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双十一”，一年一度购物狂欢节
又来到。当很多人忙着买买买，各种“剁
手”时，孩子们会不会也跟着模仿？对于
家长而言，这正是跟孩子聊理性消费问题
的好时机。

分清“需要”和“想要”，不要
为冲动买单

网上购物让生活变得更便捷，但也更
容易冲动消费。在消费时代，很多需求是
被商家创造出来的，你想要拥有某种物品
的念头其实是被外界灌输的。比如精美的
图片、重复的广告，都在暗示你拥有某件
商品就能拥有美好的生活、获得某种想象
中的品质。

科学家早就发现，人们是依靠无意识
和第一印象来感知世界的。比如说，观看
陌生人的脸100毫秒 （1毫秒是1秒的千分

之一） 之后，就会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
任。多年的行为心理学已经证明，人类的
很多行为是在还没有意识时就已经植根
了，而电脑或手机屏会放大人们的这种趋
势。面对手机购物画面，很容易一瞬间就
产生消费的冲动。

除了广告刺激，还有一种常见的消费
冲动。当账户里收到一张满减券，它不过
是个数字而已，但是为了花掉这个券，就
要付出双倍甚至十倍的价格。不用掉券就
觉得自己好像亏掉了，花了反而有赚到的
感觉，这就是一种消费心理游戏。心理学
称之为损失厌恶——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
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难以忍受。
因此，很多人在为“想要”而不是“需
要”买单。青少年的思维还不成熟，作为
家长，尤其要帮助孩子分清真正想要的和
需要的，不能持续为冲动买单，更不能养
成依靠购物获取快乐的思维。

父慈母爱不止体现在礼物上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在满足
日常生活需要之外，人还需要通过仪式性
的礼物或者消费来表达情感、获得心理满

足。比如，父母从远方带回来的纪念品、
孩子盼望已久的一个玩具……

在不超出经济能力并且不浪费的前提
下，家长可以跟孩子商量，需要在哪些日
子互相赠送礼物。当他平日看到琳琅满目
的商品，产生想要拥有的冲动时，可以让
孩子记在愿望清单上，等到特定的日子再
购买。绝大部分的冲动购物是会随着时间
流逝而减弱，甚至消退。如果到了特殊节
日，孩子依然喜欢，也不妨满足孩子心愿。

但作为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一个人
的幸福感、安全感不是来自物质，父母对子
女的爱也不是只体现在买更多、更贵的礼物
上。心理学家发现，相比一件物品，一次体
验、一个精神产品，带来的快乐却更持久，
甚至是不能用价格来估量的。比如一起听音
乐会、看演出、旅行等，获得的沉浸感、成
就感，将给成长留下不可磨灭的光辉。

量入为出，物尽其用

经济学家杜森贝提出的，消费者易于随
收入的提高而提高消费，但不易因收入减少
而降低消费，这种特点被称为棘轮效应。其
实，我国古人早就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概括

了棘轮效应。司马光告诫孩子“由俭入奢
易，由奢入俭难”。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俭朴
为美，并上升到道德高度。司马光还曾说：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
《诫子书》也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不管是为了建设良好家风，还是树立
理性的消费观念，我们都提倡量入为出、
物尽其用。购物的价格可以根据家庭经济
条件约定，即使是用孩子自己的零花钱，
也要经过家长的同意。孩子如果想要一个
超出约定价格的物品，就要通过自己的劳
动或者特长来获得相应报酬。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购买了一件物品，就
要好好爱惜。如果使用一段时间不需要
了，也可以捐赠或者去二手平台上交易，
把你曾经的珍爱流转到更广大的世界里。

当然，从源头上就要解决浪费的问
题，选择既实用又具有美感的东西，就可
以用得更久。孩子在买东西时容易被花哨
的外表所吸引，这也是很正常的，可以允
许他有一个试错的过程，慢慢才能找到合
适的风格。

（作者系科普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学有道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双11”来了，如何引导孩子理性消费
□□ 李峥嵘

2013 年，为庆祝武汉大学建校120 周
年，该校校友陈东升出资一亿元在校内捐
建万林艺术博物馆。2015年5月，该馆正
式开放。从此武汉大学落英湖畔就多了一
座被绿树环绕、整体造型似飞来之石的博
物馆。它建筑外立面凹凸的手工感及其对
光线的漫反射，将整座馆融于珞珈山的山
景之中，传达了山、水、林、石互见的中
式审美意境。

