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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部落遭受了百年一
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人人
衣食无着，很多人饿死了。部落里
变得越来越没有生气，人们沉浸在
悲痛之中。有位智者在部落中有着
很高的威望，在他的带领下，人们
团结起来，互帮互助，渐渐地在生
活上渡过了难关。但是，经历灾难
后的心理阴影犹如阴霾般始终笼罩
着整个部落的居民。

于是，一天晚上，智者把大家
都聚到了一起。说要给大家讲故
事。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来了，他
们静静地坐在一边，守着暖暖的篝
火，脸上流露出悲伤的深情。智者
清了清嗓子：“今天我给大家讲一
个笑话。”智者讲得非常生动，所
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过了一会儿，智者说：“下
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出

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个笑话和刚才
讲的那个一模一样，几乎一字不
差。尽管人们有些奇怪，但还是有
些人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智者
又 说 ： “ 我 再 给 大 家 讲 一 个 笑
话。”内容和刚才的又是一模一
样，甚至连讲笑话的停顿、语调、
姿态也如出一辙，最后只有一两个
人象征地笑了一下，大部分人无动
于衷。停顿了一会儿，智者再次重
复了一遍刚才的笑话，结果这次没
有一个人笑。

这时候，智者清了清嗓子说
道：“你们对相同的笑话最多笑上
三次，为什么你们对同样的悲伤却
反反复复地哭泣呢？只有忘掉过
去，才能看到前方的路。”

摘自《环球时报》

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同时在沙漠
里种胡杨树。那个年轻人在树苗成
活后，仍旧每隔三天都要来给它们
浇水。而那位老人等到树苗成活
后，就来得很少了。即使来了，也
只是把被风刮倒的树苗扶一把，不
浇一点儿水。

转眼三年过去，两片胡杨树都
长得有碗口粗了。忽然有一天刮起
了沙尘暴，第二天风停后，两人惊

讶地发现：年轻人种的树几乎全被
风刮倒了，有的甚至连根拔起；而
老人种的树，只是被风吹折了一些
树枝。年轻人很诧异，问其原因，
老人道：“你经常给树浇水施肥，
它的根就不往泥土深处扎。而我
把树栽活后，就不再去理睬它，
逼得它们恨不得把自己的根一直
扎到地底下的泉源中去。有这么
深的根，这些树怎能轻易被暴风

刮倒？”
独到的真知，精辟的见解，入

木三分，发人深省。至于怎样在沙
漠里种树，是不是应该像那位老人
那样，看来都不重要了。

人似乎与树相像，四周的人都
对他呵护有加，他就不会具有承受
各种挫折的心理准备及对变化莫测
社会的戒备。

即使生命有合适的土壤，也不
能给它太多的温暖，经风雨世面、
历艰苦劫难才是对生命的最爱；即
使生长在最不适宜的地方，也不能
对它施以嘲讽的白眼。因为，只要
它拼命向下扎根，拼命吸大地母亲
的乳汁，它就肯定会顶天立地，傲
视苍穹。

摘自《保健与生活》

人生就像一张 DVD 光盘。A
面，最吸引人们的眼球，是呈现给大
众的绚烂的广告面；B 面，刻录的故
事肉眼看不见，其实内涵更丰富。

有这样一个天才，如果用人民币进行衡
量的话，他有着令人无比羡慕的A面：

2003年他赚到 1.2亿元；2004年
和 2005年保持在 1.5亿元；2006年涨
到 1.7 亿元；2007 年继续膨胀，是 2.6
亿元；2008年更不得了，达到 3.87亿
元；2009年持续坚挺，是3.57亿元；2010
年和2011年分别是2.5亿元和2.2亿元，
9年下来，累计赚到20多亿元。

