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黄勇

学校：长沙县实验中学

出生时间：1992.6.2

星座：双子座

最喜欢的颜色：白色，黑色

最喜欢的食物：辣椒

心中的偶像：爱因斯坦

爱好：篮球

座右铭：只要敢想敢做，就没

有什么不可能

向绪俊 摄

我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对陌生人是，对朋

友、对家人也是。

从小店门面里的、校园路边的公用电话，

到宿舍 201 电话卡，到现在的手机时代，我与

家里的通话一直保持着七句话。

第一句：吃饭了没？ 回答总是吃了，或者

正在吃，或者是饭正做着。

第二句：吃什么了？ 如果正吃、没吃，就变

化成在吃什么、做什么了。

第三句：多买点肉和骨头、鱼什么的，注

意营养。

第四句：天气冷吗？夏天的时候，就会改成家

里热吗，春秋就变化成暖和吗、还热吗之类。

第五句：多穿点衣服，别冻感冒了。 因季

节变化成小心热感冒、别咳嗽了云云。

第六句：家里生意好吗？ 心里是想知道打

电话时家里的生意是处于旺季还是淡季，忙

还是不忙的。

第七句： 你们多穿衣服别冻着， 别太累

着。 要么就是注意早晚增减衣服、别嫌麻烦，

不要心急、买卖损失不要放在心上。

这七句话，如果接电话的是父亲，在听完答

案之后，我会加上一句让母亲来接电话；如果接

电话的是母亲，也会跟我父亲讲讲。 翻来覆去，

重复一遍“对话录”，却总能打上二三十分钟。 之

后，电话结束。

今天， 母亲照例是你要好好的， 认真上

班，努力工作，吃好，买点好衣服穿，这一番例

行回答之后，忽然顿了零点零几秒，补充了第

八句话：你要自信啊。

这句“要自信”的新鲜词，跟前七句从逻辑

关系上显得很突兀， 并且从小学文化的母亲嘴

里说出来，更显得有点幽默的成分。 回想起来，

是源于上次回家闲聊时， 我谈到小时候家里情

况不好，以至养成我现在的一些不良小脾气，说

了一句比如现在的我就很不自信。 当时没在意

母亲在一旁若有所思，没想到她竟记下来！

我热泪盈眶。

新疆水果，天下闻名。

这里日照充足，空气干燥，为优质

水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香梨、西

瓜、葡萄、哈密瓜和无花果等等，水灵滋

润，甜蜜香馥，好吃得让人叫绝。

20 多年前，马未都先生来到新疆，

遍地的水果，让他过足了水果瘾。当时，

市场意识极淡， 本地水果多为自产自

销， 便宜得让人觉得是天上掉馅饼了。

10 公斤香梨，只花了一元钱，吃得马未

都肚子溜圆，站都站不起来。

阿克苏的杏子很多。 一天，马未都

先生路过一片杏林，大白的杏子挂满树

枝，累累硕果，让人一看嘴馋，直流口

水。 马未都从未见过如此繁盛的白杏，

恨不得马上扑上前去采摘，尝尝鲜。 但

见杏树底下坐着一维族老汉，旁边放了

几个铁皮桶，猜想是树的主人。于是，他

走上前去，打听白杏怎么卖。

他问老汉：“请问杏多少钱一斤？ ”

老汉的回答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两毛一脚。 ”

马未都把“一脚”错听成“一角”，心

里直嘀咕：“两毛就是两角呀，怎么是一

角？ 到底一角还是两角呢？ ”

维族老汉见他疑惑， 与他解释说：

“就是两毛钱让你对着树踹一脚， 掉下

多少杏子，全都是你的。 ”

天下居然有这么浪漫好玩的买卖？

马未都直乐，交了钱，提着桶，向

杏林深处走去。 他选了一棵硕大无比

的杏树， 低垂的枝上挂满了诱人的白

杏。 心想，只消踹上一脚，必定会有无

数的果子掉下来，捡上大半桶，没什么

问题。

他使出吃奶的力气，猛地向杏树踹

了一脚，脚腕子都踹痛了，结果，杏树丝

毫未动，杏子一粒也没有掉落下来。 气

急之下， 马未都提腿刚想踹第二脚，老

汉开口说话了：“再交两毛。 ”

