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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言厚曾是中南大学教授，退休
后任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
学术负责人。作为国内最权威的大
学评价咨询专家之一，他带领课题组
不久前发表了最新的《中国高考状元
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
元崇拜者们狠狠泼了一瓢冷水——
1977 年至 2008 年 32 年间的高考状
元，几乎没有一个成为做学问、经商、
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
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消息一出，迅
速引发社会热议。

状元中缺少顶尖人才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高考状

元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学者、中层以上
的企业管理者，但没有发现像‘长江
学者’(教育部与李嘉诚先生共同筹
资设立的专项奖励计划，评审委员会
由国际著名学者组成)这样公认的杰
出人才。”作为《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
告》课题组首席专家，蔡教授向记者
进行了详细介绍。

“其实这次进行调查实属意
外。”蔡言厚坦言，他们课题组在进行
大学评价排行时发现，社会公认的杰
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
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
校友榜上的顶尖人才，几乎无一是当
年的“高考状元”，而这些人高中时的
学习成绩多在第十名左右。

“高考状元职业发展低于社会预
期，这同样出乎我们课题组成员的预
料。”

报告其他结论同样引起关注：高
考状元“阴盛阳衰”趋势日益明显，理
科状元阵地男性尚能坚守，文科状元
阵地已是女性天下；北大清华是高考
状元就读“首选”；文理科状元首选专
业多集中于经济管理、信息、国际关
系、法律、生命科学、计算机等热门专
业，而事关国计民生的传统基础专

业，光顾的状元寥寥无几。
什么阻碍高考状元成才

在蔡言厚的资料夹中有一份略
显泛黄的报纸。这张他搜集于 1980
年的报纸刊登了美国一项关于超常
人创新能力的研究：1921 年到 1923
年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名为 I.M.
特尔门的心理学教授选择 1528名智
商 130以上的中小学生，对他们的成
长经历进行长达 50 年的追踪，由于
历时久远，该研究最后由他的学生完
成。

结果表明，早年智力水平并不能
正确反映今后的工作成就，有成就的
人往往并非家长和教师认为的非常
聪明的人。

除去智力因素，蔡言厚认为：“阻
碍中国高考状元成才的重要障碍就
是对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盲目崇
拜。”很多高考状元在选大学时多看
牌子，很少关注大学的发展环境。挑
专业时，他们往往被“适应市场的需
要”和“天价奖学金”所吸引，忽视自
身的兴趣与特长。

“调查显示，大多数高考状元青
睐经济管理专业，但这个专业光学是
不行的，还需要一定的实际经验。目
前的应试教育模式，更多引导学生去
背东西，关注书本上的东西，而非鼓
励创新，很少强调人际交往和提高解
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恰恰是职场中
所必需的。”

“1999 年扩招起至今，随着高考
状元‘曝光过度’，种种怪现象相伴而
生。”蔡言厚讲述，对考生及家长而
言，争当高考状元已是普遍心态，对
大学及中学而言，能否招收到或培养
出高考状元成为衡量办学质量的重
要标志，对商家而言，能否有效利用
高考状元，已成为提升影响力的市场
营销策略，“状元经济”的催生毫不意

外……
“高考状元的诞生

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
是考生的天赋、情商、

志向和勤奋,家庭的生活条件、生存
环境和教育方式，学校的教育理念、
办学水平，教学方法和考场发挥的完
美结合，因此，我认为高考状元这个
概念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蔡言厚
强调。

不以一时成败论人生
20 世纪 90 年代，浙江杭州一名

小学老师依照教学经验发现“第十名
现象”。他经过 10年调查，发现第十
名左右的学生有着难以预想的潜能
和创造力。这给了蔡言厚极大的理
论支持。

“永远不要去争第一!”蔡言厚反
复向身边的人强调，当遇到亲戚或朋
友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进行说教时，蔡
言厚会不失时机地搬出这套理论。

在蔡言厚眼中，那些成绩一般甚
至糟糕的孩子或许拥有过人的天赋，
并很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蔡
言厚讲述，放眼百年大学史，“不拘一
格”选拔人才的并不罕见。历史学家
吴晗，在考试中数学是零分，仍被清
华大学录取；梁漱溟没考取大学，不
妨碍他当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沈
从文更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执掌
中国国立大学的教席。

