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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烦恼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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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每

天上课前， 文娱委员总喜欢唱这首

歌， 其实， 我们的生活并不缺少烦

恼，不信，我列几道生活方程，请您

帮忙求方程的解。

第一道方程。已知：明天就要进

行月考了！求：今天晚上能不能早点

儿休息？ 解：设，当然没问题，所谓

“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在月考这种

比较大一点的考试之前，休息一下，

未尝不可。 父母分析：否定，在越紧

张的考试前，越要绷紧你的神经，不

然就会被别人超越，一旦被超越，再

想赶上去就不容易了， 考完后再稍

作放松，岂不更好？答：说得对！我一

定要努力复习，不被别人超越，争取

超越别人，又投入到繁忙的复习中。

第二道方程。已知：月考已过去

一个星期了。求：现在可以放松一下

了吗？解：设，学习要讲究方法，注意

劳逸结合， 考试之前复习得那么紧

张，说什么也要补偿一下才对吧！父

母分析： 不行！ 考完了也要努力学

习，平时不奠定良好的基础，考试前

猛然抓紧会吃不消。 再说要是别人

平时抓紧学习， 考试时发挥绝对更

好，为了不掉队，你更要努力！ 答：

Bingo! 别人在学习，我又怎么能玩？

万一落后了，不堪设想，我又投入到

紧张的学习中。

第三道方程。 已知：放假了，有

很长的休息时间。求：可以好好玩一

下了吗？解：设，绝对可以，假期就是

让我们玩的，不然放假干什么？再说

玩是孩子的天性嘛！ 父母分析：不

行！ 我们不仅给你报了数学、语文、

英语、物理等辅导班，还给你报了舞

蹈、钢琴、小提琴等兴趣班，你的假

期时间比上学时间更宝贵， 你知道

吗，每分钟都很宝贵的！答：Right!假

期是不拘泥于固定课程的， 正因为

如此才更宝贵呀， 我是不会浪费时

间的，又开始穿梭于各辅导班之间。

一年四季，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

充实，却从未体验到快乐与幸福，其

实， 我真想大声而忘情地歌唱这首

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

阳光照……”

我考大学那年， 父亲在一家

工厂当厂长， 是那种总是力争做

第一的人， 他也认为他的儿子应

该比别人强。 那一年，厂里有好几

个人的子女考大学，结果出来，就

我一人没考上。 父亲感到很没脸

面，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让我到工

厂里当一名学员。

我那时迷上了写作， 订了一

份叫《青年散文家》的杂志，后来

我到外地培训几个月， 门房就将

杂志交给父亲。 培训回来后，厂里

的人一见到我就说恭喜你啊大作

家，你真了不起啊！ 我感到莫名其

妙，他们说，你爸爸都把你在《青

年散文家》 上发表的作品给我们

看了。 我更感到奇怪了，我根本就

没给那本杂志投过稿， 怎么会有

作品发表呢？ 我找到父亲，要来杂

志，翻开一看，不禁又惊又怒，我

的天，原来他在弄虚作假。 杂志上

是有一个叫毛毛的作者， 但并不

姓余，那个姓到底是什么，我到现

在都不知道，因为在目录上，那个

姓氏被烟头烫了一个洞； 而在正

文中， 那个姓氏又被一滴蓝墨水

覆盖了。 我可怜的父亲，为了让人

们觉得自己的儿子虽没考上大

学，但也是一个有本领人，居然做

出这种事来。

这件事我没声张出去， 冷静

下来后，我有一种很苦涩的感觉，

一方面对父亲这样做很恼怒，一

方面又感到对不起他， 是因为我

让他失望了。 然而这种苦涩感没

过多久我就忘了， 过起了醉生梦

死的生活，喝酒、抽烟、打牌、与街

头混混们胡作非为， 写作也忘得

一干二净。 如果不是在我 28岁的

那一年，父亲坐了 400 天的冤狱，

我想我至今还是那样的人。 父亲

被无罪释放的那一天， 看到他我

不禁泪如雨下。 那天晚上，那种苦

涩感又回到心头， 我想我得好好

干了，不能再让他失望了。 我又拿

起了笔，写啊写。 如今我的作品满

天飞了，也有人说我是“作家”了，

但我却没有什么成就感， 因为父

亲不在了，他去了天堂，看不到我

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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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小时候

