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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上，某位王公有大量的马匹
和羊群，一个牧童显然不够，于是，他
又找了两个穷人家的孩子。

主人安排瘦弱一点的那个孩子
放羊，另一个强壮一点的孩子牧马。
可是，当主人离开后，强壮的孩子逼
迫瘦弱的孩子跟自己交换工作。因
为马的食量大得惊人，牧马要跑到很
远的地方，而且马的性子又暴烈，牧
马显然要比牧羊艰难，瘦孩子迫于压
力只好答应。

回家后，满腹委屈的瘦弱孩子把
事情对母亲讲了，身为宗教徒的母亲
安慰说：“孩子，你可能从此要比同伴

多吃一些苦，可是，一个人吃苦不会
是无缘无故的，有的人因为前世享了
太多的福，今生要受苦作为补偿，而
有的人是在为今后的幸福付出，所
以，你不要为吃苦而抱怨。”

懵懂的少年对补偿前世所得
的说法一知半解，因而不以为然，
但对现在吃苦是为今后幸福却兴
趣十足，他不再为自己的工作烦
恼。

从此，他每天要跑很远的路到草
原牧马，为了看好马群，他曾经被马
踩伤过，从马背上摔下过，被暴雨淋
湿过，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

与此同时，他的同伴只要将羊群
赶到离住处不远的地方，就可以躲到
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者睡大觉，就在
这样艰辛的日子里，瘦孩子一天天健
壮起来，骑马的技能也越来越炉火纯
青。

日子飞快流逝，牧马的孩子因为
在马背上身手矫健，被主人相中做了
护卫，再后来，他投身军旅，成为闻名
一时的纵马驰骋的将军。瘦孩子以
前吃的苦终于换来了好收成。他放
羊的同伴，到死都只是一个为主子做
事的羊倌。

瘦孩子就是成吉思汗的御前虎
将——哲别。

世上没有白吃的苦，每吃一点
苦，你就为自己未来的成功辉煌积攒
了一点儿本钱。

摘自《少男少女》

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学到“心”
这个字的时候，老师说，“心”是一把
铁勺子，正在炒豆。豆子会蹦啊，最
后两颗豆子掉在了“心”外，只有一颗
幸运豆留在了勺里。

人们常说人的心比海洋比天空
还要博大，窃以为这是指宏伟幽深的
冥想时刻，并非随时随地的状态。在
万千纷常的日子里，人心就是一把锈
迹斑斑的铁勺。

因为有锈，所以要常常擦拭。我
们的心会被各式各样含酸带碱的风
雨浸淫，会被蛀出缝隙和生长阴霾。

天气晴朗时，在阳光下晒晒心情，锈
就会悄然遁去。美丽的大自然和相
知的朋友，就是紫外线了。

每个人只有一把铁勺，却要遭遇
到很多豆子。我们要仔细地甄别放
入勺子里的物件的数量。空无一物
的勺子令人伤感，不堪重负被挤爆了
的勺子也是悲剧。

如果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豆子
进入勺子。那可怎么办呢？有一个
好法子，就是炒。

炒我们的心事，把它们加热，把
它们晾晒，在这个过程中，翻来过去

地斟酌，你是保存勺子还是姑息豆
子？为了勺子的安宁，你要立决。结
果就是只留下那些最重要的豆子，而
把其他的豆子扬出我们的视线。

这个过程其实充满了艰难和痛
苦，每一颗豆子都不是无缘无故进入
铁勺的，它们必和情感与理智有着千
丝万缕的枝蔓。甚至那些我们十分
嫌恶的瘪 豆 子 ，被 虫 蛀 过 的 病 豆
子，也在长久的摩挲和掂量中，融
入了我们的体温，产生了割舍不
下的惯性和依恋。然而，还是要

“放下”，此刻需要的不仅是聪明，
还有一往无前的勇敢。

把废豆子驱逐出铁勺，心就宽敞
了，铁勺恢复了洁净与轻盈。新的豆
子仿佛新的客人，姗姗来临。对于你
的心事，你可不要忘了甄选和款
待。 摘自《人民文摘》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摸摸口
袋。一摸，惊出一身冷汗。身份证
不在口袋，这玩意儿一般人很少动
它，而我使用比较频繁——我要用
它取稿费。我努力地回忆，并且折
回往邮局的方向走。

邮局门口，一位老乞丐向我殷
切招手。这老头的胡子长，我每次
取了稿费都给他一元钱。他每天坐
在邮局门口，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

