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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玩开心网的人感觉到，玩
开心网开心的同时也令人不开心。

一公司的办公室员工工作效率
大不如从前，老板调查后得知，上班
时间员工全玩起了开心网上的开心
农场，于是一纸通知下发：凡玩开心
农场者扣罚月奖金。扣罚的奖金获
给举报者。向来和谐的办公室员工
人人自危起来。

一家网络公司的一名技术部门
的员工在上传数据时，正赶上“收
菜”时间。这名员工想两者兼顾，导
致电脑死机，直接经济损失就有 20
多万。最后，公司辞退了这名“开心
迷”。

一公司的员工玩开心农场偷了
同事的茄子，被偷者骂对方无耻。
本来关系不错的两个人大打出手，
伤了和气，反目成仇，形同陌路了。

一对本来关系很好的恋人，女
的要男友给她守住种的苹果和玉
米 ，没 想 到 三 更 半 夜 被 人 偷 了 。
女的大骂男朋友窝囊废，提出了
分手。

一开心网网迷，账号拥有争车
位资产 2.5 亿、买房子资产 3 亿多。

“身价过亿”的他无现实满足感，产
生了厌世情绪，只好去看心理医生。

一市民登陆开心网时，收到一
条中奖信息，该市民迅速联系到“工

作人员”。对方祝贺他获得了特等
奖，然后要求他汇款至指定账号。
汇出钱款后的第二天，对方称钱款
还未到账，要领奖还须支付违约金
若干。在第三次汇出钱款后，他忽
然醒悟到，自己中了骗子的圈套。

一开心网女网迷，在睡梦中感
到自己种的西红柿已经长熟，突然
醒了，起床打开电脑收菜。收完菜
后，发现不少网友地里的菜也熟了，
她兴奋地大叫起来，惊醒了正在睡
觉的丈夫。丈夫二话不说，将她赶
出了家门。无奈之下，她只好拨打
110求助。

一开心 网 女 网 迷 外 出 办 事 ，
在公交车上想起自己农场里还有
几朵雪莲没收，打电话跟老公交
代：“老公，昨晚菜偷得不错，能
卖 200 多 万 呢 。 今 天 继 续 保持
啊！”吓得坐在她身边的老人赶紧捂
紧了钱包……

摘自《37°女人》

2010 年１月５日，电子科技大
学特聘周涛到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目前，他是四川省最年轻的教授。

“天才神童”的离奇童年
1982年4月，周涛出生在成都市

一户普通人家里。几个月就会说话，
一岁多会下棋、识字，两岁多看连环
画，3岁开始打麻将，5岁就能读长篇
小说……但是这位“天才神童”的童
年相当离奇坎坷。

周涛幼年体弱多病，咳嗽、发烧、
关节疼，病痛不断。经常发烧高达40
摄氏度，医院曾两次下病危通知书。

上学后，周涛表现出了数学、物
理方面的天赋。一次，妈妈买了一个
计算器，周涛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玩的
东西。于是，他自己给自己出题，计
算出结果后，再用计算器核对，周而
复始，小周涛乐此不疲。

6 岁以前，周涛自学完了小学 4
年的课程。

逃课“大王”
2000年，周涛从成都七中毕业，

进入中国科技大学为拔尖学生专门
设立的零零班。从这时开始，周涛更
加肆无忌惮地逃课了。

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
时，周涛手里捏着一本 Pascal语言的
教材，找到教授“计算机程序设计”的
老师，请老师为他勾画重点。

老师接过教材看了一眼，对周涛
说：“我们学的是C语言。”那一刻，周
涛尴尬至极。因为他从未去上过这
门课，压根儿就不知道学的什么教
材。“老师，能不能借你的教材给我，
我上楼去复印一下命令表。”周涛厚
着脸皮说。第二天就要考试了，这几
乎是最后的“垂死挣扎”。可是，结果
却让那位老师大为惊奇：周涛考了95
分，全班110多名同学，他名列第一。

逃课分为两种：积极的逃课和消
极的逃课。前者逃课是为了比上课
更重要的活动，比如为学科竞赛和学
术研究腾出时间；后者逃课是为了偷懒、
为了玩，比如打游戏、睡懒觉。“我属于前
者，我从不打网络游戏。”周涛说。

周涛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参加
学科竞赛或者搞自己的学术研究。
小学、初中和高中，他都经常逃课。
但是，真正名师的课，周涛听得很认
真。例如，史济怀教授上的“数学分
析”，李尚志教授上的“线性代数”，阮
图南教授上的“量子场论”等，“一个