可是，很少有人能够关注他的B面：
2002年11月2日，他右手指被打

出血；2003年 1月 13日，左膝扭伤；3
月 27 日，暂时性双耳失聪，不久，左
眼遭到肘击，左眉骨破裂，缝了八针；
2004年 2月 27日，髋部受伤，6月，右
脚大脚趾被踩伤，几天后大脚趾趾甲
被裁掉半个，月底，左脚又扭伤，7月
4 日，两片脚趾甲被摘除；2004 年 10
月 28 日，肘部受伤；2005 年 3 月 31
日，小腿受伤，4月 4日，下巴遭到肘
击，随后又扭伤了右脚踝，4月13日，
刚刚缝完 4针的下巴再次遭到肘击，
6 月 17 日，左脚踝接受骨刺剔除手
术；2005年9月14日，下巴被击中，鲜
血直流，12月7日，眉骨被击中，缝了
九针，12 月 16 日，左脚大脚趾被踩，

趾甲脱落，12月 19日，左脚大脚趾接
受手术；2006年 4月 11日，左脚小脚
趾骨折，4 月 14 日，左脚被植入一根
钢钉；2006年10月10日，左脚大脚趾
趾甲被摘除，12月 24日，右腿胫骨骨
裂；2008年 2月 27日，舟骨应力性骨
折，11 月 27 日，眉骨遭到肘击，被缝
四针；2009年1月24日，膝盖伤复发，
2 月 8 日，左肩被撞伤，2 月 26 日，眉
骨被撞裂，血流满面，5月10日，左脚
骨裂，7月22日，接受骨裂修复手术；
2010年 11月 11日，左脚踝应力性骨
折；2011 年 1 月 7 日，左脚踝接受手
术。总之，他这无比风光的 9 年，竟
是一部鲜血淋漓的历史，从头到脚，
共经历过30多次伤痛或手术。

这位天才，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姚明。伏尔泰说过：“不经巨
大的困难，不会有伟大的事业。”是
的，人生就是如此：要风光，就得历经
风险。 摘自《意林原创版》

19岁的赵成是南京市十二中一
名普通的应届毕业生，为了赶时髦，
他于 2010年 3月 27日注册了自己的

“差不多先生”微博。放暑假后在家
里没事干，就不断回复别人的评论。
到7月份，粉丝已达到5000多人。这
让他很兴奋，开始研究如何将微博

“养大”，遂采取了如下措施：
傍大款。赵成认为，要想增加粉

丝，必须给微博一个大气的官方化名
称。冥思苦想后，他将原“差不多先
生”改成了“糗事大百科”，这样就与
微博的内容很贴近。而改名字只是
开头，要想快速拥有货真价实的粉
丝，还需找到一个强大的依靠，让人
们关注自己。他瞄上了草根微博榜
的前几名，通过不断投稿，渐渐引起
了“牛博”们的关注。

到 8 月底，他已获得好几个“牛
博”的关注，稿件也不断被转发。每
转发一次，他的“糗事大百科”都出现
在几个“牛博”上，自然而然引起了

“牛博”粉丝的关注，5个月时间，他的
粉丝快速增长到 35 万人次，强势挤
进微博转发榜前 3名，其影响力不亚
于一家中等规模的都市报。

传帮带。正当他沉浸于喜悦之
中时，却发现一个问题：加他关注的
粉丝在明显减少。他敏锐地意识到，

要保持微博的生命力，仅靠“傍大款”
不是长久之计。他决定开辟第二条

“战线”：选定几个与他粉丝差不多的
企业为合作伙伴。“企业发展需要借
助微博的影响，我也需要他们的粉
丝，他们发我转，我发的他们也转，由
此引起彼此粉丝的关注。”这一招，使

“糗事大百科”又迎来新的飞速发展
期，仅5个月，粉丝就增加近20万人，
到2011年6月已突破60万人。

敢冒险。2011 年 5 月 4 日晚 10
点 22 分，赵成发了一条微博：“贴吧
里看到的大冒险游戏：写下自己的手
机号，看有没有人会给你说晚安。”同
时也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对于传统的国人来说，向陌生人
公开手机号无异于泄露隐私。但赵
成认为，这对于有叛逆心理的“80后”
和“90后”来说，却能吊起他们的好奇
心。

