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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心理学家在研究“选
择性记忆”。能满足自己需求的
知识记忆起来比较容易；自己感
兴趣的知识记忆起来比较容易。
拿破仑曾在法国皇家陆军学校专
攻炮兵学，后来被授予炮兵少尉
军衔。他善于将各种军事策略运
用到实战之中，主张将火炮集中
使用。这种对火炮的偏好，使他能
准确记住设置在法国海岸的大炮
种类和位置。如果部下关于大炮
位置的报告有误，他能及时纠正。
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关注经济建
设，因而能准确记住俄罗斯国民
经济统计数字。弄懂了“选择性记
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专注会成
为记忆力的“增强剂”。

大学生的记忆有两个关键
环节：一是记，就是把学习到的新
知识保存在记忆的仓库里；二是
忆，就是对知识进行回忆和重温。
在学习过程中只记不忆，是记不
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今世界，吸
收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每个人
的脑子里都存储着大量的知识。
只有经常回忆和重温，用得着时
才能将相关知识拎出来。我给这
种本领起了个名字，叫“人脑搜索

功能”。举一个例子：
2014 年 4 月 7 日出版的《人

民日报 》刊登了《从楚王失弓说
开去》一文，其中有一段话：“《吕
氏春秋》里记载着一则楚王失弓
的故事，讲的是楚王去云梦泽打
猎，不小心把自己心爱的弓丢了，
侍从们要循原路寻找，楚王说，算
了吧，不必去找了，楚人失之，楚
人得之，到不了别处的。侍从们都
很佩服楚王的豁达与胸怀。”

我读过《吕氏春秋》，通过回
忆，我怀疑作者引述有误，就去查

《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孟春纪
第一》的记载是“荆人有遗弓者，
而不肯索”。这里说的是“荆人”，
并未说“楚王”。荆人即楚人或南
方人，将“荆”改为“楚”，还说得过
去；而将“荆人”改为“楚王”，显然
是一种错误。现存文献中有“楚王
遗弓”的记述，但不是《吕氏春
秋》，而是《公孙龙子·迹府》和《孔
子世家·好生》。估计《从楚王失弓
说开去》一文的作者引述时并未
同原著核校。于是我给《人民日
报》一位副刊编辑发了一则手机
短信，指出这一错误。编辑同志很
快回复：“这篇文章既然标明典故

引自《吕氏春秋》，那么，将原文
‘荆人’翻译成‘楚王’显然是不准
确的。谢谢您的提醒。”

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不仅
学会了记，而且学会了忆，养成经
常回忆、重温、联想、检索的习惯，
你所学知识就不会轻易忘掉了。

祝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南振中
2015年2月25日

倡导“硬读”和大胆提问的
学习风格

——写给陈咨霖同学的信
学会在提问中学习、在提问

中思考、在提问中创新……
陈咨霖同学：

你好！
看了你的答卷，知道你除了

读专业书，还喜欢读人物传记和
历史类著述。你采用图表方式或
列提纲方式，把书的逻辑架构整
理出来，以加深理解和记忆。这些
做法很好，望能坚持。

你在答卷中提出：读理论书
籍，很多专业名词不懂。即使弄清
楚了名词，放在整个语境里还是

理解不了。“遇到读不懂的书时，
不知道是硬着头皮读下去还是放
弃？”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先向你
推荐鲁迅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在
读一本书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
很难懂。不要紧，把它放在一边，
换一本来读。几个月或半年后再
将第一本书看一遍，你肯定会比
以前理解要好得多。”“先放一放”

是鲁迅经常采用的一种办法。
宋代文学家苏轼采用的则

是“各个击破”读书法。他认为一
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可能一
下子就全都读懂，每读一遍只要
读懂和消化一个问题，读懂一点
是一点。这种办法也不妨一试。

至于“硬读”，也不失为一种
可供选择的有效办法。《珍惜自己
读不懂的书》的作者杨照就喜欢

“硬读”。上初中时，杨照开始读德
国作家黑塞的作品，《彷徨少年
时》《漂泊的灵魂》《乡愁》《流浪者
之歌》，一本接着一本地读。每天
早上五点半，他用闹钟将自己叫
醒，然后坐在书桌前，摊开书一字
一字地读，一行一行地读。之所以
这样认真，是因为读不懂。一方面
是不服气，觉得只要坚持下去，陌
生的字句意义总有一天会在眼前
豁然开朗；另一方面是好奇，那读
不懂的字句间，偏偏有一种奇特
而神秘的魅力，吸引他一直想看
下去。杨照说：“少年时代最大的
珍宝之一，就是极度善感的心，随
时吸收，随时感应，就算对于看来
陌生、疏远的东西，也不要轻易拒
绝。”如今，杨照对黑塞的作品已

