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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原产于美洲，它生长在地下的根块有很高的营养人价值，

产量也相当高，可以当粮食吃，也可以当蔬菜食用。法国农

学家巴蒙蒂埃对这种植物作了认真的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值

得推广的农作物。 他通过刊物向人们介绍这种作物的好处和

种植方法。但是由于习惯和传统的偏见，人们都不愿意各这

种从未种过的作物。农民说，这是一种魔鬼的苹果；医生说

，这种东西吃了后会的损身体健康；土壤学家则说，种了这

种奇怪的植物，土壤的肥力会枯竭。他奔走，他呼吁，但是

马铃薯在法国依然得不到推广。 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

法。他请国王派一队卫兵帮助他守卫自己的马铃薯园地，不

许人们摘取它的一枝一叶。这引起了农民们的好奇，他们白

天都来偷偷观看巴蒙蒂埃怎样耕种，怎样除草，怎样施肥。

到了晚上，卫兵下岗休息时，则三五成群地前来偷偷地挖，

偷偷地栽种到自己的田里。农民们对偷来的马铃薯的神秘态

度又感染了其他人。就这样有的讨，有的偷，一传十，十传

百，没几年工夫，这种大众作物就传遍了整个法国。2、 元

宝变泥块 唐朝时，李勉镇守陕西凤翔一带。有一次，一个农

民挖出了一瓮金元宝，立即交给县官，县官担心存放在县衙

不安全，便把瓮放在了自己的住所里。隔了两天，他打开一

看，瓮里的元宝都变成了土块。这瓮元宝出土时，乡里的头

面人物都曾检验过，现在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自然会引起

县衙内外的一片惊诧。 此事上报到李勉那里，县官因无法作



出解释，只得承认是自己偷换了元宝，并画了押。但元宝藏

在何处，或怎样把它们花掉的，县官却一点儿说不出来。此

事引起了李勉和他的幕僚袁滋的怀疑。经过查看，他们发现

瓮里放有２５０多个土块，于是叫人找来一些铜铁一类的金

属，熔化后铸成和土块一样大小的金属块，然后再称它们的

重量，只称了其中的一半，就已有３００斤重。而这个装金

元官的瓮是由两个农民用竹扁担抬到县城里来的。如果瓮里

真的有这么多金元宝，两个农民是无论如何也抬不动的。这

表明大瓮在抬进县衙以前的路上就被调换了。这样，县官的

冤情也就得到了昭雪。3、 减肥计 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的胡佛，为人心计颇多，很少有人能瞒骗过他。但是有一回

他手下的一个特工却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联邦局

的所有特工都要严格地控制体重，那些过于肥胖的人知道，

一旦胡佛局长发现他们大腹便便，肯定轻饶不了他们。有一

次，一位特工将被提拔为迈阿密地区特警队负责人，胡佛安

排好了要接见他，但是这位仁兄发福得厉害。怎么才能过这

一关呢？他到街上买了一套衣服，号码比他平时穿的要大许

多，这样给人的假象就是他已经减下很多分量了。 他穿上这

套衣服去见胡佛，一见面就感谢胡佛提出了控制体重的要求

，说这简直就是“救了他的命”，胡佛听了以后还连连对他

夸奖。4、 三角形的思考方法 日本的平内寿夫是一位杰出的

企业家。坪内寿夫发迹前在日本的四国经营电影院，因为经

营得法，坪内寿夫小有所获，于是他便想扩大自己的经营。 

这时候，“自由船公司”想廉价出售自己的造船厂，坪内寿

夫在朋友的劝告下买下了这个造船厂，创办了“来岛船坞”