他手里晃的就是我的身份证，
我走过去。他不满地埋怨我，喊你
多少声，你怎么连头都不回？是不
是因为我是乞丐喊你你就不应？问
题还挺尖锐的。想起来了，我是在

掏钱给他的时候，把身份证给带出
来了。我一直行色匆匆，心里总觉
得有很多的事要干，怎么会留心身
后一个老乞丐的喊声呢？

本想把身份证拿了就走。没想
遇到了阻力。老头拿身份证的手向
后扬了扬，我心中老大的不快。他
说，你得听完我一句话，你是个好
人，每次都给我钱，可是你在给钱的
时候，从来不弯腰，钱往碗里一扔，
哐的一声，有时候还蹦出来了，那

“哐”的一声让人听了心里很不舒
服。

在我一直的想象中，他对我应
该是感激的。不料，在他心里还积

累了这么多的怨恨。我说，我很忙，
再说我不喜欢弯腰，从来也不曾向
谁弯过腰。他说，不对，你刚才就在
马路的对面向一个人弯了腰。

站在那里，我认真地回想。是
的，刚才，就在马路的对面，一辆小
车停了下来。下来的是一位单位的
领导，他对我有恩，是我可敬的大
哥。他在车里看见了我，并把车停
下来，和我打招呼。估计我当时确
实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

可是，我记得我只是点了头，并
没有弯腰。

老头说，我一把这么长的胡子
还会撒谎？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弯
了腰。

也许，我潜意识地弯了腰。也
许，在潜意识里，对谁弯腰对谁不弯
腰，已成定势。 摘自《今晚报》

萨巴蒂尼移民到澳大利亚已经
三十多年了。通过自己的辛劳经
营，他成为一家比萨店的老板，还多
挣了一处房产。他向国家缴纳的商
业税和个人所得税额逐年增加，而
且还每月都为养老金支付昂贵的保
险费，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个有着

“退休人天堂”美誉的国度里，能够
比一般人更舒服地颐养天年。

就在他即将退休时，工党经普
选上了台，实行了一项新的法规，即
不论一位公民缴纳过多少税，付过
多少养老金的保险费，他退休时的
资产若超过了若干万元的价值，便
不能享受养老金和免费医疗。萨巴
蒂尼的房产总值超过了工党政府定
的资产界限的三倍，这意味着他在
退休之后，将吃不上养老金和免费
医疗这个“铁饭碗”。想到他总有一
天会干不动了，又不能去啃那些房
产吃饭，还是捧上了“铁饭碗”，才能

叫他安心地养老，于是他决心尽快
处理掉两处产业。

他的卖房广告在报纸上出现过
好几次，也在房屋公司的橱窗里挂
了好久，就是无人问津——在这个
地广人稀的国家里，闲置多年的房
产有的是。一晃三年过去了，萨巴
蒂尼越来越感到再干下去体力会更
加不支。耳闻目睹到的那些从来没
有在这个国家缴过税，更没付过任
何私人养老金保险费，却以投靠子
女为由，从其他国家一退休，就来到
这个国家，定居一年后便可以享受
到这里优厚的养老待遇，同时还照
常拿着其原来国家的退休金的移民
们的事例越来越多，萨巴蒂尼的心
里更加不是滋味儿，真后悔当初移
民到这个国家为时过早。

经过近似苦苦的哀求，萨巴蒂
尼才终于说服他那已经当上了律
师、对经营他的比萨店毫不感兴趣

的儿子，答应接受把店作为遗产传
给他，条件是萨巴蒂尼要替儿子缴
纳高额的遗产继承税，这用去了他
大部分的银行存款。但是他那多余
的房产仍使他离吃上国家养老“铁
饭碗”的条件差一段距离。

他的收入来源开始成了问题，
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不得不把
那栋多余的房产以极低的价钱租了
出去。房客们是一帮找不到工作的
单身汉，他们拿着政府的失业救济
金，房租由政府部门按时寄给萨巴
蒂尼。房客们整天无事可干，白天
睡大觉，晚上喝酒、抽烟、侃大山、泡
女人，把萨巴蒂尼的房子闹得乌烟
瘴气、乱七八糟。

终于有一天，由于房客们的不
慎，失火把整个房子烧了个精光。
萨巴蒂尼虽然每年都付过房产损
失保险金，但出租时却不知还要
补交一份“出租损失险”，保险公
司拒绝赔偿。从此萨巴蒂尼再没
有多余的私人产业——没想到难
端上的养老“铁饭碗”，得来却完
全没有费工夫。