至于高考状元群体，蔡言厚称，
自己仍将带领课题组持续关注，明年
将对今年报告中反映的种种问题进
行深入的个案剖析。

“如果高考状元们仍希望将自
己进入大学前的优势带到职场中，我
建议他们多看看马拉松赛跑。漫长
的赛程犹如人的一生，开始跑在前面
的，不一定就是冠军，如何保持自己
的精力，在那么长的距离中能够坚持
到最后，这就需要明确的职业设计和
人生规划，绝不能以一时成败看待人
生。”蔡言厚说。

摘自《环球人物》

在国内网瘾治疗机构及其治
疗模式引发社会巨大争议的背景
下，有报道说，美国近日也有一家
网瘾治疗中心开张。据介绍，在这
家名为“restart”的网瘾治疗中心，
网瘾患者每天从自我剖析会议开
始，上午参加各种室内和户外活
动，比如照看小动物、做饭、洗衣
服;中午一起讨论如何丰富和充实
个人生活，受邀前来的嘉宾同患者
交流职业选择方面的体会;晚上则
是小组讨论，交流分享心得。患者
还有机会接受专业的“一对一”治
疗。概括地说，美国网瘾治疗中心
的模式着眼于人格再造，注重价值
观重建，而且主要采用柔性、非强
迫、非惩罚性的方法，其核心是尊
重网瘾患者的基本权利，尊重其人
格和尊严，提升其生命质量。

被践踏个人尊严后，网瘾青少
年还要对所遭受的扭曲感恩戴德，
这种悖论令人发指

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的各种
青少年行为矫正机构包括网戒机
构在内，明显偏重于电击、药物、暴
力和集中营训练等强制性、惩罚性
疗法，强调被矫治者的绝对服从，
行走在法律的边界，甚至直接同现
行法律相违背，方法粗暴，不符合
行为矫治的科学原理，貌似解决了
个别患者的问题，但引发了社会层
面的更大问题。

国家保护未成年人，法律禁止
各种家庭暴力，包括父母对子女的
暴力，但不少家长不但在家里对网
瘾青少年滥施暴力，而且随意将孩
子送进不具资质的强制性机构，允

许其对孩子任意采用暴力甚至电
击手段。本应在未成年人受到外
界暴力的情况下保护孩子的父母，
现在却自作主张地放弃监护责任，
甚至主动要求对孩子施以暴力，如
此做法明显逾越了监护权，而没有
法律资格的强制性机构接受家长
委托对孩子采用暴力，则更是违法
之举。

一些网戒中心动不动让接受
“治疗”的青少年现身说法，告诉社
会各界，网瘾治疗是有效的，电击
是得到了被电击者认可的。网戒
机构本来就以孩子的服从为第一
目标，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纪律”，
并以电击等作为维护纪律、获得孩
子服从的唯一手段。让因为害怕
电击而不得不服从的青少年来表
示对电击的赞同，这等于在被践踏
个人尊严、扭曲人格之后，还要他
们对所遭受的扭曲感恩戴德，这种

“服从的悖论”，令人发指。

家长病急乱投医，网戒机构赢
利心切，我国相关法律缺失，导致
国内网瘾治疗混乱

国内网瘾治疗方面的一片混
乱，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原因。从功能暧昧的网游产业，到
违规经营的网吧，到不具合法资格
的网戒中心，到非法生产“电刺激
治疗仪“的厂家，形成了一条产业
链。从来孩子的钱最好赚，打着治
病的幌子更容易发财。一些网戒
机 构 收 取 的 治 疗 费 用 每 月 高 达
5000 元甚至 8400 元，而所配备的
粗暴的”师资“和没有多少技术含
量的”电刺激“，则成本低廉。强大

的 经 济 动 力 促 使 网
戒机构大量滋生。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强 调 子 女 对 家 长 的

“服从”，奉行“棍棒
底下出孝子”，不尊重子女的人格
和尊严。虽然在独生子女的家庭
结构中，广泛存在着溺爱的现象，
但“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把
子女更多地视为所有之物，而不是
独立人格的封建伦理，阴魂未散。
因此，才有那么多家长在教育无方
而且无效的情况下，极为决绝地将
孩子送进强制性机构接受“棍棒”
教育甚至远比“棍棒”凶狠的电击

