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编辑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名流故事名流故事

精品文摘
编辑李昆霞 校对屠会新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
13

最近一件比较热闹的事，是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把鲁迅文章
从 5 篇压缩为 3 篇，去掉了《药》和

《为了忘却的记念》。日前，在上
海召开的“2009 鲁迅论坛”上，这
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课 程 篇 目 微 调 ，实 属 正 常 。
新课改还在继续，今年加几篇，明
年减几篇，高中减几篇，初中加几
篇，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教材
的审订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
工作，关系一个国家政治与文化
历史的叙述、传承，绝不是通过媒
体和民众投票能决定的。

但耐人寻味的是，近些年，媒
体对于中学教材的改革保持着持
续 的 兴 趣 。 特 别 是 关 于 鲁 迅 的

“进”与“退”，争论不休。有的认
为，鲁迅早就应该被赶出语文课
本，有的则认为，削减鲁迅文章，
是“数典忘祖”，当然还有很多人
认为，无所谓。

人们对鲁迅的敏感，源于一
种价值与立场的焦虑。鲁迅死后
70 多年来，一直是各方争夺的思
想资源。有的认定的是一个革命
的鲁迅，是反叛的破坏的，有的认
定的是一个人间的鲁迅，是独立
的自由的。

至于中间派，因为没有预设
立场，往往只好左右摇摆，呈现出
的一个道听途说、拼凑嫁接过且
庸俗化的鲁迅。比如，要么听信
前者，并机械地演绎，认为《药》结
尾中，华小栓坟前树枝上的那只

乌鸦，是一只革命的乌鸦；要么听
信后者，自作聪明地认为，鲁迅每
天晚上爱用热水洗脚，那是因为
他爱意淫。

在任何时候，中间派总是占
据大多数的。而且，以貌似各种
主观客观的理由，唱衰鲁迅的声
音，还是相当占上风的。比如，鲁
迅文章不好读，过时了，比如鲁迅
这个人太阴暗，流毒匪浅。

反对鲁迅的声音比较大，在
很大程度说明，作为符号化的鲁
迅 ，已 引 起 了 许 多 人 的 审 美 疲
劳。一些人迫不及待地说鲁迅终
结 ，透 露 出 对 于 民 族 、国 家 、历
史、革命这些宏大叙述的极度厌
倦。

鲁 迅 生 前 拒 斥 死 后 谬 托 知
己，但显然不由他自主。人们还
习惯以符号来说符号，以象征来
说象征。其实，所有的争论，关鲁
迅、关中学语文教学何事？归根
结底是价值立场之争。

去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
形 态 ，只 不 过 自 觉 不 自 觉 罢 了 。
正如有人剔除鲁迅的革命性，说
说鲁迅很可爱，难道就一定还原
了鲁迅了吗？不见得。毕竟，历
史时空早已不一样，以此时的价
值观去苛求、比附彼时的价值观，
得到的是解构历史的快感，失去
的却是历史的同情。

如今，今是非古的思想观念
普遍流行，所以，许多历史的评价
在不断折腾。与之同时，一批以

怀旧的、悲悯的，柔和地抚慰甚至
是抹杀历史的作品，十分盛行。

时代在越发开放与包容，许
多东西的确需要重新去估量。当
我们能够宽容曾经的许多反对过
的 ，为 何 却 不 能 宽 容 一 个 鲁 迅
呢？甚至，仅仅认为他“思想太深
奥”而泼污水吧?

那些认为鲁迅的文章太深奥
的人，显然是低估了高中生的思
维素质。如果一个高中生承载不
了那么一点历史感，那未免也太
脆弱了。至于说鲁迅的文章，半
文半白，不规范，这也很片面。鲁
迅奠定了白话文的基本规范且不
说，毕竟他是位个性分明的作家，
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供学生参
考学习，很难说有什么坏处。

倒是鲁迅自己说，自己的文
章有很多毒素，不愿意青年人来
学习，自己的任务是肩住沉重的
闸 门 ，放 孩 子 们 到 光 明 的 地 方
去。的确，鲁迅的文章是给人力
量的，这个力量并不见得适合每
个阶段的青少年，但是他的文章
有的也是能给人以温暖的，譬如