摘自《海外文摘》

2006 年年初，在英国伦敦市的
一条大街上，新开了一家叫“罗毕”
的鞋店。鞋子的款式丰富，质量也不
错，但是这条街上的鞋店实在太多，同质
化现象严重，竞争非常激烈，因此这家鞋
店的生意一直平平淡淡。

一天，店里进来两位时尚女
性。她们挑了一双又一双的鞋，试
穿了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买了一
双。付账的时候，只听买鞋的顾客
对同伴说：“今天购物真是辛苦，一

次一次地脱鞋，又烦又累。”店老板
心想，既然许多顾客在选购鞋子时，
常抱怨换鞋太麻烦，若能让顾客赤
脚进店就少了不必要的麻烦，顾客
购起物来就要轻松多了。但如何能
让顾客自觉自愿赤脚进店呢？放上
许多拖鞋？肯定不行，仅仅一双拖
鞋是不可能让顾客自觉地脱鞋的。
那该怎么做呢？

后来，店老板从一些重要场合
中地上铺的红地毯得到了启发，遂

决定在店内铺放名贵地毯。铺好地
毯后，他将店名改为“赤脚鞋店”，又
在门口设置鞋架。做好这些后，他
召集所有员工，郑重地宣布：顾客脱
鞋进店后，由服务员代为擦鞋。员
工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老
板这样决定，也就只好执行。然后，
老板在门口贴出一份告示：店内铺
有名贵地毯，顾客须脱鞋进店购物，
并由本店代为擦鞋。

告示公布后，许多顾客慕名而
来。顾客进店后，感觉既随便又亲
切，而且又有人给擦鞋，结果鞋店销
售额大增。

摘自《深圳青年》

小时候，有一次和祖父进林子去
捕野鸡。祖父教我用一种捕猎机，它
像一只箱子，用木棍支起，木棍上系
着的绳子一直接到我隐蔽的灌木丛
中。只要野鸡受撒下的玉米粒的诱
惑，一路啄食，就会进入箱子，我只要
一拉绳子就大功告成。

支好箱子，藏起不久，就飞来一
群野鸡，共有九只。大概是饿久了，

不一会儿就有六只野鸡走进了箱
子。我正要拉绳子，忽然想到，那三
只也会进去的，再等等吧。等了一会
儿，那三只非但没进去，反而走出来
三只。我后悔了，对自己说，哪怕再
有一只走进去就拉绳子。接着，又有
两只走了出来。如果这时拉绳，还能
套住一只，但我对失去的好运不甘
心，心想，总该有些要回去的吧。终

于，连最后那一只也走了出来。
那一次，我连一只野鸡也没能捕

捉到，却捕捉到了一个受益终生的道
理：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而机会
却稍纵即逝；贪欲不仅让我难以得到
更多，甚至连原本可以得到的也将失
去。

炒过股票的人都深有体会：当手
中的股票开始赚钱时，想着还会再
涨，等等吧。当往下跌时，想着前几
天那个高点都没卖，现在卖只能赚这
么点钱，等涨回点再说，结果成了套
牢一族。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就是这
个道理。 摘自《海口晚报》

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有一家与众
不同的当铺，当铺的名字叫“当心当
铺”，老板叫戴维斯。

二十多年前，戴维斯只是一个
生产一些塑料制品的小工厂的老
板。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工厂
破产，他成了身无分文还欠外债的穷
光蛋。妻子也抛弃了他，投入了别人
的怀抱。家里的房子也卖掉用于还
债了，戴维斯只能住在政府提供的临
时居所里。

虽然落到这般糟糕的境地，但戴
维斯并没有自暴自弃，尽管身无分
文，他心中依然有东山再起的想法。
当时，爱丁堡市正在承办非洲文明
展，会展中心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
观。天气很热，戴维斯发现在会展中
心卖冷饮是个不错的生意。经过打
听，要想在那里卖冷饮，最少需要投
资一百英镑。

可是，身无分文的戴维斯上哪里
弄来这一百英镑呢？正在他茫然无

助的时候，他看到了街上有一家当
铺。戴维斯灵机一动，走进了当铺。

戴维斯走到当铺的柜台前，对
当铺的老板说：“我要当心。”当铺的
老板是一位老先生，他以为自己听错
了，忙问：“你说什么？”戴维斯不紧不
慢地说：“我要当心。”老板笑了笑说：

“你这人真奇怪，心怎么能当呢？”戴
维斯理直气壮地说：“心为什么不能
当？什么东西比心更值钱？”

