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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国际组织对全球 21
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
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
名倒数第一，创造力也排名倒数第
五。

如今，“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到家
用电器、小到服装玩具无所不有，遍
布全球市场，但大都是“贴牌”产品，
中国企业赚到的只是一点点加工费，
绝大部分利润被品牌拥有者——外
商赚走了。与此同时存在的另一个
很怪的现象是，在动漫市场上几乎看
不到中国人的作品，在中国的儿童电
视节目中，却大量充斥着日本和美国
的动漫作品，虽然在政府部门的干预
下，国产儿童动漫节目有所增加，但
其收视率却难以与进口节目相匹敌。

难道中国人天生没有创造力吗？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且不提“火

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这四大
发明，仅以童话故事来讲，中国也有
花木兰、孙悟空、哪吒等脍炙人口的
童话人物。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我
国古代人天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那么，今天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很多人会说，中国载人航天
飞行的成功、近期成功摧毁废弃的气
象卫星等不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主研发”
与“创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创新是指发明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
东西，而“自主研发”无非是追着国外
先进技术后面去模仿。当然，“自主
研发”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必不可
少的，但是其所创造的价值却无法与

“创新”相比。
中国人较西方人缺乏创造力，这

不仅是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结论，也一
向是教育界的热点话题。英国著名

学者李约瑟就曾提出疑问：为什么中
国的科技在唐宋时代就已领先西方，
却在明清时代落后下来。

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是谁偷走
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其实，这个偷窃者不是别人，正
是中国人自己，是我们的教育观念！

中国人不是没有创造力，只是按
照中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没
有了创造力。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
的呢？

从一个新的生命伴随着那声初
啼来到人间，孩子的父母都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什么是
好孩子呢？很简单，听话就是好孩
子，听家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对父母
和老师的训导、教诲和要求只许说
是，不准说不，只能顺从、遵从和信
从，不能拒绝、怀疑和反对，顺就是
孝，逆就是忤。如果有什么不同意
见，不管你有没有道理，没说之前就
先已经错了。学校里选班干部、评好
学生，“听老师的话”是最起码的条
件，否则，老师那里绝对通不过。

也许在家长那里，教育孩子养成
听话的习惯，有着比较复杂的动机，
比如作为自我保护的生存术，出于趋
利避害的现实计较，等等。统治者推
广张扬这种文化传统，则是出于社会
安定，政权稳固的考虑。于是，成

“材”教育而不是成“人”教育就成了
从家庭到学校到统治者的共同行
为。但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对
孩子的“听话、顺从”教育，却带来了
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一个影响深远
的恶果：从人的幼儿阶段开始就不断
地砍掉他们说“不”的能力，这就等于
从根子上扼杀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这是因为，能够说“不”和敢于说

“不”，不仅是一个人
独立、尊严和自信的
体现，更是一种在各
种社会活动中不可
缺少的能力。

怀疑精神是科
学精神的主要内涵，这种精神主张人
应当面对现实不断提出问题，从问题
出发，对前人进行质疑，以探求出能
够经受更多怀疑、更多混乱考验的原
则。通俗一点说，就是要求人们对于
任何事情，对于已经决定了的，或者
是常规的、习惯的、多数人遵奉的东
西，都敢于问一声“为什么”，以促使
我们的思想不断地趋向真理。

无数的事例都告诉我们，在创新
活动中，能否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往往是一个先决性的问题。可以说，
敢于对权威、对传统理论、对已有的
结论、定论和规范，对人们习惯的事
物说“不”，是一切创新、创造活动的
前提。

中国并不缺乏“自主研发”的实
力与人才，缺乏的是“创新”能力，这
一点国家已有充分认识。在“十一
五”规划中“着力增强创新能力”被作
为中国未来 5年发展的一个目标，温
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反复
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2006年，中国政府投入 716亿元力促
自主创新，比 2005 年增加 115.26 亿
元，增长19.2%。

西方教育与我们的根本不同在
于：它从小学就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与批判思维。一位美国小学校长这样
说：“在教育中，我们应该重视科学观
而不是技术……经过教育，他们应对
世界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他们
应该会提出问题，而不只是接受。”

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在 21世纪的
伟大复兴，为了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
够有尊严地立足于这个世界上，我们
的教育者，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
应该加入到一项伟大的工作中来
——鼓励和教会孩子说“不”！

摘自《书苑》

都灵大学是意大利一所颇有声
望的大学，它的历史甚至比法国的
巴黎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剑
桥大学还要古老。