《社 戏》、《从 百 草 园 到 三 味 书
屋》。即使《药》是悲凉，即使阿 Q
是可悲的，但也是温暖的。

所以，选不选鲁迅的文章、选
多选少都是个伪问题。至于所有
的争论，都不过是意识形态过敏
罢了。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经济形势好吗？我们的社会繁
荣吗？回答这些问题，似乎非常困
难。首先要搜寻大量的数据，比如
GDP、PPI、CPI一类的东西。有没有
更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判断经济大势？

当然有，其实只需要看看周围
的女人就行了。事实上，不少学者
都把目光投向女人，把女人看做一
种敏感的经济温度测量仪。

《花花公子》看经济

拿到一本《花花公子》，一般人
会看看其中的裸体女孩儿，或者笑
话一类的东西。不过，在学者的眼
里，《花花公子》的功能却远远不止
这些。

《花花公子》有一个英文名为
“Playmate”的特色栏目，翻译成中
文，可以叫做“玩伴”。每年年底，都
会由读者选出其中的佼佼者，成为

“年度玩伴”。
美国学者佩蒂庄和庄格伯格分

析的正是被男人们选出来的“年度
玩伴”。他们翻阅了从 1960 年到
2000 年 40 年间的“年度玩伴”女郎，
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不同的经
济条件下，人们认为一个女孩儿是
否吸引人的标准并不相同。

佩蒂庄和庄格伯格的发现被称
为“环境安全假说”。就是说，在经
济条件不太好的时候，男人们倾向
于选择那些更具有劳动能力的女
人，认为她们有吸引力。所以，年龄
偏大、个子高大、体重较重、没有玲
珑曲线的女人更受到青睐；如果在
经济的繁荣时期，则恰恰相反，男性
会选择那些生育能力更强的女性，
这些女性往往年轻、娇小、体重轻，
有姣好的身材。

口红理论

看《花花公子》了解经济大势，
似乎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不
过，要是想发现一个不同于佩蒂庄
和庄格伯格的理论，就不那么容易
了。要知道，这两个人的报告中可

是有大量的数据和公式，要建立经
济形势和女人身材、面孔之间的相
关模型，得有些学术根底才行。

不过，还是有人能够发现新的
方法。

2008 年“五一”那天，《纽约时
报》采访到这样一个例子：古典音乐
作曲公司 33 岁的销售经理贝斯蒂，
来到曼哈顿逛商场的时候，看上了
一件标价为280美元的衣服，贝斯蒂
认为价钱过高，在次贷危机阴影下
不敢乱花钱，所以放弃了。不过，她
还想更好地装扮自己，只好买了一
支40美元的口红。

《纽约时报》举这个例子，是为
了说明一个理论：口红理论。这个
理论由商人莱昂纳多·劳德提出。
他认为，经济形势较差的时候，女人
更愿意买口红。所以，当“9·11 事
件”后，美国经济受到损害时，口红
销量却出现了飙升。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还专门
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像格林斯潘
一样预测经济趋势》，文章说，唇膏
销量是经济健康程度的一个敏锐的
衡量尺度，有的人开玩笑，把它们说
成是雅诗兰黛主要经济指标。唇
膏、唇线笔和唇彩的销量是反周期
的，因为女人们在经济低迷时期选
择买唇彩之类的便宜东西来振作自
己，而不是花500美元买名牌鞋。当
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唇膏类产品
的销量是最好的。

口红的销量了解起来还不是那
么容易，除非你是百货公司老总，或
者内衣公司的管理者。当然，还有
更简单的测量方法，如头发长短以
及裙边的长度。

头发、裙边隐藏的奥秘
1920 年，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

经济学家乔治·泰勒就提出了一个
观点：经济增长时，女人会穿短裙，
因为要炫耀里面的丝袜；而当经济
不景气时，女人买不起丝袜，只好把
裙边放长。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间，这一类理论多次得到了证
实。不过，随着丝袜购买起来不那
么困难，似乎裙边理论也不那么准
确了。

