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用
功，
更
要
用
心

——
记
杨
汝
伟

王
震
学

“ 我 没有什 么
成功的 经验，也 没
有什 么 诀窍、但我
确有点 体会：不 管
干什么事 ，不 但要
用功 ，更重要的 还
得用 心 ，要敢于创
新，才 能形成 自 己
的风 格”。

这是全
国青 年首届
钢笔 书 法 竟
赛活 动 一 等
奖获 得 者 场
汝伟 讲 的 心
里话 。

二十 七
岁的 杨 汝伟

， 是 国 营 宝 成 仪表厂 设 计所
青年设 计 员 ，一九 七 七年进
厂当 徒工 。由 于 自 小 在上学 期 间 就
喜爱书法艺 术 ，进厂八年来 ，不 论
在车间 当 学徒，还 是 后 来 考上了厂
工大 ，直 至毕 业后 当 了 设 计 员 ，他
一直坚持不懈 地 苦练 书法 ，尤其是
钢笔字 书法 。他除 了购买 了 有关 书
籍，进行 认真 刻 苦 的 钻研外 ，还抓
紧一 切时 间 ，观摩 学 习 研 究名 人的
钢笔 书法 特点 ，集百 家 之长 ，补 己
之短。另外 ，在学 习 的 同 时 ，他还
边看 、边 练 、边 想；为什 么要这样
写，不 能 那 样 写 ，力求 吃 透 为 什
么，从 中去追 求真 正 的 美 。

为了 练好钢笔 书法 ，他把 许 多 业
余时 间 都 抢过去 ，有些 电视、电影他
本来不 打算看 ，但听说有钢笔 书法 讲
座，或者 名 人表 演 ，他就非 看不可 。
有时 吃 饭和 看讲座表演 的 时 间 发 生
矛盾 ，他 宁可不 吃 饭也得 先 看 完 再
说。他 不但看得仔细 认真 ，而 且边看
边揣 摸 ，有 时 手 指 也 不 由 自 主 地 在衣
襟上 画起 来 ，就 这样 ，几度 春 去 冬 来……

在他 练 习
钢笔 字 书 法
时，有一股 子
可贵的 爱 国 主
义精神在支持
着他，鼓舞 着
他，有次他 听
人讲 ，中 国 的
汉字钢 笔 书 法
没有 外国 人的

好。他心 里就 觉得不 是味 ，汉字 是 我
们中 华 民族文化宝 库里的珍 贵遗产 ，
炎黄 子孙 ，倒不 如外 国 人 写 的 好 ，有
愧于 祖 宗 ，不 象话。于 是 ，他暗 下 苦
功练 ，多 少个 节假 日 ，多 少个 夜 晚 ，
他把 伙伴们 休息和娱乐的 时 间 ，都用
在这 “乐 在其 中”的 孜孜不 倦 地 追求
上。

去年上半 年 ，团 中 央 宣 传 部 委
托《浙江青年 》杂志社举办 的 有全 国
二十 九省 （区 ）市及 日 本 、西德 、美 国 、
法国 、奥地利 、意 大利、等 国 家 热爱 中
国文 化的青 年 和港澳地 区 ，及 在 国 外

的侨胞 ，和 在 国 外 工作 青 年 参加的 全
国首 届 青 年钢笔 书法 艺术竞 赛活 动开
始了 ，杨汝伟看 着 征文启 事 ，怀着试
试看 的 心情 ，把一 幅 书有郦道元 《三
峡》的 钢笔 书法作品寄 去 了 。评委们
从全 国 寄来的三十余万幅应征作品 中
挑选 ，他的 作品 以 “有南 派字体 ，结
构严谨 ，工正 、潇洒有力”的 评语而 荣
获了 一 等奖 。

当我采访 完 、向 他表示祝 贺 时 ，
他却 再三谦虚 地 声 明：“不 行 ，不
行！我的 钢笔 书法 比其他获 奖 者差 得
远着 哩 ！我 还得好 好地努力！”

随
笔

只要奋发 为 时 不 晚
金瑞 麟

人们 每 每 谈 及 唐 宋 八 大 家 之
“ 三 苏”（即 苏 询 、苏 轼 、苏 辙

父子 ），总 要 对 苏 轼 （东 坡 ）倍
加赞 赏 。但 我 对 其 父 苏 询 ，却 尤
为敬 慕 。相 传 苏 询 二 十 七 岁 时 才

发奋 读 书 ，应 考 屡 试 不 中 。于 是 ，他 将 所 写 之
文章 全 部 烧 光 ，闭 门 苦 读 。由 于 他 孜 孜 以 求 ，
锲而 不 舍 ，故 能 通 晓 六
经百 家 ，出 口 成 章 ，下
笔顷 刻 千 言 ，终 成 大
器。翰 林 学 士 殴 阳 修 把
苏询 所 写 之 《权 书 》、《论 衡 》等 著 作 上给 皇
帝看 ，宋 仁 宗 倍 加 称 赞 。一 时 许 多 学 者 都 模 仿
他的 文章 。苏 询 之 名 ，始 为 人 晓 。