在都灵大学的校门口，有两尊黑
色大理石雕塑，左边是一只鹰，右边
是一匹奔马。它们成了都灵大学的
标志。可是，这只鹰和这匹马代表着
什么呢？人们一直以为，鹰代表着鹏

程万里，而马则代表着马到成功。其
实，仔细研读都灵大学的校史，你就
会发现根本不是那样的意思。

那只鹰代表的其实是一只被饿
死的鹰。为了实现飞遍全世界的远
大理想，这只鹰苦练各种飞行本领，
却忘记了学习觅食的技巧，结果在
它踏上征途的第五天就饿死了。

那匹奔马也不是人们认为的千

里马，而是一匹被剥了皮的马。这
匹马开始的时候嫌他的第一位主
人——磨坊主给的活多，乞求上帝
把它换到马夫家。可马夫给的饲料
不好，这匹马又乞求换主人。于是，
上帝把它换到了皮匠家里，皮匠给
的活不多而且饲料又好，可是没过
几天，这匹马就被皮匠剥了皮，做成
了皮制品。

都灵大学的创办者把两尊雕塑
矗立在校门口，旨在提醒学生们：真
正能把人们从饥饿、痛苦和贫困中
解救出来的是劳动和生存的技能，
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知识。

摘自《知识窗》

17岁的玛拉来自新泽西一个小
镇，她有一个藏了好几年的秘密，朋
友们都不知道。她私下承认：“我想
读哈佛。同学们问我要申请哪个大
学，我说还没想好。我的梦想似乎
太荒唐了，自己都不敢说出口。”她
这三年的大半时间都在为申请这所
一流大学做准备。“我 SAT 考得很
好，现在在读6门高级班课程。我还
把家族史调查了一番，缠着父母打
听他们的同事中是否有哈佛毕业
生。我甚至告诉哈佛我喜欢工程
学，因为我知道一个女生有这样的
爱好被录取的可能性更大。”

玛拉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就读
于纽约某私立高中的凯茜也是如
此。“所有人一开口，不是谈考试成
绩就是说 SAT、ACT 考了多少分。”
她表示，“为了超过别人进名校，大
家都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请家教传
授考试和论文得高分的技巧。没有
经济实力的学生又如何竞争得起
呢？”

随着申请名校的人数不断上
升，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到进大学的
艰难。“不进名校，一生毁掉”的心
理可能从初中就开始萌生。“我读 6
年级的时候，班上就有同学因为考
试得了 B 哭起来。”纽约学生、15 岁
的瑞秋回忆道，“他担心考不上理
想的大学。”而 18 岁的玛丽莎透露，
她的大多数朋友都有升学计划，有
的甚至从一进高中就开始准备：

“你需要安排好自己的课程和课外
活动，请 SAT 或 ACT 家教（我们年
级每个人都有家教），还要做社区
服务，因为这样‘好看’，会为你的
形象加分。”

对于那些一心要读名校的青少
年来说，牺牲课外社交活动已是一
种必然。

这么多的学生想跻身的名校就
几个，竞争变得如此残酷也就不足
为奇了。对于有的学生来说，睡觉
都是浪费时间。

学生们大多把苯丙胺称为“学

习药”，因为它可以
提高注意力并减少
睡眠。虽然这类药
品在法律上属于处
方 药 ，不 过 海 伦 表
示：“拿到处方的人

极少把开来的药按医嘱服用，他们
会分一些给朋友。”

在纽约经营一家咨询中心的
希瑟·鲍尔表示，她对于此类兴奋
剂的泛滥一点不奇怪。她感叹：

“我的确看到很多学生使用苯丙胺
或是过量摄取咖啡因，比如星巴克
咖啡或红牛。这些都可以让他们
有精神熬夜以做完所有作业。难
道大学录取通知书比一个人的健
康还重要吗？”

对于申请大学，最糟糕的决定
就是仅凭名气盲目择校。记住，如
果你得靠极端的手段进某所大学，
这个学校也许根本不适合你。去不
同的校园转转，看看学校的环境是
不是适合你的性格，有没有你特别
感兴趣的专业。还要记住，常青藤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不能确保你一
定能成功。“你是什么人、你的成就
和你读哪所大学无关。”科恩说，“你
的生活由你自己创造。”

摘自《英语广场》

笔者近日参观了法国巴黎近郊
布雷日镇的一个大农场，见识了和
中国不一样的法国农村，这里的农
民不愿意进城，反倒担心城里人下
乡，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小麦地边，雷米先生介绍说，
他今年 50 多岁，和弟弟共同经营农
场，他们是家里第七代务农的，农场
约有5250亩土地。在农场粮食仓库