“治疗”。
家长病急乱投医，网戒机构赢

利心切乘虚而入，加上我国相关法
律的缺失和执法者为“监护人自愿
送孩子去强制治疗”所迷惑，在未
成年人保护这一问题上失去敏感、
行动力度不足，导致明显违法的经
营行为打着矫正教育或者“公益
性”的旗号，大行其道。面对乱象
丛生的网瘾治疗市场，在舆论关注
和监督之外，立法机构和执法部门
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一方面从网游
和网吧的源头上防范青少年沉溺，
另一方面给予网瘾患者科学和人
道的矫治。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必
须成为设计网瘾治疗模式的出发
点，绝不允许家长滥用监护权和机
构滥用强制权。网瘾治疗是否有
效，不但要看结果，还要看手段，不
能简单地以服从作为治疗结果，更
不能以服从来论证暴力手段的合
理性。解除网瘾重要，重建青少年
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更重要，毕竟
脱离网络的羁绊只是矫治的手段
目标，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才是根
本目的。

摘自《文汇报》

专家呼吁人道矫治网瘾患者

铁凝小时候，母亲想培养她搞声
乐，父亲却想让女儿学画画，铁凝本
人似乎迷上了舞蹈（大概那个年代的
女孩子都会有这种爱好）。她曾每天
到一位舞蹈老师那儿练习舞蹈基本
功，后来还曾考上了艺术学校舞蹈
科，但铁凝最终选择了文学。

铁凝上学时最喜欢作文课，而数
学、物理、化学这类课程却理所当然
地不行。铁凝回忆说：“八岁的我已
开始写日记：‘妈妈让我去买菜，我买
了一个胖冬瓜……’父亲很看重我用
的这个‘胖’字，不知这能否算我形象
思维的一个兆头。”

父亲与写过《小兵张嘎》的徐光
耀是好朋友。那时候大作家都在挨
批判，徐光耀同样难以幸免。所幸的
是，当时上面要写一个歌颂先进的报
告文学，需要写作的高手，就想到了
徐光耀，把他从农村召回来了。父亲
挑了铁凝一篇《会飞的镰刀》，还有另

一篇作文，带着铁凝去见徐光耀。
多少年后，铁凝还会经常提起与

徐光耀的这次见面。“你写的已经是
小说了”这句评语，不啻是一股巨大
的风，鼓荡起她的文学梦想。铁凝说
过她在十五六岁时就“有了当作家的
妄想”，听了徐光耀大作家的话，她就
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与徐光耀见面的第二年，铁凝高
中毕业，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
选择。当时还是“文革”期间，高中毕
业后主要是下乡当知识青年。此时
铁凝还有更好的去向，通过她家一名
在部队的亲戚的努力，第二炮兵文工
团决定招铁凝当文艺兵，但是，铁凝
在家中突然宣布了她的重要决定，她
要到农村去，当一名知识青年。她作
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体验生活，
实现她当作家的梦。

1977 年恢复全国高考，尚在农
村的铁凝也同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希

望去上大学，而且她觉得要读就得读
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就揣着已经发
表的几篇小说，乘火车跑到北大，她
将小说交给中文系办公室的老师，申
述说她的数学不好，但能写小说，能
否给以特别对待。后来北大中文系
还给她回了一封信，说非常欢迎你来
中文系学习，希望今年就报考。但河
北的老作家们劝铁凝留下，他们说，
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那你是想
当作家呢，还是想当一个北大中文系
的毕业生呢？铁凝想了想说我还是
想当一个作家。铁凝最后放弃了上
大学的努力。

毫无疑问，铁凝给父母出了一道
难题。母亲坚决不同意，她一次又一
次伤心地哭泣，又疼又恨地望着女
儿，气哼哼地说，你就去当你的“女高
尔基”吧。那时候的中国大地上唯一
能够公开推崇的作家大概就是高尔
基了，母亲对女儿的痴迷文学无可奈
何，只好把气撒在“高尔基”身上。你
去当“高尔基”吧，而且还是女的“高
尔基”。