日本人提出了头发理论。花王
公司调查了过去20年来东京和大阪
街道上的女性头发，发现了这样一
个现象：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经济泡
沫破灭之前，20 来岁年轻女性留过
肩长发的达六成，但经济低迷期后，
短发成为主流。自2002年日本经济
开始复苏和扩张后，长头发再度获
得日本女性青睐。

从女人看经济，很香艳，也很惬
意。有意思的是，这种生活化的、香
艳的经济指标，尽管带有明显的局
限性，未必能准确预测全局经济，却
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有时甚至能
让你的生意更顺利。

比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在早年当顾问的时候，需要了解市
场和经济的景气程度，就专门把纸
箱的使用量当成经济的景气标准。
他认为纸箱的主要功能是包装各式
各样的商品，若纸箱的需求增加，经
济活动也是有活力的。

其实，除了和女人相关的标准
之外，攀登富士山的人群、纯种狗和
纯种狗主人的数量、赴海外度假的
人数、悲剧喜剧和恐怖片的流行程
度、票房收入等，都被人们看做是衡
量经济形势的标准。

敏锐的直觉，有的时候也不亚
于几十页的枯燥数据。

摘自《宁波日报》

两个月前，香港商务及经济发
展局副局长苏锦梁家中的菲佣要续
期留港工作，于是向香港入境处申
请，按规定，雇主必须向入境处递交
自己的纳税单、薪俸结算书、银行存
款证明等文件，以表明自己有足够
支付外籍佣工的工资。苏锦梁却交
给那位菲佣一张自己的名片。入境
处竟然也接纳以名片作雇主的一系
列证明文件。有人将此事向香港传

媒报料，结果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香港人认为，这位官员有滥用政府
高官特权之嫌。

入境处高层事后解释，只是以
酌情权处理苏锦梁的申请，并没有
不妥。这一荒谬解释更引起市民不
满，不少市民讲述自己的经历，说入
境处处理他们的申请时，对文件证
明的要求极其严谨，稍有不足，就要
一次次回家补取。入境处处理申请

肯定有酌情权，但为什么普通市民
无法享受，副局长却能凭名片得到
酌情权？这就违背人人平等的原
则，运用酌情权的原则，不应该凭高
官的名片来判断，否则就显示了高
官凌驾规章制度之上。

香港政府多位官员坦言，这一
事件给官员一个警钟，就是问责制
官员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千万留神，
绝对不能与自己的职权攀上任何关
系，以免被指有利益冲突；政府部门
在处理官员私人事务时，万万不能
出现官官相护而放水的情况。

摘自《新民周刊》

名片引发特权之嫌

王刚对收藏古玩情有独钟。他
经常逛古玩市场，一旦发现真品，多
少钱都要买到手。但是，他也有看
走眼的时候。每当他买回一件赝
品，都要懊恼一阵子，为此他认真反
思，总结出几条教训，以提醒自己。

他与好友张铁林在上海拍戏，
张铁林也喜欢收藏古玩，就一起逛
古玩市场。走进一家古玩店，老板
娘是个风姿绰约、谈吐不凡、漂亮又
迷人的女人。他们一走进店里，就
被老板娘认出来了。摊床上摆着一
对晚清粉彩，他们很是喜欢。老板
娘一看有戏，就笑着说：“‘皇帝’和

‘大臣’果然眼力不错，就给 3000 元
吧。”两人想捡点儿便宜，就对粉彩
品评一番，最后给价 1500 元。老板

娘半娇嗔半认真地说：“当交个朋友
吧，1500就1500，别的都不说了。”每
人交了 750 元，一人拿一只，乐颠颠
地拿回去了。后经专家鉴定，原来
是仿真品，一个只值十几元。王刚
感叹了说：“以后遇到好看的老板
娘，坚决不进店！”