外，停着几辆农用机车，印象最深的
是红色拖拉机，轮子直径大约 1.8
米。雷米先生笑着说，这拖拉机有
最好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能引导
工人精确驾驶，帮助翻地与播种。

参观完农场，记者受邀去他家
中看看。记者问夫妻两人：“你们喜
欢在城市还是农村生活？”他们笑着
说：“当然是在农村了，我们平均一

周工作4小时。这里环境
好，安静，互联网等都非
常方便。生活的成本比
巴黎低，享受和巴黎城里
人 一 样 的 各 种 社 会 保
险。每年的 1 月初，我们

都有 10天假期。在 8月的最后一个
星期，我们都到外地度假。”

对于祖辈习惯于居住在农村的
法国农场主而言，迅速膨胀的巴黎
给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挑战。雷
米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农场变成
了城市，那么，我就迁移到更远的地
方，继续经营农场。”

摘自《看世界》

法国农民担忧城里人下乡
魏 莱

很少有人知道，周涛出生在安徽
的煤城淮南市，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
教师，既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缺
乏雄厚的财力，那她是怎样从一个外
省柔弱女子，成为中央电视台著名节
目主持人呢？她的“秘诀”就是——

“人生就如蹦极，只有突破自己，才能
实现跳跃！”

周涛从一懂事就在父母培养下
开始养成了爱读书、爱听故事的好习
惯。她有许多儿童故事书，闲暇时就
拿出来看。她不但会看，还在家人的
要求下学会了讲，每个童话故事她都
讲得有声有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
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从上中学
开始，活泼的小丫头，进入青春期，加
之高考的压力越来越重，性格渐渐变
得非常内向，不仅不太爱说话，尤其
是跟陌生人不主动打招呼，很难主动
跟别人交流，只知道一心学习功课。
正应了“祸福相依”的古话，周涛当年
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
院。

留在北京，可以说是每一个外省
大学毕业生的梦想。周涛自然也不
例外。她在北广播音系学习四年后，
为了在北京找到接收单位，不得已暂
时放弃做主持人的梦想，先就业，进
了北京市公安局任文秘。当年的周
涛，虽然青涩，在户口落在北京后，仍
不满足超级稳定但一眼就可看到底

波澜不兴的文秘生活，努力寻找机会
实现第一跳！机会终于来了！三年
后，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她突破
有些自闭的性格，果断毛遂自荐，经
过层层关卡，终于进入担任《北京新
闻》主播。按常理，作为外省籍的女
孩子，终于学有所用，她该满意了
吧？但周涛不久又对照本宣科的播
音员生涯不满足，再次寻找机会。恰
在这时，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栏目
组遴选主持人，她又毛遂自荐，被“借
用”了过去。且说《综艺大观》栏目组
的人员，大多属于临时聘用，一旦不
合格，就会被辞退，只能“漂”着，可以
说是地地道道的“泥饭碗”；而且这个
节目为现场直播，不仅要求必须有好
的口才，同时要有非常机敏的反应，
因为现场直播有可能出现事先写好
的主持稿里不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
的突发事件，这对当年不爱说话、害
羞、内向的周涛来说，可以说是极大
的挑战。她第一次主持的是《综艺大
观》一期蹦极节目。周涛是一个恐高
的人，但她是节目主持人，再无退路，
就非常想做好。当时直播现场有三
个嘉宾，男的只有歌星景岗山一个，
他第一个首先假装勇敢地跳了下去，
但恐惧得面无人色；而女嘉宾歌星孙
悦呢，是第二个蹦极的。她临渊一
看，又见景岗山面无人色，一时竟然
忘了直播，花容变色，不顾体面哇哇

大哭；作为这一档节目主持人的周
涛，虽然面带微笑，但是实际上心里
已经非常害怕。但这个当年看似柔
弱的女子，认为蹦极对她人生的意
义，不在于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节
目，而在于对自己内在潜质有了更加
深刻的了解。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
生”！当把一个人逼上绝境上的时
候，内在力的爆发是不能预测的。只
见她咬紧牙关，深呼吸，强作镇定，自
信勇敢地从二十层楼高的地方跳了
下去。果然，有惊无险，周涛突破了
自己的极限，成功了！