摘自《意林》

著名华人导演李安大器晚成的
一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励志故事。
台湾《天下》杂志刊文称，在李安 36
岁事业起飞之前，人生有两个严重低
潮期。

其中一个低潮期是，李安从纽约
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毕业后，蜗居在
家六年没有电影可导；另一个就是台
南一中毕业，却连续两届大学联考
(相当于高考)落榜。

不如意的中学岁月
李安的中学时期有多么苍白失

意，从犹如他前半生自传的《十年一
觉电影梦》一书中可略窥一二。

整本书厚达近五百页，但谈到自
己的中学岁月，李安只用了短短五页
篇幅，里面甚至还有一页半，是他的
好友回忆两人的年少情谊。

在典型的“外省”家庭中长大，李
安从小跟着妈妈看电影，小学三年级
时就自编自导话剧找同学一起表演，
还会反串女生，但这些天赋在那个万
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显得不
值一提。

李安身为台南一中校长李升的
大儿子，书读不好，就是自尊上最大
的挫折，“青春期我在行为上倒没什
么叛逆，就是喜欢胡思乱想，读书不

专心，”彼时驼背又害羞的李安，对
高中的印象，除了上课，就是补习。
帮他补习的老师，全是台湾中南部
名师，但成绩不见起色，倒是高一时
李安就勇敢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志
向，“其他科目都不喜欢，我想当导
演。”

大人们对此不以为意，当然也无
法帮助李安在联考的困境中杀出重
围。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
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考了零
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
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
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
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
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
家门透透气。

灵魂第一次获解放
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

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
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
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
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
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
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不过，李安虽然在艺专如鱼得
水，但父亲的期待也一直悬在他的心
上。他回忆在专二升专三的暑期环

岛巡回公演，因为累成
黑瘦模样而被老爸训
了 一 句“ 什 么 鬼 样
子”。他愤而走回房间
把房门锁上，“这是我

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
革命了！”即使后来父亲答应李安去
国外念电影，初衷也是希望他拿个博
士成为学者。

23岁前，李安在台湾度过，青春
时期在学业上的不顺遂、无法满足父
亲的期望，让李安在自己选择的道路
上，毫无保留地拼命去尽最大努力，
不断地给自己压力，仿佛一直想要证
明什么。即使后来拍了《卧虎藏龙》，
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李安还是会
说：“我可以处理电影，但我无法掌
握现实。面对现实人生，我经常束
手无策，只有用梦境去解脱我的挫
败感。”

反倒是当年对这个长子有着传
统士大夫期望的李爸爸，曾写卡片劝
解儿子：“用力不要太深，着色不要太
重。”

从青涩紧张到大气从容，全世界
的影评人总是想要为李安的成功找
理由。但找到最后，那个镜头可能就
是落在一个瘦小的 16 岁台湾男孩，
对着自己不敢反抗但又不愿顺从的
父亲说：“我想当导演！”

摘自《中国新闻网》

铁凝放弃上北大
一对眯缝眼,一脸坏笑,站在舞

台上就不停地耍贫逗乐,他就是央视
出镜率最高的主持人之一毕福剑。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笑容背
后,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涩心结,那就
是他的女儿娇娇。

幸福婚姻却以分手告终
1996年7月,毕福剑的女儿娇娇

降生。当时,毕福剑正处于事业的攀
爬期。1997年秋,毕福剑自己创意、
策划了后来成为央视收视王牌的栏
目《梦想剧场》,观众们喜欢上了这个
脸黑、搞怪、乡音重、一脸坏笑的主
持人。

因忙于事业,毕福剑忽略了同
样忙碌的妻子。妻子从事新闻摄影
工作,多次获得摄影大奖,比当时默
默无闻的毕福剑名气大得多。可婚
后,特别是有女儿后,她常常四处奔
波，拍完照片后还得赶紧回家照顾
女儿。长期的两头忙碌,让妻子身心
疲惫。

2002 年,毕福剑的母亲因支气
管扩张突发而病逝。父亲受到打击,
也突患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瘫痪
在床。毕福剑在录制节目之外还要
惦记父亲,更加难以顾及妻女。

