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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各类大学可以说是举世
无双的“贵族大学”，按人均收入及其
承受能力来看，相对不富裕的中国老
百姓和美国老百姓每年的大学费比
是 8:1。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学学费
比美国的高 8 倍。但高价挡不住大
部分不断高涨的求知欲的中国平民
学子。大家无论哪一个家庭，父母都
可劲供自己的大学子女。其实，我们
也不必总盼着早点毕业挣钱让二老
减轻负担，在大学校园里面，我们就
可以将每年约 4000~20000 余元的不
等的大学学费赚回。无论是直接还
是间接赚钱，都会在短时间或长时间
以实物价值呈现出来。

1.尽量想方设法地去节约时间，
你要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我想已经
成年了的你对这句老套的话的理解
深度一定比你小学时在课堂上咬着
笔杆子要更清楚。你最好将大学里
的毫无意义的占用你时间的活动推
掉。尽管他们都会说这是对你走向
社会的一种锻炼，但这种活动 40%都
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其余的才多多少
少地对你是一种所谓的锻炼。而这
种锻炼又有一部分是在锻炼你消磨
时间做无意义的事情。

2.在图书馆藏的不是书，而是一
书架一书架的金砖，放着金砖你不
拿，你却花钱泡吧、谈恋爱、逛商店，
你家里非常非常阔绰的环境那么你
随意。不过尚有为数不少的小康家
庭或者普通家庭的学子，你们如果把
这些当做大学里的生活主题，那么你
算是毁了。图书馆里或许有一本书，
会改变你的择业方向，甚至改变你预
备将来拿死工资的糊涂人生，这不是
玩笑。大学到底是大学，绝对不会拿
一些毫无实用价值的闲书来滥竽充

数。一本书以实物出现的话大概是
3~100 元，而里面的知识积累利用起
来绝对不止 3~100元，而一般的图书
馆藏书最少也有 50 多万册，你经常
泡在图书馆里，几年下来，你算算你
不是赚大了。其实，求职路上遍地是
钱，就看你会不会捡。有些人就是笨
得你把钱放在他面前他就是看不
见。

3.有些有识之士说大学生应该
抓紧大学时光好好学习，不应该去干
兼职。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这些人也许不知道有多少学生的父
母在天价学费面前苦苦挣扎，省吃俭
用摆地摊，躲城管，受欺负，甘为人
下。去 干 兼 职 ，你 所 换 取 的 收 入
不 仅 仅 是 老 板 抠 抠 索 索 的 几 十
元、几百元，更重要的是，你尝试
到了这个社会多么残酷，想赚钱
是多么辛苦，对于苦苦劝学生收起放
纵的心、好好学习的老师们来说，这
其实才是对学生上了一次没有课堂
没有教科书但最生动最精辟的一
课。兼职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
赚经验，你学到了这门手艺，你再用
你的学识和文凭再加上其他的因素，
以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已经吃
饱了。靠它再深入发展，想不赚钱，
难。当然，兼职不要只干这一样，要
打一炮换一炮，多干一些各行各业的
兼职。这样，你就会学到更多，还能
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你以后的路
子也就会更广。

4.人际关系是笔无形的资产。
对我个人而言，这笔资产也是资产中
我最看中最重视的资产。而人际关
系因人品、因地域而异。每个人都知
道恶友不能交。但人际关系如播种，
你要走到哪里播到哪里。广交朋友，

对自己非常有利。会交
朋友是好，自己更要多留
心眼，毕竟，害人之心不
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个世界，还是有不少的
披着羊皮的狼。朋友，要
多交些你家乡的，这样对

你的个人发展更加有利。如果你要
到外地发展，譬如西安、洛阳、青岛，
那么你就要在学校里结交这里的同
学。但你要记住，对于自己将来打算
要去的地方，你在交当地的朋友时一
定要做到尽量不得罪一个人。大学
里结交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甚至
可以胜过在大学三四年当中所花费
的学费。因为一个知心的死党及好
友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机会，在社会上
闯荡，他给你发财的机会，也就是你
给了他发财的机会。在学校里你多
付出一些，别人就会记住你的好，将
来对你自己也就特别有利。