是个淘气包

□马丹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给人的

感觉总是不苟言笑， 但小时候的白

岩松是一个淘气孩子， 常惹妈妈生

气，被妈妈打。白岩松每天至少要挨

两次打，要不然，连他自己都会感到

奇怪。白岩松的妈妈是一位教师，为

了让儿子成才，她付出了很多努力。

有一次，白岩松闯了大祸，妈妈

狠狠地打了他一顿。白岩松很生气，

就在心里发誓说：“以后， 我再也不

跟妈妈说话了！”可几天后老师对大

家说：“明天， 每个同学要交 1 元钱

的学习资料费， 回去别忘了跟家长

说！”回家后，白岩松只好低声说道：

“妈妈，那天是我错了！ ”妈妈也“不

客气”地说：“你怎么知道道歉了？为

了要钱吧？说，要多少？”接过妈妈递

来的钱，白岩松不好意思地笑了。

更“耸人听闻”的是，由于太贪

玩， 白岩松的学习成绩很不好。 一

次， 白岩松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倒数

第二，他一生气，竟偷偷把张贴分数

的成绩榜撕掉了。据白岩松透露，高

三时，为了让成绩提高得更快，他把

所有学过的课本都找了出来， 统统

装订起来，历史书一共有 600 多页，

地理书一共有 700 多页， 语文书一

共有 1000 多页等等。 然后，白岩松

每天每科看 30 页，另外还要做数学

题，持之以恒，终于考上了大学。

美中不足

湖北武汉 苏应纯

童言

无忌

Wu� Ji

宝宝今年 5岁，聪明伶俐，已经能背 100 多首唐诗。 小家伙尤其喜欢李

白的那首《静夜思》，每当有人要他背诗时，他开口必是“床前明月光……”

前不久，我们搬进了新居。新居装修豪华，特别是宝宝的房间，更是费了

一番心思。 宝宝在他的新房里跑来跑去，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故意问宝宝对他的房间满意不满意，宝宝坐在床上，拉长声音说：“基

本上满意，不过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哪里美中不足呀？ ”我大吃一惊！

“我的床前只有灯光，要是还有明月光多美啊……”

教案是否属于作品

其所有权由学校还是本人享有

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谢胜军 肖湘晖

法律

园地

Yuan� Di

案例： 高某系小学教师，从

1990 年至 2002 年在某小学教学，

每学期均按学校安排编写和上交

教案， 先后交给学校教案本 48

册，而学校仅归还了其中 4 册，其

余 44 册教案本均被学校作为废

品私自处理。 高某认为，学校擅自

处理教案本构成侵权。 高某于

2002 年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学校

返还教案本并赔偿经济损失。 学

校认为教案虽然是高某独立完成

的， 但是高某在将自己的理念和

见解变成独创的设计方面有所欠

缺，不排除有些内容是抄袭的，不

属于作品。 并且， 教案属职务作

品，其所有权应由学校享有，故学

校对教案的处理不构成著作权侵

权。 法院最终判决：一、学校私自

处理高某教案原稿的行为侵犯了

高某的著作权；二、学校赔偿高某

经济损失 5000 元。

律师评析： 该案争议的两个

主要焦点问题是：

一是关于涉案的教案是否属

于作品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二条

的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

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

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

智力成果。 著作权法要求的作品

独创性不是首创性， 不是要求作

品具有类似专利发明创造的“新

颖性”，即所谓“最新”、“第一”，而

是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完成，

而不是抄袭他人的作品； 即使作

品描写的主题是相同的， 但内容

的表达应具有区别于他人作品的

特异性，而不管作品创作的先后、

作品的形式。 学校未就该内容系

抄袭这一反驳事实主张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 应当认为高某的教案

内容具有独创性， 属于著作权法

上所称的作品。

二是关于涉案教案著作权的

归属问题。 涉案的教案是高某为

完成学校的教学工作任务而编写

的，应当属于职务作品。 高某编写

教案虽然利用了学校一定的物质

技术条件（如教案本、场地等），但

主要是依靠高某的智力创作，涉

案的教案也不属于法律、 行政法

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学

校享有的职务作品。 因此，涉案的

教案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的一般职务作品， 著作权由作者

高某享有， 学校在未经高某同意

的情况下，擅自处理高某的教案，

导致教案本灭失， 侵犯了高某享

有的教案作品著作权。

我找李海谈话， 是在小学三年

级数学第五单元测试以后的第二

天。 他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

地打工。

李海这次单元测试考得很好，

得了 99分。 美中不足的是居然连这

样一道简单的题目都没有做出来：

一块红砖大约重 ２（）。 李海在 ２ 后

面的括号里填的是“克”。 我很纳闷：

全班同学都做出来了， 成绩很好的

李海怎么就做不出来呢？

我把单元测试卷讲完以后，让

李海把这道题抄三遍。 第二天，李海

的作业本上依然写着： 一块红砖大

约重 ２（克）。

下课后， 李海尾随我来到了办

公室。

“李海，你认识红砖吗？ ”

“认识。 ”

“你拿过红砖吗？ ”

“拿过。 ”

“你感觉一块红砖大约有多

重？ ”

“２克。 ”李海回答得很坚决，容

不得半点置疑。

“怎么会是 ２ 克呢？ ”我在反问

李海的同时， 目光也开始在办公室

里搜寻，想找一块红砖，用事实证明

给李海看，一块红砖不是 ２克。 恰巧

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块闲置的红砖。

“李海，我们走，把红砖拿到学

校的磅秤上称一称。 ”

没想到， 一向很听话的李海站

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李海，你怎么了？ ”我疑惑地

问。

“老师，别去称红砖了，我早就

知道一块红砖大约重 ２千克。 ”

“那你……”我更加惊奇地问。

“老师，我的爸爸在一个建筑工

地上打工，他干的是挑红砖的活儿，

每次他回来， 我看见他打着赤膊的

双肩上有乌红乌红的血印， 而且还

蜕着一层一层的皮儿， 我的心里好

痛好痛， 多么希望一块红砖只有 ２

克， 爸爸挑起红砖来， 就会很轻松

了，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李海哽

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的心猛地震颤了一下， 一把

紧紧地抱住了泪流满面的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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