王刚住在北京，经常逛潘家园
古玩市场。有一次，他看见古玩市
场的一个小地摊上摆了两个旧瓷
瓶。摊主个子矮矮的，长得很黑，是
一个十足的农村老大妈，给人一种
淳朴、憨直的感觉。叫价并不高，每
只才 280 元。王刚看老大妈十分憨
厚，认为她应该是一个不会骗人的
老实人，就价也不讲，两件全买了，
回去后才发现看走了眼。后来，王

刚又去那个摊位远远观察，发现那
个老大妈原来是个“托儿”。他说：

“以后，再看见特老实、特忠厚的，一
律绕道走。”

王刚出差去西安时，利用闲暇
时间，到一家古玩店淘东西。这时
已近黄昏，店里光线很暗。老板拿
出一件古玩，对王刚说：“这是崇祯
时代生产的青花莲子罐，请过目。”
王刚一眼就看出不是真品，说：“请
换一件。”老板说：“哎呀！先生真是
行家，一眼就能识别真假，好眼力！”
说得王刚有点儿飘飘然。老板又拿
出另一件一模一样的罐子，王刚看
了一会儿，说：“这才是真东西嘛！”
老板说：“先生造诣很深，一定是古
董专家。”王刚付了钱，老板一边收
钱一边称赞。第二天，对着阳光细
看，王刚发觉这个罐是仿制的，只是
比那个罐更像一些而已。王刚逢人
就说：“少听奉承话，谨防上当哟！”

摘自《幽默与笑话》

2009年4月30日，也就是白宫易
主后的第 100天，《巴尔的摩太阳报》
搞了一个“总统生活大猜想”活动。
猜想的主题是：卸任后的布什现在干
啥？奖品为劳斯莱斯200EX一部，由
eBay公司独家提供赞助。

面临巨额奖品的诱惑，全美上下
可谓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报纸发
行后不到两小时，各种“猜想”就纷至
沓来了：其中，一个叫詹姆斯的出版
商写道，2001年，克林顿下野后，便着
手写了一本《我的生活》。在书中，他
调侃政治、大卖隐私，引得人们争相
竞阅，他因此而狂赚一笔。所以，布
什一定也在连夜赶写着书稿。詹姆
斯还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时代华纳
公司早已捷足先登，独家买断了该书
的出版权。一位大学教员则认为，布
什一定很想躲开喧嚣，以得到片刻的
喘息。所以，他极有可能躺在夏威夷
海滩享受着日光浴，或挥舞着高尔夫
球杆，徜徉于旧金山的半月湾。还有
的人猜测，布什肯定在多方联系技艺

超群的雕刻家，打算将自己的肖像凿
进总统山，以供后世瞻仰。更有甚
者，回答相当无厘头：布什在拉斯维
加斯豪赌……

就在活动截止日期的前一晚，主
编威廉·西奥多拆开了一封信。突
然，他大跌眼镜。因为上面写着：在
清理狗的粪便。落款是“贵报资深读
者”。就是傻帽也知道，布什退休后，
虽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呼百应了，
但这种粗活儿也绝对用不着他亲自
动手。况且，他好歹也坐过美利坚
第一把交椅，要是被人看见了传出
去多不好……想到这，西奥多感觉
这是场无聊的恶作剧。“可恶的家
伙！”他当即将信揉成一团，并甩进
了垃圾桶。

由于离任后的布什推却了一切
采访，谁都不知道他真正地在做什
么。所以，标准答案一直迟迟未得揭
晓。这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片很大的
呼声。面对舆论压力，西奥多渐渐地
有点儿坐不住了。不过在一个月后，

“大猜想”终于尘埃落定。一切秘密
尽在“资深读者”再次寄来的一盘录
像带中。

这是布什看望佛罗里达州留守
儿童的现场视频。“我养着一条纯种
苏格兰犬，它机智、勇敢、人见人爱，
但就是有一点不好——随地大小
便。所以，家里总是被它搞得一塌糊
涂，每次总是我收拾烂摊子。还有每
当逛街时，我不得不跟在它屁股后
头，以随时收集落下的粪便……现
在，我做着过去 8年里一直不敢做的
事。换句话说，我重获了自由！”当
时，孤儿们被布什的一番话逗得“咯
咯”大笑。视频快结束时，出现了一
行字幕：饱经宦海沉浮和人生的大起
大落，再回归于生命原本的宁静。现
在，我想，布什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无
官一身轻”了。

