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16 世态万象2011年11月3日 星期四

有些去美国的人会发现，在美
国竟然听不到“大名鼎鼎”的“美国
之音”，而一些“美国之音”节目中的
名人则会郁闷地发现，他们在美国
根本无人知晓。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根据美国法律，“美

国之音”这样的对外宣传节目不得
在美国境内播出，否则就是违法行
为。

把“美国之音”隔离在美国之外
的“防火墙”，是《美国信息与教育交
流法案》（即《史密斯·蒙特法案》）第
501款，明文禁止“美国之音”、自由
亚洲电台等国营媒体在美国国内广
播，禁令至今有效。

这部于 1948 年 1 月通过的法
案，可谓冷战的产物。

当时的情况是，美苏之间的宣

传战带给了“美国之音”“第二个春
天”，使之避免了被解散的命运。在
一些政客的推动下，该法案正式授
权政府经营，属于官方的广播电台，
进行对外广播宣传，以支持美国的
对外政策。

但颇为微妙的是，重新找到感
觉的“美国之音”却遭到了国内民众
的抵制，有数百万人为此示威游
行。迫于压力，法案在通过时进行
了“消毒”处理，规定“美国之音”等
宣传机器不得在本土广播。

这一处理的潜台词是，不让不
真实的、过于政治工具式的传播进
入美国。事实上，就像热衷于为明
知有罪的人进行无罪辩护一样，美
国政客和美国媒体都很清楚“美国
之音”说的话有多少是真的。

在极其重视媒体公信力的美国

民众看来，无论是出自什么目的，明
显的瞪眼说胡话行为也是不能接受
的。如果“美国之音”真的在本土落
地，并为美国民众和其他媒介中人
所收听的话，它就必须收敛许多，否
则早就被民众和媒体的唾沫淹没
了。

为了利益，在外面说些忽悠人
的话也就罢了，回家就没必要说了，
也没人愿意听。

1962 年 2 月 26 日，在“美国之
音”成立 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
说中，肯尼迪总统给予“美国之音”
高度的评价，认定它“是政府的一只
臂膀，因此也是国家的一只臂膀”，
并希望它能继续“以一种最有利于
看待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方式，把我
们的情况向全世界报道”，“报道我
们的基本信念”，并且“要和我们的
敌人的宣传进行竞争”。

这番话，也从一个侧面呼应
了 艾 森 豪 威 尔 的 主 张 ：“ 在 宣 传
上花１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５
美元。”

在话语权上花钱，再多也不多。
摘自《话语权》

国王收到了来自阿拉伯的礼物
——两只威武的猎鹰。国王从未见
过这么漂亮的猛禽，他把它们交给
自己的首席驯鹰人进行训练。

几个月过去了，驯鹰人报告说
其中一只猎鹰已能傲然飞翔，另一
只却没有半点儿动静，从来到王宫
的那天起就待在枝头纹丝不动。

国王召集了各方的兽医术士，
命他们设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但
所有人都无功而返。最后无计可施
的国王突然想到：“也许我需要一
个熟悉野外环境、对自然了解更多
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王命
人去找一个农夫进宫。

第二天，国王看见那只不可救

药的猎鹰正盘旋在御花园的上空，
他兴奋地问农夫：“你到底用什么
方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的？”

农夫谦恭地低着头回答道：
“殿下，我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砍
断这只鹰抓着的树枝。”

每个人的心灵上都有翅膀，能
够带我们自由翱翔。但我们总是忽
略它的存在，固守在自己的领域
里，为了安全感和舒适感，抓着熟
悉的东西紧紧不放，从而失去了探
寻精彩世界的能力。让我们斩断束
缚的“枝条”，展翅高飞。

摘自《读者》

小时候崇拜英雄，也崇拜那些身
怀绝技的人。

有一个小生意人，我小时候就很
崇拜他。这个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广
州市穿街过巷。自行车前架安置有
小木箱，木箱间，放有不同味道的青
榄。有的甜，有的酸，有的辣。