领域内的名师上的课，听了会收获很
大。”

要“落后”不要优秀
2007 年，他便干了一件令同行

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前，周涛主要从
事的是复杂网络的研究，而且已经做
到了国内顶尖水平，每年能够在国际
高水平杂志上发表 10 篇左右的文
章，并与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同台作
大会报告。就在人人都觉得他会继
续在这个方向上前进的时候，周涛突
然决定放弃这个轻车熟路的研究方
向，转向了“信息物理”。

“如果继续做复杂网络，我可能
永远都只是在别人开创的事业上添
砖加瓦，原创性贡献不大。我更希望
自己参与到一个新学科方向的形成
过程中。”

由于计算机知识相对缺乏，他一
方面要恶补计算机知识，另一方面还
要努力有所创新。但他最终还是走
出了开始阶段的困境，在新的研究方
向上取得了进展。

回首这段经历，周涛感触很深。
“人，特别是年轻人必须进入艰苦拼
搏的状态，常怀危机感。人的成长过
程中肯定是顺境和逆境共存，如果你
发现自己很顺利，成长很快，你一定
要小心，因为这往往是危险的信号。”

这样的观点也被周涛用来教育
自己的学生：在一个集体中，不要去
争取优秀，不要希望成为其中的前
5%，只要是前20%就行了。当你比较
优秀时，你就应该去尝试在一个更高
水平的集体中成为优秀者。

周涛的成长经历恰恰是这一理
论的最好注脚。

“语文”比“数学”重要
在上高中之前，周涛对写作和历

史很感兴趣，曾经想长大后从事人文
方面的工作。在留学期间，每次回国
他都会带几十本书到瑞士去，3年下
来一共带了 300多本，其中大部分是
文化书籍，包括历史学家钱穆、作家
韩少功的几乎全部作品。

人生来不是做科学家的，是做一
个人的。周涛对人文素养的重视丝
毫不亚于科学研究。在面试一位学
生时，他提的问题是：“你认为电子科
技大学最让你感到失望的地方是什
么？”他认为这样的提问才能考查学
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说起 4 月初《科幻世界》编辑成

功倒戈、社长被停职的事情，周涛的
兴致很高：“我曾经在《科幻世界》上
发表过小说呢。”周涛很喜欢写作，不
过大多数作品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是
为了写出内心的沉默。他曾在《人民
日报》上发表过社评；在象棋比赛中，
还拿过安徽省高校赛的个人冠军和
团体冠军。

周涛说：“我感觉‘语文’比‘数学’更
重要。‘数学’是对符号的认识，成就
的是一个人的局部；‘语文’是对文字
的认识，能够塑造一个人的整体。”他
认为，人文方面有重大缺陷的人，其
发展空间也非常有限。而一个有很
强人文素养的人，会“更有力量，更能
包容，更柔软，更丰满”。

“有些搞理工的人给人感觉很怪
异，那是因为他们看人文的书太少。
不注重人文修养的人，一定会非常冷
漠，不敏感，不感伤，内心没有柔软的地
方。这样的人或许会有成就，但是我不
喜欢跟他们打交道。”周涛直言不讳。

学术“牛人”
周涛身高不足 1米 7，体重刚到

50公斤，瘦小得惹人怜爱。短头发，
塌鼻梁，牛仔裤，运动鞋，完全一副学
生模样，甚至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低年
级的“菜鸟”。这样的形象似乎很难
与站在学术金字塔顶端的学术“牛
人”联系在一起。

周涛 2005年获中国科技大学理
学学士学位，2010年年初获瑞士弗里
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理论物理），目
前主要从事数据挖掘与统计物理的
研究。

近 5 年来，他在《美国科学院院
刊》、《美国物理评论》、《新物理学》和

《欧洲物理快报》这 4 种世界一流学
术刊物上发表了近50篇论文。

在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论
文的优劣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被引用
的次数以及被谁引用了，这说明你研
究领域的价值所在。周涛的论文被
SCI引用超过1300次。

2008 年，周涛获《中国物理快
报》评出的近５年来最高引用论文
奖；同年，他又获得第五届中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奖，该奖项是对在校学生
科技创新活动的最高奖励之一，同年
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只有 11名博
士生获此殊荣。

如今，周涛是电子科大计算机软
件学院国际化软件人才实验班５个
学生导师。他认为“教学比科研更重
要”，“要让他们走在同龄人的前面，
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队成员看
齐。”

