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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最喜欢到中国“偷”东
西，他们“偷”什么呢？他们把景泰
蓝“偷”到日本去仿制，做得非常
好。他们看上了中国的五粮液和泸
州老窖，于是又来“偷”。

五粮液和泸州老窖靠什么制酒
呢？靠酒窖里面的泥巴——窖泥，
那东西黑不溜秋的。他们就买了一
块窖泥带回日本，试图仿造五粮液
和泸州老窖。这个窖泥里面不知道
有多少种微生物，用这些出国的窖
泥在日本造出来的酒完全不是一个
味道，因为这些微生物到了日本水
土不服，大部分都死了。后来搬回

中国，尤其是搬回四川后马上就生
龙活虎，真是奇怪的微生物。

酒从发明至今，经历了由家庭
院落到辐射方圆百里的作坊，再到
工业生产扩展至全球每个角落的巨
大变迁。中国酒类企业的工业化和
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2008年中国
白酒产量达到 569.3 万吨。茅台也
在当年创出两万吨的历史最好成
绩。在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2008
年全球上市公司500强中，贵州茅台
位列第363位，成为中国饮料行业唯
一上榜企业。

茅台酒只能在贵州茅台镇这个

地方生产。30 多年前，周总理给国
务院副总理方毅下达了一个任务，
叫他复制茅台。方毅带了一批人把
茅台酒的所有流程、工序、设备和制
酒的老师傅都带走了，甚至连酒厂
的灰尘也装了一箱子带走（据说里
面有丰富的微生物，是制造茅台酒
所必需的），在附近到处找，找了 50
个地方，最后在遵义找到了一个山
清水秀、没有工业污染的地方，把
茅台酒的流程工序全部展开，用
当地非常纯净的水，加上灰尘中
的 微 生 物 ，重 新 制 作 ，一 共 进 行
了 9 个周期、69 次实验，直到 1985
年宣布失败。

为什么失败？因为茅台酒离开
了那个地方，微生物就不一样，造出
来的酒也不一样。最后，周恩来总
理特批的酒叫什么酒？叫珍酒，这
个酒也不错，但它不是茅台。

摘自《世界新闻报》

他叫冯三峰，曾是河南省虞城县
城关镇一个普普通通的高考落榜
生。落榜后，他辗转在河南、山东和
安徽等地打工，由于没有一技之长，
几年过去，一事无成。

这时，有人嘲笑他：“生就一个穷
人命，想做富人万不能。”但他没有灰
心，而是来到合肥一家厨师学校学手
艺。与学做面食的白案相比，学烹
饪菜肴的红案有更多的机会拿高
薪，可他等了多次机会，也没报上
红案的名。不得已，他只得选择
了白案。

又有人嘲笑他：“就算学成出来，
也只不过是个包子师傅，还会有什么
大出息？”可是他坚持跟一位师傅学
起了做面食。一年下来，竟将手中的
面团玩得炉火纯青：可以双手左右开
弓擀十二张饺子皮，可以不费吹灰之
力做出一桌全面宴，更奇特的是，可
以把拉面拉到在一根针眼里穿过十

五至二十根。
有一天，一家驻外建筑公司招聘

两名面点师傅，年薪六万元，工作地
点是这家公司设在阿联酋的建筑分
公司。他听说后动了心，赶去报了
名。

凭着高超的面点手艺，他被选中
了，来到阿联酋的第二大城市迪拜。
在当地人只会做大饼的迪拜市，他变
着法子做面食，让那些中国员工欢呼
雀跃，更让一些阿联酋员工赞不绝
口。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面条、花
卷、饺子给这座繁华的城市注入了一
股新鲜的活力。

一天，迪拜最豪华的也是世界上
唯一的七星级酒店的总管找到了他，
以四千美元的月薪聘请他出任酒店
的面点大师傅。

在酒店，他每天面对的几乎都是
世界各国的王室成员、政要及体育和
娱乐界的顶级人物。工作一个月后，

他得到俄罗斯首富、石油大王罗曼·
阿布拉莫维奇的亲自召见，这位亿万
富翁对他做的面点十分有兴趣。

他没有想到，太多太多的富商巨
贾在满桌的山珍海味面前，偏偏喜欢
他土得掉渣的中国民间小吃。

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的月薪涨
到六千美元，加上每月小费四千美
元，月赚一万美元。其间，他曾亲手
教会泰国总理夫妇做饺子，教会美军
驻海湾地区前总司令施瓦茨柯普夫
将军做兰州拉面，为好莱坞著名导演
斯皮尔伯格表演拉面绝活。

