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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达曾拜国学大师
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
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
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
的《说文解字》，说：“点上
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
依教而行。再见老师时，
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
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
上。”就将书扔到了书堆

上。又一次见老师时，陆
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已经不
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
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
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
将一本看得很破的《说文
解字》拿来，说：“老师，是
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
经准备好了。”

黄侃说：“已经标点了
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
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
已 得 了 大 半 ，不 用 再 点
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

着总翻这书了。”说完，黄
侃又将那书扔上书堆，这
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
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
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
斗。他回忆自己的学习历
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
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
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

解牛。
黄侃大师虽是逝于病

榻，却极为壮烈。弥留之
时，他说不得话，手却指向
架上一书。学生们将书拿
来，他翻到一页，手一点，
人已逝去了。送走老师之
后，学生们想起那书，大家
翻开一看，顿时觉得，雷电
之光，激荡天地：前几日学
生们争论的一个问题，老
师没能作答。原来，老师
最后手之所指，正是答案
所在。摘自《学习博览》

一位朋友住在荷兰海牙。最
近，他在家门口的一家商场里，发现
了一个新玩意儿。

那 天 ，他 到 这 家 商 场 去 买 东
西 。 商 场 的 工 作 人 员 站 在 商 场
的入口处，见到顾客来就热情地
迎上前，开始讲解商品价格扫描
仪的功能，动员大家使用这个新
玩意儿。

若干台巴掌大的商品价格扫描

仪摆放在商场入口处。进入商场
前，顾客用商品价格扫描仅扫描一
下自己的购物卡，然后就可以拿到
一台这样的扫描仪。商场在购物车
的扶手处新装了一个卡座，正好可
以把扫描仪卡进去，非常方便。进
入商场后，顾客就可以用这台扫描
仪为自己服务了——每买一件东
西，就用它对着商品扫描一下，其商
品信息就全储存在扫描仪内；交款
时，顾客不必在收银台等候，只需把
扫描仪放进自助交款机，其消费金

额就会显示出来。刷卡付款之后，
整个购物过程结束。

顾客们都很喜欢商品价格扫
描仪这个“新生事物”，因为它使
用方便，大大节省了排队、交款
的 等 待 时 间 。 而 商 家 也 乐 意 推
广这个“新生事物”，因为它可以
大大降低成本。

“这样的购物过程应该建立在
商家对顾客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朋

友还告诉我，每次回国或者外出度
假，他就把家门钥匙交给邻居一位
大大，她每天帮忙打理信箱，隔三岔
五地帮忙浇花。还有女儿出生时来
家里帮忙的女护士，进了他家就像
进了自己家一样，家务、购物、招待
客人样样在行，一点儿都不把自己
当外人。

想来，信任和被信任都是美好
的。朋友的感叹是：因为信任，生活
变得简单起来。

摘自《深圳青年》

富有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真
正的富有。

你想，拥有上百亿资产的比尔·
盖茨在微软工作，是因为他只能如
此，还是出于自愿？我想，这样说会
比较保险：比尔·盖茨已经拥有足够
的钱和时间在他想的时候做他想做
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拥有真正的财
富，而不单单是收入。

请思考一下，当你年华老去，回
想着你是如何度过一生时，你最大的
遗憾是什么？是买不到更昂贵的房
子？还是不能在你的孩子童年时跟
他们多玩一会儿？

时间是我们最昂贵的财产，比黄
金贵得多，因为它一去不复返！如果
你失去工作，可以再找一份；如果你
投资失败亏了钱，你可以再赚回来。

但你永远永远不能把失去的时间找
回来，它一去不复返了！

就像一句中国古语所说的，“一
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
以我说，真正的财富是有足够的钱和
时间来做你想做的事情。毫无疑问，
真正财富的最大好处是，你可以自由
决定你如何运用你自己的时间。

你是否认识一些每年赚 15万美
元以上的勤奋医生或律师，仍然被工
作所困？他们在创造真正的财富
吗？答案是“不”。

让我们来看看原因，虽然许多高
收入的专业人士有钱买他们喜欢买
和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但大多数人都
没时间，因为他们必须持续工作，年
复一年，日复一日。事实上，他们必
须通过工作创造收入来维持生活。

被困在工作中的人，无论他们赚多
少，都是创造收入的奴隶，而非创造
财富。

不幸的是，创造收入是个永不终
止的风车。所以我称创造收入为“时
间换钱”的陷阱。最糟糕的是，当风
车停了，收入也停了，这意味着那些
生病或受伤，或长时间失业的工人将
毫无收入。

