一书中讲述了下面这
个故事：

一位男士走到约翰·皮尔庞
特·摩根身边 ， 拿出一个信封说 ：
“先生 ，我手里有一个保证能够成
功的公式 ， 我很乐意以 25000 美
元的价格卖给你。 ”

“先生 ，”摩根答道 ， “我不知
道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 不过 ，如果
你让我看看 ，而且我喜欢的话 ，我
将按你的要价付钱给你 ， 我以一
位绅士的身份向你保证 。 ”

那人同意了这个条件 ， 把信

封递了过去。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打开信

封，抽出一张纸。
他看了一眼 ， 仅仅是看了一

眼，然后就把那张纸还给了那人。
他按约定付给了那人 25000

美元。
那张纸上只写着：
“每天早上 ，将当天要做的事

情列个清单。 把它们做完。 ”

在投中制胜罚球之前

在投中一个重要的罚球以赢

得冠军之前 ， 你需要在多年的练
习中命中成千上万个罚球。

在面对数百人发表重要演讲
之前 ， 你需要在少数人面前发表
几十次小得多的演讲。

在为一大群人准备婚宴之前，
你需要为人数少得多、压力没那么
大的活动准备一系列的食物。

我们看到了最终的结果并惊
叹不已。

伟大的人物让人看起来如此
简单 ， 以至于我们认为我们也能
做到。

是的，你可以做到。
如 果 你 准 备 在 没 人 关 注 的

情况下 ，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多
年 。

如 果 你 希 望 不 事 先 做 好 准
备 ，就能罚球投中 、在大场合发表
演讲或准备盛宴 ， 我可以向你保
证，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趁他们年轻教育他们

想让你的孩子长大后变得善
良和富有同情心吗？

想让他们有活力吗？
想让他们带着信心和希望生

活吗？
想让他们养成良好的职业道

德吗？
想让他们成为社会的贡献者

吗？
想让他们积极地与周围的世

界接触吗？
这一切都不会偶然发生。
他们不会就这么长成那样。
你得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教育

他们。
从多小的时候开始呢 ？ 越小

越好。
你 从 第 一 天 开 始 就 必 须 让

自 己 的 行 为 树 立 榜 样 。 鼓 励 他
们 。 表彰他们 。 改正他们 。 约束
他们 。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但
却是一个值得做的过程。

怎样才能引起轰动

汤姆和他的导师德怀尔像往
常一样散步 ， 走着走着来到了一

个池塘旁边。
当时 ， 他们正在讨论着汤姆

为使他的工作产生更大的影响所
做的努力 ， 这时汤姆弯下腰捡起
了一块小鹅卵石。

他把它扔进水里 ， 看着涟漪
扩散开来。

“看到了吗 ？ ”他对自己的导
师 说 ， “我 想 做 一 些 能 够 传 播 开
来、影响很多人的事情。 ”

德怀尔笑了 ：“如果你真想引
起轰动 ， 你需要比那块鹅卵石更
大的东西。 ”

汤姆哈哈大笑起来 ， 把一块
岩石扔进池塘。

“你看这够大了吧？ ”
当德怀尔脱下凉鞋和衬衫 ，

只剩下内裤时 ， 汤姆茫然地看着
这位老人。

“他疯了吗？ ”他心里想。
德怀尔小跑了一下 ， 跳进了

水里，溅起了很大的水花。
“哇，水真冷！ ”他抬起头说。
“你在搞啥呢？ ”汤姆说。
“你想引起轰动吗？ 那你就必

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 没有妥协
的余地。 ”

肖像的故事

□（澳 ）达伦·波克 陈荣生 译

短句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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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骂 □知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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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深夜骑自行车回家，被
面包车撞倒。 没等她站起身，驾
车男子冲下车，持刀将她挟持上
车，并抢走了姑娘的钱包和苹果
手机。

姑娘临危不乱， 用携带的另
一部手机联系上了男朋友，几经
周折得以脱险。 歹徒弃车潜逃。

当警察向姑娘询问歹徒的体
貌特征时， 姑娘要求拿纸笔来，
她毕业于美术专业， 寥寥数笔，
勾勒出歹徒肖像。 警察凭此在车
站码头设伏， 很快抓获了嫌疑
人。 让警察吃惊的是，仅仅是黑
暗凌乱中的匆匆一瞥，姑娘记住
并描述的肖像，和嫌疑人的相貌
特征，几乎一模一样，堪称高手。

我要讲的第二个肖像故事，画
画水平没这么专业，却更为有趣。

杭州某小学四年级开家长
会，老师别出心裁地要求爸爸参
加。 有些爸爸从来没去开过家长
会，不知道教室在哪里，不认识
班主任……好紧张。

还有关隘呢， 那天爸爸们赶
到，发现教室整面墙上
贴着“爸爸”的肖像画，
是他们的儿女画的。爸
爸们必须找到“自己”，
才能找到相应的座位。

一眼望去，大圆脸
或大方脸，小分头或小
平头，戴眼镜或不戴眼
镜，都差不了多少。 好
在边上有些提示：摄影
发烧友、经常加班到深
夜、 老婆小学成绩好、
喜欢吃火锅……心有
灵犀的爸爸很快找到
了，还有些爸爸满屋子
团团转一脸尴尬。

佩服想出这主意
的老师。无论画得相像

与否，爸爸们对这次家长会都印
象深刻。 肖像画让孩子认真地打
量了爸爸，描绘出爸爸，也让爸
爸们看到了自己在孩子心中的
样子。

第三个肖像故事， 背景是战
火硝烟的战场，1942 年，18 岁的
年轻画家赵延年，作为战地写生
队的一员，背着画夹来到满目疮
痍的长沙焦土，记录民族的苦难
和将士的英勇。

他将竹子削成铅笔粗细，一
头铲成斜面。 一支竹笔，一只小
墨盒，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他怀着崇敬之心，采访了 79
军 98 师王甲本师长， 并画了其
肖像，两年后，时任 79 军军长的
王将军阵亡于湘黔抗战前线。

难得的是， 赵延年还画了战
俘营的一群日本士兵 ， 神态各
异，或倦怠或沉郁的肖像，聚在
一页纸上，一共 8 个，边上有肖
像本人的签名。 有位名相川丰茂
的战俘，面容和悦清秀，原来日
本鬼子不都是青面獠牙。

这批写生画毁于后来的浩
劫， 之后在发还的一堆乱纸中，
赵延年发现了仅剩的这两张战
地速写，视若珍宝。 现存于中国
美术馆。

一个值
25000美元
的信封（外三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