经历了这一场蹦极，周涛不仅第
一次主持综艺大观节目旗开得胜，实
现职业生涯果断的第二次跳跃，而且
她对自己的潜质有了更加深刻的了
解。为了把以后的节目做好，在《综
艺大观》栏目组站稳脚跟，她勇敢地
尝试很多以前绝对不敢做的事，比如
大象按摩等。在工作和生活中，无论
遇到多大的困难，她都不怕，而且充
满了自信，千方百计寻求解决的办
法。就这样，她不仅突破自己不爱说
话、害羞、内向等弱点，口才突飞猛
进，练就了伶牙俐齿；而且成了人来
熟，经过努力，终于成为央视“名嘴”，
甚至能够独自拳打脚踢地做《真情无
限》的制片人，实现第三次跳跃。

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周
涛三级跳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有决
心和毅力，提升自信，如蹦极一样，

“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三级跳，必
将获得突破。否则，优柔寡断，不会
果断处理舍与得的关系，到头来恐怕
只能是一事无成。

摘自《讲述》
许多年前，一位来自辽宁沈阳

的父亲带着他 9 岁的孩子，来到北
京。

听起来真像是个故事——他们
要来北京寻找一个梦想！

可是，父子俩一无关系、二无背
景，仅凭着对音乐的执著与热爱，他
们的走访并没有引起音乐前辈的接
纳和重视。为了能够待在京城，父
亲费尽周折，勉强将儿子送进了一
家小学。

孩子的特长是弹钢琴，父亲高
价联系了一位有名的钢琴老师，希
望得到他的指点。但是第一天，钢
琴老师只教了一段简单的乐谱，就
摇起了脑袋：“这孩子，脑子比一般
人笨，反应也慢，肯定上不了中央音
乐学院，趁早改行吧！”结果，性格倔
强的孩子当场就和老师较真起来，
父亲怎么也劝不住，师生俩闹得不
欢而散。

看着不争气的儿子，父亲心里

一阵难过：“这些年，我们离开故乡
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让你受到更好
的教育，可你居然顶撞老师，你太让
爸爸失望了……”孩子的倔劲又上
来了：“爸爸，如果我弹得不好，老师
可以指出来，我会去改，但是，我讨
厌他还没耐心了解我，就说我不
好。如果这样，我再也不学琴了，我
想回沈阳！”

经过又一场争执后，父亲由失
望变成绝望，决定带儿子离开北京。

就在他们动身的当天，却意外
地接到了一个通知：孩子所在的小
学办晚会，老师们指定要孩子弹奏
一曲钢琴。孩子显然还在气头上：

“不弹了，不弹了，连钢琴老师都说
我笨，反应慢，我再也不摸琴了！”

无论老师们怎么做工作，孩子
就是不肯再摸琴了。

不一会儿，这边聚集了一群好
奇的小观众，他们都是孩子班上的
同学。接下来，令人感动的一幕出

现了，小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帮
着劝开了：“弹吧，我们都喜欢听你
弹琴！”

“在我们心中，你是弹得最棒
的！”

那天晚上，孩子流着泪，以从未
有过的激情，弹奏了几支中外名
曲。台下的听众们如痴如醉，掌声
四起，久久没有停下。孩子站起身
来，一遍又一遍向着鼓励他的人们
鞠躬。在那些连绵不绝的掌声中，
这个孩子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
定：“爸爸，我要学钢琴！我一定要
学好！我会听老师的话！”

凭着过人的自信加努力，两年
后，这个孩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中央音乐学院附小；10年之后，他成
了中央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客座教
授，并且凭着一系列成功的演出技
惊中外。他，就是被誉为“百年不遇
的钢琴天才”郎朗。

成名之后，很多人问起郎朗成
功的秘诀。郎朗无一例外都会提及
小学时那场特殊的晚会，提及激励
自己上路的掌声。正是这些掌声，
给自己莫大的肯定，拯救了一个即
将熄灭的梦想。

摘自《书苑》

在《鲁迅日记》、萧红的《回忆鲁
迅先生》和许广平的《鲁迅先生的娱
乐》中，鲁迅衣食住行的一些细节被
记载了下来，折射出鲁迅特有的消
费观。

在很多方面，鲁迅的生活是节
俭的，朴素的。

鲁迅不讲究衣着，青年时，从端
午到重阳，他只有一件廉价的羽纱
长衫。

晚年时，他的衣柜里衣裳很少，
都让待客的糖盒、饼干筒、瓜子罐给
塞满了，在冬天，他穿黑石蓝的棉布
袍，头戴灰色毡帽，不用围巾和手
套，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鲁迅喜
欢北方口味，怕开销大，没请北方厨
子，平常在家吃饭就只有素炒豆苗、
笋炒咸菜和黄花鱼三碗菜。他爱吃
糖果，只挑便宜的买。他喝清茶，家
里不预备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
类。他备有两种烟，一种价钱贵的，
用来待客，一种便宜的，自己抽。鲁
迅家没有沙发，客厅没有地毯。鲁

