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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周刊有个专栏叫十
个问题（10 Questions），每期都用一
页篇幅，请一位公众人物简短回答读
者提出的 10个问题。最近一期参与
这个专栏的名人是英国物理学家斯
蒂芬·霍金，以下是霍金对十个问题
的回答。

问题 1：如果上帝不存在，为什
么关于他存在的概念已经几乎被全
世界接受了？

——瑞士读者
答：我并没有说上帝不存在。上

帝实际上是人们给我们为什么得以
存在的原因取的一个名字。但我认
为，我们得以存在的原因是基本的物
理定律，而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与之建
立个人关系的某个个体，也就是非人
格的上帝。

问题 2：宇宙有终结吗？如果
有，那么之后是啥？

——英格兰读者
答：目前的观测表明宇宙正在加

速膨胀。它将永远膨胀下去，变得更
空旷黑暗。虽然宇宙没有终结，但它
有一个大爆炸的诞生起点。也许有
人要问宇宙诞生之前是什么？答案
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大爆炸之前”，
就像说没有比南极点更南方的地方
一样。

问题 3：你认为我们的人类文明
能存在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得以去

探索更深的宇宙吗？
——美国佐治亚州读者

答：我认为我们的文明还是有很
大的机会存活到我们可以殖民太阳系
其他行星。但我们太阳系没有一个像
地球一样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我
不太清楚如果我们把地球弄得不适合
居住以后，我们是否还可以生存。为
了确保我们长久生存，我们需要探索
其他星系，但这需要更长时间。

问题 4：如果你能和爱因斯坦对
话，你要说啥？

——美国康涅狄格州读者
答：我会问他“为啥你就不信黑

洞呢”？他的相对论理论中的场方程
解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型恒星或者空
间气团会因自身引力塌陷而形成黑
洞。爱因斯坦很不喜欢这个结果，他
认为这个过程会被一些爆发中断，从
而阻止黑洞的形成。但要是没有这
些爆发呢？

问题 5：在你有生之年，你希望
看到什么样的科技进步？

——美国马萨诸塞州读者
答：我期望聚变可以成为实用的

能源。聚变将提供永不枯竭的能源，
没有污染，也不会造成全球变暖。

问题 6：你觉得我们死后，意识
上哪里去了？

——西雅图读者
答：我觉得大脑就像计算机，意

识就像是软件程序。你关了
电脑，程序也就终止运行了。
理论上说，意识应可以在神经
元网络中被重建，但这非常困
难，因为这需要一个人的所有

记忆的信息。
问题 7：你作为一个声望卓著的

物理学家，有啥普通爱好来晒晒吗？
——美国密苏里州读者

答：我喜欢各种音乐，从流行
风到古典到歌剧。我还喜欢和我的
儿子Tim一起发烧F1方程式赛车。

问题 8：你认为你的身体不便是
限制还是帮助了你的研究？

——芬兰读者
答：虽然我得了运动神经方面的

疾病，但其他方面非常幸运，我幸运地
在做理论物理的工作，很少有其他领
域身体的残疾不会造成工作障碍。我
也很幸运我的那些书非常成功。

问题 9：当人们期望你回答有关
生活困惑的问题时，你是否有压力？

——美国波士顿读者
答：我显然不能回答生活的所有

问题。虽然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可
以回答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但这对
于预测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帮助，因为
那需要解更多的方程才行。我并不
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怎样让别人开
心，嗯……尤其是女人。

问题 10：你认为有一天人类可
以理解所有物理现象吗？

——德国读者
答：我期望不要，否则我就失业

了……
摘自《青年参考》

《时代》：问霍金十个问题

中国常用汉字两千多个，其中三
个字就可以把为人处世的真谛概括。

第一个字是“尖”——能大能小
为尖。能大能小是一个人为人处世
时灵活性的集中体现，是一种能变化
的智慧。仅仅能大，不一定能成大
事；仅仅能小，绝对成不了大事。

第二个字是“斌”——能文能武

为斌。能文能武，是一个人综合素质
的集中展示。能文者，常为谋士；能
武者，多为将才；文武兼备者，帅才。

第三个字是“卡”——能上能下
为卡。实际上，能上能下反映的是一
个人人性的韧度与忍度。肚里能撑
船的不一定是宰相，肚里撑不开船的
绝对不是个好宰相。凡事看得开，宠
辱不惊，纵使不是圣人，也绝对不是
凡人。

