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术师最怕遇到的，就
是那些能一下子拆穿魔术的
人，那么他们又是哪些人呢？

亚历克斯·斯通当了一
辈子魔术师，他曾经写过一
本名为《像魔术师一样思考》
的书。斯通的答案是：魔术
师最怕孩子。

斯通的很多扑克魔术中
都用到了“双提牌”这个常见
手法，所谓“双提牌”就是魔
术师把两张牌当作一张展
示，魔术师展示“给你看的
牌”，然后看似把它洗入牌
中，最后让它重新出现在最
上端。斯通说，他表演过上
万次“双提牌”戏法，在过去
的十年里，他被成年的外行
人揭穿仅有两次，但却被孩
子揭穿过很多次。

为什么孩子们总能发现
魔术的秘密？斯通说，成年
人往往一门心思想着揭穿魔
术，以显示自己比魔术师更
高明。他们在心中预设魔术
的谜底，以为一切都是按照
自己的想象发展，在魔术表
演过程中，他们只盯着自己
想看到的部分，而忽略其他

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原因。
有个经典案例可以说明

成年人是多么容易犯这种毛
病。上世纪50年代，美国达
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
进行了一场橄榄球比赛。这
是场糟糕的比赛，开场没多
久，比赛就火药味十足，双方
都动了手，最后在一堆红黄
牌中狼狈结束比赛。事后，
双方的怨气并没消除，他们
不断指责是对手粗鲁野蛮的
表现才毁掉了这场球赛。

这场混乱引起了两位心
理学家艾伯特·哈斯托夫和
哈德利·坎特里尔的注意，他
们找了163名达特茅斯学生
和161名普林斯顿学生，询
问他们认为是哪支队伍最先
挑起争端。对于这个问题，
达特茅斯的学生只有36%的
人认为是达特茅斯队挑起这
场争端。而普林斯顿的学生
则有86%的人认为是达特茅
斯队挑起的争端。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很
好奇，为什么双方的差异会
这么大，难道是双方看的不
是同一场比赛？于是他们找

来比赛录像，让两所大学的
学生静下心重新看一遍，并
记录下他们所注意到的双方
犯规之处。两位研究者以
为，这回学生会给出公正的
评价，没想到看完录像之后
双方学生所持的观点不但没
有改变，反而更确信自己先
前的观点——都是对手的
错。原来，双方都在比赛录
像中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内
容，忽略了自己不想看到的
内容，从而进一步印证了自
己的观点。

同样，在观看魔术表演
中，成年人总是想，我一定能
找到这个魔术的破绽。然
后，他们通常会给出最烦琐、
最荒唐的解释，并不停地去
印证这个想法，而真正的谜
底通常都很简单。而孩子们
则不同，小孩对条条框框的
东西并不买账。“他们没有对
这个世界的设想和期待，”斯
通说，“而魔术则完完全全是
要颠覆你的设想与期待。”

魔术之所以能骗过成年
人还有一个原因，魔术师总
是不停地控制、牵引着观众

的注意力，意在吸引他们的
视线去看魔术师想让他们看
到的东西。成年人很容易上
当，因为他们一生都在接受
跟随这些信号的训练。他们
的注意力常常被一件事情所
吸引，而忽略其他显而易见
的事实。

美国心理学教授理查
德·海因斯专注于飞行员的心
理研究。他发现在模拟飞行
中，飞行员紧盯着挡风玻璃上
显示的重要飞行信息操纵着
飞机降落。海因斯说：“在这
种情况下，有些飞行员居然注
意不到地面上已经有一架飞
机挡住了他们的跑道。”

假如你连眼前的一架飞
机都会忽略，魔术师通过转
移人们注意力玩一些小把戏
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可是，
孩子们不会上这个当，他们
的注意力比较发散，所以魔
术师在用到“双提牌”时，孩
子常常会发现一张牌和两张
牌的厚度是不同的，因此他
们更容易揭穿魔术。

在魔术师面前，成年人
更好骗，这并非是因为小孩
更聪明，而是孩子们有着发
自内心的好奇心，他们的想
法也天马行空不受限制。
而成年人的思维已经有太
多条条框框的东西，并且老
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
明。他们越自以为是，就越
容易上当。

魔术师最怕遇到孩子
岑 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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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参观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时，