创造财富，不等于创造收入。你
知道，富人变得更富是因为他们通过
长期投资他们的金钱而获得杠杆推
力。一个典型的百万富翁把收入的
２０％存起来，然后聪明地投资出
去，年复一年，便积累了财富，这就是
富人获得和保持富有的方式——让
金钱为他们工作。

这就是创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
巨大区别。创造收入是临时性的，你
必须要工作，否则你便没有收入；创
造财富是永久性的，你通过把时间和
金钱为你所用而摆脱“时间换钱”的
陷阱。

摘自《复制猫营销》

彼得本事大，刚来澳洲没几天，
就找到了一份邮局美差。这是其他
中国新移民望尘莫及的事。中国移
民到澳洲，头份工作，往往是通过三
姑六婆拐弯抹角关系，去鸡场冷库
操把刀，狠劲剁冰冻鸡腿，过罢三五
天，赫然发觉自己的手因受冻严重
也快成舒展不开的鸡爪子了；当然，
去餐馆洗盘子拖地，挣 7元 8元澳币
每小时的薪水，也属于刚落脚澳洲
的中国人轻而易举能捞到的差事。
像陈彼得这样初来乍到就谋到邮局
的工作，都说这八成是蒙了祖宗的
福荫，撞了天大的狗屎运。

陈彼得的具体工作是送信送
报，简单说，他是邮递员。

澳洲邮递员分两类。一类骑着
摩 托 车 挨 家 挨 户 服 务 ，名 曰

“HOUSE BY HOUSE”。 所 谓
House，相当于咱国人眼里的别墅。
另一类是坐 11 路车，也就是徒步
啦。沿途不是公司大楼，就是公寓
式房子和商铺，邮递员只要往一排
排信箱里塞信报就大功告成了。陈
彼得干的是后一种邮递工作。工资
不低，每小时 16 元澳币；工作轻松，
陈彼得分管的邮送片区是来回约 4
公里，不到 100 家公司和商店，20 多
幢高不过4层的Unit（类似于咱中国
的公寓房）。

陈彼得兴冲冲走马上任了。手
推黄色四轮手推车，走。手推车内
装信报，偶尔有商场夹带的广告（这
可是额外的收入哦）。这活太幸福
了，晃晃悠悠走，边走边可以看澳洲
的风景。澳洲风景还是不错的，天
也高，云也淡，气也爽。偶尔也会撞

上点小雨，但不用怕，一阵风就把雨
给轰跑了。

干了三天，上司请陈彼得去谈
心了。

上司：“今天你没上班？”
陈彼得：“我上班了啊。”
上司：“那为什么 11 点半我去

Main ST 250号没看到你。”
照上司的论调，陈彼得的干了

30 年的刚刚退休的前任，每天上午
11 点半必定抵达 Main ST250 号，所
以陈彼得也该于此时抵达此地才对
劲。

陈彼得笑：“我早提前完成任务
啦，11 点前就收工回家了。”上司大
惊：“你提前送完啦。人家 8 小时的
活，你不到3小时就全干完啦！”

陈彼得不撒谎，实事求是地汇
报。确实，他绝没将信报塞路边垃
圾桶里，他是马不停蹄行色匆匆将
活提前忙完的。瞅着上司的眼睛瞪
得比牛还大，陈彼得心里好生得
意。暗想，这名外国老干部，一定多
年没撞上过我这样的优秀员工了
吧。心一横，想更上一层楼干脆再
超额接些艰巨任务。于是，他说：

“再给我多划两个片区吧，我 8 小时
内全能干完……区区这些小活，何
必浪费人力物力。”

上司没表扬陈彼得，更没给陈
彼得身上压担子，而是干脆利落地
炒了他的鱿鱼。

请陈彼得滚蛋前，上司将大道
理掰碎了给他上课——你怎么能多
揽活呢，你要是多干几份活，那另外
几个片区的邮递员不就要失业么。
你这个同志啊，你这样做是给澳洲

社会添乱啊……给澳洲作贡献，热
烈欢迎啊，但每个人为澳洲作出的
最起码的贡献是，老老实实坚持8小
时工作制。

陈彼得的脑子终于开窍了。原
来澳洲邮局的前辈们都是这样干活
的。慢吞吞走路，争取决不踩死路
上的一只蚂蚁。信送到人家府上，
可以和人家聊几句天——这是争取
顾客对邮局工作大力支持的好机会
啊。行到半程，找个地方坐下，掏出
自带的面包，往里面塞块芝士，扔微
波炉热一热，坐下，开始一分钟咬一
口地享受。微波炉这玩意你不用担
心，免费的面包澳洲没有，免费使用
的微波炉到处都有。路边的每个公
司有，商铺有，大型商场的公共厕所
里也有。自己操作，免费使用。半
小时吃完两块面包，接下来，继续前
进。一路上如果看到鸟们打架，大
可以驻足好好欣赏一番，直到它们
决出胜负再走不迟。因为，心情好
就身体好，身体好就能干好革命工
作。而鸟打架能使人兴奋，不是坏
事。走呀走……8 个小时的工作时
间完了，好了，该打马回程了。