经非常熟悉。前些年，一家出版社
重新出版赫尔曼·黑塞的《彷徨少
年时》，特约杨照撰写了评介文
章，可见他已成为研究黑塞作品
的专家。

除了上面介绍的几种办法，
还有一种是不懂就问。郑州大学
有46个院（系），在近6000名教职
工中，既有两院院士、知名教授、国
家教学名师，又有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和“中原学者”。只要你大胆
提出自己不懂的问题，一定会有人
给你指点。遗憾的是，一些大学生不
善于提出问题。以课堂提问为例，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几年前曾经发布
过一份本科教育学情调查报告，在

“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题项上，选
择“从未提问”的学生超过20%；选
择“经常提问”的学生只有10%。在
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每时每刻
都会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在
吸收知识的过程中，大胆说出你的
疑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富
有挑战性的问题，有助于扩大你的

“知识圈”。建议你积极开发自己的
提问潜能，学会在提问中学习、在提
问中思考、在提问中创新。

祝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南振中
2015年3月1日

阅读专业书不必平均使用力量
——写给周安祺同学的信
读书要选择不同的方法。有

些书只要读其中的一部分就够
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不必过于
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应
该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
周安祺同学：

你好！
看了你的答卷，知道你喜

欢读文学方面的书。你在读书过
程中能记下感触较深的文字，捕
捉“心中所想而笔下全无的道
理”，并与作者传递的思想产生
共鸣。这说明你不仅读了，而且
读进去了。这样读书可以增进你
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你在答卷中提出：“很多
专业书比较难读，是否可以挑
选书的精华阅读，而不通读全
书？”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向你推荐培根的《论
学问》。 11

连连 载载

散文

桥
逯玉克

桥，是世间的尤物。
《庄子》一书，有“尾生与女子期于梁，女子不

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的故事，当然这也只
是故事而已，真正有据可查的中国最早的石拱
桥，当是西晋洛阳的旅人桥了。而隋代的赵州
桥，长虹卧波，卓立至今，其结构之巧妙、设计之
科学、造型之优美，早已经典成世界古代桥梁史
上的压卷之作。

桥的出现应该是一个奇迹，它让想象化为现
实。桥是路的延伸，是对河流及沟壑的跨越。那
些常常被嵌进古典诗词的桥，往往有着浓郁的文
学和美学属性。

山水是地上的文章，桥，则是横陈在山水间的
一架琴、一幅画、一首诗。

一条溪流，漂着红艳的花瓣，在深山野谷淙淙
蜿蜒，一叶渔舟，在溪边悠闲漾着，透过葱茏婆娑
的草树，忽见依稀一座小桥，在云烟缭绕中欲露还
藏，似有若无，宛若仙境。惊喜中问一声渔翁，这
溪水从哪儿流出？跨上那边的飞桥，可否就能找
到世外桃源的洞口？张旭的“隐隐飞桥隔野烟”让
人悠然神往。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
巷小桥多。”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那么桥呢？
江南的美，在山在水亦在桥。桥横水上，如箫似
琴，桥下流水，桥上行人。桥在山中，是风韵；桥在
水上，是风情。

春雨如酥，春水溶溶，湖面燕子双飞，岸边
花开如燃，灼灼桃花倒映水中，仿佛蘸水而开。
呀，那座小桥呢？怎被淹没了？这可咋过去
啊？唉，你看，那边不一只小船吗？正从如烟的

柳荫深处悠悠撑来呢。“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
撑出柳阴来。”徐俯的断桥，没有断出惊起一滩
鸥鹭的慌乱，却断出以舟作桥柳暗花明的游春
情趣。

