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上哪有“聪明药”？ □陈鲁民

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最近，
为迅速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考上
理想大学，首尔江南一带的家长流
行起给孩子注射一次要12万韩元(约
合人民币672元)的“大脑活性化针”，
这种针也被称为“聪明针”。除了让
孩子定期打“聪明针”外，一些家长
还精心准备了“聪明汤”和“高考丸”
等。

其实，这也不算多奇怪，在我们
这里，每年高考前，也有家长给考生
买些营养品，“高考必喝”、“高考必
用”之类。追求聪明一直是世人的梦
想。理由很简单，聪明的人学习轻松，
成绩拔尖；聪明的人做事快捷，事半
功倍；聪明的人受人称赞，脸上有光；
聪明的人，少走弯路，多是人生赢家，
令人羡慕，使人向往。但古今中外无
数事实证明，人想变聪明，从无捷径
可走，更无灵丹妙药。博览群书，勤学
苦读，才会成为聪明、智慧的学者；见
多识广，饱经风霜，方可成为生活的

智者；善于钻研，不懈追求，才能成为
事业的强者。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
谁打了“聪明针”、喝了“聪明汤”就立
刻变得聪明盖世，事业成功，名闻天
下的。

尽管如此，世世代代还是有人企
图通过服用什么汤药、注射什么针剂
而使自己聪明起来。

中国《古今医鉴》卷八就记载了
“聪明汤”的做法，计有茯神、远志、天
麻、莲子、核桃、龙眼肉等，这都是好
药，服下能增加营养、补充能量是可
以肯定的，但说其能让人变聪明恐怕
不大靠谱。上世纪70年代，英国曾有
科学家发明了“聪明水”，大赚一笔，
名噪一时，人人争相服用，趋之若鹜，
后来经权威验证，“聪明水”最多具有

“安慰剂效应”，便被人彻底抛弃了。
本世纪初，美国人发明了一种“聪明
药”，确实可以提高学习成绩，提升工
作效率，能快速、高效记下需要背的
东西，处理各种难题。但后来人们发

现，大量服用这类药物会引起焦虑、
成瘾、行为偏执、易怒暴躁等症状，原
来这其实是一种乔装打扮的“兴奋
剂”。

科学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世界，造
福人类，推动了历史进程，提高了人
们的生活质量。至少目前，科学技术
的发展水平还不可能通过吃药、打
针、喝汤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包括人
们始终念念不忘的后悔药、忘情水、
青春永驻药、长生不老药之类，都还
只是美好的幻想。

怎么使人聪明起来呢？诗仙李太
白的秘诀是“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
烛”，诗圣杜工部的经验是“为人性僻
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书法家颜
真卿的办法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
是男儿读书时”，鲁迅的招数是“把别
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
他们都是一等一的聪明人，方方面面
的大家泰斗，都有着令人钦佩的不世
业绩。梳理他们的成功实践，总结他
们的过人才智，不难发现这样几个关
键词：勤奋、坚持、刻苦、弘毅。其实，
如果做到了这几点，大千世界，芸芸
众生，无论是谁都会变得聪明起来，
而不必去服那些自欺欺人的汤汤药
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
豆得豆，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效能规
律，也是最公平的动能效应，谁都不
能例外。不肯投入，不愿努力，害怕吃
苦，企图走捷径、找窍门、寻秘诀而去
敲开成功之门的人，历来都要碰钉子
的，那种聪明只能算是投机取巧的小
聪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假聪
明，是大愚若智的伪聪明，搞学问不
足以成其事，干事业必定摔跟头，只
能是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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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的标准及其他
不知咋回事，贵州大学校长郑强

8年前的一段演讲视频，最近又在网
上热传。因其中引出了“为什么天上
倒水的要比地上倒水的长得漂亮”的
话题，引发了舆论场上不少关于空姐
要不要脸蛋漂亮、貌美是不是财富的
热议。一家杂志趁热打铁，搞了一次