5.多学几门专业。这好像谁都知
道。不过真正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连笔者也难以胜任。多一门技能，就
有可能少一个拒聘你的公司。你应该
在大学里把自己变成千手观音，有什
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这个社会是
需要综合素质的人才，但凭“七八条
枪，十几个人”的小部队是不行的。所
以把握大学有限的时间，努力端稳你
将来的饭碗。大学的学费是值定了。
所以你想把学费捞回来，就多学几样，
你就赚大了。

6.有些专家教授的讲座，你可能
觉得扯淡。不过，一般人想聆听他们
的讲座，不知要花多少钱，学校领导
们既然把他们请过来，那么你就不要
放过这个机会。最起码谁都知道能
吃上白食就很不错了。无论教授们
讲的你爱不爱听，他们毕竟是长者，
是成功人士，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
多。所以你不要太自我。

7.总而言之，学校里的所有硬件
设施你都不要放过。反正你是交了学
费的大学生了，放着干吗不去用它。

摘自《意林》

我女儿高中毕业不久就拿到了
驾驶证。大学毕业后，她远嫁新加
坡。今年暑期回家探亲时，我发现
她居然不会驾车了，难道她在新加
坡不开车？

女儿有点无奈地讲了她在新加
坡考驾照的经历。

在新加坡学习汽车驾驶不难，
但考驾照很严格。因为女儿在国内
已经有了驾驶证，所以可以不学，但
需要参加考试。

第一次，考官是个帅哥，而且非
常和气。他一上车，就和女儿聊个不
停，天南海北天上地下花草虫鱼什么
都聊。女儿想，这里的考官这么客

气，相信考试合格肯定是不成问题
的。于是就陪考官聊了起来。半个
小时后，考试结束，结果是不合格。

女儿不解，前去询问不合格的
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开车时聊
天。女儿这才明白，考官与自己聊
天，就是考试内容呀！

第二次考试，考官是个老太太。
这次女儿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从头到
尾一言不发，睁大了眼睛，严格按照
交通规则开车，好不容易熬到了考试
结束，心想这下总成功了吧？

结果还是不合格。原因是，在
一个右转弯时，女儿没有看一眼后
视镜。

“你要考虑到，也会有冒失鬼从
你的右边超车的。”考官如此解释
道。

女儿不死心，一个月后又参加
了第三次考试。

这次，考官是个和她年纪差不
多的女人。她一上车，就主动与女
儿打招呼。女儿当然是聪明人，只
是和那女人点头微笑，并不说话。
那女考官东拉西扯的，突然对女儿
车上的中国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女儿见她这么喜欢中国结，就随口
说了句：“那就送给你吧！”

就是这么一句话，竟彻底断送
了女儿的驾车梦。因为在新加坡，
这被视为是“行贿”。

早几天上网，看到一则报道：新
加坡是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低的国
家之一。现在想来，这一点也不奇
怪了。

摘自《羊城晚报》

西方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挣在
美国，住在英国。”

即使在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也
只有繁华的商业街区，才可以见到
熙攘的人群，到处都是古老的建筑、
白色的帘布、洁净的街道、葱茏的绿
树、平整的草地，整个城市洋溢着宁
静与安详。

在居住方面英国人不尚新。许
多人住的是自己父辈、祖辈甚至曾
祖辈留下的房子，他们往往以展示
自己房子长长的历史和古色古香的
建筑为荣，而且许多富足人家还住
在老辈人留下的茅草顶的平房里，
老一辈的家具从不轻易扔掉。

许多富足人家的房屋从外部看
古朴简陋，但进入室内却十分整洁，

现代化齐备。英国人的住房式样变
化非常缓慢、城乡差别很小，城里人、
乡下人住的均是两层英式小别墅式
样的房子。在房屋外部式样方面也
几乎没有多少追求时髦和现代风格
的趋势。他们怀念历史、重视传统成
为美德，有对古老房子扩建和补修的
习惯，房子越古老越值钱。新建房有
很多也是采用仿古式的。他们不轻
易拆老房子盖新房子。

总之，这些美德传统的发扬，有
利于老房子的持续利用，有利于节约
与住房建筑各环节相关的人力、资
源、资金的消耗，而且避免了因频繁
拆弃旧房和建筑新房而造成的建筑
垃圾的产生，十分有利于环保建设。