。 坪内寿夫对于造船业并不在行，开始的时候，船坞入不敷



出。坪内寿夫思来想去，觉得要发展自己的船坞，还必须把

目光对准附近的渔民。这些渔民的渔船很陈旧，只能在近海

捕捞，如果能造出一种强马力渔船，到深海去捕捞，捕捞量

会极大地提高，这是渔民们所希望的。 但是，渔民们手中没

有钱，不可能购买坪内寿夫所设想的那种强马力的渔船。 坪

内寿夫想到了分期付款：渔民们驾船去捕鱼，卖掉鱼后用赚

来的钱分若干次付款。坪内寿夫很快就发现，即使是这样，

渔民们对于购买一条价格昂贵的渔船也有困难。因此，必须

设法把渔船的售价降到最低。最后，坪内寿夫想到应该造出

一支样品船，当渔民们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之后，立刻会产

生一种“占有”感“我要买的就是它！” 人们把坪内寿夫的

这三个交错的想法称为“三角形的思考方式”。 “三角形的

思考方式”使坪内寿夫把“来岛船坞”变成了一个最能赚钱

的船坞。5、 适合最好 井里的青蛙向往大海，请求大鳖带它

去看大海，大鳖欣然同意。青蛙见到一望无际的大海，惊叹

不已，急不可待地扑进大海的怀抱，却被一个浪头打了回来

，摔得晕头转向。大鳖风状，就叫青蛙趴在自己的背上，背

着青蛙游海。 青蛙逐渐适应了海水，能自己游一会儿了。过

了一阵子，青蛙有些渴了，但喝不了又苦又咸的海水；它有

些饿了，却怎么也找不到一只可以吃的虫子。青蛙对大鳖说

：“大海的确很好，得以我的身体条件，不能适应海里生活

。看来，我还是要回到我的井里去，那里才是我的乐土。”6

、 找准自己的位置 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奥托瓦拉赫在上中

学时，他的父母曾为他选择了文学之路，只上了一个学期，

教师就在他的评语中下了结论：瓦拉赫很用功，但过分拘泥

，这样的人即使有搞着完善的道德，也决不会在文学上有所



成就。后来父母又让他改学油画，谁知瓦拉赫既不关心构图

，又不会调色，对艺术的理解力也很差。可是，化学教师却

认为瓦拉赫做事一丝不苟，具备做化学试验应有的品格，建

议他试学化学。这一次，瓦拉赫智慧的火花被点燃了，其化

学成绩在同学中遥遥领先，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瓦

拉赫的成功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智能都不会是均衡发展的，

如果能发现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就会有所作为。7、 爱

因斯坦的《致后人书》 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０日，爱因斯坦应

美国总统罗斯福之邀，写了《致后人书》 “我们的时代富于

创造思想。我们的发现本应该可以大大地使我们的生活轻松

愉快。我们利用电能横渡大洋，我们使用电能来减轻人类的

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利用电波很容易的

把消息发到全球各地去。” “但是，虽然有着这一切，我们

的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完全无组织的，人们必须生活在忧虑

中，担心被人从经济生活中抛出，失去一切。除此之外，生

活在不同国家中的人们每隔一个长短不等的时间就要进行互

相杀戮，因此，每一个想到未来的必然都生活在经常的忧虑

中。” “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将怀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

读上面这几行文字吧。” 这封信用特制的墨水和纸写成的，

与其它的文件一起装进一个特制的钢体内，埋入纽约当时准

备动工兴建的国际博览会建筑地基下面１５米的花岗岩洞内

，地面立有一碑柱，要人们在公元６９３８年取出。8、 有

痛就有希望 一个中年人忽然偏瘫住了院。病人脸色很好，心

脏、脉跳都很正常，但就是左半边身体、左腿和左胳膊没有

了知觉。 有位父亲带着小孩去探望他，小孩在病房里大声喧

哗，父亲伸手去拧小孩的耳朵，小孩痛得尖叫起来。病人叹



了口气说：“我真羡慕孩子们呀！” 有人问：“羡慕小孩子

的天真无邪？”病人摇了摇头。 有人问：“羡慕小孩子的无

忧无虑？”病人又摇了摇头。 又有人问：“是羡慕小孩子如

花的年龄？”病人还是摇了摇了头。 长吁了一声，病人两眼

涌满了泪花说：“我只是羡慕小孩子们能感觉到疼痛啊！”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病人叹了口气解释说：“我这种病，