当今 有 不 少 青 工 上 电 大 、刊 大 等 ，为 革 命
刻苦 学 习 。但 亦 有 不 少 年 近 “而 立”的 青 工 ，
认为 自 己 东 隅 已 逝，不 愿 再 求 学 上 进 。厂 里 虽

开办 了 职 工 业 校 ，也 是 在 领 导 的 再 三 动 员 之
下，他 们 方 才 进 入 教 室 学 习 。

美国 科 学 家 富 兰 克 林 曾 说：“空 无 一 物 的
袋子 ，是 难 以 站 得 笔 直 的。”人生 在 世 ，只 有
不断 地 用 知 识 充 实 自 己 ，方 才 觉 得 生 活 之 有 意
义：将知识和 力 量 献给 祖 国 和 人 民，才 更 觉 生
活有 乐 趣 。故 恳 望 尚 未 认真 参 加 文 化 学 习 或 刻

苦自 学 的 青 工 同 志 ，应
学产 习 和 发 扬 古 人 的 学 习
精神 ，要认识 到 学 习 是
时代 的 要 求 ，是 党 和 人

民赋 予 的 重 任 ，使 自 己 成 为
一个 有 理 想 、有 道 德 、有 文
化、有 纪 律 的 新 型 劳 动 者 ，
无愧 于 文 明 古 国 之 后 代 子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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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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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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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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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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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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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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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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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有
旁
鹜，

难
免
不
出
纰
漏。

（
马

力
）

林琴 南 与 《茶 花 女 》

卞显 佳

我国 近 代 者 名 翻 译
家林纾 ，字 琴 南 ，一八
五二年生于 清 官 僚 家
庭，十八 岁 中 举 ，后 执
教于 清廷京师 大学 堂 ，
他参加的康 梁改 良 主义
政治 运动失 败 后 ，为避
祸藏身 计 ，潜居苏 州畏
庐著书译 作度生涯 。他
十分倾倒于 法 国 小仲 马
新撰的 《茶花女 》，为
书中 女 主角 玛丽 和 大学
生阿芒缠绵 悱 恻的 恋爱

情节 感 动得 不由 自 己 ，
决心埋首翻 译这 部世 界
名著 ，当 时 我 国 的 语 文
体还 未创 行 ，他 乃 以 独
具一 格的 华丽 的 骈 体 古
文来翻 译该 书，1890
年上海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了林纾的 处 女 译作——
《 茶花 女遗 事 》，由 于
把一 部世 界文坛 巨 著用
古汉语介绍 到 中 国 实属
创举 ，加 上 译 笔 流畅 ，
行文 自 然 ，如 高 山 流

水，全 书找 不到一 句别
扭的 倒装 句 ，竟而 轰动
当时 整个知识 界 ，林琴
南因 而 各声大噪 ，几与
文豪小仲 马 齐 名 。由 于
译《茶花 女 》打响 了第
一炮 ，他陆 续翻译 欧美
名著一百 七十种 ，成 了
我国 近 代文 学史 公 认的
第一 位 翻 译 名 家 。

躺着 时记 忆最 佳
美国 一所大 学的 研

究人 员 经过 多 年潜 心研
究，得 出 结 论 ：人 躺 着
时的 记忆最佳。其原因
是，躺 着 时大脑 的供血
情况最 好 。所 以 专 家 们
建议：如 果需要 你迅速
记住外语单词或某 些定
理公式 ，那 就 躺 着 记
忆，重要的 是千万别睡
着了 。　（书 民 ）

火
花

△有 志 者 把挫折 看 成 是成
功的 起点 。

△ 即使 是一颗 无 名 的 小
星，也会有 自 己 闪光的
位置 。

△每个人的今天都是过 去
的总结 ，也是 未 来的 开
始。

新书
推荐

光辉 的 一 页

——简 介 《中 国 近 代 史 常 识 》

《 中 国 近 代史常识 》采用 问
的形式 ，通 俗、易 懂、系 统地

介绍 了 自 1840年鸦片 战 争 以 后 中
国逐步走 向半 殖民地半封建 社 会
的心 程 ，充 分 写出 了 这一过 程 中

的痛苦、反 复 、屈辱 和 觉醒 ，对我们认识 和 了 解
中国近代 史有很 大帮 助。此 书 由 中 国青 年 出版社
出版 ，已第六 次印 刷 ，受到广 大读 者的 热烈欢 迎 。