老板愣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
回答。“我不当多，只当一百英镑，用
我的心做抵押，我会及时赎回我的
心。”戴维斯坚定地说。老板觉得戴
维斯的想法很有趣，请他坐了下来。
在听了戴维斯的遭遇后，他决定破例
同意戴维斯当心。他拿出一张白纸，
递给戴维斯，叫他写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在纸上画了一个心形图案。做
完这一切后，他给了戴维斯一百英
镑，对戴维斯说：“记着，你的心在这
里，你的诚信也在这里，但是你的信

心请你带走，它会给你力量。”
有了一百英镑，戴维斯可以在会

展中心卖冷饮了。第一天，他就挣了
十英镑。会展进行了七天，戴维斯一
共赚了一百零八英镑。他从当铺赎
回了自己的“心”，口袋里装着自己赚
来的英镑，开始了再一次的打拼。

以后的二十年，戴维斯做过学
徒、油漆工、推销员、经纪人……无论
做什么工作，无论生活到了多窘迫的
境地，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和希
望。在他六十岁的时候，他成为苏格
兰最大的地产集团的董事长。 六十
五岁时，戴维斯决定退休，专心致力
于社会公益事业。退休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开一个当铺，一个当“心”的当
铺。每一个来当铺当心的顾客不用
任何物质抵押，就可以获得一百英镑
的资金。

五年来，从来没有一位顾客失
约，他们都按时从当铺里赎回了
自己的“心”。尽管他们中还没有
人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但同
当心时的窘迫相比，境况都有了
很大改善。

摘自《科学大观园》

去年冬天，到林都伊春采访。
上午，刚下过小雪，气温有零下二十
多摄氏度。几位当地的朋友送我去
宾馆，在路上，竟看到几名林业工人
正在路边冻得坚硬的泥土上刨坑，
坑边放着几株两米高的红松。我看
出来了，他们是准备在这里植树。
一时感觉很奇怪，因为还是第一次
看到在冬天里植树。

一位朋友见我如此表情，就笑
着告诉我：“不用担心，在这个季节植
树，棵棵保活。”不觉对朋友的话产生了
兴趣，并向他请教在冬天植树的道理。

朋友说：“人们习惯以人的思维
来安排树木，选择春天或秋天植
树。而这里的人，爱树、尊重树，把
树当成可以对话的朋友和生命。人
在夜里要睡觉，一些动物在冬天里

要冬眠，而树木在冬天则会休眠。
于是，人们就选择在树木睡觉的时
候偷偷把它们从一个地方挖出来，
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事实证明，

用这种方法植树成活率极高。”
见我还是不懂的样子，朋友接

着说：“待到春暖花开，树木醒来发
现自己被换了地方时，自己的根已
经扎入脚下的泥土里，这样，它们也
就没有理由不好好活着了。”

在这个冬日的上午，听着朋友
的解说，如同在听着一个冬天的童
话。此时再看着那些已经栽下的红
松，竟不能把它们当做没有感知的
植物了。“熟睡着的生命”，此时用这
个词来称呼它们是最恰当的。

摘自《视野》

有朋友给我出了一道题，说是美
国公务员考试题：有一个人在市场花
8 元钱买了一只鸡，然后以 9 元钱的
价格卖掉了；后来一想，感觉自己卖
便宜了，便用 10 元钱买回来以 11 元
钱的价格又卖了出去。问题是，这个
人是赚了还是赔了？如果赚了？赚
多少？如果赔了？赔多少？

我心想美国人也太白痴了，答案
是明摆着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赚了
2 元钱。朋友说不对，答案是这个人

赔了 4元钱。朋友进一步解释说，按
照题目说的，8买 9卖，10买 11卖，是
赚了 2 元钱，而他本可以以 8 元钱的
价格买 2 只，以 11 元钱的价格卖出，

这样算就能赚 6 元钱，他少赚了 4 元
钱，所以就是赔了4元钱。

我听后，半晌无语，说人家是白

痴，其实自己才是傻子，想来真是惭
愧不已。少赚就是赔，这是一种追求
更好的思想意识，自己何时有过？

相反，多少时候，自己为取得的
丁点儿成绩沾沾自喜，为初步的胜利
得意忘形，心满意足，然后停下脚步
不再奋斗。以为自己已经做到最好，
殊不知，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经营生意和经营人生，道理
是相同的，少赚就是赔。

摘自《大江晚报》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东方咖啡”
餐厅是由多尔西·马格和伊莲娜·马
丁这两位女士联合开办的。