“飞机榄”，凭什么起名如此奇
特？这是卖点。这个生意人不知何
时练就了一手绝活，你住在三楼、
四楼，甚至五楼，你只需对这生意
人喊：喂，买五分钱辣榄。往楼下
扔一个五分钱硬币，他就会不慌
不忙用旧报纸包好辣榄，顺手一
扔，那辣榄就会准确无误地飞到
你的手上。

这手绝活，令我们这些小男孩啧
啧称奇，晚上做梦也禁不住浮想联
翩。如果我们学到这绝活，我们就可
以天天去打鸟了，打完鸟就炸鸟吃，

上世纪60年代，多饿人哪。
为了考验“飞机榄”的水平，我们

有时故意手拿一个小脸盆，让生意人
将“飞机榄”飞到小脸盆里，那生意人
笑笑，说，干脆拿个碗吧，我们飞似的
拿个碗去接。生意人手轻轻一扬，辣
榄就飞进了碗中。

后来长大看金庸的书，还有古龙
的、梁羽生的，提 到 那 些 武 侠 高
手。我是相信生活中有原型的，
至 于 提 高 多 少 ，那 是 作 家 的 权
利。我小时候，也见过一些武林
高 手 。 有 一 个 其 貌 不 扬 的 中 年
人 ，傻 乎 乎 的 样 子 ，一 路 过 我 们
街，我们就扯住他，让他表演。他
手上老带一把大雨伞，尖尖的头，
他叫我们五六个小孩子用雨伞的
尖头去顶他的腹部，常常把我们顶得
气喘吁吁，而他却脸不改色。家附近
有一株被台风吹掉的小树，碗口粗，

他时常用腹部顶住断树顶端，或卧，
或仰，叫我们小孩子去转他，转十几
二十个圈，站起来，腹部、背部红红，
但没血痕。

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小时候见过
不少。“文化大革命”一来，起初还可
遇到，慢慢便销声匿迹了。

长大了，知道这些身怀绝技的人
都是练出来的，一技防身，中华古训，
造就多少英才。

想想现在，牢记这古训的人少
了，他们干什么都匆匆忙忙，急于求
成。信奉“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什
么都不作长远打算，不去预测。好端
端一条马路，本来是让汽车走的，结
果让汽车天天在那里堵。堵住了，就
去复修，年年修，年年堵，他没有预
见问题，没有练功，没有本行业的
绝活，他信奉出了毛病不怕，有问
题去解决它，而不是去防止问题
的产生！

“飞机榄”的生意好，是有一手绝
活。广州现在有绝活的人，将来被人
怀念的有几个？

不管干什么，练一手绝活，可以
防身，可以益众，千万别学不学无术
的人。 摘自《给你一片坦荡》

一名交通警察在路上巡逻，看
见一个小青年把自行车骑得飞快，
差点撞着行人和车辆，非常危险。
警察下意识地用测速仪测了一下，
天啊，这小伙子的自行车竟骑得比
汽车还快！

警察从没见过有人把自行车骑
得这么疯狂，他很生气，开着警车
追上去，拦住小伙子。小伙子为难
地说，他是个中学生，正骑车去上
学，因为快迟到了，只想着拼命蹬
车，忘了交通规则。听说是个学
生，交警的气消了一大半。按规
定，应该扣留这辆自行车，另外还
得罚款。可小伙子身上没有钱，警
察说：“你把车留下，先去学校，

明天再交罚款。”
这已经够通融的了，没想到小

伙子却哭丧着脸说，没有了自行
车，他回家无法向父母交代，他请
求警察让他把车骑走。警察想了想
同意了。

小伙子如释重负，赶紧骑车去
学校，可他刚上车，警察又喊：

“等一等。”小伙子以为警察反悔
了，小心翼翼地回到警察身边听候
发落。警察说：“把你的名字和读
书的学校写下来。”小伙子不得不把
自己的名字和学校名写给警察，他
问警察要学校名干什么。警察神秘
地说：“我忽然想出一个处罚你的
好主意，你回学校等着吧。”