2006年 9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入
住酒店，她听说这个来自中国的面点
师能将十五根拉面穿过针眼，怎么也
不相信。于是他当场表演，结果竟穿
过了二十根。赖斯被震撼了，所有
围观者都目瞪口呆。就在当天的
派对舞会上，他的拉面竟卖到一
千美元一碗的天价！为此，他个
人获得美国国务卿一万美元的天
价小费！

在人们眼里，会做一碗拉面能有
多大出息？可是，只要有心，小手艺
也能成大器，一碗拉面也会卖到一千
美元，人生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

摘自《古今故事报》

曾读过一篇文章：一位老人从
东欧来到美国，在曼哈顿的一间餐
馆想找点东西吃，他坐在空无一物
的餐桌旁，等着有人拿餐盘来为他
点菜。但是没有人来，他等了很久，
直到他看到有一个女人端着满满的
一盘食物过来坐在他的对面。

老人问女人怎么没有侍者，女
人告诉他这是一家自助餐馆。果
然，老人看见有许多食物陈列在台
子上排成长长的一行。“从一头开始
你挨个地拣你喜欢吃的菜，等你拣
完到另一头，他们会告诉你该付多
少钱。”女人告诉他。

老人说，从此他知道了在美国
做事的法则：“在这里，人生就是一
顿自助餐。只要你愿意付费，你想
要什么都可以，你可以获得成功。
但如果你只是一味地等着别人把它
拿给你，你将永远也成功不了。你
必须站起身来，自己去拿。”

人生是一顿自助餐，说得多好
啊！自助，就意味着你要靠自己，要
主动出击，寻找机会。成功固然需
要机遇，但是幸运女神不会垂青于
守株待兔的人。

摘自《山西妇女报》

去年夏天，我在天安门广场碰
到了一对母子，儿子四十多岁，拉着
一辆三轮车，母亲就坐在车里，他们
的装束很土，风尘仆仆，和周围的光
鲜格格不入。

我问男子：“你们是从哪里来
的？”

男子说话声音很轻，却带着满
怀的自豪：“山东。我骑三轮车来
的！我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看看
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可是家里太
穷。眼看娘八十六了，再不出来，怕
将来没有机会了，我一咬牙就蹬车
来了，骑了整整七天呢。”

我非常吃惊，问：“那你们睡哪
呢？又吃什么？”

“我娘睡在车里，我铺褥子睡在
车旁，呼噜一会儿就来精神。临出
来时，媳妇烙了 80 个饼，还能吃回
去。”

老太太一脸满足地笑着，仿佛
坐的是豪华林肯。

我的眼睛有点模糊。我们常借
口囊中羞涩，不能为父母尽孝。看
到这对母子，我才发现：贫穷永远不
是理由。

摘自《中年读者》

磨刀老人的声音洪钟一般在夏
天的午后响起：“磨剪子，锵菜刀
……”声音悠扬，像深山老林深处的
布谷声。随后就听到一个尖锐的女
声：“喊什么喊，还让不让人午睡
了？”

老人的声音很快低下来：“磨剪
子，锵菜刀”，仓促而尴尬。

我问老人：“磨一把刀多少钱？”
“三块。”老人说。语气里有些

如释重担。
我找出丢在墙脚的菜刀。这是

我几年前没离过手的刀，但一次剁
骨头时把刃败了，又买了把新刀，这
把刀就做起了杂务，剁鸡食，劈柴
火，甚至垒墙，楔钉，成了万能工具。

“好刀！”老人接过刀看了看，又
用手指弹了弹说，“您这把刀磨出来
要五块。”