一溪流泉，一湾小河，一片湖面，因了桥的点
缀、点睛，画面就灵动飘逸了，意境就幽深悠远了，
诗意就蕴藉悠长了。

寒山寺是一首诗，枫桥是诗题；周庄是一阕
词，双桥是词中佳句。“平林新月人归后”，不能没
有小桥；“雨里鸡鸣一两家”，不能没有板桥；“应是
惊鸿照影来”，不能没有伤心桥；“玉人何处教吹
箫”，不能没有二十四桥。童年的故事歌谣里，摇
着一座外婆桥，据说去往天堂的路上，还有一座不
知啥样的奈何桥。

青山隐隐水迢迢，漫漫岁月，你走过多少路？
又踏过樱花第几桥？桥，其实是人生的舞台，桥上
桥下，桥南桥北，多少流水无尽的悲欢离合。

故地重游，依旧的一曲清江，依旧的千条碧
柳，依旧的旧时板桥，只是，当初在桥上洒泪而别

的少女呢？流年似水二十春啊，到哪打探你的消
息？旧板桥上，刘禹锡的《杨柳枝》唱不尽板桥依
旧、美人无踪的千般惆怅。

秋风飒飒，枫林萧萧，江桥寂寂，斜晖脉脉，秋
水汤汤，归帆迟迟。枫叶掩映的江桥，一位多情的
女子在薄暮中望尽千帆，望穿秋水，滔滔东去的西
江水啊，你可流得尽俺鱼玄机满怀的幽怨？

唐宣宗时，简州刺史雍陶送客到城外“情尽
桥”，问桥名由来，左右答曰：送迎之地止此。雍陶
顿生感慨，随即在桥柱上题了“折柳桥”三字，并题
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
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桥，你窈窕的身影里多少红尘往事？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多少人生况味，都在这桥上了。
夏日雨后，如洗的天空一道七色彩虹，有人说

那是天上的桥。天上真的也有桥吗？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可见，天上是有

河的，据说叫银河，浩渺无边，隔开了一对相思难
禁的情人。为了牛郎织女的相会，每年七月七，无
数只喜鹊飞赴银河，搭起了一座鹊桥。鹊桥，承载
着柔情似水的销魂相会，也承载着佳期如梦的断
肠离别。

桥，灵动着我们的想象，也寄托着我们的希
冀。

心与心之间有没有一座桥呢？有的，肯定有
的，当然有的。它是用真诚、善良、宽容、互助等世
间最为美好的品质搭就的，春风一般和煦，怀抱一
般温馨，冰雪一般纯洁，彩虹一般美丽。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这座桥的名字叫：爱。

农家饭庄
方刚

远离城，靠近乡
菜蔬里多些土芳
家常做法
柴草烧锅
炊烟软软地飘

高一声，低一声
唤着谁的乳名
上一盘锅巴
农家饭庄里，乡情熟了

品品看，哪一种味道
能够唤醒年轮里的苦艾
摇曳，有微微痛感

新书架

《世界秩序的秘密：乔姆斯基论美国》
刘文莉

本书是言简意赅、观点犀利的大众化读
本，总结、评价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秩
序。书中点评到的绝大多数议题包含着强烈
的刺激性，并和当今的国际政治经验、秩序密
切相关——美国政府海外政策的关注点是什
么？其干涉世界事务的权力合法性如何？国
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真的是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列强吗？反恐背景下，美国巨无霸式
的工商企业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在全球
战略的层面上，支持干涉计划、制造流血冲突
且从中牟取暴利的幕后财团到底是怎么回
事？这一切的背后，还有哪些力量掌控着今日
世界的秩序？极权横行的现状里，现代传媒、
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相互关系如何，又该怎

样行事？
本书追踪、回顾和评述了大量历史图景，

从而使智慧、穿透力和深刻性同步呈现。在直
言无忌、令人震惊的批判中，乔姆斯基还提出
并描述了一些事关未来的问题——现代人正
在被“真相”蒙蔽而走向愚蠢——我们应该怎
么办？

小小说

十七两
王保寅

古人的秤是十六两制。古人把这个数量认
为是非常神圣的事情。那秤星是如何组成的
呢？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福禄寿三星，共同组成
十六颗秤星。所以缺斤短两，是会折福禄寿的，
这对商人是一种警诫，也是商业的道德与纪律在
秤上的体现吧。