在英国，即使是普通的房子，你

尽可以在房间内部，按自己的意愿，
进行奢华装修或者折腾，建筑的外
部是不允许随便乱动的，哪怕是挂
一个物件。

英国人对人文传统的保护是出
名的。凡有一点历史价值的东西，
英国人都会保护起来。于是，我们
今天不仅能看到莎士比亚出生时的
老房子，还能幸运地到莎翁恋爱时
的茅草屋或小花园里走一走，还有
那些近百年的红色老电话亭……

英国的城市，特别是伦敦，就像
一个建筑博物馆。从罗马时代一直
到 21 世纪的建筑，应有尽有。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炸毁的建
筑，战后整修如旧。

我访问英国广播公司时，主人
赠送我一本伦敦画册，是二战前伦
敦与现时伦敦主要地标和建筑物的
对比。我仔细翻阅后，惊奇地发现，
过去了将近八十年，伦敦竟然没有
什么大的变化。

摘自《环球》

八十年 伦敦没变化
牛道斌

在新加坡三考驾照
鲁 月

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
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
档。

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
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

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像他
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
题。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
思。

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
沉，“岩松要跟你谈谈”。一晚上他就
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
乐？”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
你要做好长跑的准备”。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
验，日子不好过。

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
写，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
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
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既惭愧
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

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个深
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
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

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
忆起来非常美好”。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
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
多离开的人的钥匙串上，都挂着新闻
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很光亮，
2008年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
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
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

“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
导”。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
的风口浪尖上。

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
1+1》，“多简单的名字，1+1=2，谁都
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
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
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 1+1=3。”
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
斤之力来顶住的。

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
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
建树的人，多半是像蔡元培说的锅里
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

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
唯有苦苦支撑。

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
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
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
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
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
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

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交给我
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
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
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
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
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
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

他曾经以年轻人的狂狷，写过
《渴望年老》，今年他四十二岁，鬓角
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
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
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
踪……”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
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以他的资
历，他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
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
走去。

摘自《美文》

1959 年 6 月，36 岁的李光耀首
次当选为新加坡政府总理，妻子柯
玉芝特意为他准备了家宴以示庆
贺，并语重心长地对丈夫说：“今天，
我要借泰戈尔的诗句送给你，‘翼系
上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在天上翱
翔’……我不求你的地位多么显赫，
只希望你永远记住你曾多次说过的
话：‘廉，是立国之本；清，为当政之
根。’虽然你是一国总理，但你不要
拿最高的工资和奖金，因为，不管从
年龄和资历上讲，你都不如其他内
阁成员。”

李光耀对妻子信誓旦旦：“请
你放心，有你这个贤内助的眼睛时
刻盯着我，我怎么敢越雷池半步
呢？”

确实如此，在李光耀执政的 30
余年间，他始终以身作则廉洁从政，
使贫穷落后的岛国一跃成为“亚洲
四小龙”之一。每谈起这些成就时，
他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如果没有
妻子这样一个好‘后院总理’，我也
很难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好，如果说
我有功劳的话，起码也有她一半，这
更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不管以后
发生什么，我都会与妻子相濡以
沫。”

2003年 10月，李光耀携时年 82
岁高龄妻子柯玉芝访问英国时，妻
子突然在下榻的酒店中风，李光耀

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而医院与酒
店之间的路程仅需 10 分钟，救护车
却在 45 分钟后才姗姗来迟，贻误了
最佳抢救时机。情急之下，李光耀
只好求助英国首相府帮忙。在首相
府的干预下，总算让妻子暂时脱离
了生命危险。

事后，有媒体披露李光耀为妻
子看病通过英国首相府“走后门”的

“丑闻”，随即遭到英国首相府的反
驳：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英国效率低
下的医疗体系下，李光耀先生的行
为，只是一个爱自己妻子的丈夫所
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此事也
恰恰证明了他与妻子60年的至深感
情。

此后，柯玉芝又几次中风而卧
病在床无法言语，这让李光耀的人
生也随之黯淡了下来。

为让妻子不感到寂寞，身为新
加坡资政的李光耀即使再忙，每天
下班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陪妻
子。他坐在妻子床边，深情地看着
她，对她倾诉自己一天工作中的喜
怒哀乐。虽然妻子不能与他交流，
但他说的每一句话，妻子都目不转
睛地望着他细听，不时还会无声地
发笑。