万林艺术博物馆总体建筑面积8410.3
平方米，高28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这里展示了武汉大学建校以来收集的各类
丰富藏品，有珍贵文物、科考标本、艺术
珍品，其中最吸引人的是由“标本唐”家
族制作的数以万计的动物标本。

鸟类标本收藏量达千余种

“标本唐”家族传承至今已是历经 5
代，他们制作的标本以栩栩如生、保存时
间长而闻名全国。唐氏家族第二代传人唐
启秀和第三代传人唐瑞昌是武汉大学的动
物技师，他们于1929年创建了武汉大学动
植物标本馆，其后第四代唐兆子和第五代
唐健都在标本馆工作。

唐氏家族制作的动物标本在武大动物

学研究、教学以及学生培养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了扩大藏品数量，唐瑞昌、
唐兆子经常去野外采集动物标本。而且，
唐氏家族形成了一条惯例——家族中其他
从事标本制作的成员若采集到的标本种属
只有一个，一定要留给武汉大学。这造就
了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无出其右的
鸟类标本收藏量——现在中国境内记录的
鸟类总数为1400余种，而武汉大学收藏的
种及亚种就达到1050个之多。

拥有国内保存时间最久的动物
标本

在万林艺术博物馆地下一层的“珞
珞如石”基本陈列展中，观众可以看到
这些精美的动物标本。展览充分考虑了
动物与生态环境的对应关系，将诸多标
本融入原野、森林、海洋、极地等不同
生境。如此一来，观众不仅了解了动物
形态特征，还能看到动物在其生境中的
生存图景。

“珞珞如石”展的第一单元是“演化
与繁荣”，“标本唐”的1247件鸟类标本就
在这里展示。观众在此可见到各种珍稀鸟
类品种，比如曾作为“唯物论证据”证明
中国不止有8种鹤的赤颈鹤，羽色华丽的
中国特有种雉科鸟类、被誉为“水中大熊
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鸟
类学史上第一种由中国人命名的野鸟金额
雀鹛……由“标本唐”家族第一代唐春营
制于1911年的岩鸽标本，是国内现存保存

时间最久的动物标本。丰富的馆藏足令鸟
类爱好者大饱眼福。

展览的第二单元是“生命与环境”，
展示了140余件含哺乳类、爬行类、鸟类
在内的动物标本，甚至包括雪豹、白鱀
豚、大熊猫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标本。
其中，企鹅、贼鸥、海豹等南极动物原体
基本由武汉大学在20世纪参与南极考察时
采集，而白鱀豚标本是由唐瑞昌于20世纪
50年代从武汉一家冷冻厂收购的一只死亡
的白鱀豚制作而成。2007年，白鱀豚被宣

告“功能性灭绝”。制作标本的意义或许
就在于此：用“技艺”换取“记忆”，为
那些再难寻觅的生灵寻找一个不被遗忘的
机会。

作为武汉大学的新地标，万林艺术博
物馆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发挥了出色
作用，成功吸引了大批观众走进丰富多彩
的动物标本世界，体会“标本唐”家族5
代人守护技艺、忠于热爱的历史。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2022级硕士研究生）

万林艺术博物馆：用“技艺”换取“记忆”
□□ 郑中天

图1为岩鸽标本。
图2为万林艺术博物馆基本陈列

“生命与环境”展厅一角。
熊曼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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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橙子黄了，橘子犹绿。两个本
不相搭的颜色组合在一起，绘就出这幅让
人垂涎的画面，代表着秋末冬初独有的美
好。难怪宋代大文豪苏轼会提醒好友刘景
文，“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
时”。

黄色是秋天的主色调。关于黄的来历
说法不一，《说文解字》认为，黄是大地的
颜色。因此“黄”这个汉字的中间是田，
表示与土地有关。后来只要与土地颜色相
近的事物，古人都将其称为“黄”，因此华
夏文明的发源地是“黄土高原”，穿流而过
的河叫“黄河”，这片土地上的首领叫“黄
帝”，而我们被称为“炎黄子孙”。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五个原色，分别代
表五个方位。据《周礼》记载：“东方谓之
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
黑，地谓之黄。”因此黄色位于五色的中间
位置。在北京中山公园里，有一座由五色土
组成的社稷坛，古时候的君主常来此祭拜，