话说凤凰峪有个粮店，生意做得不错。后来
又来了一家，两家展开了竞争。这家男主人就
想法了。如何才能把生意做得最大呢？一天，
他把钉秤的人叫了来，让钉一个十五两半的，再
钉一个十七两的。钉秤的人不干，他就给了人
家许多好处，人家答应了下来。过两天人家把
秤给送了过来。他让妻子把十五两半的秤放在
出口上，又把十七两秤放在入口上，就出外走西

口了。
他到外边许多年，钱越赚越少，最后差一点

把命都给赔上。他想我如此精明一个人，生意为
什么总是做不好呢？他回到家里，却发现他家的
粮店生意出奇地好，而他妻子重病已经奄奄一
息，只等着他回来。

他见家里一切都好，赶紧到妻子的床头，
只见妻子羞涩地说：“我真是对不起你，由于我
听错了，把两个秤的地方换了一下，进口放成
十五两半，出口放成十七两的。这两天我才想
明白，你那么聪明的人，咋会干那种傻事呢？”
说完气绝。

男主人大恸，给妻子办了一个风光的葬礼。
男主人在外边风风雨雨，经历曲折，向许多

生意人拜师学艺，学了多少年，精明算计倒是学
了不少，但一直没有悟出那些大生意人的窍门。
他回到家里，看到他家的生意如此兴隆，人脉关
系如此之好，他明白了。

他给前门交代，一切按女主人原来的安排，
照常营业。

影视谈

网剧时代
石 童

根据南派三叔同名小说改编的《盗
墓笔记》全集网络上线5分钟内，瞬时播
放请求高达1.6亿次！这是否表明：新兴
媒体兴起后，网络视频业虽不能说战胜，
至少已与电视业并驾齐驱。网剧时代正
式到来了吗？

相比传统电视剧，网剧正逐渐呈现
出它的优势和强劲的竞争力。在制作和
播放方式上，网剧注重与观众互动，零距
离贴近网民，让每一个网民都有可能成
为编剧。一边通过网络互动搜集观众的
意见，一边改写剧本，进行快节奏拍摄。
这样做的好处，是就连导演也不知道最
终的结局将会如何。一切尽是未知，未
来充满想象，这正是网络剧最大魅力所
在。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网剧也“钱景
光明”。成本低、制作周期短、广告植入
回报率高，都是优势。因为网剧的低成
本及超短的制作周期，网剧还为业余导
演、演员提供了机会。网剧选择导演与
演员看重的是能力而不是名气，这里的
能力主要是指创意。

可以看到，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视
频网站不断完善自身运营模式，提升用
户体验，媒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往互
联网更多地被定义为一个集成平台和交
互平台，真正自制内容较少，网络视频除
了网友自制视频外，都是电视台节目的
复制。现在网剧凭借它的轻松、随意和
娱乐性、开放的互动性，标志着网络视频
业的提升和繁荣。

如果说，网剧时代已经一片兴旺，前
景一片光明，恐怕还为时过早。首先是
事实上，国人通过网络观看国内国外的
影视剧，习惯了以盗版不花钱的形式。
而培养、改变用户的观看习惯需要一个
长期的、稳定的时间。而像《盗墓笔记》
这样的现象级网剧并不常见，用户很可
能这一次被吸引了、付费了，那么下一次
消费点又能很快到来吗？其次，传统电
视业也开始绝地反击。媒体产业奉行的
是“内容为王”，对媒体而言，最核心、最
重要的因素是内容。因此，电视业在目
前被网络视频无限压缩生存空间的情况
下，开始努力提升自己的节目制作能力，
提升自己的节目质量。例如作为省级卫
视佼佼者的湖南卫视，几档强势节目《我
是歌手》《爸爸去哪儿》，几部大投入大制
作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宫锁连城》
等，都紧紧围绕频道定位，塑造频道形
象，集中力量打造自己的娱乐品牌。

不可否认，网剧时代已经来临，它已
经有益地促进了传统电视业与网络视频
之间的竞争。同时，也看到跨媒体的融
合趋势，视频网站、手机客户端、电视台
各自拥有的品牌、节目、明星、人才、广告
等资源互相延伸和拓展，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知味