“五块？你不是说好一把三块

吗？”
“但您这把磨出来要五块。”老

人很固执。
五块就五块吧。反正再放就废

了。
老人拿出磨石，再拿出锵刀，先

把锵刀磨好。然后用他那粗大关节
的手把我的那把刀固定好，开始用
锵刀锵起来，刀面整整锵去一层。
又接着锵刀面的两端。老人说，刀
要磨成弧形，切起菜来才好使。等
整好刀形，老人已大汗淋漓。我给
老人端来水，老人一饮而尽，气吁微
喘，说，干了一半了。

接下来老人把刀放在一块平坦
的石头上磨。看似山里普通的石
头，但老人说，这可是宝贝。老人
说，我一般是不拿出来用的，磨你这
把刀算是破例了。

为什么呢？

值啊。你没听说过关公的大
刀，吕布的赤兔马吗？只有他们才
配啊。

这一磨又是半小时。在石头上
磨完，老人小心地收好磨石。又拿
出一块细磨石来，老人细细地磨着，
豆大的汗珠滴下来。女儿端来切好
的西瓜。老人说，哪有工夫吃这个
啊。

磨完，老人长出一口气。拿起
刀着迷地欣赏起来，刀刃在阳光下
闪过一线笔直的寒光。

姑娘，借你根头发。老人对女
儿说。

老人把头发捏在手，张口迎着
刀刃对着头发吹去，头发一截两
断。老人又拿过一张纸，纸在轻碰
之下直直地成为两张。

知道为什么要你五块吗？老人
边吃西瓜边说。

因为是好刀。要么就体体面
面地把它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么
遇不到爱惜它的人干脆就这么废
下去。

老人的话让我心中一颤。
摘自《石家庄日报》

出生于英国农民家庭的约翰·莱
恩可谓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他出
生时是个肺先天发育不全的婴儿，连
医生都拿不准他能否继续生存，但幸
运的是他勉强活了下来。

18 个月大时，约翰因为好奇，竟
将奶奶家浴室里的一瓶消毒水当饮
料统统喝下去，结果他被彻底洗了
胃，生活一切照常。

一年后，他和爷爷一起乘马车
时，突然从座位上掉下来，跌在马路
上，这时刚好有一辆运家具的货车迎
面快速开过来。幸运的是，那辆货车
的轮子正好从约翰身体的两侧驶过
去，他安然无恙。

12岁那年的一个雨天，约翰骑自
行车回家，路上不幸被雷击中，在自
行车都被烧变了形的情况下，他却没
变成焦炭，这真是个奇迹。

14 岁那年约翰更是多灾多难。
他先是在游泳时差点被淹死。接着

在一个“黑色星期五”又从树上跌落
下来摔断了胳膊，被送进了医院。而
当他第二天出院跟妈妈回家时，他所
乘的公共汽车一头撞上另一辆货车，
结果他那条已经骨折的胳膊又撞断
了第二根骨头。

20 岁那年约翰前往哈特菲尔德
煤矿工作，成为矿工。然而一天他正
在井下工作时，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众人都以为他会被活活砸死，不可思
议的是，所有石头都落在他身边只有
几英寸的地方！不久后，他与另一同
事推拉一车石块，前面的同事因疏忽
突然松手，一整车石块都撞到约翰身
上，结果他并没有被碾成肉酱，只是
弄掉了几个指甲而已。

30岁的约翰总算相对平安一点，
但刚过 40 岁他的命运又灾难不断。
41 岁时，他不慎从地下室摔下去，摔
断了 8 根肋骨。几年后他在家中装
修房子时，无意中碰到了高压线，差

点被电死。
2001 年，约翰前往希腊桑特度

假时，的士司机居然开车睡着了，
汽车冲下了悬崖。尽管司机不幸
遇难，但他只受点皮肉之伤，并无
大碍。

50 岁之后，约翰改行当清洁工。
然而 2006 年 4 月 13 日，当他扫地时，
一不留神竟从一口敞开的下水道检
修孔掉下去，从此无法工作。同年 9
月，他前往希腊海滩打算度假疗养，
可他所乘坐的飞机又被闪电击中，差
点机毁人亡。