李光耀心里清楚，妻子最喜欢
看什么书，于是，他就开列了一些
知名作家的书籍，诸如简·奥斯丁、

艾米莉·勃朗特、罗德雅德·吉卜
林、刘易斯·卡罗尔、莎士比亚的名
著等，每晚都要挑出其中精彩的片
段念给妻子听，直到看着她香甜地
进入梦乡，他然后伏在妻子身边，
轻轻对她说：“我会每天陪伴你，能
多久就多久。我虽然不知道你我
这两片叶子谁先落下来，但我向你
发誓，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永远
守护着你这片美丽的叶子，不弃不
离地爱你、照顾你、珍惜你，直至生
命的尽头。”他话未说完，早已泪流
满面。

李光耀和妻子的深厚感情，被
新加坡人视为忠贞不渝爱情的楷
模。

日前，李光耀在接受《纽约时
报》专访时说：“我常常在静下来时，
就会想起过去与妻子共度的美好时
光。她为我做了太多的牺牲，现在，
该是我为她做点事的时候了。虽然
我不能确定，谁将先离开人世，但我
会竭尽所能减轻她的痛苦。每当夜
深人静时，如果听到隔壁房妻子传
来声音，我会立即过去看她哪里不
舒服，直到安慰她重新入睡才回到
自己房间，然后静坐20分钟，念诵一
首基督教颂歌，为妻子默默祈祷。
我已经87岁了，为了妻子，我尽量健
身，保持健康体魄，这需要付出巨大
努力。我也常常嘲笑自己在妻子面
前装出勇敢的样子，但这已成为我
的一种习惯，我还会继续装下去。
不管我和妻子这两片叶子谁先落下
来，我们之间永恒的爱都不会枯
萎。”

摘自《金色年华》

1950 年 12 月，一代国学大师傅
斯年逝世后的第三天，一群好友和
学生依旧围坐在奠堂，久久不愿离
去。俞大彩被这份真情所感动，哽
咽地讲起丈夫的往事。

那是四天前的冬夜，很冷，傅
斯年穿着厚棉袍在伏案写作。因
为次日有会要开，她催他早点休
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
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文章，急
于要拿到稿费。他继续写，又说，
等钱到手后，你尽快去买几尺粗
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
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了，不足

以御寒。
傅老一贯桀骜不驯，张扬洒脱，

临死前夕竟要为一条棉裤而赶稿，
着实令人吁嘘。众人感叹起来，一
旁的董作宾再也坐不住，含泪掏出
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塞进俞大彩手
中，说，其实先生答应我写稿，本是
让先给稿费。他盘算着一半留作家
用，一半做棉裤，后来测算出棉花和
料子太贵，再舍不得做，让我把钱存
着，日后留给你们母子。先生说你
嫁了他，从没过过舒心的日子，这笔
钱一定要留给你。

俞大彩手捧信封，泣不成声。

有个学生走近来，搁下一叠钱说，
它们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先生
视我们为自己的孩子，领到稿费后
本想用来做棉裤，听到学校最穷学
生的境况后，就捐出了大部分，只
留下这二十块，打算请我们吃锅
贴。如今先生走了，我们哪里还吃
得下呢？

都说是傅老的最后一笔稿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众人错愕不
已，董作宾却缓缓地说，因先生在
爱人前要表现出爱自己，在朋友前
要表现出爱家人，在学生前又要表
现出爱弱者，为了教育和温暖不同
的人，他才把稿费给“用”了三次
呀。

终于明白，傅斯年在最后时刻
念念难忘的，是应尽的男人、家长和
校长之爱。

摘自《环球人物》

著名的江民杀毒软件创始人王
江民，因小儿麻痹而导致终身残疾，
但他凭借自己坚韧的努力缔造了中
关村的传奇。

王江民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普
通家庭，3 岁时感染了小儿麻痹症。
病愈后落下一条病腿，在王江民记事
时开始，他的腿就“已经完了”。他只
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
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的王江
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
攘攘的人群。寂寞时，拿一张小纸
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
捻，往楼下“放转转”。在很长的时间
里，王江民都有自卑的感觉，觉得自
己是社会的弃儿。他拖着那条不灵
便的腿，经常被人欺负，上小学一年
级的时候，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
自行车压断了一次。