最终，《巴尔的摩太阳报》公布
了正确答案：在清理狗的粪便；并
通知“资深读者”翌日前来卡尔福
特大街北 501 号领取奖品。然而第
二天，“资深读者”却没有如期而
至。后来，据西奥多明察暗访后透
露，这个“资深读者”正是沃克·布
什本人！

摘自《博客》

布什卸任后干啥

自从女儿出生，我一直都向她
学习，因为她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
自己的逻辑。女儿两岁半时我带她
出国旅行，坐六个多小时的飞机，我
以为她会很烦，但飞机真的飞到天
上以后，她兴奋地看着窗外，说：妈
妈我们到外边去吧。我说不能到外
边去，她就说，我们坐飞机不就是为
了到外边去吗？我才知道她是把飞
机当“神七”了，上天就是为了出舱
行走。我们大人把飞机当成交通工
具，而她把这个工具本身当成目
的。我说那咱们出去干吗？她说出
去用白云堆雪人，还说白云落在地
上变成了雪我们就只能用雪堆雪人
了，可在天上是直接用白云堆雪人
的。后来她就开始跟我讲天上的神
话，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把一片云
海看成了一个无比斑斓的神话世
界。

其实想象能力可能在童年时
人人都有，但后来成了遗忘的记
忆。所以有时候作为一个大学教
授我很痛苦，我想我们的教育会不
会 把 一 个 天 才 终 于 教 育 成 了 庸
才？面对两岁多的女儿，我不敢给
她讲大气层是怎么回事，不能说从
飞机出去会掉下去，这样就破坏了
她所有的想象。让神话在她心里
停留越久，有可能这一生就会越浪

漫。
有时候我领着女儿从幼儿园

回家，在高楼的缝隙里偶尔看到月
亮，她会欢天喜地大喊：妈妈，月
亮！她的惊呼让我感动，因为我们
现在没心思看月亮了，看了也不激
动。她跳着说那个月亮是冰凉的，
旁边的星星比月亮还要冷，但是太
阳比它们热，就像她刚刚摸完这些
东西一样。我想为什么她眼中的
天空是不同的温度呢?孩子真是天
才啊。

女儿对自然保持着一种敏感，
人世间的事情她有时候会一语中
的。有一天她很深沉地问我：妈妈，
我知道全世界你最爱的人是我，可
是你第二爱的人是谁呢，是姥姥还
是爸爸?我觉得我不能跟她说我都
爱，那是糊弄小孩儿，必须艰难地选
择一个答案。下了半天决心，出于
教育的目的，我说是你姥姥。她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问为什么，她
脱口而出的答案让我眼泪当时就出
来了：因为我们三个原来是在一块
儿的。她是剖腹产我也是剖腹产，
她见过她姥姥肚子上的伤口，也见
过我肚子上的伤口，她知道我原来
是待在她姥姥的身体里，而她原来
是待在我的身体里的，所以她说我
们三个原来是在一块儿的。她当然

不觉得她是一个外人，
我爱她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三个必须相亲相
爱。

这是我想不到的
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很

高级，会直接给你一个人与人之间、
哺乳动物之间的关系。

很多事情她不懂，但她给出的
答案比懂得的人更直接。奥运会期
间有一次我带她坐飞机，她在机场
跑来跑去，看见好多福娃做动作的
宣传画，就用小手指着说这个是排
球，这个是自行车，这个是乒乓球，
这个是跳水，都说对了。但是她看
到两个人抱在一起(柔道)，不认得，
回头看那么多大人看着，就大声地
说，这个是打架。我赶紧告诉她打
架不是一个奥运项目。我后来在电
脑上查了一下专业术语，柔道、摔跤
的统称叫对抗性竞技，是一种有规
则的、比赛式的打架。