茄子蒸食味也香
熊仕喜

喜欢蒸茄子不仅因它味儿美，更因我觉
得蒸茄子省时省力。用这种方法，放在米饭
上蒸食，味儿一样可口。

做饭前，先切好茄子，因为要放在饭上
蒸，所以不能切得太细，通常我将洗净的茄
子对半剖开，接着小心地用刀在上面切些斜
条，交织成网状，但不必切断，这样方便放到
饭上蒸煮，鲜嫩的茄子切好后再用清水浸
泡。这时，我便可以准备蒸食茄子必备的一
些佐料：切些青椒成丝，放在香油锅内爆炒，
稍后将备好的蒜子与香葱末儿倒入其间并
加适量的盐快速翻炒，最后向锅内撒少量鸡
精就可以盛入盘子里待用了。

要不了多久，锅内的水煮沸了，慢慢地
漉去米饭上多余的汤水，并将浸好的茄子
小心地摆在米饭上，赶紧盖好锅盖，适量加
点柴火，将饭闷熟。几分钟后，饭香了，揭
开锅盖，米饭上的茄子大多呈灰白色并略
显得有些干涩，趁热用筷子夹起大块的茄
子放入先前装好佐料的盘子里，轻轻均匀
地搅动，腾腾的热气间夹杂着葱蒜的香味
儿，切成网状花纹的茄子慢慢便成了碎碎
的茄末儿，茄末与佐料相拥立刻变了颜色，
油亮丰润起来。

白米饭上蒸紫茄，一样可口一样香。在
工作繁忙的时候，动点小心思，活用统筹方
法，下厨为家人做顿饭，不亦快哉？

幽谷行云（国画） 魏紫熙

落日余晖（水彩） 李堃

郑州地理

大庙李
娄继周

大庙李村，位于中牟县城北8公里处，郑
开大道北侧，属大孟镇。北临大孟沟，南临
大孟至刘集公路。原名涂家庄。明初李姓
由山西洪洞迁此，村傍东岳庙，更名大庙李
家庄，清乾隆年间简称大庙李。因是清末翰
林李恩长故里而远近闻名。清乾隆四十三
年，邑人翰林院编修仓圣脉《重修东岳庙碑
记》云：“牟邑西北李氏村，有大庙俸祀东岳
大帝，规模恢阔，末详创自何代。或曰先有
庙，李氏移居，因以庙名其村。或曰李氏居
此之后始建斯庙，众欣其规模之伟也，遂呼
其村曰大庙李焉。”由此观之，村与庙孰先孰
后，尚属两可。该村李氏为中牟有清一代望
族，户大丁多，代有闻人。附近李黄庄、李小
安、寺前李诸村李姓皆由此村衍出。

最先见于县志的李氏名人为李伯雅。
同治九年《中牟县志》载：李伯雅，字莲唐，
太学生，有至性，好读书，不为世俗学，经史
子集外，凡先儒语录以及象数医卜搜藏十
余万卷，领会贯通，与时贤剖辩无不心折。
录古今嘉言懿行十余卷以为家藏。敦厚
教人，好施不倦。诸子李恩普、李恩照等
皆有所成，尤以翰林李恩长最著名。李恩
长（1820—1875）字绵斋，号遂初，少得家学，
聪慧异常，博古通今，长于诗赋书法，精于岐
黄。16岁中秀才，24岁中举，32岁中咸丰壬
于子恩科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35岁
散馆出任江西袁州府万载县知县，政绩卓
著，又迁江西彭泽知县，才名震江南。越年
调京任翰林院编修，为修国史之官。李恩长
在京期间，当朝权贵名人曾九卿（国藩），毛
中堂（昌熙）对其才能医术十分推崇。但因
李恩长恃才傲物，才高受嫉，更有传说其因
误治毛中堂之母疾病，得罪于毛氏等，长期
不得升迁。1874年 55岁时又外调安徽宁国
知县，翌年病故于任所。因李恩长大材小用
终身不得志，令人惋惜，在中牟民间留下“翰
林院坐知县-差级到底”的歇后语，流传至
今。

李恩长著有《遂初诗集》，后毁于兵灾。
他在地方任上居官清正，爱民如子，颇多善
政，深得百姓爱戴，江西万载县为其立德政
碑，《宁国县志》有其哀荣录。在中牟和其江
南仕宦之地都有其故事流传。

如今大庙李村为村民委员会所在地，所
属土地肥沃，民风淳朴，盛产大蒜，为中牟县
北富庶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