才干三天就被炒鱿鱼，这让拥
有中国武汉大学研究生文凭的陈彼
得觉得很没面子。澳洲的邮递员，
陈彼得的同行们，大多不是老弱就
是病残，一般仅有中学文化程度，却
一个个干得有声有色，只有退休的
结局，没有被炒鱿鱼的旧例。遗憾
的是，陈彼得没法怨天尤人。谁叫
你错把他乡当故乡呢，丝毫不了解
人家的国情就抢着要当工作先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
走路比兔子还快，请不要移民到
澳洲来。如果你热衷于超额完成
革命任务，请留在中国奉献青春
和热血。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有这样一道数学题：90%×90%×
90%×90%×90%=？结果是59% 。

如果抛开简单的数学意义，这
个等式说明什么问题？

从小到大，无数次应对过各种
考试的我们都知道 60 分是及格线，
100分似乎比较困难，而90分是一个
可以引以为豪的分数了。工作中也
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把工作做到
60%太危险，会被公司炒鱿鱼；做到
100%太辛苦，也太不现实；把工作做
到 90%就不错了。”这种说法似乎很
有道理，但工作过程是由一个一个

细微的环节串联而成的，每个环节
都以上一个环节为基础，各环节之
间互相影响的关系是以乘法为基准
最终产生结果，而不是百分比的简
单叠加。环环相扣的一系列过程结
束后，“很不错”的 90 分最终带来的
结果可能是59分——一个不及格的
分数，这就是过程控制效应。

一个集约化的现代经营过程需
要经过构思、策划、设计、讨论、修
改、实施、反馈、再修改等诸多环节，
如果你不能在每个环节中认真对
待，对每一个环节及时反馈和修正，

不致力于每一个环节的完美，而是
想当然地认为：“结果不会有太大问
题”，那么，最终的结局可能就是这
个环节你做到了90%，下一个环节还
是 90%，在 5 个环节之后，你的工作
成绩就不是平均值 90% 了，而是
59%——一个会被激烈的竞争环境
淘汰的分数。在有些情况下，可能
还会低于这个分数，甚至变成负
数。到了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
按照100%的标准进行“检修”就可能
意味着整个项目、整个工程都需要

“推倒重来”，意味着时间和资源的
浪费，意味着效率低下和错失时机，
意味着先前的努力付诸东流。

90% × 90% × 90% × 90% × 90% =
59%这个简单的等式数学之外的含
义就是——执行过程不能打折！

摘自《幽默与笑话》

农夫克莱德遭遇严重车祸。他把事故责任方，即货
运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货运公司聘请的律师问克莱德：“在事故
现场，难道你没说过‘我没事’这句话吗？”

“噢，我得把具体情况说清楚。我当时正将我那头
心爱的骡子贝西赶进……”

“我没问你任何细节，”律师立即打断他的话，“你只
管回答我。难道你没说过‘我没事‘这句话吗？”

克莱德说道：“噢，我当时刚好把贝西赶进了拖车，
然后沿着那条公路……”

律师再次打断克莱德的话：“在事故现场，这个人曾
经对公路巡警说过他没事。而现在，在事故发生几周后，
他却要控告我的当事人。我认为他是想讹诈我的当事
人。请大人要求他直接回答我，不要绕圈子。”

法官驳回了律师的请求：“我倒很想听听他那头骡
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克莱德继续说：“正如刚才所说，我把贝西赶进拖
车，沿着公路一路行驶。这时，一辆巨型货车不顾停车信
号，冲了过来。我当时被撞到了路边的壕沟里，而我的贝
西被抛到另一边。我当时伤得实在不轻，根本不能动弹，
可我能听见贝西在痛苦地呻吟。不久，一位公路巡警赶
到了现场。他看到贝西痛苦的样子，拔出手枪对准贝西
的脑门开了一枪。随后，巡警握着枪走到我面前问：‘你
的骡子奄奄一息，为了减少它的痛苦，我只好结束它的生
命。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想想，除了‘我没事’，我还
能说什么呢？” 摘自《青年参考》