警察到底要怎样处罚自己呢？
小伙子忐忑不安，为了不再惹麻
烦，他上学改乘公共汽车，决定以
后再也不骑自行车了。出人意料的
是，一个星期后，小伙子收到一家
自行车俱乐部的通知，同意吸收他
为俱乐部的会员，免费给他提供最
好的训练服务。这是哥本哈根最著
名的自行车俱乐部，小伙子做梦都
不敢相信自己能成为它的会员。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是那位交
通警察推荐小伙子加入俱乐部的。

这个中学生叫斯卡斯代尔，加
入自行车俱乐部后，他如鱼得水。
四年后，斯卡斯代尔夺得丹麦自行
车赛冠军，同年，又在奥运会上摘
取金牌。面对采访的记者，斯卡斯
代尔感慨地说：“有一位交通警
察，是我最好的老师。如果当年他
像别的交警那样，只是扣车罚款了
事，那我早就不骑自行车了，更别
说摘取金牌。”

摘自《闽南风》

飞机榄 美国人听不到“美国之音”
张国庆

在瑞典有一个有趣的细节，瑞
典人家的窗户被装点得非常丰富：
盆花、蜡烛、玩偶等各有不同，但
相同的是每家每户窗前都有一盏灯。

瑞典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首都斯德哥尔摩位于北纬 59.2 度，
这使得当地四季光线分明，冬季长
夜漫漫，夏季白天悠长。每年一入
秋，白天的日照小时数会慢慢变
短，在圣诞节前后，斯德哥尔摩市
每天只有在上午9时至下午3时之间
有太阳光临，其余 17个小时都是黑
夜。而斯德哥尔摩以北的地区，一
天的光照时间更短。11月的雨雪期
是最让人难熬的，连绵的雨雪让瑞
典人感觉阳光与他们彻底告别了，
生活变得“暗无天日”。所以瑞典人
格外珍视漫漫冬季里的每一丝光
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自家的窗
台上摆一盏灯，窗前灯光投射的暖
意可以帮助人们化解严寒中心里的

孤苦。
有人会说，灯光也不能替代阳

光啊。科学家研究表明，冬季光线
不足容易让人产生“缺光抑郁症”，
而瑞典则是该抑郁症的高发地区。
很多瑞典人因此开始热衷于“光疗
法”。由此看来，瑞典人在窗台摆一
盏灯的传统，与其说是下意识的举
动，不如说是一种保持身体健康的
良方。这种在冬季“人为”制造光
线的做法在很多写字楼更是发挥到
极致，即使在下班之后，办公室灯
光也常常被设置为 24 小时开启状
态。而在冬季的乡下，白茫茫的原
野里一束跳动的烛火或者灯光则是
迷途人获救的希望。明白了这些，
也就不难理解瑞典人对蜡烛消费的
热衷，对大窗子、尤其是西晒窗的
喜爱了，甚至连窗帘都舍不得拉上。

关于瑞典的窗子，还有一个现
象也十分有趣。那就是相比之法国

而言，这里没有护窗板，甚至连窗
帘也不是必备之物。我们之所以能
在白天或者夜间看到那一盏盏窗前
灯，就是因为他们不拉窗帘，也没
有护窗板。一位瑞典朋友告诉记
者，当地人不拉窗帘除了喜光，还
与其宗教信仰多少有点关系。自 16
世纪以来，瑞典人大都为基督教新
教教徒，新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一个影响就是要求人们行动做事要

“光明正大”，毫不隐藏。所以不拉
窗帘，就是要向他人表明自己的坦
诚和磊落，所有屋内的行为都遵纪
守法，与人相处也不作任何隐瞒。
从记者所住公寓望向对面的大楼，
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每家的活动都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三楼老太太喂
猫、看电视或者躺在摇椅上， 都可
以从窗外观察明了。倒不是记者好
奇，而是邻居的窗户实在太“开
放”了。对于初来乍到的游客，开
始总会觉得尴尬，然而久而久之就
习惯成自然了。