如今已 54 岁的约翰粗算了一
下，过去至少有 17 次死亡事故与他
相遇。尽管厄运连连，但他一直乐观
地相信霉运终将结束。令人惊讶的
是，2006年11月22日，他与同事合伙
购买的彩票竟然一下子中了 50万英
镑大奖！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倒霉的时
候。当灾难来临时，悲观和绝望只能
使事情更糟，只有沉着应对才是最好
的办法。

厄运当头时一定要默默地宽慰
自己：忍耐吧，其实事情还不算太坏，
厄运过后幸运就随之而来。

摘自《城市晚报》

寒山子问拾得：“人生最需要学
习哪门功课？”

拾得答道：“人生首先要学会原
谅两个人。”

寒山子又问：“哪两个人？”
拾得回答：“自己和他人。”
寒山子想了想，又问“如果他人

欺我，我当如何？”
拾得道：“避之。”

“如果他人贬我？”
“忍之。”
“如果他人讥我？”
“让之。”
“如果他人骂我？”
“那就装聋作哑。”
寒山子又问：“这样做，是不是委

屈了自己？”
拾得说：“不但没有委屈自己，还

抬高了自己。”
“此意难解。”
“好解。”拾得回答：“因为你原谅

了他，他就会原谅你！你好他好，两
好变一好，成为大好，岂不更好？”

寒山子若有所获，顿然开悟。
不过，原谅他人并非易事。一个

人要做到原谅他人，首先要有原谅自
己的高境界。而原谅自己，首先就得
做个宽容的人。“智不足，量不大。”能
宽容，即智者。

有人劝魏公子：人，不能总记着
一些事，但也不能忘记一些事。别人
对你的恩情不能忘；你对他人的怒
火，一定要熄灭并忘掉它。原谅了他
人，便是原谅了自己。因为，怒伤肝，
火灼体。怒火，往往灼伤的是自己。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

样的人。你学会了憎恨，就会成为被
人憎恨的人。折磨人的人，自己能过
得轻松快乐吗？此话极好，热烈鼓
掌。

是的，原谅，是一条河，潺潺流水
让心灵更加纯净；原谅，是一片阳光，
温暖他人，也温暖自己。

对待他人的毛病，不一定锋利如
刀，更应该光华圆润。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一棵参天大树可以遮挡风
雨；一棵小草虽然弱不禁风，却能给
大地带来葱葱绿意。存在的，就是合
理的。共享阳光，世界才会更加和谐
美好。

阳光无阴影，欢乐无痛苦。阳光
虚怀若谷，接纳万物。阳光下，万
物欢畅；大爱下，人性不灭。阳光
折射后才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原
谅他人，可化干戈为锦帛。原谅，
是在为他人送上一片温馨之光。
上 帝 关 门 时 ，总 会 留 下 一 扇 窗
户。请为他人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
吧！因为，自己开心了，他人也会开
心。

摘自《青年博览》

销售策略
被某饮料公司派往中东开拓市

场的销售员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销售员解释说：“我制作海报时

非常自信，那里的人不知道我们的饮
料，我以为能够轻松占领市场。但我
不会讲阿拉伯语，于是用三幅画介绍
我们的饮料。第一幅画是一个人在

沙漠上爬行，气喘吁吁；第二幅画是
那人喝完饮料；第三幅画是那人精神焕
发。制作好海报后，我就四处张贴。”

他的朋友说：“应该很有效果才是。”
销售员说：“哎，没想到阿拉伯人

看书是从右往左看的！”
我的不要蛋壳

有三个人到一家早餐店买早点。

第一个人跟老板说：“老板，我要一
个煎蛋，但是不要蛋黄。”

老板就照着煎了一个蛋。
第 二 个 人 也 跟 老 板 说 ：“ 老

板 ，我 要 一 个 煎 蛋 ，但 是 不 要 蛋
白。”

老板也照做了，但是已经有点不
耐烦了。

轮到第三个人了，老板直接就不
客气地问他：“你呢？你的蛋不要什
么？”

第三个人有点胆怯地说：“我
……我的不要蛋壳……”

摘自《幽默大师》

孩子的爸爸带着合唱团去环岛
演唱，儿子和女儿刚好放假，也跟着
去了。

旅行了一个星期，把歌声送到通
街闹衢以及穷乡僻壤以后，他们要回
来了。临回来的前一晚，做爸爸的问

小女儿晴晴：“我们要回家了，你喜欢
回家还是出来啊？”