每年夏秋两季，牧民们都要将
羊群迁移几次。在迁移中，羊群要
经过的地方，不是危险的山口，就是
狭窄的盆地。这些地方总会有
狼群出没，每次不损失几只羊，
是无法通过的。

狼非常聪明，它们十分清
楚山口或盆地的要道上，什么
时候会有羊群经过，于是，每当羊群
迁移的时候，狼群就会在这里等候，
牧民们没有一点办法。而狼是国家
保护动物，打又打不得，牧民们相当
犯愁。为了不让羊群损失太多，牧
民们想出过各种办法，比如多养狗

来保护羊群，然而，养狗的代价比失
去几只羊的代价更高，有些得不偿
失。

最后，牧民们终于想出了办法，
每次迁移，他们都会准备一堆带肉
的羊骨头，将这些骨头煮熟，用小绳
紧紧地捆住，使狼啃起来要费很大
的力气，然后将这些骨头扔在羊群
过路的山口。

狼本来是在等待羊的，却在途
中意外地发现了现成的美食，于是
便纷纷啃起骨头来，这时，牧民就赶

着羊群通过。
狼眼睁睁地看着大群的

羊从前方通过，却顾不上太
多，因为此时，他们嘴里正
啃着骨头。牧民们用极小

的 代 价 ，避 免 了 大 的 损 失 ，而 狼
不 知 道 ，只 为 了 眼 前 拥 有 的 ，便
失去了更多。

人要有长远眼光，不要为了眼前
的小利，捡了芝麻丢西瓜。

摘自《北京晚报》

日 本 是 个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的 国
家 ，但 在 商 业 高 度 发 达 的 当 今 社
会，他们的自然景点全部免费，一
些人文景观，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
费用。

我好奇地问一位在日本的朋友，
那日本政府的负担岂不是很重？朋友
回答，表面看来，免费当然会亏本，但
正因为免费，才吸引了很多国家的旅
行团纷至沓来。

我恍然大悟。朋友又说，这就是
日本人的聪明之处，他们用免费吸引
游客来玩，又精心设计出一系列带有
特色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来买，经济
效益一点不耽误。

最后，朋友又补充一句：虽然门票
免费，日本的物价可并不便宜哦，你应
该有所体会了。

我 不 由 得 佩 服 日 本 人 的 精
明。想想我们国内让人望而退却
的门票价格，真不知是赚了，还是
亏了。

摘自《青年文摘》

柏拉图年轻时就非常有成就。
有一次，朋友送了他一把精致的椅
子作为礼物，以表示对他
的肯定。

几天以后，一群人到
柏拉图家做客，看到了那
把漂亮的椅子。问明来处
之后，其中一个人突然跳上那把椅
子，张狂地乱踩乱踏!并一边说着:

“这把椅子代表着柏拉图心中的骄傲
与虚荣，我要把他的虚荣给踩烂！”

众人都吓了一跳！只见柏拉图
不紧不慢地回房拿出了块抹布，温

和地把被踩得脏兮兮的椅子擦拭干
净，并请那位激动得踩椅的朋友坐

下，诙谐但具深意地说：
“谢谢你帮我踩掉心中
的虚荣，现在我也帮你
擦去心中的嫉妒，您可
以心平气和地坐下和大

家喝茶聊天了吗？”
摘自《文苑》

那一年，美国南部遭受大灾害，
当洛杉矶的街头出现募捐站时，第一
个捐款的却是一个蓬头垢面、拖着一
条残腿的年轻流浪汉。

流浪汉名叫斯加特，他的父母死
了，他一直以乞讨为生。

这天，斯加特得到一个英国游客
给的１００美元，他已经挨饿两天
了，但他没有走进餐馆，也没有装入
口袋，而是抚摸了下手中稍皱的钞
票，然后，一瘸一跛地走向募捐站，将
这１００美元投入了箱内。斯加特
的这一“善举”，感动了现场所有的
人，赢来一片掌声和眼泪，也深深感
动了一位叫叶迪逊的富翁……

第二天，叶迪逊让人把斯加特找
去，开门见山地说：“年轻人，昨天你
的行为感动了我，一个残疾人有如此
博爱的心，难能可贵。我想帮助你，
让你过上受人们尊重的另一种生
活。”说着，递出手中一张填好的支

票。
斯加特没有接，叶迪逊稍怔了

下，说我明白了，你并不想金钱的帮
助，是想有自己的事业。见斯加特点
点头，叶迪逊露出了笑容，马上问：

“你说吧，想经营什么企业或者公司，
需要多少钱投资？”

斯加特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他
并不想经营企业，是想办一个送纯净
水的公司。当时在洛杉矶，这是一种
新行业，投资少，有一万美元就可以
了。可是，利润却微薄，每一桶水只
能赚到一颗泡泡糖。