摘自《思维与智慧》

日本知名的“作家医师”、内科
医学博士志贺贡，曾提出过一个关
于健康与人生的关键数字——0.8。

他认为，从健康方面而言，心脏
每0.8秒跳动一下，也就是每分钟75
下，是人体循环的最佳状态。烹饪
时原本加一匙盐，改为 0.8 匙，不仅
最能引出生鲜食材的原味，对肾脏
也不会形成太大的负担。他进而指

出，人生需要一些舒缓的空间与余
地，而不是让身心一直处于紧绷状
态。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 0.8 之
外的那两成空间里孕育着。

人生赢在“0.8”。对现代人来
说，并不是不求进取，而是给自己留
一些空间，让自己能走得更远。比如
对一件事情，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
希望收获，但有时付出并不一定就有

回报。这时，我们要有“0.8”的思维，
要有宠辱不惊、从头再来的勇气和力
量。事实证明，人的发展都是螺旋式
上升的，如果只求垂直上升，不要迂
回，摔下来可能更重、更惨。

“0.8”思维也体现为一种健康的
生活观。吃饭八分饱，让胃部吸收
得更好，保持身体健康；做事出十分
力气，只抱八分成功期望，让心情坦
然一些；爱一个人，留两分自由呼吸
的空间给对方；与朋友交往，不要求
全责备，只求坦诚道同即可。如此
种种，我们才能享受和谐的人生、健
康的生活、活着的快乐。

摘自《时代青年》

人生赢在“0.8”
湍水石

1998 年，著名作家毕淑敏成了
心理学研究生。经过几年的刻苦学
习，到了 2003年 7月，离拿到心理学
博士学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她
思之再三，最终决定放弃。这使许
多人感到意外和不解。

她冷静地回答：“因为我不能去
考外语、写论文。我担心一个几十

万字的心理学博士论文写下来，我
可能就不会写小说了。因为风格不
一样，思维的训练也不一样。考外
语，是一个死功夫。我想，生命对我
这个年过五十的人来说是那么宝
贵，不值得拿出半年时间专门去念
外语，去应对考试。”

毕淑敏放弃了争取心理学博士

学位之后，在北京西四环外开设了一
家心理咨询中心。她认为，这是“助
人和自助的工作”，是自己极有兴趣
探索和愿意去做的有价值的事情。

比尔·盖茨的放弃也值得一
提。以他的实力，足以买下纽约，去
做房地产老板。但是他只关注自己
的操作系统以及软件的研究和开
发，而不被市场中的暴利行业所诱
惑。有位投资专家评论得妙：“比
尔·盖茨聪明之处在于，他不只是知
道做什么，而且知道不做什么，知道
应该放弃什么。”

摘自《读者》

195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
院一年一度的入学考试正在紧张有
序地进行着。忽然，有一道题吸引了
所有考生的眼球。

这道题是这样的：假如你有两块
面包，你会怎么做？

商学院教授本杰明·格雷厄姆参
加了这次阅卷。同学们的答案可谓
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我会留一块作
为晚餐。本杰明批注道：你很节俭。
有的说，我会送一块给乞丐。本杰明
批注道：你很善良。还有的干脆就说

“统统吃掉”。本杰明看了莞尔一笑，
批注道：你真可爱，我的孩子。

忽然，一个学生的答案磁铁一般
吸引了格雷厄姆的目光。这位学生
用很工整的字体写道：假如我有两块
面包，我会用其中一块去换一朵水仙
花。

看着这个答案，本杰明的内心无
比舒展开来，仿佛有一片蓝天白云在

心中冉冉升起。他觉得有太多的话
要跟这位学生说，他定了定神，在卷
末写了这样几行文字：世人都知道面
包的好，却不知道一朵水仙花的妙。
一朵风中摇曳的水仙，能让疲惫的心
灵舒展；能让忙碌的脚步从容；能让
空洞的目光领略到美的震颤……我
可爱的孩子，你小小年纪已经领略到
人生的真谛，不为物质所累，堪成大
器。

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学生的名
字——沃伦·巴菲特。这一年，巴菲
特刚好20岁。

格雷厄姆是全美最著名的投资
学理论专家。在格雷厄姆门下，巴菲
特如鱼得水。格雷厄姆反对投机，主
张通过分析企业的赢利情况、资产情
况及未来前景等因素来评价股票。
他传授给巴菲特丰富的知识和诀
窍。两人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建立起
深厚的情谊。

1957 年，巴菲特同几个合伙人
筹集了 30 万美元的资金，正式跨入
股市。他的稳健投资学理念立即得
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30 万元的资
金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到 2005年，巴
菲特的个人资产已达 440亿美元，名
列世界第二，仅次于世界首富比尔·
盖茨。