果不其然。这条微博发出不到
一分钟，他就接到“晚安”的短信，还
没等他回过神来，一个国际长途又打
到他手机上。那一夜，赵成收到1000
多条短信和 600多个电话，手机差点
儿被打爆。

赵成在事后得知，这个冒险游戏
仅在“糗事大百科”上就有 12600 多
人参与。

谋转型。赵成并未被胜利冲昏
头脑，他冷静对其间的得失做了总
结，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保持长盛不
衰，必须在第一时间抢占热门话题，
转发各种有趣素材。他放弃了打游
戏、逛街、课间活动和网聊，全身心查
阅资料并予以加工，再配上精美的图
画，更使微博增强了感染力。

在发布的内容上，他绝对把握几
个原则：讲究趣味；绝对真实；不捕风
捉影；不低俗色情；不打政治擦边
球。他非常严肃地说：“60多万粉丝
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影响力不
亚于半个江苏卫视，自己稍有不慎，
造成的坏影响不可估量，一点儿也马
虎不得。”

成为草根微博百强博主后，很多
广告商找到赵成要与他合作，但他只
是接一些软广告，仅这些月收入就达
两万元。他说：“我若要答应了所有
广告商，收入肯定不止这个数，那我
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更寒了粉丝们
的心，我绝对不能那样做。”

微博改变了赵成，使他从一个腼
腆内向的大男孩儿，成为一名自信的
草根微博百强博主。他下一步的
打算是，大学期间，在不放松学业
的同时，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
施打理微博，年底使粉丝达到 100
万人。他满怀信心地说：“其实很
简单，只要勇敢地迈出关键的那
几步，你就有了自信，并不懈为既定
的目标而努力，成功就一定会出现在
眼前。”

摘自《做人与处世》

我们这个行星是个很好的行星：
第一，这里有昼和夜的递变，有

早晨和黄昏，凉爽的夜间跟在炎热的
白昼的后边，沉静而晴朗的清晨预示
着一个忙碌的上午：宇宙间真没有一
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二，这里有夏天和冬天的递
变；这两季节本身已经是十全十美
了，可是还有春天和秋天可以逐渐地
把它们引导出来，使它们更加完美：
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三，这里有沉静而庄严的树
木，在夏天使我们得到阴影，可是在
冬天并没有把温暖的阳光遮蔽了去：

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四，这里在十二个月的循环

中，有盛开的花儿和成熟的果实：宇
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五，这里有多云多雾的日子，
也有明朗光亮的日子：宇宙间真没有
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六，这里有春天的骤雨，有夏
天的雷雨，秋天的干燥凉爽的清风，
也有冬天的白雪：宇宙间真没有一样
东西比此更好。

第七，这里有孔雀、鹦鹉、云雀和
金丝雀唱着不可模拟的歌儿：宇宙间
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八，这里有动物园，其中有猴
子、老虎、熊、骆驼、象、犀牛、鳄鱼、海
狮、牛、马、狗、猫、狐狸、松鼠、土拨鼠
以及各色各样的奇特的动物，其种类
之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宇宙间真没
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九，这里有虹霓鱼、剑鱼、白
鳗、鲸鱼、鲦鱼、蛤、鲍鱼、龙虾、小虾、
蠖龟以及各色各样的奇特的鱼类，其
种类之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宇宙间
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十，这里有雄伟的美洲杉树、
喷火的火山、壮丽的山洞、巍峨的山
峰、起伏的山脉、恬静的湖沼、蜿蜒的
江河和多荫的水涯：宇宙间真没有一
样东西比此更好。