摘自《教育导报》

得知201路公交车招聘司机，我
一阵欣喜。原先我在旅游公司开大
巴，因竞争激烈和淡季收入低，我离
开了旅游公司。

那天有 10 多位应聘者递上简
历，争相自我介绍。有的说在先前
单位开过多年大客车，有的曾被抽
调到省里开大巴迎送过贵宾。我也
不甘落后，说：“我是跑长线旅游的，
夜晚在峰回路转的群山里经历过惊
险。”人劳部的王副部长说：“我们的

条件不高，只要熟悉 201 路的路线
……”没等他讲完，应聘者们又嚷嚷
起来说，自己在本市土生土长，是活
地图，闭着眼睛都走不错路。我说：

“我家楼下就是 201路公交车站，太
熟悉不过了。”王副部长说：“院里停
着一辆201路公交车，是骡子是马出
去遛遛。”一个应聘者抢先坐入驾驶
室，旁边这个说201路往那边走。那
个说：“方向错了，该走这边。”结果
始终没走对路线。

一个矮胖青年坐进驾驶室，说：
“我来试试。”他一张嘴，周围人就被
他一口的外地腔调逗乐了。矮胖青
年打着方向盘，三拐两拐就上了201
路公交车的线路。到站还有乘客急
着要上车。这让王副部长喜出望
外，当场就对矮胖青年说：“你明天
就来上班，解公司燃眉之急。”一个
外地人，挤掉了本地人的饭碗。真
应了那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话,
委实让人不服。 我问矮胖青年怎么
这么熟悉201路路线。

“看到招聘启事后，我整整乘坐
了8天201路公交车，连车开到哪里路
面有个坑都记得。”矮胖青年踌躇满志地
说：“你可能带着自信来应聘。而我是有
备而来。” 摘自《江门文艺》

一个忙碌的上班族一天通常是
这样度过的：8~10 个小时坐在电脑
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用两个小时；
坐在各种场合进行交际的时间至少
3 小时……这样算下来，一天中 15
个小时都是在椅子上度过的。一项
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表明，
久坐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腰
酸背痛这么简单，而是像吸烟一样
可怕！

“每天连续坐数个小时，回家后
又继续坐在电视机前面，除了腰椎
疾病，这些人患上心脏病、Ⅱ型糖尿

病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美国密苏
里大学的马克·汉密尔顿教授说，这
与吸烟给健康带来的危害很像，多
项研究表明，吸烟是许多心、脑血管
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冠心病和高
血压病患者中 75％的人有吸烟史。
冠心病发病率吸烟的人比不吸烟者
高出 3.5倍，心肌梗塞发病率则高达
6倍。

另一项针对 900人的研究还表
明，吸烟者的腰背疼痛发病率远远
高于非吸烟者，这是因为香烟中的
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会降低椎间盘

组织的血液供应量，造成局部组织
由于缺血缺氧而导致疼痛。

另外，研究对比还发现，经常久
坐在电脑前的人，皮肤容易缺水，干
燥会加速肤质老化，从而形成皱
纹。吸烟也会加重眼部皱纹的形
成，吸烟的人常会不自觉地眯眼睛，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引起皱
纹。香烟的挥发物对眼睛的刺激也很
大，使眼睛时张时闭，导致眼皮张弛疲
劳，失去弹性，并使之变黄变皱。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国际糖尿病
学会的研究则显示，即使每天运动
两小时，也不能弥补十几个小时坐
着不动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建
议，每工作或学习 40分钟就起来活
动 5~10 分钟，简单的扩扩胸、摇摇
头、伸伸懒腰就能起到作用。

摘自《健康文摘》

螃蟹、猫头鹰和蝙蝠去上恶习补
习班。数年过后，它们都顺利毕业并
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螃蟹仍横行，
猫头鹰仍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蝙蝠仍
倒悬。

这是黄永玉大师的一个寓言故
事，它的寓意很简单：行动比知识重
要。

用到心理健康中，这个寓言也发
人深省。

心理学的知识堪称博大精深。
但是，再多再好的心理学知识也不能
自动帮助一个人变得更健康。其实，
我知道的一些学过多年心理学的人
士，他们学心理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治自己，但学了这么多年以后，他们
的问题依旧。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他们没 有 身 体 力 行 ，
那样知识就只是遥远的知识，知
识并没有化成他们自己的生命体
验。