此外瑞典人不拉窗帘也和他们
的文化有关，瑞典的法律和道德伦
理相对宽容和开放，不干涉私人生
活成为这里的主流，所以大家不会
觉得拉上窗帘成为“保护私密空
间”的必需。 摘自《黄河晨报》

瑞典人窗户前摆盏灯
佚 名

20世纪 80年代末，在意大利拉
奎拉的一个小镇，一条高速公路横
穿了阿尔丰咗经营的快餐馆。

他的餐厅原先经营意大利原味
比萨和西式盖饭，生意也还算景
气。最起码，在诸多的马路餐厅中，
还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并勉强贴补
家用。然而，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
故，却使他从此成了众多失业大军
的一员。

萧瑟的寒风中，阿尔丰咗站在
那条车流滚滚的高速公路旁，想到
家中还有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他
的心情不禁愈发沉重起来。

一个周日，阿尔丰咗陪着4岁半
的小女儿在其租借来的房间搭积
木，女儿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不一会
儿就搭了一栋小小的楼房，凭着儿
童天真无邪的想法，她还在楼房正
下方留了一个洞口，刚好可以开过
自己那辆玩具小汽车。看着女儿的
遥控车在洞口开进开出。阿尔丰咗
突发灵感。假如能像女儿那样，让

汽车穿过餐厅，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创意与生财之道吗？

说到做到，阿尔丰咗立刻开始
落实自己的新式餐厅。首先，他在
一个预留出口的高速道口旁承租了
一大块土地，并设计了一个圆形的
可供汽车环绕一周的餐厅，在餐厅
四周铺设了单向车道。他把汽车餐
厅分为 1 号窗口、2 号窗口、3 号窗
口，分别担负点餐、收费、递交食物
的功能。这样就可以保证汽车开出
高速公路出口后，在其餐厅环绕一
周 后 ，车 主 不 用 下 车 ，即 可 通 过
餐厅的车道，在专门为车主们开
设的“窗口”点食、付款和获取外
卖 ，短 短 几 分 钟 的 时 间 ，即 可 完
成整个消费过程。不仅如此，阿
尔丰咗还在高速公路两侧打出了
巨幅广告牌，在餐厅旁修建了一个
免费的停车场，免费提供茶水、停
车、洗车等特色服务。这就是当今
最为流行的“汽车穿梭餐厅”的前身
与雏形。

这种做法极大地方便了过往司
机，也有效提高了该餐厅的知名
度。一传十，十传百，好多司机路过
该餐厅，即使不去用餐，也会慕名到
阿尔丰咗免费提供的休息室喝上一
杯茶水，抽上一支香烟，和阿尔丰咗
畅谈一番。

可以说，汽车餐厅为阿尔丰咗
夺得了人生第一桶创业基金。其后
不久，通过过往司机反馈的消息，他
得知，在这一条长长的省道上，数
十 公 里 的 路 途 ，前 不 巴 村 ，后 不
巴店，居然没有一家像样的可以
购 物 的 超 市 。 阿 尔 丰 咗 审 时 度
势，率先开出了全球第一家马路
餐厅购物超市。由于超市里销售
的都是当地的土特产，生意一度
火红，并屡次出现高速公路该路
段拥堵与不堪负荷的现象。在当
地交管部门的协调下，他不得不一
次次扩大停车场和汽车餐厅的规
模。

短短6年的时间，阿尔丰咗的汽
车餐厅在意大利已发展了25家连锁
门店。他的个人身价也一路飙升，
跻身意大利前 100大富翁排行榜之
72名。

他的经验和做法，先后被肯德
基和麦当劳等国外企业所借鉴和引
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摘自《当代青年·我赢》