2006 年 6 月 25 日，巴菲特宣布，
他将捐出总价达300多亿美元的私人
财富，投向慈善事业。这笔巨额善款
将分别进入比尔·盖茨创立的慈善基
金会以及巴菲特家族的基金会。巴菲
特捐出的300多亿美元是美国迄今为
止出现的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这
也为巴菲特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崇高
的声誉。巴菲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
自己的诺言：假如我有两块面包，我会
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

2008 年，巴菲特的个人资产达
到了 620 亿美元，一举超越比尔·盖
茨，成为新的世界首富。

眼中有“水仙”摇曳的人，才能真
正成为金钱的主人。在这个物欲滚
滚的碌碌红尘，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
鲜活着一朵摇曳生芳的水仙。

摘自《今晚报》

新东方老师每天接触的学生粉
丝实在太多,也许一两天还可以清醒
地认识自己,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就真
的以为自己非同凡响了。

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离开。新
东方有不少我的前辈在走出新东方
的光环之后寻找到了自己新的舞
台。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钱永强。钱
永强“其貌不扬”,但是据说聪明绝
顶。在新东方工作期间,玩期货、炒
股票、买债券,积累了足够的经历和
资金之后到耶鲁大学攻读MBA,回国
之后成长为一个著名的风险投资人,
中国福布斯 排行榜排名前 500 之
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总裁
秘书张晓楠老师、新东方三剑客之一
杨继老师等。

在留在新东方还是去美国留学
这个问题上,我和母亲也曾经爆发过
激烈的冲突。母亲不希望我冒任何
的风险。在她看来,我一个月可以挣
到她一年的工资,干吗还要 折腾？还
不如老老实实地待在新东方,挣点钱,
买套房子,然后娶个老婆生孩子。不
过母亲有母亲的矛盾,她不舍得我辛

苦,又希望我能活得更有出息,但是生
活得中规中矩,没有挑战,又怎么能更
有出息呢？

“你自己决定吧。”母亲在我身
边矛盾地很痛苦,于是在陪着我考完
了寄托考试,送上了所有的申请材料
之后坐着火车回老家了。

母亲虽然身在老家,但是心忧天
下。虽然她并不支持我出国,但是当
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了,她的立场慢
慢松动。在我拿到哥伦比亚大学通
知书的时候,我兴奋地给她打电话:

“妈,我要去哥伦比亚啦!”母亲却对我
说:“孩子,稳住。”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收到了斯
坦福的录取通知书,我又给她打电
话：“妈,我要去斯坦福啦。”

“孩子,稳住。咱再等等。”母亲
仍然沉得住气。

每当我收到一个学校的录取通
知书,我都会和她上演这样一段类似
的对话。有几次学校催我,我当时差
点咬咬牙“从”了。但是在母亲的坚
持下，我一直在等。

后来哈佛给我发录取通知书了,

我再次给母亲打电话,说：“妈,我要去
哈佛啦。”

母亲这次非常爽快：“孩子,咱别
等了!”

离开,也意味着放弃。当我在新
东方工作到第四年的时候,正是新东
方紧锣密鼓筹备上市的时候。2006
年 3 月,我陆陆续续拿到了斯坦福大
学、哈佛大学的通知书,就在第一时
间告诉了国内部的主任周雷我离开
的想法,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寻找
新的老师。

9月上旬我办理了离职手续赴美
国读书,中旬，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这之间只相隔了大概10天,
但是这 10天意味着我放弃了我在新
东方工作了四年所应该得到的期权。

期权和哈佛之间,我选择了哈
佛。“财富以后还可以获得,但是年轻
的时候去看世界,以后不一定还有机
会。”我边安慰自己,边收拾着三大箱
子的行李,把满屋的书寄存在一个朋
友家。我关闭了当时已经人气很旺
的博客,登上去美国留学的航班,飞向
一个未知的世界。

上完新东方的最后一节课,我对
着新东方总部的新东方标志鞠了一
躬,感谢这所学校给我带来的成长,没
有这段新东方的经历,我很难有能力
圆自己的出国梦。

摘自《意林》

对世界各国首脑来说，在政坛
上，他们是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
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孩子，他们和所
有普通父亲一样，肩负着培养和教
育子女的重任。

他信：让孩子“受苦”
泰国前总理他信是第四代泰国

华裔，也是东南亚著名的“电信大
亨”，家里十分富裕。可是，他对自
己的一子二女要求相当严格。

小女儿贝东丹高考结束后，他
信把女儿送到曼谷一家麦当劳餐厅
里打零工。其间，他信还专程光顾
这家餐厅“视察”女儿打工情况。

他信说：“我就是想让她有这个
经历，让她了解生活。因为她是家
里最小的孩子，出生时父母就是有
身份的人。钱不是关键，我们想让
她获得一些经历。”