我的一个喜欢心理学的朋友，曾
被多名心理学人士认为不敏感，不适
合学心理学。但事实证明，这种揣测
并不正确。他是不够敏感，但他有一
个非常大的优点：知道一个好知识，
就立即在自己的生命中去执行。这
样一来，那些遥远的知识就变成了真
切的生命体验，他不必“懂”太多，就
可以帮助自己，并帮助很多人。

如果说，高敏感度是一种天才素
质，那么高行动力是更重要的天才素
质。

这个寓言还可以引申出另一种
含义：不要太指望神秘的心理治疗的
魔力。最重要的力量永远在你自己
的身上，奥秘的知识、玄妙的潜能开
发、炫目的成功学等等，都远不如你
自己身上已有的力量重要。我们习
惯去外面寻找答案，去别人那里寻找
力量，结果忘记了力量就在自己身
上。

切记：别人的知识不能自动地拯
救你。

如果一些连珠的妙语打动了你，
如果一些文字或新信条启发了你。
那么，这些别人的文字和经验都只是
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你把你以为
好的知识真正运用到你自己的生命
中去。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这句
话，我一直认为是最重要的：

你必须自己开始。假如你自己
不以积极的爱去深入生存，假如你不
以自己的方式去为自己揭示生存的
意义，那么对你来说，生存就将依然
是没有意义的。

摘自《东方文化周刊》

丈夫 在 街 上 买 回 一 条 鱼 ，对
妻子说：“你现在烧这条鱼，我去

看电影，看完我回来，咱们一起吃
晚 饭 。”妻 子 要 和 他 一 起 去 看 电

影，丈夫说：“你在家做饭吧，我看
完后给你讲讲电影的内容。”说罢
扬长而去。

丈夫看完电影，回到家嚷着要吃
鱼，妻子说：“鱼我已经吃了，现在我
给你讲讲鱼的味道……”

摘自《青年博览》

教授今年28
久坐如吸烟般可怕

你拿什么来应聘

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
很可能埋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台
湾一家健康管理机构对 18061 名成
年人的体检结果进行了分析调查，
结果发现，10种生活中人们不以为然的
小习惯，都不幸上了健康“黑榜”。

缺乏运动排在首位。2/3 的受
调查者达不到每周 3 次、每次 30 分
钟以上的运动标准。运动量不足会
引起肥胖、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
病、腰痛等一系列疾病。人们应至少保
持每周运动3~5次，每次30分钟。

跷二郎腿排在第二。这个看似舒
服的小动作，会使腿部血流不顺，容易
造成静脉血栓、脊椎侧弯、腰椎间盘
突出。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
人，长时间跷二郎腿会使病情加重。

如厕看报排第三。坐在马桶上

读书看报，势必延长排便时间，造成
肛门充血，从而引起痔疮发作。此
外，肛门充血还会误导神经系统，刺
激“排便感应器”，使肛门长期感到
坠胀。所以，如厕时还是不要“一心
多用”为妙。

刚睡醒立刻下床位居第四。英

国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教授吉
姆·霍恩指出，睡醒立刻起床，很可
能导致血压忽然变动，引发高血压、
中风等疾病。应躺 5分钟活动一下
四肢和头部再起床。

连续使用电脑 3小时以上排第
五。长时间使用电脑会令人感到眼
睛疲劳、肩酸腰痛，还会引发头痛、

食欲不振、失眠等问题。
弯腰搬重物排在第六。弯腰搬

抬重物，有可能损伤腰部肌肉以及
腰椎间盘。最好蹲下来，将身体向
前靠，使重力分担在腿部肌肉上。

用力排便排第七。排便过于用
力可使心脏收缩加强，血压会突然
升高，诱发脑溢血。

喝水太少、喜吃烫食、喝过量咖
啡或茶分别排在第八、九、十位。专
家提示，每人每天最好喝够 2升水，
晨起和三餐之间都应适当补水。吃
得过热会有损肠道和身体机能，平
时多吃和体温相近的食物，可以延
缓肠胃老化，助人延年益寿。适量
的咖啡和茶对身体有益，过量却会
刺激肠胃，影响睡眠。