以谋求江山稳固、国泰民安。自隋朝起，黄
色成为帝王的专属色。历代君主在登基时都
要黄袍加身，其文告称为黄榜，仪仗所用旌
旗叫黄旗。就这样，黄不仅代表颜色，还被
赋予了尊贵、正统的含义。

可以看到，黄色在中国人心中多与美
好的事物相关联。我们将好日子称作黄道
吉日，美梦叫作黄粱美梦，更乐意得到用
之不竭的黄金。

然而，黄色在秋天是复杂的。一方面
落叶是黄色的，由此黄色被赋予了衰落的
含义。纵使面对落日美景，古人也会发出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言，还将
年华老去称作“人老珠黄”。直到今天，我
们也会把事情没有做成称之为“黄”了。
另一方面，庄稼成熟也是黄色的，黄色又
成为了丰收的象征。

与黄色复杂又矛盾的含义相比，绿色
则一直代表着希望和生机。绿指代的是一
种丝帛染料的颜色，据 《说文解字》 记

载，这种颜色介于黄色和蓝色之间。汉字
“绿”的左半边是丝，代表着丝帛，右边是
录（lù），表示读音。其他与丝帛相关的颜
色还有“红”“紫”“绛”等。有意思的
是，绿有时候也指代黑色，如“绿黛”其
实是指黑发。在古代，绿读作lù。今天我
们仍能在个别词中找到这个读音的蛛丝马
迹，如鸭绿江、绿林好汉等。

绿色是植物生长茂盛时期的颜色，它
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以至在一年四季都
能找到身影：春天时有“千里莺啼绿映
红”的五彩缤纷，到了夏季也有 “绿树阴
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盛景。令
人惊奇的是，即使到了深秋、初冬，也能
看到“橙黄橘绿”的丰收场景。

自古逢秋悲寂寥，为何偏就苏轼发现
了“橙黄橘绿”这一“好景”呢？事实
上，这个时候怀才不遇、被贬杭州的苏轼
和好友刘景文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即
使在万物萧条的秋天，苏轼仍看到了累累

硕果所代表的丰收和希望，并以此提醒好
友：虽然青春已逝，但现在仍是人生成
熟、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要珍惜这好光
景，保持乐观、继续努力，切不可意志消
沉，自暴自弃。

苏轼的一生大部分是在接连被贬中颠
沛流离。但纵观他的诗词，字里行间都充
满着乐观、豁达的心境和对生活的无限热
爱。不然也不会在被贬时候研究菜谱，为
后人留下一道“东坡肉”的美食。这也就
不难解释为何苏轼总能在绝境中看到希
望，并找到让自己继续奋斗、努力生活的
动力。橙黄橘绿代表的不仅是希望，更
是面对困难低谷时积极向上的心态和
智慧。

正 是 橙 黄 橘 绿 时
□□ 朱 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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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为了弄清楚天将降大任于什么
人的问题，许多人忽然开始咬文嚼字。不
管现实生活中，还是社交软件上，都在争
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还是“天将降大
任于是人”。人们热烈地探讨起几千年前
一篇文章的措辞，这大概也是只能诞生于
文化昌隆的东方古国的奇观了！

争论的对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出自《孟子·告子下》，因被选入初中语文
教材而具有极高的“国民度”。在这段文
字中，孟子首先列举舜、傅说、胶鬲等六
位古代贤人皆从忧患中奋起，建立卓著功
勋的事实，证明个体要完成自己的天命必
须经受挫折的锤炼。他进而申述，一个国
家兴衰存亡的因由与个体命运相近，最后
推出通用于个体和国家的深刻道理：“忧
患使人奋进发展，安乐使人松懈衰退”。
孟子善于说理，这段选文虽仅有一百多
字，但论证严密，层层深入，接踵而来的
排比句更是带来震撼人心的效果，使人过
目难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见解卓越、

气势逼人，本身就是一篇深具魅力的议
论文，再加上它当年属于语文科的必背
篇目，很多人都曾反复诵读，所以很多
网友坚信自己对之了如指掌。也正因为
如此，烂熟于心的句子“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在当今教材上竟被写作“天将
降大任于是人也”，这一“变化”才显得
格外难以接受。然而，另外一些网友则
认为他们当年学习的版本就是“是人”，
与现在的教材并无二致，并认为那些记
作“斯人”的朋友，大概是记忆出现了
偏差。