我女儿现在不到三岁半，她给
了我一种直观的思维方式，她可以
一语道破本质，她没有那么复杂的
逻辑关系。简单有时候是真理，童
言无忌，就是因为她没有受到那些
工具的束缚。她会真诚地表达她的
爱和善意，她保持着童话的想象，她
改变了这个枯燥的世界，她在我们
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加上了太多的惊
喜，她使我的眼前五彩斑斓。我相
信，如果你向孩子学习，能够唤起你
自己的天真，让你活得明白、坦率，
而且简单纯粹。

摘自《现代家庭报》

女儿让我的眼前五彩斑斓
于 丹

王刚买古玩

香艳的经济指标

20世纪上半期，不少中国现当代
文坛巨子负笈海外，经历欧风美雨的
洗礼，汲取西洋文化之精粹，在异乡
求学打拼。

徐志摩：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

1921 年春，徐志摩到剑桥国王
学院，没有专修，是个随意选择听讲
的特别生。他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听
过课，而住处竟然离剑桥六英里（近
10 公里）。徐自己承认他在剑桥“谁
都不认识”，连同学都没一个。而与
他乞求来英的妻子却闹起了离婚。
无怪乎莎士比亚那么赞美英格兰之
夏，徐志摩却说“英国几乎是没有夏
天的”。该年冬天，林徽因回国，而徐
志摩把妻儿送到德国，次年 3 月，他
在柏林离婚，一个人回到剑桥。

就是在这人生最低潮之时，徐志
摩动手制造剑桥神话。1922 年 3 月
归英，忽然发现“我这辈子就只那一
春”。他开始写诗了，于是中国有了
一个才气横溢的大诗人。奇迹是怎
么发生的？因为在“四五月间”剑桥
的“春天是更荒谬得可爱”。徐的《我
所知道的康桥》，完全在描写乡野景

色，附加描写了剑河上的古桥，完全
没有说到文化学术。细读一下，就明
白徐志摩在剑桥如此惊喜地发现的
是：孤独。不过孤独在他的笔下很诗
意。“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
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
礼。”

这么一看，徐志摩确实不简单。
美国可能把闻一多变成诗人，但他对
美国那段生活绝口不提；英国可能把
老舍变成作家，老舍对英国绝对无好
话。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的，真的只
有徐志摩一人。

萧乾：世界舞台上的幸运儿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OAS)中国
部，本世纪有不少文化名人任过教。
萧乾来到东方学院时，年龄尚未三
十，已经是中国文化界名人。在这群
星中，光彩不让前贤。

1939 年，萧乾在香港遇到后来
成为著名藏学家的于道泉。于当时
任教于伦敦东方学院，因故不能再
去，推荐萧去伦敦接任。当时二战正
要爆发，《大公报》社长胡霖趁此机会
委萧乾为该报驻欧记者。于是萧乾

成为二次大战中唯一直接报道欧洲
战事的中国记者：英国议会关于滇缅
公路的辩论、敦刻尔克大撤退、伦敦
大空袭(萧乾自己差点被炸死)、英德
大空战……此后又是给中国读者好
消息的信使：诺曼底登陆、强渡莱茵
河、进攻柏林、联合国成立、波茨坦会
议、纽伦堡审判——每件大事，都被
他赶上了。由此，《大公报》名声大
振，萧乾也创造了长篇国际报告文学
这个中国文学新体裁样式。

以上种种，是萧乾的运气，作为
盟国文化界的代表，出版社约他写了
四本英文书，电影公司约写剧本：作
为文化界“援华会”的贵客，去英国演
讲，又成为威尔士等大作家的座上
宾；诺曼底登陆后，作为战地记者，又
与海明威、威尔逊等并肩作战。

1942 年东方学院为避轰炸搬到
剑桥，萧乾就进入剑桥读硕士学位。
为完成“英国心理派作家”论文，弗吉
尼亚·伍尔夫的丈夫列奥纳德·伍尔
夫让萧乾直接翻阅抄录她的日记，而
福斯特成了萧乾的忘年交——大作
家直接指导写自己的论文，今天哪个
学生有如此荣幸？

1949 年，萧乾谢绝剑桥大学中
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回到北京，参
加祖国建设。

摘自《资料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