摘自《羊城晚报》

生活中的不良习惯

开心网的不开心

人生好比一把剪，只要有心，即
使不能剪出美丽的图案，却一定不
会是一堆碎纸。

人生好比一块地，勤劳的人，可

以收获丰硕的果实；懒惰的人，见到
的只是一片杂草。

人生好比一口井，选准位置，然
后深深地往下挖，就能喝到甘甜的

水。
人生好比一间房，可能同时用几种

颜色点缀，但主色常常只有一种。
人生好比一棵树，想长高、长

大，除了接受阳光甘露，也要面对狂
风暴雨。

人生好比一口锅，当你跌到锅
底的时候，只要不放弃努力，随便哪
个方向都是向上的。

摘自《广州日报》

人生好比……

真幸福就是与家人共进晚餐的
安谧、与朋友聊天的闲适、随意漫步
的自由，这是普通老百姓拥有的散
淡、安详、平常的幸福生活。幸福是
一种个体的内心体验。

小幸福是日常生活中普通而平
常的小事蕴涵的幸福，感觉微妙，纯
净而又体贴，留意生活的细节，享受
它们，才会得到整体的幸福感。

幸福是一种欣赏的能力。善于
欣赏自己、欣赏他人、欣赏社会、欣赏
大自然、欣赏世界的人，肯定会收获
更多的幸福；幸福是一种成就能力，

通过自我努力取得的成就会给我们
带来巨大的幸福感；幸福是一种感知
能力。生活中的点滴，需要我们去悉
心体悟。

林语堂说过：幸与不幸之间，只
隔了一层薄纸，而你本身就是那层薄
纸。幸福与否在于我们内心的选择。

母亲亲手织的毛衣穿在身上更
暖和；老公笨手笨脚煎出的荷包蛋更
美味；手机里，朋友祝福的短信也许
不够华丽，却让一大堆快餐文化黯然
失色……原创的幸福更能直抵人心，
因为它们包含着更多的爱和真情。

看清自己的力量，不断地认识自
己，洞悉本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高
尚与猥琐、快乐与感伤、希望与绝望，
确立最有利于自己目标的人生信仰；
必须对自我智慧和能力有正确评判，
抛弃大而无当、好高骛远的想法，给
自己设定一个合适的生活方式。

凭着心底最深处的那份悸动去
寻找朋友，不需要掩饰，不需问理由，
感觉对了就是朋友，这份寻找也是人
生的大智慧。

幸福来自于对生命真谛的深刻
感悟，它不以金钱、名誉、地位为条
件，它就那样淡淡地、静静地流淌着，
润物无声，朴实无华。幸福来自于对
自身局限性的知晓，来自于善与满
足、常怀感恩的心情，来自于对世间
万物的博爱之心，来自于身心的完美
和谐统一。

摘自《幸福书》

幸福书

螃蟹猫头鹰和蝙蝠

鱼的味道

对不利的处境或者对所面临的
问题，让人们感到无能为力时，烦恼
与忧虑就产生了。对此，人们觉得
天经地义。其实，外部环境我们固
然很难改变，但自己的心境却是可
以由自己来决定的。

一脸焦虑的太太问先生：“我们
刚买的新车被偷走了，你怎么还笑
得出来？”

先生安慰太太说：“亲爱的，我
们可以因为丢了车烦恼，也可以因
为丢了车而快乐。虽然我们的车子
被偷了，然而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
心情，现在我决定让自己快乐。”

根本没有人规定，丢了车就一
定要烦恼。何况烦恼于事无补，车
子绝不会因为你的烦恼而自行回
归，相反，它倒会使得你的损失从物
质扩展到精神。这时，就像故事中
的这位先生，你其实也可以有不同
的选择，高兴或烦恼，全在你自己如
何看待。

还有一则故事更富有启迪性。
某人有一大片引以为豪的草

地，绿油油的草坪，非常美观。可惜
有许多蒲公英杂生其中，他用尽各
种除草的方法，还是无可奈何。

最后，他只好写信向园艺所求

助，他在信上列举了他所用过的各
种除草方法，在信的末尾，他问道：

“现在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吗？”
园艺所回信说：“我们建议你学

着去爱蒲公英。”
面对无法去除的蒲公英，草地

的主人有两种选择，耿耿于怀或者
欣然接受。园艺所的建议是聪明
的，既然想尽了办法也无法除掉草
坪里的蒲公英，为什么不选择一种
积极的心境，学着喜欢及接近它
们 ？ 蒲 公 英 也 有 蒲 公 英 的 美 丽
啊！选择喜欢，你能收获另一份
灿烂！

为失去的月亮而哭泣，你还会
错过满天灿烂的星星。那么，面对
不可能尽如人意的现实，学会选择
快乐吧，用积极昂扬的心情，去营造
更美好的人生。

摘自《思维与智慧》

选择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