这种可以配合个人口味的菜单，
简直是无穷尽的；人们唯一近情的行
为便是去参加这个宴会，而不要埋怨
人生的单调。

摘自《人生的盛宴》

有一个人在拥挤的车潮中驾车
缓缓前进，到前方十字路口时正好赶
上红灯，就在他停车的几分钟，过来
一个衣服褴褛的小男孩，敲着车窗问
他要不要买花，他拿出十元钱买花。
这时绿灯已经亮了，而后面的人正猛
按喇叭催着，他也很着慌，于是他便

用很不好的态度对正问他要什么花
的男孩说：“什么颜色都可以，你只要
快一点就好。”

拿到钱的男孩十分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先生。”

在开了一小段路后，他有些良心
不安，为自己刚才的粗暴无礼感到愧

疚。于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回头走向
孩子表示歉意，并且又给了男孩十元
钱，要他自己买一束花送给喜欢的
人。男孩笑了笑并道谢接受。

当他回去发动车子时，发现车子
出现了故障，怎样也发动不了，在一
阵忙乱后，他决定步行找拖吊车帮
忙。这时，一辆拖吊车已经迎面驶
来，他大为惊讶，司机笑着对他说：

“有一个小孩给了我二十元，要我开
过来帮你，并且还写了一张纸条。”他
接过纸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这代表一束花”。
摘自《书苑》

我是个生意人，喜欢收藏各种
钱包。前几天，深知我这一爱好的
一位朋友——远在德国的贝恩特，
给我寄来一款男式欧版钱包。

这款钱包款式新颖，做工精
细。我拿在手中细细把玩，久久不
肯放手。忽然，我捏到了一个硬硬
的东西。我急忙翻开钱包细细搜
寻，结果发现了一枚一欧分的硬币。

看着这枚硬币，我笑了。贝恩
特真是个粗心的人，竟然将一枚硬
币遗忘在钱包里。

为了表示感谢，第二天一早，我就
给贝恩特打去了越洋电话。在电话中，
我除了对贝恩特馈赠的钱包赞不绝口
之外，还提到了在钱包里发现的那枚硬
币。我说：“老朋友，你可真够粗心的，竟
然把一枚一欧分的硬币忘在钱包里。”

听我说他粗心，贝恩特立即解
释道：“怎么是粗心呢？那枚硬币是
我刻意放进钱包的！在我们德国，
每一分钱都是我们的‘幸运符’。我
们有个讲究，把钱包作为礼物送人，

这一分钱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但
不会生财，还可能漏财呢！”

“是吗？可是，你们德国人为什
么会对面值１分的硬币情有独钟
呢？”我问。贝恩特把德国人将一分
钱当成“幸运符”的习俗，详细给我
讲解了一番。他说：“‘幸运一分钱’
的说法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当时，
罗马人在新年时有给神进贡钱币的
风俗，祈求免灾。中世纪时，小孩在
接受洗礼之后，会收到教父或教母
赠送的‘洗礼塔勒’（旧币）作为护身
符，人们把这种‘洗礼塔勒’钉在大
门上，以防妖魔鬼怪进入。那时，德
国马克中的芬尼硬币主要成分是铜。
在罗马神话中，铜是属于爱神维纳斯的，
所以人们认为，身上带有一芬尼不仅可
以避邪，还可以提高爱的能力。”

2002 年，德国正式开始使用欧
元，欧分也取代了芬尼。

贝恩特说，德国人对一分钱的
喜爱，来自“凡大事皆以小事为基
础”的哲学，无论财富是多是少，皆

以一分钱为根基。对“小事”的在意
和尊重，是对勤劳和节俭的传承。

在德国，很多商品的标价后面
都以9分钱结尾，比如一袋面包0.49
欧元，一件衣服 29.99 欧元，售货员
收钱之后往往需要找给顾客一分
钱，人们也非常愿意收到这一分
钱。在德国，送人一分钱不仅是祝
人好运，也有恭喜发财之意。德国
人喜欢在放钱的地方，比如钱包、保
险柜、存钱罐里放上一分钱硬币。
德国人如果在路上捡到一分钱会非
常高兴，但人们说，只有“昂着头”捡到，
也就是不经意间捡到的，才算数。