汽车开过你的餐厅
方益松

美妙的处罚
华 凯

有人说美国是个充满幽默的国
家，这话不假。很多美国人往往都
显得诙谐机智，总爱幽你一默，让你
捧腹大笑，而他在那里跟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杨百翰大学的一位汉学家对我
谈起他当年之所以投了克林顿一
票，就与克林顿的幽默有关。克林
顿的萨克斯管吹得好，就是当年到
中国访问也不忘露一手。一次他在
CNN发表竞选演说，节目主持人调
侃他道：“你除了会吹牛之外，还会
吹什么?”克林顿听罢，胸有成竹拿
出藏在身后的萨克斯管回答：“还会
吹这个。”旋即，克林顿拿出了看家
本领，一气吹了好几首名曲，一下子
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颇得选民好
感。汉学家说他当时就是这“拨”选
民中的一个，克林顿的幽默给他留
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美国的总统
必须懂得用智慧和幽默来化解形形
色色尴尬的场面，于是他把他的选
票投给了克林顿。实际上，每四年
一次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最为热闹的
事情之一，美国人把它当“戏”来
看。这期间，每个竞选总统的人都
会被媒体“修理”一番，因此候选人
在竞选期间要特别有甘于被调侃的
雅量，时不时玩一把幽默，以讨好选
民，这样做受民众支持的百分点会
马上提高，选票就会多一些。幽默
竟然能与总统选举的选票“瓜葛”在
一起，这在一般的国家是难以想象
的。克林顿果然不负众望，上台后
幽默与绯闻不断，在他离任的白宫
晚宴中，播出的就是他自导自演的
幽默片《数馒头的日子》。常拿克林
顿搞笑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尼诺坦
言：“你要走人了，没有人比我更难

过。全靠你，我才买得起华屋豪车!”
尼诺担心继任的总统不像克林顿可以
喂他各式各样的插科打诨的素材。

美国人大凡开会或演说之前，
总是会先讲一点笑话，幽默一把，活
跃活跃气氛。不少美国总统在美国
人心目中竖起威望，与他们充满幽
默机智的口才不无关系。想当年，
林肯其貌不扬，一次，一参议员斥责
他是“两面派”。林肯沉着应对：“请
诸位评评理，如果我还有另外一副
什么面孔的话，我还会戴着这副难
看的面孔来见大家吗?”林肯用一句
小幽默为自己摆脱了尴尬。20世纪
80 年代某天，卡特乘专机前往旱情
严重的达拉斯灾区视察，抵达时，下
了十几分钟的急雨，卡特便笑吟吟
地对旱区农民说：“这下好了，你们
既需要钱又需要雨，我弄不来钱，只
好带来了雨。”这幽默的话语一下子
拉近了灾民与总统之间的距离，产
生了无比的亲和力。那一年，杜威
与杜鲁门竞选美国总统，民意测验
一直表明杜威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和
优势。选举揭晓的前一天晚上，杜
威踌躇满志地对夫人说：“你就要跟
美国总统同床共眠了，感觉怎样?”
夫人说：“非常荣幸，我都有点迫不
及待了!”而次日凌晨公布的结果爆
了冷门，杜鲁门反败为胜，荣任总
统。早餐桌上，杜威夫妇看到了报
纸上的头条新闻，夫人瞟了丈夫一
眼之后问道：“怎么样，我现在是上
华盛顿去呢，还是让杜鲁门到我这
儿来?”杜威不禁尴尬一笑。竞选失
败本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儿，夫人
幽他一默，让杜威走出失败的阴影，
重新获得洒脱和快乐。