有热心网友追溯古籍状况，发现宋、
元刻本 《孟子集注》 皆作“是人”，清代
补刻碑林十三经 《孟子》 也作“是人”。
还有网友将目光扩大到域外，发现朝鲜李
朝哲学家李珥用朝鲜语解说 《孟子》 的

《孟子谚解》作“是人”，日本宽政年间刊
本 《孟子集注》 也作“是人”。可以说，
直到清代，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整个古代
东亚文化圈中，占主流的《孟子》版本大
都作“是人”。与此同时，漩涡的中心、

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部也接受了相关
媒体的采访，表示自从 1961 年该社收录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篇课文以来，
历版教材一直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也”。鉴于人教版的语文教材是绝大多数
人使用的教材，这一官方答复至少可以证
明，相当一部分“斯人”派朋友，其记忆
也许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可靠。

既然直至清代，主流的古籍 《孟子》
都作“是人”，当代最流行的语文教材也
作“是人”，那么“斯人”的版本源自何
时何处？检索古籍发现，元代王恽《秋涧
集》的《克己斋记》中已有“斯人”版的
表述：“仆为之说曰：‘天之降大任于斯人
也，俾经纶一世之事。’”此处是化用

《孟子》 的语句来表达自己对克己斋主人
的赞赏。古人引用经典，不像我们今天写
学术论文一样要求核对引文，而是凭记忆
和语感来书写，所以王恽的一个短句中，
就有两处与 《孟子》 原文不同。此后，
元、明、清三代的小学、类书、小说类书
籍中皆可找到引《孟子》而作“斯人”的

情况。这说明，把“是人”记成“斯人”
的情况并不自当代始，而是由来已久之
事。而当代“斯人”之所以能取代人教版
教材的“是人”被更多人记住，可能也是
因为王恽式不求精确的引用，借助影视作
品、文学作品、讲话稿，甚至汉字输入法

“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之
中篡改了我们最初的记忆，甚至未被我们
察觉。

其实，从语义上来说，“是人”和
“斯人”都作“这个人、这类人”解，二
者差别并不显著。我们的争论，不应纠
缠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还是“斯
人”的字句问题，更要紧的是穿透字句
深入义理，了解“天降大任”之人所应
具备的品质。《孟子》 提出的“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八个字曾鼓舞过无数仁
人志士从艰难困苦中奋起，将挫折变为
激发勇气的契机，最终把逆境走成了顺
境。今天，我们也应重视这句话的警示
作用，在安定之中不忘保持奋发精神。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只见面
前的屏幕上，方形的太阳脸部下
面那一道黑色的痕迹确实清晰可
见。我绝望地用翅膀遮住了眼
睛，任凭那令人最恐惧的黑暗
袭来。

待我回过神来，整座观测院
已经没有人了。我慢慢移开翅
膀，顺手拿起了桌上的便携式望
远镜，我走到窗边，玻璃反射出
我方正的喙部。由于和窗户靠得
太近，我的喙部几乎要撞上去
了。我身上的羽毛沙沙地颤抖
着，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一切，深
深地令我恐惧。

一只小鸟站在窗台上，探出
方形的头来，叽叽喳喳地叫着。
阳光透过方正的叶片，在地板上
洒落出9个黑色的影子，仿佛一
切就和往常一样。我的心情稍微
放松，回想起刚刚看到的一切，
不禁吟诵起了古老的歌谣——

“同胞你为何轻轻唱？凄美
歌喉令我悲断肠。千万年八大陆
诸类竞生长，皆因那真神为我将
光明放。可叹那太阳终将轻轻
笑，从此一切归凄凉……”

突然，街上广播的声音在我
耳畔响起，“请各位国民不要慌
张，‘太阳笑了’只是阴谋论者
最卑鄙的谎言。整个方球将和有
光以来的十万八千年一样屹立不
倒，永远辉煌！”。

果然，“太阳笑了”是瞒不
住的。

5 个小时前，我和观测院的
同事一起，来到了观测院的正中
央的一面桌子旁，桌上摆着一台
便携式望远镜和与其连接的显示
屏。除了一位观测员，我还看到
了那位平时面无表情，而如今一
脸震惊的院长。