“怎样看美女”的问卷调查。问题原有
10个，这里仅选3个作答。

其一曰：你认为美女最重要的标
准是什么？选择答案有：美丽；聪慧；
善良；温柔；内秀。这个问题，好比那
句“哥哥年龄比我大”，昭然若揭。所
谓美女，最重要的标准是美——— 容貌
美，即脸蛋漂亮。一个有碍观瞻的女
子，纵使聪明绝顶、才高八斗，兼爱心
盈盈柔情似水，只能评才女评贤女而
不能评美女。《聊斋》上有换头之术，
每每让不少先生看过之后发生“喀
嚓”之意，而这“喀嚓”换掉的，肯定是
脸蛋，盖因世上只有“面目可憎”之
言，没有肥臀粗腰可憎之语也。

其二曰：如果你是女人，有一个机

会去选择，你决定选择多一点什么？
选择答案是：美丽；聪明；善良；温柔。
一个思维正常的女子，大概没有不想
自己多一些美丽的。虽然《易经》上有

“冶容诲淫”之教，英谚有“女子与樱
桃因色而得祸”之说，但无论是我中
华女士，还是英邦女郎，没有不愿美
丽的，并且竭力进益其美。盖因漂亮
的女子，到处都受欢迎。大酒店招聘
礼宾小姐，首要的条件就是美，让丑
女站在大门口迎宾，给人第一感觉恐
怕就是档次“不够星级”。正是从这个
角度上，“天上倒水的要比地上倒水
的长得漂亮”，其实也是合理的、正常
的。

其三曰：假如美女真的凭借外貌
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便利或享有特权，
你认为公平吗？选择答案有：公平；不
公平；不公平但情有可原。一个人长
得美，是爹妈生的，他人嫉妒也好，忿
忿然也罢，都是没有法子的事情。现
实生活中，美女得到种种便利乃至享
受特权，也是公平的。盖因此乃一种

资质，一种资源和财富。谁不承认这
个，就有悖常理。

然而，凡事皆有度，超过了度，出
现“色钱交易”、“权色交易”，便就成
了丑恶，就值得警惕了。特别是一些
拥有一定权柄的先生，更应高度警
觉。教训有的是：当初袁曹集十八路
诸侯攻伐董卓吕布，无奈其何，王允
让一个貂婵出马，却出奇制胜。今人
的例子同样不鲜，看一看那些贪官，
未在美色上吃败仗的有几人？

上世纪30年代流传过一段“疯
话”：“世上可怕的，不是拥兵百万的
军阀，也不是狼心虎性的土匪，乃是
千娇百媚、工颦善笑、弱不胜衣的女
子。军阀盗匪，只能害人性命，荡妇娇
娃，则能灭人灵魂！死于军阀盗匪，尚
觉九泉抱恨，有所不甘；死于美人，则
觉死有余幸，死亦甘心！”

“疯话”警世醒人。一个人到了败
于美色、“死于美人”，反觉得“死有余
幸”的地步，才谓真疯，真乃不可救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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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就连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四大美女，
也各有各的生理缺点。“金无足赤，人
无完人”，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因此，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
求全责备，要“赦小过，举贤才”“有大
略者，不问其短”，鲁迅也说“倘要完
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不
过，有人却将这一辩证法“活学活
用”，放纵自己的缺点，甚至明知故
犯，对下级、“自己人”也宽容有加，不
讲原则地护犊子。甚至有人还抛出惊
人之论——— 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贪官，
不能以过掩功，如说原铁道部部长刘
志军建高铁有功，应从轻发落等。

《左传·宣公二年》里有一段记
载：生性残暴的晋灵公，不守君道，

经常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取乐。
一天，因厨师没把熊掌炖烂，就杀了
他，放到筐里游尸。大臣赵盾和士季
看到后，打算进宫规劝晋灵公。晋灵
公从士季的眼神中知道他为何而
来，假装没看见，直到士季往前走了
三次，才说：“我知道自己错了，我
改。”士季叩首，说出了那句名言：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然而，承认错误的晋灵公照旧我行
我素，赵盾屡次劝谏，把他劝烦了，
派了刺客去暗杀赵盾，想让他永远
闭嘴。不料刺客宁可自杀，也不愿领
命。此招不成，另求他法。晋灵公邀
请赵盾进宫赴宴，席间下手，却被赵
盾的卫士救走。