开业许久，由于没有什么特色，
顾客不多，餐厅惨淡经营，难以为
继。

后来，她们觉得，店后的大花园
可以开发成菜园，以自产的新鲜蔬菜
来吸引顾客，局面也许会有所改观。

于是，她们聘请了贝蒂·佩雷兹
女士，将花园改造为菜园。

有十三年菜园工作经验的贝蒂干

得很出色。
没多久，餐厅花园就变成了一座

菜、果、花三合一的综合园。
各种蔬菜、果树、花草相互间种，

布置得很美观，既可食用，又可观
赏。菜园的四角种了果树，园中有土
豆、南瓜、菠菜、洋葱、韭菜，还有百里
香、万寿菊等花和草药。

顾客到这儿，不仅可以吃到刚
从餐厅菜园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水
果，而且可以到菜园里去散步，观赏
菜盘中的食物是怎样培育的，还可采

摘园中的果蔬来品尝。“在别的餐厅
吃南瓜，却不知南瓜是什么样子，吃
茄子，不知道茄子有多大。到我们餐
厅可以边吃边看，十分有趣。”多尔西
和伊莲娜向客人们介绍说。《得克萨
斯月刊》很快介绍了这家颇具特色的
餐厅：“夏夜，远处萤火虫在跳舞，人
们在花园里边乘凉边品尝着佳肴，每
一口都有不同的风味，每一盘都是园
中的鲜物。”

由于主要靠自己园中的蔬菜供
应顾客，“东方咖啡”餐厅可以不受市
场上菜价猛涨的影响，始终让顾客感
受到这里蔬菜的价廉物美，因此，生
意越做越好，店里的利润也越来越可
观。

摘自《现代交际》

当心当铺

少赚就是赔

店后种菜顾客多

熟睡着的生命

赤脚进鞋店

心是一把铁勺

煮熟的鸭子还会飞

弯腰

前几天听一场演讲，主讲者朱
平先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演
讲的主题是如何让自己做个“快乐
制造机”。他谈到自己每天早晨都
会逛市场，制造一些快乐给卖菜的
商贩们。

比如他买了 23 元钱的菜，拿 30
元钱给人家，说：“23 元算 25 元，找
我 5 元就好。”那些商贩大致有四种
反应——

第一种：起初非常惊讶，之后非
常开心地找了５元钱，说“谢谢”。

第二种：坚持找７元钱，不占客
户便宜，但很开心。

第三种：多送点葱蒜，也很开心。
第四种：很高明的一种做法——

“我帮你凑 30 元好了。一共 32 元，
算你30元。”

不管哪种反应，结果都是一样：
买菜的、卖菜的都收获了愉快的心
情。他简直就是个“快乐制造机”。

前日黄昏，我逛市场时，决定玩
一下朱先生的游戏。我暂时改掉了
杀价的习惯，想创造点快乐给卖菜
的商贩。我到一家以前常杀价、讨
斤两的摊贩前，买了 17 元钱的蔬
菜。结账时，听到菜贩讲了一个笑
话，我愉快地说：“老板，你很幽默

啊。你讲的笑话很好笑，17 元算 20
元，不用找了。”菜贩笑了，说：“这怎
么可以。要不，你还需要点什么，我
送给你。”菜贩于是送给我一大块嫩
姜。后来，我到另一家去买了 29 元
的菜，我拿 30 元钱给老板，说：“阿
伯，29 元算 30 元，不用找了。”阿伯
有点惊讶，一时反应不过来，还是找
了一元钱给我。我笑着把钱还给
他，说不用找。他赶紧又多放了
两个辣椒给我。从他惊讶转而高
兴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目的达
到了。

回家路上，我嘴角挂着微笑，
哼 着 歌 。 睡 前 ，我 写 下 日 记 ，赚
到了六样东西：好心情，笑容，谢
意，友谊，一块嫩姜和两个辣椒，
愉快的晚餐。

我感受到了传递快乐的美好。
摘自《海外星云》

克林顿当美国总统期间，有一
天，他到一家医院视察，一个十来岁
的孩子使劲挤到他的跟前，呆呆地
看着他什么也不说。克林顿弯下腰
来问：“你有什么事吗？”小孩挠了挠

头，说：“我想得到总统先生的签名，
您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克林顿很高兴地答应了孩子。
签好后，孩子满意地看着签名说：

“总统先生，可以给我签４张吗？”克

林顿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多？”孩
子说：“我只想要一张你的签名，但
想用另外三张换一张迈克尔·乔丹
的签名照。”

克林顿愣了一下，想了想，笑着
说：“完全可以，但我有个侄子也喜
欢迈克尔·乔丹，我想再给你签６
张，请你替我的侄子也换一张迈克
尔·乔丹的签名照，可以吗？”

孩子高兴地答应了。人群中响
起了愉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摘自《语文报》

传递快乐

克林顿巧解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