治来治去，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重新站起来。如今我这半边身

体形如枯木，用针刺也没有一丝反应，如果它能感觉到疼痛

，那么我就康复有望了。” 生命惧怕麻木，但生命庆幸疼痛

。9、 超级市场的由来 超级市场始创于美国，美国建立第一

家超级市场到今已有５０多年的历史。起初，并不叫超级市

场。据说，美国伊利诺斯州一位叫麦克古伦的商店经理是超

级市场的创建人。当时他想出一个用“自动式”的办法出售

商品。他改装一间废弃车库，四处收集各类货物，然后把它

们摆在货架上，或分类放在货箱里，让顾客随意挑选。这就

是当时的“超级市场”。开张后，由于货物齐全，价格低廉

，选购方便，而且节约了顾客的时间，深受人们的欢迎。许

多顾客闻讯赶来购物，生意十分兴隆。 后来，超级市场便在

美国各地纷纷出现。如今在英国，除了一般的超级市场外，

还有２７９个“巨型超级市场”，这种超级市场的售货面积

达５４０００平方英尺，并设有汽车停车场。10、“观止”

的由来 《古文观止》是一部传世很久的古代散文选集。书名

里所用的“观止”二字，出自《左传》。据记载，鲁襄公二

十九年，吴公子秀札去鲁国访问，要求欣赏一下鲁国歌舞，

鲁国答应了他的请求，演出了各种音乐舞蹈给他看。当季札

看完一个音乐舞蹈时，就对陪同的人说：“观止矣！若有它



乐吾即不敢请矣。”意思是说，我已经欣赏到最高境界的艺

术了，虽然还有别的音乐舞蹈，我也不敢再提出要看了。《

古文观止》的编者移用“观止”二字，其用意是告诉读者，

他们的选本经过一番精心选择，是尽善尽美的。11、“考勤

”的由来 我国的考勤制度起源甚早，但当时所谓考勤，主要

是对国家官吏而言。至于考勤表的使用，根据文献记载，当

不早于清代。清初，国家官吏实行坐班制，每日办公皆在衙

署。至乾隆中，此制渐弛。《啸亭杂录卷十》记载，军机大

臣和坤掌权时，曾经自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党办事，而

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后来，有许多官吏也呆在家里办公，

不坐班。清震钧在《天咫偶闻卷七》中写道：“自乾隆以后

，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移于私宅。”

为此，清政府中国家机关中设置“画到簿”，专司考勤。画

到簿为官吏考功的重要凭据之一，与红本一起存入内阁大库

，以备查验。但由于它反映不出迟到、早退等情况，所以没

有多大的约束力。 咸丰年间，成立了总理衙门，为了防止画

到溜号子的弊端，提高办事效率，就规定对其官吏“核其勤

惰”，分别给与“请奖”或者“参劾”，这便是历史上考勤

与奖惩相结合的开始。12、我为什么要苦恼呢 《庄子》记载

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子舆天生浑身缺陷，驼背，隆肩，

颈脖朝天。有人不无恻隐地问：“你一定为你的形象很头疼

，很苦恼吧？”子舆昂然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苦恼呢？如

果老天把我的左臂变成一只公鸡，我就让它高亢地鸣叫，为

人们报晓；如果老天把我的右臂变成一只弹弓，我就用这打

下斑鸠烧着吃；如果老天把我的脊椎变成一辆马车，我就用

精神的骏马拉起它驰骋天下。我为什么要埋怨、讨厌、苦恼



呢？”13、一个看见烂泥，一个看见星星 战争年代，有个女

人到沙漠中的军营去探望她的丈夫。不久，丈夫被派出差，

她一个人被留下了。风不停得刮着，周围是陌生的墨西哥人

和印地安人，没有人和她说话。她难过极了，写信向父亲诉

说痛苦，父亲的回信只有两行字：“两人从监狱的铁窗往外

看，一个看见烂泥，一个看见了星星。”从此这两行字铭刻

在她心中，使她的整个一生为之改观。14、人生最纯洁的乐

趣 进化论的先驱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拉马克认为，科学研究

带给人以多方面的好处。他说：“这些工作，在我看来，就

是追求真实知识的唯一法门。这等工作还能给我们以真正的

益处；同时，还能给我们找出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乐趣，

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能避免的苦恼。”拉马克的一生经常

处于贫穷困苦的环境中，但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从中获得了

最温暖、最纯洁的乐趣，无怨无悔地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

死后因无钱，竟无埋骨之地。但他一生写出的《法国植物志

》、《动物学哲学》和《无脊椎动物的自然历史》等科学著

作，却使他的姓名永垂青史。15、火柴，蜡烛和蛋糕 有人划

着了一根火柴，用它去点燃蛋糕上的蜡烛。 火柴燃烧着，对

蜡烛抱怨道：“知道吗？我就是为了你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可是，我又能得到什么回报呢？” 蜡烛听了火柴的话，满腹