这一回， 马未都不敢再选大树了，

挑了一棵细弱的小杏树，不轻不重地给

它一脚，顿时，枝摇杏落，满满地捡了大

半桶。

若干年后， 马未都醉心收藏，在

买古董宝贝时，偶尔也会犯类似的错

误，凭着自己的兴趣，想当然地就购

进。 但当年在阿克苏给杏树的两脚，

还是使马未都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收藏个性———头脑要清醒，原则要

坚持。

为人处世，经营人生，头脑不能发

热，不能想当然地胡乱踹上一脚，那样，

既伤了自己的元气，也不会有任何收获。

看清楚自己，洞悉自己的能力，有时，比

紧盯目标更重要。

马未都的两脚，让我们明白，做人的

原则———下脚之前，先掂量自己的斤两，

不贪心，不虚妄，在最可能成功的地方下

脚，一踹踹出真实而沉稳的人生。

过度理由效应

下棋学习两不误

———记少年国象大师张骏迪

□ 单红

马未都的两脚

□ 陈志宏

第 句话

他是江苏省年龄最小的国际象棋

大师，同时，他又是无锡市大桥中学初

三的在读生，眼下正全力以赴备战即将

开始的中考，他的名字叫张骏迪。 作为

无锡市惟一一名国际象棋大师，张骏迪

结束中考后， 将于 7 月 5 日远赴法国，

参加第 6 届法国国际象棋公开赛和国

际青少年国象冠军赛这两项赛事。

昨天， 背着黑色双肩大书包的张骏

迪出现在记者面前。他的书包中，全是备

战中考的讲义和课本。尽管是双休日，张

骏迪却得忙里偷闲与记者聊聊他的学习

和即将到来的比赛， 因为家教还在等着

他恶补功课。“这两天，父母不让我打棋

谱了，所有的时间全用来复习迎考。 ”“读

书和下棋哪个更苦？ ”记者问。

张骏迪笑了：“两样都苦，但我都不

想放弃。”而两全齐美的代价就是：张骏

迪自小学四年级开始学棋，就没有了寒

暑假。

小学四年级时， 张骏迪被父母送到

江苏省棋院脱课学棋。每年寒暑假，他便

回无锡补习功课。 好在学棋的孩子都很

聪明， 尽管一个学期的课程浓缩在一个

假期内完成， 但他在班上的成绩依然名

列前茅。 只是，张骏迪的学习成绩“偏科”

现象十分明显：理科成绩远远好于文科。

因为文科不花时间，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张骏迪的父母无奈地认为： 这也算是学

棋的“负面效应”吧，因为张骏迪抄写生

词、背书的时间确实少于同龄学生。

和丁俊晖一样，张骏迪也是完全由

家庭出资培养的一名国象大师，他所有

比赛的费用、请教练的费用，全由父母

掏腰包；但与丁俊晖不一样的是，他始

终没有辍学下棋。国际象棋已成为他生

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无法放

弃；但是，他同样无法选择辍学。因为他

知道，要成为一流的棋手，必须有很好

的文化素养。而他的父母出巨资为张骏

迪请家教补习因比赛、训练而落下的功

课，则是为儿子的将来着想：竞技体育

十分残酷，万一张骏迪无法成为一名职

业棋手，良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儿子的出

路问题。 事实证明：张骏迪确实做到了

学习下棋两不误，而前提是父母经济上

的大力支持和自己几乎为零的娱乐休

闲。

中考结束后， 张骏迪将每天到东

北塘进行赛前强化训练， 备战在法国

进行的比赛。

没有人会感觉到，青春正在消逝，但任何人都会感觉到，青春已经消逝。 ———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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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互相倾诉，彼此激励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 但附近却

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 他们天天互相追逐

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

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 告诉他们谁叫

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报酬就越多，他每次都

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 到

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 老人开

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 最后无论孩子们怎

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

结果， 孩子们认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

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

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

行为如果只用外在理由来解释，那么，一

旦外在理由不再存在， 这种行为也将趋于终

止，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某种行为得以保持，

就不要给它足够的外部理由。

公司老板如果希望自己的职员努力工作，

就不要给予职员太多的物质奖励， 而要让职员

认为他自己勤奋、上进，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

家公司；希望孩子努力学习的家长，也不能用太

多的金钱和奖品去奖励孩子的好成绩， 而要让

孩子觉得自己喜欢学习，学习是有趣的事。

少年心事

心理小贴士

励志故事

快乐成长

□ 萧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