他信还表示，希望女儿能够成
为泰国年轻人的榜样，能更快地适
应工作，适应社会，并培养责任感。

布莱尔：保护孩子隐私
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及其全

家都是大大小小媒体关注的对象。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布莱尔特别
注重保护孩子的隐私。

为了让自己的 4 个孩子在正常
的环境下成长，身为老爸的布莱尔
使出了浑身解数。

2000 年，布莱尔最小的孩子里
奥出生前，很多媒体已经为独家拍
摄婴儿的第 1 张照片展开了激烈竞
争，甚至愿意用6位数字的金额赢得
独家拍摄权，但布莱尔坚决拒绝新
闻媒体为孩子拍照，不想让媒体介
入他们的生活。

最后，他雇一名摄影师来拍第

四个孩子诞生后的照片以及全家
福，然后免费散发。

2004 年，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
前主席布莱克曾透露了一个内幕消
息：布莱尔曾专门“召见”他，希望与
媒体达成协议，保护他孩子的隐私
不受侵犯，就像媒体与王室之间在
威廉、哈里两个小王子问题上达成
的协议一样。

但是，布莱克委婉回绝了这一
要求，结果布莱尔夫妇非常生气。

普京：擅长给孩子“放权”
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对两个

女 儿 的 教 育 问 题 上 ，很 擅 长“ 放
权”。看起来很严肃的他从来不
会向她们强加某些东西，从不询
问她们考了多少分，不会在她们
厌倦的时候强迫她们上学，而是
让其个性自由发展。

他的两个女儿都认为，有这样
的老爸非常幸运。

普京的妻子柳德米娜曾经透
露，普京从不反对她教育子女的方
法，他总是习惯于提出那些方向性
意见，并说这只是他个人建议，具
体的决定都由她来做。在孩子的
学习和休息方面，普京从不吝惜钱
财。

当然，在普京和妻子的巧妙管
理下，两个女儿都非常争气，成绩优
秀，掌握了三门语言，还对学习中国
武术颇有兴趣。

布什：曾经“管教无方”
过去，美国总统布什一直被舆

论认为对女儿“管教无方”。2001
年，他的双胞胎女儿曾经因为未到
法定年龄饮酒，被美国媒体大肆曝
光，令布什家族颜面尽失。

在布什的鼓励、引导下，逐渐
地，这对爱惹事的双胞胎也慢慢成
熟 和 懂 事 了 ，并 双 双 大 学 毕 业 。
2004 年，为了帮助父亲赢得总统大
选，历来不喜欢政治的詹娜和芭芭
拉姐妹俩还投身父亲的竞选阵营，
出了不少力。

在谈及为父“杀”进公众视线
时，詹娜对记者说：“这与他要求我
加入是不一样的，他们从来不想把
我们抛入那个世界……但我爱我的
爸爸，我想要是不这样做，我会感到
遗憾的。”

布什本人经常会拿自己开涮，
詹娜认为这是总统父亲最好的幽默
感。她说：“他经常会与我们的男性
朋友开玩笑。他不是那种独断类型
的父亲，他有时开起玩笑来经常会
吓坏在场的其他人。”

奥巴马：教育孩子有八大原则
美国家长经常对孩子说的是：

“我爱你”，“孩子，你很棒，父母为你
自豪”，“孩子快乐最重要”，美国家
长一般情况下，是尊重孩子的兴趣
爱好，经常赞扬孩子，但在生活中，

“爱”好像又“不爱”孩子，对孩子的
费用方面很抠门有时很“残忍”，经
典的代表故事：孩子跌倒，家长不会
去帮忙，让他们自己爬起来……同
时，在美国，孩子被看成是全社会
的，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美国总
统奥巴马和夫人教育孩子就有以下
八大原则：

第一，父母要做好子女的榜
样。第二，要让孩子们感觉到被
爱。第三，不要溺爱孩子。第四，家
庭的稳定和传统会给孩子带来安全
感。第五，立规则同时给孩子们一
定通融空间。第六，孩子要学会为
他人着想。第七，关注孩子的学习，
但不强迫死读书。第八，为两个女
儿制定家中纪律，培养孩子的独立
性。

摘自《报刊精萃》

要哈佛还是要钱
张 扬

假如你有两块面包
朱国勇

各国政要如何教育孩子
李 响

放弃的成功
司念鉴

泰国是世界上有名的“微笑”之
国，外国人只要一上泰航的班机马
上就有了体验。身着淡玫瑰色传统
服饰的泰国小姐，微微垂首，双手合
十，笑盈盈地对每一位乘客说“你
好”。