委屈地回答：“你把我点燃，让我奉献出光亮，你为我牺牲

，可我又为谁从这个世界消失呢？” 蛋糕望着那即将被扔掉

的火柴棍儿和闪着烛光的蜡烛说：“知道吗？就连我也要被

人们一口一口地吃掉。咱们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人们服务，

否则咱们都不会存在呦！”16、开国标志 ★新中国国名提出

者张奚若 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１日，在全国政协筹备会第一次



会议上，当讨论到新中国国名时，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

主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提出，用“中华人民

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意见博得了与会

者的支持。９月２７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张

奚若先生提出的新中国国名，被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 ★新中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 １９４９年７

月１４日，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曾联松，在报上看到

全国政协筹委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后，立即投入设计中。

他重温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盼星星”中得到

启发，以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爱泰祺，爱生活，四颗小五

角星代表广大人民。大星引导在前，小星环拱于后，象征爱

泰祺，爱生活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大小星均为黄色，象征

黄色人种。旗为红色，寓意革命似红霞。８月中旬，他将国

旗设计图案寄往北京。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全国政协第

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

底五星旗，象征中国爱泰祺，爱生活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

结。”从此，由曾联松设计的编号为３２３号的“五星红旗

”，被正式确定为新中国国旗。 ★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

者赵文瑞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全国政协会务处的同志将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美术供应社的赵

文瑞。她满含热泪接下任务后，立即去前门外的瑞蚨祥绸缎

店，买回红绸料和黄缎料，按照国旗制作的要求，精心剪裁

后，就在地板上废寝忘食地缝制起来。９月３０日下午１点

，一面长４６０厘米、高３３８厘米的特制五星红旗终于缝

制完成。 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１０分，赵文瑞缝制的新中国

第一面国旗，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成为新



中国的象征和标志。 ★新中国国徽制作者高庄 １９４９年９

月３０日，全国政协邀请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院成立国徽设

计小组，并对海内外寄来的设计稿进行评选。以梁思成为首

的国徽设计小组等９人，按照政协规定的内容，设计出了由

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组成的国徽图案，并于１９５０

年６月２０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会议上获得通过。６月２

８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关于国徽图案的

建议。７月，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接受了制作国徽模型的

任务。 高庄遵照周总理“向上、响亮、挺拔”的修改建议，

在原设计的基础上，突出“概括地表达我国立国的本质和社

会结构的特点”，参考了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佛像，采用４

５度锐角浅平面主体浅浮雕技法，发扬我国雕塑艺术淳厚质

朴、深沉雄大的民族特色，使题材与内容组成了一个富有生

命力的整体。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８日，高庄制作的国徽模型

被一致通过。 ★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铸造者焦百顺 １９５

０年秋末的一天，沈阳第一机床厂１９号铸造车间铸造班班

长焦百顺，郑重地接受了“铸造国徽”的光荣任务。 按照设

计要求，国徽的质地为铜铝合金，铜占８％，铝占９２％。

由于铜和铝的熔点不同，火候极难掌握，并且要铸造出直径

分别为１０００毫米、６００毫米、４００毫米３种规格。

焦百顺和另外两位工人组成的国徽铸造小组，经过多次摸索

，攻克了道道技术难关，终于提前２０天完成了任务。 １９

５１年５月１日，由焦百顺等人铸造的新中国第一枚直径为

１０００毫米的金属国徽，正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新中

国第一枚国印刻制者顿力夫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前，全国

政协筹备会为准备新中国的成立，需要制作一枚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 为此，周

总理委托陈叔通去上海物色治印专家，陈当即找到了杭州西

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由于年事已高，王福庵推荐了自己的

学生顿力夫。 顿力夫接到镌刻“国印”的任务后，心情异常

激动，按时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新中国的第一枚国

印在他手中诞生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