美国的许多名人，也都与幽默

有缘。巴顿将军为了彰显他对部属
生活的关心，搞过一次参观士兵食
堂的突然袭击。进入食堂后，他看
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让
我尝尝这汤。”他命令道。“可是，将
军……”“没什么‘可是’‘不可是’，
快给我汤勺!”巴顿拿过汤勺喝了一
口之后，大声怒斥道：“太不像话了，
怎么能给士兵喝这个?这简直就是
涮锅水!”士兵立刻立正：“报告将军，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涮锅水，没想到
您已经尝出来了。”富兰克林做一个
实验：电死一只火鸡。不料接好电
源后，电源竟从自己的身体通过，当
下被击昏过去，当他醒来后，万分庆
幸地说：“好家伙，我本想弄死一只
火鸡，结果却差点电死一个傻瓜。”

总统和名人如此幽默，人民更
是毫不逊色。

有一天，爱达荷州一乡村小学
里，老师正问吉米：“5减 5等于几?”
吉米抓耳挠腮答不上来。老师生气
了：“真笨!如果我给你口袋里装进 5
个硬币，你口袋上有个窟窿，硬币全
从这儿漏掉了，那么，你口袋里还剩
下什么？”“还剩下窟窿。”吉米答
道。其实，吉米事后说，他能回答出
这道题，主要是刚看了一个幽默小
故事，他要“活学活用”练习一下。
好在美国的学校没有什么“师道尊
严”，经常就从课堂传出一阵阵的哄
笑声。连大学教授在庄严的讲坛上
都这样逗着学生：“One Problem，
One gen.”大意是：“好好想个问题，
给你一块糖吃。”我的美国朋友到医
院看病，也玩一把幽默：“大夫，我半
聋了。”大夫说：“这不可能，要么就
是聋了，要么就是没聋。”朋友坚持
己见：“真的!我真的半聋了。”大夫直
摇头：“那先测试一下吧，你到墙角
站好，现在开始复述我的话：44。”我
的朋友马上便接住话茬：“22！”

幽默可以说渗透到了美国人生
活的方方面面，不能想象没有了幽
默之后的美国该是什么样子。

摘自《映像美利坚》

美国人的幽默
王晋军

人生十六慌
手里缺钱憋得慌；见人有钱馋

得慌；向人借钱羞得慌；借给人钱疼
得慌；四处挣钱跑得慌；赚了大钱烧

得慌；钱放家里惦得慌；钱花不掉急
得慌；钱太多了怕得慌；钱被骗了气
得慌；钱被偷了恨得慌；钱被罚了冤得
慌；活着没钱苦得慌；为钱活着闷得慌；

为钱奋斗累得慌；为钱犯罪吓得慌。
现代版“三从四德”

老婆“三从”：１.从不洗衣；２.
从不做饭；３.从不拖地。

老公“四德”：１.老婆化妆要等
得；２.老婆花钱要舍得；３.老婆发
脾气要忍得；４.老婆生气要哄得。

摘自《今参考·政界》

减压幽默

就你好
一只壁虎走在路上碰到了乌

龟，笑着说：“你看这么热的天还
背着口锅。累不累呀？”

乌龟回说：“就你好，成天一
丝不挂地到处跑。”

麻辣教师
新学期的某一天。老师宣布：

“上我的课，你们可以很轻松，要吃

早餐可以，但要吃得有营养，基本
上除了牛排，我不想看到有人在吃
别的食物；要睡觉也可以，但是一
定要盖棉被……”

同 学 大 笑 。 老 师 继 续 ：
“ 我 唯 一 比 较 在 意 的 是 ， 手 机
一 定 要 关 机 ， 因 为 我 绝 对 不 允
许 有 人 打 扰 那 些 正 在 睡 觉 的 同
学 。”

标语
公司老板让人在墙上挂上“想

做就立即去做”的标语，希望以此
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

过了一段时间，老板的一个
朋友问他这个举措效果如何，老
板愤怒地说：“出纳拿了 10 万元
逃走了，办公室主任和我的女秘书私
奔了，几十个员工一起要求加薪！”

给力
甲：“现在大家都用‘给力’

代替了‘加油’。这是为什么呢？”
乙：“因为‘加油’越来越

贵，而‘给力’不用花钱。”
摘自《文苑》

笑话四则

飞翔的秘密
伊莎·贾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