在德国，很多人坚信，如果把一
分钱投到井里，再大胆的梦想也有
可能成真。为了让自己有好运，有
人把一分钱挂在脖子上，还有人把
它缝进床垫里。不少人在给新房子
打地基的时候，专门把一分钱硬币
埋进地基里。

电话那头，贝恩特滔滔不绝，让
我越发觉得自己辜负了老朋友的一
番好意。最后，我诚恳地对贝恩特
说：“老朋友，看来我是真的误会你
了。请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的一片好意，我会珍藏这枚硬币，相
信这份远涉重洋的礼物会为我带来
好运的。” 摘自《辽宁青年》

“90后”微博致富秘诀

财富人生的A面和B面
孙建男

张 前

林语堂

很久以前，凤凰只是森林里极其
普通的鸟，毫不起眼。它的变化是这
样开始的——

凤凰看见正在开屏的孔雀，便赞
叹：“真美啊！”

麻雀不屑地说：“那是个高傲的
家伙，你没必要恭维它！”

“不，我很欣赏孔雀的美丽和高
贵。”凤凰说完，上前虚心向孔雀讨教
打扮自己、培养气质的方法。

凤凰看见正在向其他鸟儿传递

快乐的喜鹊，便赞叹：“喜鹊的心真
好！”

白天鹅不屑地说：“那是个长得
丑陋的家伙，你没必要恭维它！”

“不，我很欣赏喜鹊的善良乐观
和助人为乐的品质。”凤凰说完，上前
虚心向喜鹊讨教与他人融洽相处的
方法。

凤凰听见夜莺在歌唱，便赞叹：
“多么优美动听的歌声呀！”

布谷鸟不屑地说：“那是个性格

孤僻的家伙，你没必要恭维它！”
“不，我很欣赏夜莺美妙动人的

歌声。”凤凰说完，上前虚心向夜莺讨
教歌唱技法。

当其他鸟儿埋怨乌鸦太晦气时，
凤凰却欣赏乌鸦敢于说真话；当其他
鸟儿看不惯百灵鸟口齿伶俐时，凤凰
却欣赏百灵鸟的良好口才；当其他鸟
儿奚落啄木鸟不懂得休闲享乐时，凤
凰却欣赏啄木鸟的辛勤劳动……

慢慢地，凤凰有了漂亮的羽毛，
有了高贵的气质，有了博爱的胸怀，
有了美妙的嗓音，有了真诚的品质，
有了过人的口才，有了良好的承受能
力，越来越受其他鸟儿敬重，最后成
为鸟类一致拥戴的鸟中至尊。