迅住在上海9年，从不游公园。鲁迅
常常寄书，包书纸都是从街上买东
西留下来的牛皮纸。

在有些方面，鲁迅的生活又是
阔绰的，讲究的。

鲁迅很喜欢北方饭，萧红到他
家做客，一提议做韭菜盒子等，他必
然赞成。他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
素的菜蔬和隔夜的菜，他不大吃。
有客人来的话，鲁迅家的菜食很丰
富，有鱼有肉，都用大碗装，起码四
五碗，多则七八碗。

鲁迅喜欢喝酒，常喝半小碗或
一碗花雕。鲁迅请朋友下馆子总去
知名饭店，花费不小。常有他所关
心的青年朋友寄居其家，周建人一
家及别的朋友也常在鲁迅家吃饭。

鲁迅喜欢住宽敞的房子，几次
搬家后，最后选定大陆新村九号，这
是一幢水、电、气齐备的三层楼的阔
大建筑。鲁迅给儿子海婴买了很多
玩具和用具，很舍得花钱。

鲁迅先生喜欢购书，平均每月

要花 90 多元。鲁迅喜欢看电影，因
为在人群中会遇到识与不识、善意
或恶意的难堪的研究，所以常买价
高的好座位，这样可以高高兴兴地
看，也可以照顾到患近视的许广
平；往返要乘汽车，很少坐电车，黄
包车更不肯坐，因为遇意外逃躲不
方便。

鲁迅和海婴多病，常请日本医
生出诊，诊金颇高，医药开销不小。
鲁老太太和朱安夫人在北京家中，
她们的日常开支由鲁迅提供，鲁迅
每年还向绍兴朱家和周家寄钱，鲁
迅常常接济同住上海的周建人，也
常帮助有困难的朋友，慷慨资助。
鲁迅常常直接资助文化事业，如版
画出版。

由此看来，鲁迅既不主张对物
质财富一味地节约吝惜，也不赞成
对物质财富无节制地消耗。

他在某些方面的讲究，是折射
他的生存环境、生命情趣和为人境
界的。

他倡导“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
人”，既不为清贫所迫，又不为物质
所累，体现了他的理性精神和道德
自律，鲁迅拥有的是一种健康合理
的消费观。

摘自《大公报》

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不
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
才华横溢的演讲家，正是他无数次激
昂慷慨的演讲，给了当时怀疑、忧郁
的英国民众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整
个英国树立起坚持不懈、战斗到底的
民族气概。

他最后一次演讲是在剑桥大学
的毕业典礼上。1940年，德国轰炸伦
敦后，整个英国都沉浸在怀疑、忧郁
的情绪中。1941 年 10 月 29 日，丘吉
尔出席了剑桥大学的毕业典礼。开
始的时候，校长想请首相率先致辞。
丘吉尔说：不，我到典礼结束前 20分

钟再讲。在典礼进行到最后 20分钟
的时候，校长把一直坐在一旁的首相
介绍给大家，请首相致辞。丘吉尔站
在主席台上，从容地脱下大衣，摘下
帽子，默默地注视着台下的几千名青
年学生。一分钟后，他挥舞着拳头，
开始了他习惯式的演讲。演讲持续
了20分钟。但是，这20分钟，他只不
断重复着讲了两句相同的话：坚持到
底，永不放弃！坚持到底，永不放弃！

演讲结束了，丘吉尔穿上大衣，
戴上帽子，从容地离开了会场。整个
会场鸦雀无声，几分钟的寂静之后，
掌声雷动。大家纷纷站立起来，热泪

盈眶，目送着远去的首相。
这场演讲被称为成功学演讲史

上的经典之作。在民族危亡的关头，
在整个民族需要一种坚强的时候，他
用这种方式告诉人民：胜利没有什么
困难，战胜敌人也没有困难，只要坚
持到底，永不放弃。

这场演讲之后的第二天，英国所
有报纸的头版标题都是这样的一句
话：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这句话，成
为当时英国的民族精神，也迅速成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精神旗帜。

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
是一个人，都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缺
乏恒心、半途而废是大多数失败的主
要根源。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一个人
坚韧不拔的恒心和忍耐力量，是一个
人在逆境中依然坚强不屈的精神意
志。

摘自《海外风云》

周涛：人生就是蹦极
星 汉

丘吉尔最后一次演讲
鲁先圣

鲁迅的消费观
段慧群

记住生命中的掌声
四叶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