2003 年秋天,娇娇患肺炎住院,
当时毕福剑正在外地拍摄节目,不能
赶回来。那次,女儿住院打了 10 天
的吊针,等毕福剑回到北京时,一直
害怕打针的娇娇已经对打吊针没有
任何恐惧心理了。

在医院衣不解带照顾女儿 10
多天的妻子却崩溃了。在娇娇出院
后的一天,妻子平静地对毕福剑说
道:“老毕,我们离婚吧。”

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一周后,毕
福剑和妻子协议离婚,女儿娇娇由妻
子抚养。不久后,前妻告诉他:自己
和女儿正在办签证,很快就要去加拿
大定居。

百余封越洋信伴女儿成长
2004年5月的一天,娇娇要随妈

妈飞往加拿大。一大早,毕福剑将母
女俩送到机场。车停在候机厅外,窗
外下起小雨,毕福剑从后备厢里拿出
一把伞,特意交给女儿:“这把伞是爷
爷给爸爸买的,爸爸一直带到了北
京。你也带上,以后看到它,就想那
是爸爸在给你遮风挡雨。”

一个月后,毕福剑正在老家安
排父亲治疗的事情,娇娇突然打来电
话:“老爸,你为什么要送我把破伞,大
家都笑话我,我不想再上学了!”说着,

她竟哇哇地哭了起来。前妻接过电
话告诉毕福剑:到加拿大后,因为语
言不通没法与人交流,娇娇变得越来
越不喜欢说话,性格也变得任性执拗
……今天下雨了,娇娇带着老毕送她
的黑伞上学,而别的小朋友都是彩色
的小洋伞,她的伞受到了大家嘲笑,
本来就情绪低落的她更不想去学校
了。

那晚又下起了雨,毕福剑住在
大连父亲的家里,他想起自己送给女
儿的那把黑伞。当年,毕福剑家里贫
困,学校离家很远,每次上学最怕遇
上雨天,冷不丁半路下起大雨,他就
会被浇成落汤鸡。有一回,放学的路
上,他又淋了雨,回到家就病倒了,醒
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父亲说:“要是
有把伞就好了!”父亲一字一句地回
答他:“咱们一定买一把!”几天后,父
亲用他一个月的烟钱买了一把伞。

后来,毕福剑考上北京广播学
院读书时,父亲特意给他送了一把黑
色的伞,说:“爸爸不能陪你去北京,就
让这把伞为你遮风挡雨吧。”

娇娇还小,她能理解自己的心
思吗?于是,毕福剑在邮件里写下了
这些他从不曾对女儿讲过的成长故
事,让前妻念给女儿听。没想到女儿
听妈妈念完信后,大受感动,竟打电
话过来告诉毕福剑,她要把这封信收
藏。

从那以后,毕福剑坚持给娇娇
写邮件。为了让女儿了解自己的生
活,不论出差还是上班,他总是随身
带着相机。每到一处,他都会拍下当
地的风土人情,或自己碰到的趣事,
配上一些介绍文字和感想,发邮件给
女儿。女儿回信的字数渐渐多了起
来,除了讲述自己的心情和想法,有
时也提起学校的生活。一次,毕福剑
到山区录制节目,农村贫困小孩的生
活状态,让他非常感慨。那一刻,手
头没有电脑,他就找出一支笔,伏在
小桌上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希望衣食
无忧的女儿,能知道这些与她同龄人
的经历,能在生活中选择坚强。

在一年多时间里,毕福剑写给女
儿的信就达 100多封,他们一起交流
生活的乐趣,对学习、校外活动、风土
人情的看法。通过女儿的回信,毕福
剑感觉孩子在一天天成长,变得快
乐。

2006 年元旦,毕福剑收到了女
儿给他寄来的一张新年卡片,上面写
道:“老爸,我很骄傲我是你的女儿,不

是因为你是主持人,而是你帮我得到
了A+。嘿嘿!”

原来,女儿在学校里写了一篇
关于他们家祖孙三代用伞的故事。
文章末尾写道:“我家那把有些破旧
了的黑布伞,伴随着我的爸爸走南闯
北。当我离开中国时,爸爸把它送给
了我。虽然它的样子落伍,但我却舍
不得扔掉它。因为它是我们祖孙三
代爱的延续!”