杨汉 民

（ 漫 画 ）爸 爸 的 试 卷 詹政 枢

读书之道

背
书
十
法

科
学
家
经
研

究
试
验，

发
现
了

背
诵
的
某
些
规

律，

归
纳
出
如
下

背
书
十
法
：

1
，

背
诵
的
难
度
与
篇
幅
不

是
成
正
比。

背
大
段
的
有
用
文
章

要
比
背
简
短
的
佳
句
更
为
有
益
。

2、

背
诵
同
一
材
料，

理
解

的
程
度
越
深，

记
住
的
量
就
越
大

3、

背
书
一
般
可
背
到
能
凭

记
忆
复
述
时
为
止，

而
后
再
去
复

习
似
乎
是
多
余
的
了。

4
、

分
散
背
诵
要
比
集
中
背

诵
好。

就
是
说，

背
诵
时
有
间
歇
比
无

间
歇
好。

5、

材
料
的
头
十六

行，

最
好
完

全
照
本
背
诵
下
来。

6
、

人
们
在
背
诵
时，

往
往
觉
得
前
记

后
忘，

似
乎
前
功
尽
弃。

千
万
不
要
向
这
种

暂
时
的
困
难
屈
服，

因
为
在
背
诵
过
程
中，

出
现
这
种
情
况
是
在
所
难
免
的。

7
、

在
背
书
时，

复
习
的
时
间
要
用
得

多
些，

而
不
要
单
是
不
断
地
重
读，

这
样
做

更
为
有
效。

8
、

若
有
两
篇
长
短
不
同
的
材
料
需
要

背
诵
的
话，

最
好
先
背
篇
幅
较
长
的。

9、

我
们
靠
记
忆
所
做
的
第
一
次
复
述

的
效
果
是
很
牢
固
的，

尽
管
有
时
复
述
并
不

成
功。10、

要
是
在
背
诵
和
复
习
的
休
息
期

间
睡
一

觉，

记
住
的
材
料
就
不
会
忘
掉。

（

磊
然
辑
）

自
学
成
才

名
人
轶
事

张溥 与 “七 录 书 斋 ”与张 采 齐
名，时称 “娄 东
二张”的 张 溥
（ 1602—1641），著有有名 的《七录书 斋》。为 了 勉
励自 己 ，他 把 自 己 读 书 的房 子 也取名 叫 “七录书斋”。这到 底
是怎 么 回事呢 ？

原来 ，张 溥 的 记忆力 是 不太行的 ，有些 他想记住的 东西
可怎 么也记不 住 ，有 时他 自 己也 很生气，可光生气又有什么
用呢 。办法 总 是有 的 ，他 给 自 己 订了一个规矩，每读一篇文
章，就整整 齐齐 地抄一 遍，一边抄一边 在心里默诵 ，抄完后
读一遍 就烧掉 ，重 新 再抄 ，再默一 遍。这样重复七八次终于

记住 了 很 多 知 识 。这 样 “七 录
斋”就出 现了 。最 后 张溥也终于成
为了 一个 很有成 就的 文学 家 。

看来 ，我们对 那 些 “过 目 成
诵”的 人 ，对那些 与 自 己 专 业有 关
的各 种知 识 了如 指掌 的人 ，对那些
所属 自 己 研究领域的古今大事如 数
家珍的 人 ，不要只 是羡 慕 ，而 要 有
自己的行 动，这就 是
学学张溥 ，用 艰苦的
劳动去 占 有更多 的 精
神财富 。

国际 成 人 教 育 委 员 会
世界各

国为 了 在传
播知 识 和交
流经验方面进 行有效合作 ，在联合
国教科文 组织的 协助下 ，成立 了一
个非政府 组织 ——国 际成人教 育委
员会 。

五十多 个国 家 和 民族 的 教 育组
织加入国 际成人教 育委员 会 。这些
国家 中 ，大多 数 是亚洲、非 洲 和拉
丁美 洲的发 展 中 国 家。苏联、波 兰
和南斯 拉夫也参加 了 国 际 成人教 育

委员 会。美 国 、英国 、法 国 、西

德、瑞典 、
日本和其他
一些资本 主

义国 家也往国际成人教 育委 员 会选
派了 代 表 。

国际 成人教 育委员会 是 由 地区
性组织联合而成的。非洲 成人 教育
协会、亚洲 与南太平洋国 家成 人 教
育联 合 会、欧洲成人教育局、阿 拉
伯国 家 教科文组织和加勒 比海 地 区
成人 教 育委员会都 参加 了国 际 成 人
教育委 员 会 的工作。

（ 沉 默 、路晨 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