通过读书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
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人都是在不

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对他启发很大。他迫切地感到
要适应社会，征服人生道路上的坎坷
与磨难，就要从战胜自己开始。

当时自行车是唯一的出行交通
工具，王江民把自己的第一步，就确
定为要像正常人一样，学会骑自行
车。可是因为他的腿不方便，没劲，
站不稳，站、走都需要支撑物，这样上
车时一只脚就站不住。于是他就先
不学上车，而是先把自行车放稳后，
先爬上去，然后身体向前一使劲。自
行车就开始向前走，可是刚开始脚没
有跟上踏起来，另一只脚踏板又没
劲，自行车倒了，他摔了下来，脚站不
稳，就连车和人一起重重地摔倒地
上。可以说，他学骑自行车就是在不
断摔倒中学会的。

他好不容易能够骑着走了，下车
又成了问题。刚开始学下车时，有一
次忘了刹车，车速非常快，他摔下去

手又不知道放开，自行车就拖着他在
地上走。为此他半边身体都被水泥
地擦破了，鲜血直流。有人说：“算了
吧。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呢？”可他偏
不。爬起来，身上的血也不擦，继续
练下车。

在千万次摔倒之后，王江民终于
征服了那辆看似无法驾驭的自行
车。他终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骑车
外出了，那一刻，他感觉到残疾不能
阻挡自己的理想，不能阻碍自己干任
何事。

而后，在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之
后，王江民终于学会了抬头游泳。从
不会游泳到喝海水，最后到会游泳，
他一直到很冷的天也要下水游泳，在
冰冻的海水里练忍受力。王江民就
是这样凭着坚强的毅力不断战胜自
己，为自己打开了本不属于他的一扇
又一扇大门。

王江民一辈子没有上过大学，在
38岁后才开始学习电脑，却开发出了
中国首款专业杀毒软件，2003年他由
此跻身“中国 IT富豪榜50强”。他的
成功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他做人的
成功，是战胜自己意志的成功。

摘自《文摘报》

守护一片美丽的叶子
张达明

傅斯年最后一笔稿费
张小平

我所认识的白岩松
柴 静

大学一堂选修课上。教授面带微
笑，对同学们说：“我受一家机构委托，来
做一项问卷调查，请同学们帮个忙。”

问卷只有两道题。第一题：他很爱
她。她细细的瓜子脸，面色白皙，美丽动
人。可是有一天，她不幸遇上了车祸，痊
愈后，脸上留下几道大大的丑陋疤痕。
你觉得，他会一如既往地爱她吗？

A、一定会 B、一定不会 C、可能会
第二题：她很爱他。他是商界的精

英，儒雅沉稳，敢打敢拼。忽然有一天，
他破产了。你觉得，她还会像以前一样
爱他吗？

A、一定会 B、一定不会 C、可能会
一会儿，我们就做好了。问卷收上

来，教授一统计，发现：第一题有10%的
同学选A，10%的同学选B，80%的同学选
C。第二题呢，30%的同学选了A，30%的
同学选B，40%的同学选C。

“看来，美女毁容比男人破产，更让
人不能容忍啊。”教授笑了，“做这两题
时，潜意识里，你们是不是把他和她当成
了恋人关系？”

“是啊。”我们答得很整齐。

“可是，题目本身并没有说他和她是
恋人关系啊？”教授似有深意地看着大
家，“现在，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第一
题中的‘他’是‘她’的父亲，第二题中的

‘她’是‘他’的母亲。让你把这两道题重
新做一遍，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

问卷再次发到我们的手中，教室里
忽然变得非常宁静，一张张年青的面庞
变得凝重而深沉。几分钟后，问卷收了
上来，教授再一统计，两道题，我们都
100%地选了A。

教授的语调深沉而动情：“世上有一
种爱，亘古绵长，无私无求；不因季节更
替,不因名利浮沉，这就是父母的爱啊！”

摘自《青年文摘》

两道选择题
何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