发现他的许多藏品都盖着“暂属悲

鸿”印章，他生前曾多次叮嘱家人说：

“这些藏品，我只是暂时保管。我去

世后，一定要捐献给国家。”徐悲鸿去

世后，他的夫人廖静文遵照丈夫生前

愿望，将他收藏的名家字画1200多

幅，全部无偿捐给国家。这其中不乏

国宝级珍品，包括被他视为“悲鸿生

命”的《八十七神仙卷》。

不过，也有人不这么想。在他们

眼里，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就要永远占有，直至

千秋万代。唐太宗千方百计得到了《兰亭序集》真迹，

不仅活着时欣赏享用，死后也不肯离身，硬是将这一书

法瑰宝用作陪葬品，实在是暴殄天物，令人遗憾之极。

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大气

磅礴，美不胜收，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此画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视为

至宝，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幸亏吴洪裕的

侄子将画从火中抢出来，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

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

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世上事与愿违、弄巧成拙的事情屡见不鲜。想

长生不老的，可能连平均寿命也没达到。想流芳百

世的，可能成了遗臭万年。想永远占有的，可能很快

就落于他人之手。

和珅特别喜欢如意，家里的金玉如意多达1200

多柄，皇宫里才有238柄。他对这些如意一一编号，

珍藏，还想传给子孙后代。可最终他因贪腐被嘉庆

皇帝抄家，这些如意全部归公，他也被赐死，白忙活

了一场，绝命词哀叹：“百年原是梦，甘载枉劳神。”

人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一件宝物能在自己手

里过一下，一个位置能让自己坐几年，一种盛名能让

自己享用一阵子，就三生有幸了。如果妄想千秋万

代，永远占有，就有些贪心不足蛇吞象，不切实际。

乾隆有个三希堂，收藏了晋以后历代名家一百三十

四人的墨迹三百四十件，件件都盖上“乾隆御览之

宝”和“乾隆鉴赏”印章，希望传给子孙。可他的不肖

子孙偷的偷，卖的卖，送的送，毁的毁，这些宝贵文物

最后四处流散，飘落天涯。到末了，乾隆也成了“暂

属”一族——当然这是他万万没想到也绝不愿意的。

人对各种身外之物，若心存“暂属”的理性，就会不

以物喜，不为己悲，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而一旦有了

“永占”执念，则会受缚于名缰利锁，欲壑难填，不择手

段。两者孰高孰低，孰清孰浊，一目了然。

天生万物本该归天下人所共有。不论

职位、名声，还是珍玩、古董，抑或各种财

富，主张并践行“暂属”者乃明智之举，合乎

人心天道，不仅会传为美谈，还会被奉为楷

模，如悲鸿大师。而贪得无厌之人，拂逆天

理人德，最终徒增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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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秋快到了，老师给我
一项任务，就是把一封信送
给高桥村的一位王爷爷。我
叫上叶满秋，因为他的道儿
熟。我们沿着北小河，几里
地的路程走过好几道石桥。
马伸桥真是名不虚传的桥
乡。高桥村头的石桥其实真
的不高，六七块花岗岩大石
条一字排开擦着水面铺到村
口的老柳树下，过了石桥进
村，很快就找到了白胡子的
王爷爷的家。老人家戴着老
花镜看了老师写给他的信

后，称赞我们说：“你
俩很棒，辛苦了，快
喝碗水。我一会儿
就去找队长为你们
安排。”原来这趟信
差，是为我们三年级

联系麦秋假期参加劳动的
事。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
里的各式各样的石桥。

原来，小学校前的河流
和家门口的小河都是一个水
脉，发源于北面的山里，也有
平地涌泉汇入的，因此这里
的地名大多和桥呀河呀有关
系，比如马伸桥、高桥、陈家
河等等，每座小石桥都有着
有趣的故事。就说学校门前
的那座石桥吧，单孔上边还
雕刻着水兽，相传唐王李世
民东征的时候骑马从这里

过，马走到这里伸展四蹄，仰
天嘶鸣，唐王因此就封这里
叫马伸桥。水从小桥下往西
南流，就是九十九道弯了。

石桥是大人们洗衣捶衣
的好地方，年长日久桥板上
磨得光溜溜的。石桥也是我
们玩耍的好地方，为我们小
孩子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洗
澡时，石桥是跳水的跳板，孩
子像饺子下锅一样在桥头翻
滚。最好玩的还是坐鱼，把
家里的洗脸盆子拿来，上面
蒙上一块剪出圆孔的破布，
里面放上玉米渣，最好滴上
几滴香油，然后把盆子坐到
桥下的水里，便可在桥面尽
情玩耍了。约摸过了一个多
钟头，我们便去小心翼翼地
起盆。起盆时，动静不能太