女儿的骄傲:我老爸是毕福剑
2007 年 8 月,在毕福剑的盼望

中,娇娇从加拿大飞回中国看望
他。

老毕仔细看着已经 11 岁的女
儿,越看越高兴。他推掉了一切应酬
来陪伴女儿。娇娇非常调皮,早晨赖
在床上要爸爸过来拉她才肯下床。
看着毕福剑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
准备饭菜,娇娇有时就突然冲上去,
双脚离地紧紧缠着父亲。被女儿抱
着的老毕,有时竟有些鼻酸。

一次,毕福剑刚弄好饭菜,娇娇
突然来了一句:“毕福剑,你辛苦了!”
并对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毕福
剑忍俊不禁,他问女儿:“为什么不叫
我爸爸,而叫我的名字呀?”

女儿振振有词:“这有什么关
系。我和玛丽是好朋友,我一直叫她
名字的,我和老爸是好朋友,为什么
就不能够叫你的名字呢?”

一天,毕福剑陪着娇娇玩,她蹿
上蹿下,玩得非常高兴。看她表演欲
望这么强烈,毕福剑试探地问:“有胆
子上节目现场去露一手吗?”没想到
女儿回答,“我是毕福剑的女儿,怕什
么!”

在那一期的《星光大道》中,毕
福剑把娇娇带到了节目录制现场。
娇娇表现十分活跃,她跑到舞台上载
歌载舞,还把父亲拉到台上,靠着眼
神默契地和他做搭档,一老一少,珠
联璧合,引发现场的阵阵喝彩声。

2008年的1月16日是毕福剑的
生日,娇娇从加拿大给他寄来了一份
礼物——一把小洋伞,贺卡上写着:

“老爸,这是我特意给你挑选的礼物,
希望它也能给你遮风挡雨。”

后来,前妻给他打电话,说娇娇
为了用自己赚的钱给爸爸买这个礼
物,每天放学后拉着小车在邻居家的
垃圾箱里搜寻瓶子,装满一箱就拉到
垃圾站去卖,直到赚够了钱才买了这
把小洋伞。

看着美丽的洋伞,毕剑福内心
一阵暖流在涌动。他突然觉得,是女
儿让他感悟到了生命的价值,他感谢
女儿。

摘自《现代家庭报》

毕福剑的苦涩心结

有人说我把我的收藏都捐了，是因
为我高尚，其实是我走投无路。因为我
知道把钱留给子女只会留给他们祸
害。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驾驭不了大
笔钱的。人生获得生存能力有两个途
径,一个是通过传授获得的,是知识;另
一个是靠自己积累的知识,就是经验。

经验的积累需要岁月。因此,美国
政治上的重大任命都有年龄的限制,比

如竞选总统要 35 岁。在英国,不到 40
岁当不成法官。我在 1986年见过一群
人,当时他们都是身价几千万,但是1990
年后,他们中有的人连手机也买不起。
现在确实有很多身价过百万的 80后新
贵,到 2030 年的时候,现在的 80 后新贵
都 40 多岁了,那时再看他们如何。其
实,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挫折,他们面对的
都是经受起的困难,不是跌倒、爬起来

的磨难。等到国家彻底打开一扇门,他
们的事业也许会到此为止。

其实,人绝对为物所累,我特别明
白。任何人在财产面前都说得明白,想
不明白。有人问过我做收藏这行,藏品
什么时候卖最值钱,我说就是在你死前
卖东西最值钱,但是这时候钱对你有意
义吗？钱对李嘉诚、巴菲特那样的富豪
们来说,绝对就是个数字,没有意义。所
以,他们把钱捐了。巴菲特捐了 370亿
美元，他把钱捐给了比尔·盖茨基金会,
这是个聪明做法,他白使唤了一个世界
上最牛的人,给他干活。

摘自《少年作文辅导》

钱是青春无法驾驭的
马未都

网瘾治疗是否有效，不但要看结果，还要看手段。解除网瘾重要，重建青少年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
更重要，毕竟脱离网络的羁绊只是矫治的手段目标，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才是根本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