摘自《柳州日报》

凤凰这样诞生
林玉椿

一束花
陈书凯

沙漠种树的启迪
陈 蓉

四个笑话
李娜编译

逆境中，好些富豪破产，一贫如
洗，为了求生，舍下身价当小贩、的
士司机、推销员、保险经纪人……面
对风浪和挫折，等待重生的那一
天。这样的故事的确激励人心。

人对很多东西都无能为力，因
为活得很“被动”。人改变不了环
境、大气候、人家的想法、经济不景
气。人也改变不了命运——唯一可

以自主的，是改变自己去适应，而且
不怨。

这是人性的特质吗？不！动物
早已这样干了。

章鱼虽然有 8 只脚，但是面临
敌人攻击咬住不放时，它会喷墨、变
色，仍然无效时，会不假思索地收缩
肌 肉 ，切 断 其 中 的 触 角 逃 亡 去
了。

螃蟹特大的钳状螯是个宝贝，
一旦情势危急，会自断以保命。

海豹原来是在海岛上群居的，
栖息于岩石，但潮水来了，无立足之
地，由陆居变为水居，全身作了调适
与演化，不但学会游泳，还精于潜
水。

金鱼在宽广的池中不知道多
逍 遥 ，但 屈 身 鱼 盆 或 者 鱼 缸 ，转
身 不 便 ，它 会 自 动 瘦 身 ，鳍 也 变
小了……

改变和舍得是个惨痛牺牲的过
程，并不容易，重生也几经调养。动
物可以这样，为什么有些人却要自
寻死路呢？

摘自《还是情愿痛》

动物早就这样干了
李碧华

如果问你澳大利亚人喜欢什么
动物，可能你首先想到的便是袋
鼠。的确，袋鼠已经成了澳大利亚
的象征，被画进了澳大利亚的国徽，
你知道吗？澳大利亚的袋鼠数量几
乎是其人口的３倍。澳大利亚人热
爱袋鼠似乎是天然的，不过，他们还
热爱另外一种动物，它既不起眼，也
不招人喜欢，而且一般是人见人打，这
种动物对澳大利亚人生活的影响，远远
超过袋鼠，甚至有人说它才是真正的澳
大利亚“国鸟”，它就是苍蝇。

或许是澳大利亚人对苍蝇的偏爱，
这里的苍蝇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
无论是广阔的内陆干旱地区，还是绿树
葱茏的沿海城市，苍蝇横冲直撞、逍遥自
在。它们尤其喜欢绕着人的面部打转，
嘴巴、鼻子更是它们的栖息首选地。

这可能是因为澳大利亚大部分
地区干旱少雨，而苍蝇喜欢湿润的
地方，就把人类有水分分泌的眼、
鼻、口以至皮肤当做停留的好地

方。在澳大利亚，因为开口讲话，苍
蝇飞进嘴里的事情时有发生。

为防止说话时有苍蝇飞进嘴
里，澳大利亚人不得不加快语速，减
小张嘴幅度，把长单词缩短。有人
认为，澳大利亚独特的口音就和苍
蝇有关。在澳大利亚的俗语里，苍
蝇也扮演着有趣的角色，“身上没苍
蝇”指一个人机智，“不伤害一只苍
蝇”形容为人温和，而“与苍蝇喝酒”
则是自斟自饮的意思。

澳大利亚人把在脸部附近挥手
这一赶苍蝇的动作，固定成一种澳
大利亚独有的打招呼手势——“澳
大利亚举手礼”。无论是农场主还
是政客，大家都会频频使用举手
礼。1954 年，伊丽莎白女王访问澳
大利亚时，也由于苍蝇的骚扰，采用
了澳大利亚举手礼。这一举动被认
为是对澳大利亚的认可，立刻获得
了不少澳大利亚民众的赞誉。

此外，赛马场也是苍蝇喜欢的

场所。每逢赛马节，女士们既不愿
喷洒气味不好的驱蝇露，又要防苍
蝇，于是各想奇招，有的帽子上带有
面纱，遮住整个面部，有的在帽子上
插五颜六色的羽毛，吸引苍蝇落在
上面从而避开脸部。她们的穿着成
了赛马节上的另一大看点。

虽然澳大利亚人对苍蝇也感到
无奈，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措施来
大规模消灭苍蝇，更多的是容忍和默
认。2000年悉尼残奥会的开幕式上，还
放飞了以澳大利亚苍蝇为造型的巨大
气球，让其代表国家形象并推广之。

澳大利亚人不把苍蝇视为害
虫，一是澳大利亚整体环境较洁净，
没有过因苍蝇而产生的大规模疾
病。而且，许多国家的大学及科研
部门每年都向澳大利亚订购无菌苍
蝇，用于研究、教学或作渔场饲料，
澳大利亚人靠出口苍蝇获得了可观
的外汇储备。二是澳大利亚人认为
苍蝇也属于自然界生物链的一环，
它们不仅能分解粪便和尸体，甚至
还能像蜜蜂一样为开花植物传媒授
粉。三是每年夏季结束，苍蝇也自
然消失，并不会对澳大利亚人纠缠
不休、不扰不罢休。 摘自《看世界》

苍蝇也可赚外汇
心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