大，否则小鱼会从盆上的圆
孔溜走；要双手紧扶盆沿，猛
地端出水。接下来，将盆端
到桥上，用手往盆里一摸，小
鱼乱撞，再一条条捞到小罐
子里。这时，小麦穗、黄瓜
鱼、葫芦片子等各式小鱼都
来报到了。有时还能捉到光
滑的泥鳅。回到家里，大人
们将之用盐花一烹，绝好的
美餐。

后来，因为水库蓄水量
增加，马伸桥镇北面的高桥村
等六个村子及小学校都往东
搬迁了；但是，河道依旧，大多
数的石桥也保留了下来。

小河上的石桥
金学钧

单位一位新
退休的同事老是
联系不上。说
是退休的同事，
其实不认识，他
从外单位调到我们单位之
日，也是退休之时。

问了好多人，他只有
一个手机号码。一星期过
去了，什么时候拨打，他的
手机都只传来一个声音：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
已关机。”

全单位的
党费都收齐了，
只差他一个，作
为负责这项工
作的人员，我将

此事上报给了领导。李
局长听罢哈哈大笑：“再
打，响个十遍八遍，他就
接了。”
“ 他 关 机 了 ，怎

么接？”
“这是他设定的手

机彩铃。”

彩 铃
魏东侠

村小学和我家近在咫
尺，那时我坐在堂屋里吃饭，
抬头就能清晰地看到操场上
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只
是，家和学校中间隔着一条
河，我每天需要步
行绕路2.5公里，
过上游的一座桥
去学校。不过，一
旦进入冬季，上游
会关闸清淤，这条
河就会露出干涸
的河床来。我跨
过河床去上学，原
本需要45分钟的
上学路，因为走
了捷径，缩短至3
分钟。

依稀记得 9岁那年冬
天，那日放学后朔风凛冽，天
空飘着鹅毛大雪，我踉踉跄
跄走到河边时，意外地发现
上游开闸了！我惊恐地看着

浑浊的河水打着漩儿快速吞
噬着河床。“这可怎么办？我
怎么回家！”水越涨越高，我
脑子里一片空白，在河边吓
得呜咽起来。

突然有个声
音对我说：“走惯
了捷径，就不知
道原来的路了？”
我回过头来，父
亲气喘吁吁地推
着一辆二八大杠
自 行 车 站 在 身
后，我一脸委屈
地扑向他……

雪花漫天飞
舞，我坐在自行车

后座，紧紧地箍着父亲的
腰。父亲用力蹬着车，说了
一句当时我似懂非懂但至今
记忆犹新的话：“成长路上无
捷径，你要带上毅力、决心、
执着前行。”

捷

径

董
川
北

经历并不
等于经验，有
些人有很多经
历，却未能收
获相应的经
验，原因是缺乏反思，不会
归纳总结，不知举一反三。

而有经验的
人，一定都是
有经历的，经
历是他们获
取经验的前

提，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善于
思考和总结。

经历与经验
徐竞草

枝头一群小鸟，
叽叽喳喳争吵。
问题非常急迫：
晚饭吃啥才好？

●老树画画

晚 饭
老 树

星 期 文 库
小镇故事之四

四季的气
温有所不同，但
夜晚是相似的，
即使有风有雨
有雪有雾，依然
有星有月有情有义。或许它
们都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
方，但它们一直都存在于夜
色之中。云开雾散后星月显
形，风过雨歇后情意绵绵。

夜色略显单调，但并不
乏味。它厚重深邃，仿佛一
只巨大的眼睛，让一个人在
与它的彼此凝望中得到思索
与顿悟。进入夜晚，夜色会

渐渐遮住世间
万物的眼睛，
让万物陷入安
稳 恬 然 的 睡
眠，像一个呵

护孩子的母亲，细心并且温
柔。只有在夜晚，一个人的
影子才会返回身体，才能摘
下示于他人的面具，才是完
整而真实的自己。

人至中年的夜晚，是温
柔而包容的。夜色似乎与中
年人有着某种神秘的契合，
仿佛是为他们设置的避风港
与安乐窝。

夜色柔
石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