“不，您没有听错，按照目
前的预测，最多6个小时后，太
阳就会从方球上彻底消失。”观
测员颤抖地汇报着。

同事们都盯着院长，仿佛希望听到传来辟谣
的声响。可是院长似乎比大家更惊诧，完全没有
了往日的镇定。

“这怎么可能？自从这颗方球上有光出现以
来，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难道世界末
日真的要来了？”院长表情逐渐低沉，方喙微微
颤抖，喃喃低语难以掩盖无尽恐惧。

“是否应该向大家公布？”那位观测员问道。
“不，当然不。一无所知总比无助沉溺于恐

惧更好。”院长绝望地低语，“愿光明之神保佑方
球能渡过此次劫难，就像过去祂为我们驱散黑夜
一般。”

同事们转头看向我，观测院50年以来最优秀
的高才生，期待从我的嘴里得到不同的解答。

我面部僵硬，久久难言，随后艰难地吐出了
四个字：“太阳笑了”。这是我们方球几万年前就
传唱的古老寓言，也是许多人都信以为真的
真理。

大家哀叹着散去，有人在联系亲友，有人在
向光明之神祈祷，而我则一直呆立原地……

时间回到现在，当我走出观测院时，观测院
内已经人去楼空。我回头看向观测院，这座方球
上赫赫有名的最高建筑。据说，当年光明之神降
临方球时，就曾在这里停留。随后，那位神祇一
跃而起，飞升到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视野的高
度，为方球带来了光明的太阳。

观测院前的平整土地上，就是当年光明之神
留下的唯一痕迹，也被称作圣迹。转过头来，我
慢慢向那处痕迹走去。围绕着这处圣迹，无数我
们族类正在叩拜。

我穿过人群，走到了圣迹前。只见纯白的大
地上，数百米的深棕色条纹蔓延开来，有的彼此
交汇，有的互相平行，看起来毫无规律。

圣迹呈一个椭圆形状。在我学到的知识里，
正是因为我们的种族，以及我们所生长的大地都
是由方形组成的，圣迹的圆形才显得无比神圣。

我抬起头，只见太阳已经被遮蔽了一半，那
道黑色的痕迹已经比最宽阔的地缝更宽了。

掏出便携式望远镜，我仰望着这颗曾被无数
诗人歌颂过的太阳。方形的镜孔里，我看到了一
些条纹。这些条纹是肉色的，但是在形状上却与
圣迹惊人地相似，甚至可以一一对应。

这一发现确实震惊了我。我张大了方方的
嘴，完全无法解释这处异常现象。

离开圣迹，我不知要往何处去。蹲坐在街
边的长椅上，用翅膀遮住眼，试图抛开那个奇
怪的语言，用我学到的所有知识去理解短短的
一天内发生的奇异现象。全然不觉天上的那道
痕迹即将把整个太阳遮盖。黑暗从大地的最南
端依次袭来，广播中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完
全消失。

我仍在思索着，思索着，一个答案浮现在了
我的潜意识里。我奋力地想将它投入脑海，可是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纯白的大地上，刹那间响起了亘古未有的巨
大嘶吼。声波震撼着我的耳膜，那是从没有人听
过的古神呼号。我很快就被震聋了。

不过，聋这件事似乎现在也无关紧要了，太
阳已经完全黑了。我知道，方球上的人因光而
生，在没有光的情况下，只能存活1个小时。

他们人类还不知道……
一个房间里，一个人类男孩刚刚伸手关掉了

台灯。台灯下，放着一个刚拼好的魔方，白色的
那面朝上。还有一个定时为3个小时，刚刚发出
了闹铃声音的计时器。

门被迅速打开，冲进来的母亲对着男孩大声
地训斥着，“下次再抓到你用沾着巧克力酱的手
摸魔方，我就和你没完！而且，说了多少次不要
把魔方放在台灯下？要是晒坏了我可不会再给你
买！”

隔壁客厅的电视里，脱口秀节目正在谈论一
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消息：“近日，地球上居然
有科学家观测到太阳出现了三个日冕洞？真是无
聊的消息报道方式，在我看来，这分明是太阳笑
了嘛。”

“ 是 人 ” “ 斯 人 ” 从 何 而 来
□□ 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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