“什么，只有一颗泡泡糖的利
润？年轻人，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
赚钱的项目呢？”

“叶迪逊先生，我清楚我的能力，
办一个送水公司可能更适合我，而
且，我也希望能从一颗泡泡糖的利润
赚起。”斯加特说到这里，看看叶迪
逊，脸有些红了，目光里却充满了一

种自信：“世上的任何财富，都是从一
点点积累起来的，我相信叶迪逊先生
您也是这样，就像大海经过无数年的
容纳才有了自己澎湃的涛声。”

“不错，年轻人，你说的对极了！”
叶迪逊连连点头，拍拍斯加特的肩，

“我想你一定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
你已经让我看到了你的‘财富’，你一
定会成功的。”

在富翁叶迪逊的帮助下，斯加特
办起送水公司，赚起微不足道的一颗
泡泡糖的利润生意。时光很快在人
们不经意间流逝过去了，２０多年以
后，美国富翁榜上出现了斯加特的名
字，此时的斯加特不仅经营房地产、
餐饮业，还涉足金融……

而且，每年一到圣诞节期间，流
浪在洛杉矶的乞丐们，都会收到一位
名叫“圣诞天使”的捐款，帮助他们度
过一年中最寒冷的冬季。又过了很
多年，人们才知道不留名的“圣诞天
使”，原来就是斯加特，不幸的是他患
了绝症，临终前，他将亿万资产捐给
了美国的慈善事业。

斯加特却对自己很吝啬，他死
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找来找去，除
了他的名字外，只刻有一颗不起眼的
泡泡糖。 摘自《现代女报》

微利成就亿万富翁

该死的，你干得太利索了

给狼一块肉骨头

免费的背后

诚信检测仪

别掉进“时间换钱”的陷阱

儿子在城外的河滩边玩耍，竟
然捞到几条一寸多长的小草鱼。儿
子兴高采烈地将鱼带回家，还用压
岁钱买了鱼缸饲养。

每天吃饭时，儿子总会投喂些
米粒看小鱼争抢。

一天，正在喂鱼的儿子突然问
我：“爸爸，小鱼在河里吃什么呀？”

“小鱼在河里吃的东西可多了。”我
回答，“有水草、水虫，还有虾米。”

“小鱼真的会吃虾米吗？”儿子
又问。

“那当然了！”我语气坚定地告
诉儿子，“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
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

回答完问题，我为养鱼调动起
儿子的求知欲高兴起来。

时隔不久，一位文友来家里做

客，带了一桶刚从池塘里捕捞的虾
米。看到虾米在桶中活蹦乱跳，儿
子兴奋地欢呼雀跃，专门挑拣了几
只去喂他的小草鱼。

当晚，我刚刚入睡，儿子“咚咚”
地砸我的房门，口中惊呼：“不好
了！出问题了！”

我心头骤然一惊，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情，连忙披衣下床。儿子
将我拽到鱼缸前，只见一只虾米正
用螯紧紧钳着一条小草鱼，嘴部惬
意地蠕动着，小草鱼尾部轻轻摇摆，
做着无力的挣扎，缸底还有一副被
蚕食后的小鱼骨架。原来儿子夜里
起来小解，偶然发现虾米正在进攻
他心爱的小鱼。

“爸爸骗人！说什么小鱼吃虾
米。”儿子为小鱼惨遭伤害愤愤不

平，一边观察着鱼缸里的情况一边
抱怨道，“虾米不是米，怎么会任由
小鱼吃呢。虾米长着螯，分明具有
进攻性嘛。”

我怎么可能故意欺骗自己的儿
子呢？关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
米”的说法，爷爷告诉了父亲，父亲
告诉了我，我又告诉了儿子。如果
不是亲眼目睹了虾米吃鱼的场景，
我不会相信体长不及小鱼的虾米，
利用螯这一利器，竟然能够轻取对
方性命。儿子也还会把“小鱼吃虾
米”的说法告诉他的儿子。

突然间，我睡意全无，开始思考
小鱼到底能不能够吃虾米，虾米到
底吃不吃淤泥。我无从考证“小鱼
吃虾米”的由来，只因为有人那么说
了，懒惰的思维惯性使我们就那么
跟着传播。鱼缸里活生生的一幕，
虾米吃掉了儿子对父亲的绝对信
任。那么，又是什么吃掉了我们这
一代的创造性，是什么吃掉了我们
验证前人理论的勇气呢？

摘自《思维与智慧》

毙了骡子之后

大师传道

90%的玄机

虾米不是米

柏拉图之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