士季劝晋灵公弃恶从善，先祭出

“人谁无过”的遮羞布，给他挡挡臊，
人无完人嘛，只要改正错误就是好同
志。可惜，这句话的关键词在前半
句——— 金无足赤，对方首先得是块金
子才行啊！而晋灵公就是茅坑里的石
头，又臭又硬。所以，那些为贪官辩解
的说辞，不过是遮羞布、挡箭牌、保护
伞。功是功，过是过，将过去的功折抵
今天的过，你以为这是封建社会皇帝
老子发落大臣？

正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
以才要见贤思齐，严于律己，尽可能
做个完人。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时刻
小心自己的“金刚不坏之身”被诱惑
点了穴，倒在糖衣炮弹下。那样，即便
有天大的功劳，盖棺论定的也只有俩
字：贪官。

“人无完人”岂是遮羞布 □赵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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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梁

讲排场

【谈古论今】

等级制度是讲排场的催化
物。有些穷孩子当了官，才知道
自己的分量，才明白自己居然这
般重要，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灯
红酒绿。拒绝了这些排场，就等
于没有“身架”，不能提高“身
价”。

“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
美妾与马”成了应该的“享受”，
那么蹬鼻子上脸，越发骄横跋
扈、张狂，时时讲排场，摆一副架

子，来掩盖才疏学浅和显示“尊
贵的地位”，就非常自然了。

排场这种东西大概应该算
是“概念精神产品”，即使有标
准，好像也难以检测是否超标。
譬如《钱氏私志》中记载：宋子京
(祁)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
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
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
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
神仙焉。叙述中明显夹带着些许
讥讽。

我们应该不以一眚掩大德，
宋祁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实际
本领，但是太摆谱了，这个“神
仙”排场叫人有些受不了，可是，
后代还是有人会模仿着讲排场，
自以为功高盖世，要当新时代的

“宋祁”，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铺
张浪费、奢侈腐败。在他们的眼
里，宋大官人算什么“神仙”，纯
粹是“神经”！说到底，不过类似
漏夜衣锦而已。

前些年，北京一个村干部为
儿子在国家会议中心办豪华婚
宴，据媒体估算，这场讲排场的
婚礼大概花费160万元；“超标盖
楼”的现象在多地时有出现，从

“天安门”“金水桥”到“白宫”，一
些贫困县、镇政府部门的办公场
所可谓互相攀比，排场百出。不
同形态的办公楼，相同的是在谋
求“发展”时的讲排场的暴发户
心态和败家子任性的思路。

历史上，在讲排场这一点上
总有人会奋勇当先，敢于突破。
譬如使用交通工具——— 明朝时
规定：官员乘轿或骑马，规定以

“三品”为界线。而乘轿又有两
(人)抬、四抬、八抬之分；官帽更
有样式与尺寸之别。《古今概谭》
里说，依照祖例，京官三品以上
才能乘轿，举人不能戴大帽。有
好多人并不依例行事。有一次，
某上级官员下来巡视，见了戴大
帽的举人，便大怒发问：“举人戴
大帽，始自何年？”举人答曰：“始
于老大人乘轿之年。”尽管后来，
大帽也成了明代男子的重要正
装，具有礼帽的性质，但是在双
重标准严格施行的那一刻，反唇
相讥是对长官违例而不依例行
事的无奈的反抗。

不讲排场，既是姿态、风度、
修养，更是智慧与胸襟。宋代李
昉等人撰写的《太平御览》里有
个寓言，说鲁国有个人特别喜欢
讲排场，钓鱼是他的一大嗜好。
他用喷香的桂花作为鱼饵，用黄
金做成鱼钩……尽管此君选择
的位置和甩竿的姿势也都很讲
究，但是钓到的鱼却寥寥无几。
由此可见，只顾讲排场，片面地
注重形式，不注意调查研究，往
往达不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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