“我当然喜欢回家！”
“哦——”爸爸故意逗她，“你喜

欢回家，那么下回出来不带你就是
了。”“不对，”她说，“不先带我出来，

怎么能回家？”
做爸爸的无言以对。
其实，人生的历程大约也是这

样：
没有大疑惑，怎能有大彻悟？
没有剧烈的撕痛，也就没有完整

的愈合。
唯有像司马迁那样于最凶险的

海雨天风中的冒险家，才能回到书斋
中定定地握住一管笔。

真的，永远株守一隅的人，并不
知道什么叫回家。

摘自《青年文摘》

从工人成长为作家的邓刚，最
喜欢与人家斗嘴，在斗嘴中可看到
他的幽默和锋芒，如问：“你看见地
上有一块钱，会捡起来揣进自己的
腰包里吗？”答：“一块钱太少了点
吧？凭我这么大块头，弯腰挺费劲

儿。”问：“如果你看见有一万块钱
呢？”答：“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没看
到地面上有过一百块钱，更不用说
看到一万块钱了。就是看到了也捡
不到手，因为比我灵巧的人多得是，
他们早就抢在我的前面扑过去了。”

问：“你父亲要是省长，你走不走后
门？”答：“我父亲要是当了省长，我
还用走后门吗？”问：“你怕死吗？”
答：“人既然总要死的，那就抓紧时
间拼命地活呗！”问：“说不定将来有
一天，科学发展到人可以不死呢？”
答：“那就更可怕了！你想一想，秦
始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慈禧太后、
罗斯福、赫鲁晓夫都健壮地活着，这
个世界多么的疯狂和可怕。如果真
有那么一天，谁要能死，那就是最大
的幸福。” 摘自《今晚报》

小手艺也能成大器

天底下最倒霉的人

茅台酒为何难仿

贫穷不是理由

一生原谅两个人

出去才能回来

幽默与笑话

老人磨刀

邓刚斗嘴

一顿自助餐

下面是个有趣的题目：“请用 6
根火柴棒摆出4个三角形，但不能将
火柴棒折断。”

如果你摆了 6 分钟还摆不出
来，也不必心灰意懒。因为根据调
查，大多数人都摆不出来。

公布答案之前，我们先聊一下
跳蚤。跳蚤之所以叫跳蚤，因为它
前进时不是走，而是跳，并且一跳可
以跳到身体的近百倍高度。但德国
柏林马戏团里的跳蚤却是用走前进
的，甚至会表演拉车的特技（当然，

观众要用放大镜来观赏）。
为什么会有这种怪事呢？原来

是马戏团的驯养师对跳蚤施以特殊
的驯养。首先，驯养师将跳蚤放在
玻璃瓶内，玻璃盖的高度比跳蚤跳
跃的高度低，跳蚤一跳，头就碰到玻
璃盖，它慢慢地就不敢再跳那么高；
然后，驯养师逐步降低玻璃盖的高
度，跳蚤怕痛，只好越跳越低；到最
后，跳蚤在盖子压顶下，就不敢再跳
而只能用走了。

前面那道测验的答案其实很简

单，就是将六根火柴棒摆成一个金
字塔，自然就出现四个正三角形
了。不少人在知道答案后，会在心
里嘀咕：“你又没有说可以做三度空
间的立体摆列！”但题目里并没有说

“不可以”做三度空间的立体摆列。
其实，多数人都是自我设限，自

己绑自己，只会将六根火柴棒在一
个平面上东移西挪，而不能或不敢
从事三度空间的思考。这和被盖子
压顶而不能跳跃的跳蚤有什么两样
呢？

人跟跳蚤不同的地方是，跳蚤
一旦被驯养，就很难恢复跳跃的能
力，但人类会反省 。 要 想 挣 脱 牢
笼 、跳 出 框 框 ，必 须 先 知 道 自 己
的头脑被监禁。只有挣脱无形的
牢笼，才能释放我们被监禁的创
造力。

摘自《文苑》

跳出心灵的牢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