即使不懂泰语，听泰国人说话
也是一大享受。他们不论男女，柔
声细气，每句话最后都加一个轻音
类似于“咖”。原来“咖”是泰语里特
有的表示礼貌和委婉的虚词，你到
了泰国就会发现耳边“咖、咖”之声
不绝如缕。说来惭愧，在泰国先后

住了几年，只熟练掌握了一个泰语
词“昆”（音译）和一句话“铺泰迈代”
（音译）。这个“昆”字是个礼貌用
语，在日常生活中用途极为广泛。
一般来说，“昆”是尊称，有“您”的意
思，与泰国人交谈一定要称对方

“昆”。所以有些在泰国常住的中国
人干脆把泰国人通称为“昆”。至于

“铺泰迈代”那句话就更有用了，意
思是“我不会讲泰语”，是一句大实
话，在泰国的外国人出门办事、买东
西都用得着。

乘公共汽车时，泰国人上、下车

时从来都是先上后下，有空座就坐，
没座也不去抢。如果见到抱小孩的
少妇上车来，有座位的乘客不一定
让座，而是赶紧把小孩接过去抱
着。赶上上学和放学的时间，车上
会挤满许多中小学生。不管互相认
识不认识，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有座的同学都自然地从站在身旁的
同学手里接过书包，小心翼翼地放
在腿上，好像生怕把别人的书包弄
脏了。这样，坐着的人心安理得，站
着的人还心存感激，两全其美。

泰国人的口头禅是“迈奔来”
（音译），意即“没关系”。这固然是
谦逊礼貌的用语，更是笃信佛教的
泰国人的一种随遇而安的处世哲
学。遇事不着急，不上火，“迈奔
来”，慢慢来，横竖天塌不下来。

摘自《国际公务员奇记》

体验泰式温柔礼貌
翟 华

美国没有剩女，并非指所有所
谓“适婚”女性都已结婚，而是指因
为种种缘由独身的女性并不被社会
给以特殊的关注，更不会被冠以“剩
女”的称呼；其中的很多人，独身是
一种她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有的是
因为坚持等待理想婚姻而独身着，
她们没有集体的焦虑，也不会被人
分析来分析去，或者被“同情”，被

“奚落 ”……
在美国，各个年龄段的男男女

女都有很多未婚的，甚至好些人六
七十岁还从来没有结过婚，在笔者
看来，其深刻缘由是来自其文化和
美国人的婚恋观。

文化上，美国人从小到大被灌
输的文化是独立，这个独立包括经
济上，精神上，甚至包括思考能力。
他们以凡事靠自己为荣。美国的女
性从来不是“小鸟依人 ”的类型，而
是独立的，强大的与男性对立的个

体——对他们而言独立是很重要的
品质。一个人如果事事独立，内心
强大，对想要的生活非常清楚，他
(她)就不会尽力找依靠。

美国人没有按时结婚的观念，
他们不被要求过符合大多数人价值
观的生活。美国是绝对崇尚个性自
由的国家。美国人40多岁结婚的也
常见得很，我接触到一些客户都五
六十了还是未婚，也没有见他们着
急！周围的人也不为他们担心，更
不会以为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为何还不结婚的猜测。甚至好些人
到老都没有找到中意的人，他们就
选择独身。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恋爱或
婚姻伴侣的选择上，他们更重视价
值观的趋同，性格是否适合、爱好是
否相似，而不是外在的身高，相貌，
年龄。西方人的征婚广告多介绍自
己的兴趣爱好和性格，对对方的年

龄要求通常是比自己大小五岁皆
可，对方是否有小孩也不重要。他
们喜欢的女性是有内容的，知识面
广的，有趣的。

在美国，无论是在婚姻市场还
是就业市场，成熟的女性更被欣
赏。昨天早上我们开晨会，经理给
我们读了一些美国银行新州市场上
的客户投诉，其中有个客户居然抱
怨一个网点的员工太年轻，他说那
些人看上去都不到30岁，太不职业，
怎么能信任他们！美国的公司却更
倾向于招收35岁以上的，成熟，阅历
广的，因此在美国常看到中老年的
新闻媒体主播人员，年纪偏大、长相
普通的广告“明星”，连空姐也是一
大把年纪。

西方的男士更欣赏成熟的，独
立的“熟女”。在美国，一个人带着
孩子，坚强、积极地生活的女性反而
更受尊重和爱慕。我的两个美国女
同事(一个 33 岁，一个 43 岁)都是第
一次婚姻失败后带着几个孩子生
活，后来都嫁给了从来没有结过婚
的第二任丈夫。

摘自《重庆晚报》

美国没有剩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