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的教师，可分为官

方和民间两种。

官方的教师，就是从中

央到地方各级学府的先生。

其中，最牛的当属博士，属于

“骨灰级”的教师，是教师中

的骨干，骨干里的精英。

“博士”一词，战国时已

经出现，最早只是学者的统

称。战国末期，各国始设博

士官，掌教弟子，掌承问对。

也就是说，博士官的职责，一

是教学生，二是充当皇帝的

智囊。

博士官的工资，历代大

体差不多，但地位一直在下

降。

秦朝，博士的地位颇高，

哪怕秦始皇焚书，却不得不

注明“博士官除外”。

也就是说，博士官的特

权还是挺大的，民间的都得

乖乖把杂书都烧了，唯有博

士官不受限，爱藏什么书就

藏什么。

秦汉的博士工资，折算

成现在的物价，一开始一个

月只有一千出头。到了东

汉，官员工资普遍上涨，博士

工资才涨到两千元左右。

之后历代，博士工资基

本都差不多，稳中有升。到

了清代，才差不多有五千到

一万元。

乍看之下，博士工资也

不算太低。可问题是，如果

用一个国家最“牛”教师的标

准来衡量，最多时也才月入

五千元左右，就太寒酸了。

不过，在古代，博士也是

个官职，秦汉时的地位还挺

高。

而对于古代官员来说，

俸禄也就是基本工资，几乎

可忽略不计。古代官员的收

入，主要靠一些陈规陋习来

创收。官做得越大，灰色收

入就越多。

所以，尽管博士的地位

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作为全

国最牛的教师，灰色收入应

该也不会低到哪里去！

博士属于“官方编制”，

收入高低是一回事，起码旱

涝保收，饿不死。

可民间教师，也就是私

塾先生，收入可就不稳定

了。私塾先生的主力军，主

要是落榜的文人。考不上，

当不了官，只能靠当私塾先

生糊口了。私塾属于私人办

学，收入自然得看主人家的

意思了。

总体来说，一般的私塾

先生，年收入在几两到十几

两之间。越穷的地方，可能

收入更低一点。而如果是大

户人家的私塾先生，收入当

然要高一点，福利待遇也会

比较好。

大体来说，一般的私塾

先生，收入也就相当于普通

农户的水平。官宦人家的先

生，相当于小康水平。

像蒲松龄和洪秀全都当

过私塾先生，两人属于前者，

穷困潦倒，收入显然高不到

哪里去！

私塾先生如果要赚点外

快，只能临时客串“婚礼司

仪”，或者卖卖书画之类的，

赚的钱也实在有限。

除了博士和私塾先生，

清朝末年还出现了另一种教

师，就是“外教”。

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式，

外教的工资高得吓人！以京

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为例，相

当于最高学府的校长，年薪

是一万多两银子，相当于现

在的将近两百万人民币！而

当时的省长工资，也不过如

此，而且省长还得自己负担

幕僚、仆人等差不多几百人

的工资。

可见，洋校长的实际工

资，比一省长官都高出许

多！而一般洋教师的工资，

从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多

的比当时“正厅级”干部都

高，少的起码也差不多相当

于“处级干部”的水平。

1米宽的桥
在 1 米宽的路上走，我

想能走几公里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是 1 米宽的桥，如果

没有栏杆的话，可能10米也

走不了。你给别人看股票，

大都看得很准，自己做股票，

大都会做不好，道理就是如

此。

华尔街名言
（针对股评人士、咨询公司）

记者问：“你们两个为什

么合作？”

股评人士：“开始，我有

经验他有钱。”

“那现在呢？”记者问。

“现在是我有钱他有经

验”。

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人靠抛硬币在十字

坐标上画线，硬币出正面就

升一格，反面就降一格，抛了

几十次硬币后就画出一条曲

线。他把这条曲线交给一位

著名的技术分析专家研究，

说是一只股票的走势图，请

教他的意见。该技术分析家

看图后说该股票极具上升潜

力，这个人一定要知道这只

股票的名称。如实相告，该

技术分析家听后勃然大怒，

拂袖而去。

许小年被杨澜采访时的比喻
杨：您曾用了一个相声

来生动地比喻现在很多股民

的心情，就是对于这个政策

何时出台有一种期盼，同时

又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在后

面，能不能再给我们诠释一

下？

许：这个市场实际上不

怕坏消息，而是怕不知道坏

消息，不知道这个坏消息什

么时候出来。于是，我用了

一个相声的比喻，就是说，你

把一只靴子脱下去了，楼下

睡觉的人还在等着另外一只

靴子扔下来，结果你老不扔

下来，他就一夜都没睡!所以

说，与其你脱掉一只靴子，倒

不如把两只靴子一下全脱

掉，那样楼下的人可以睡一

个很好的觉。

选美投票
想当年，大众娱乐项目

“超级女声”结束了，但“张靓

颖现象”依然是茶余饭后之

话题：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

甚至媒体大众都认同张靓

颖，但她的短信支持率却远

远落后另外两个竞争对手？

有人指出，张靓颖符合70年

代人的审美情趣。但新生

代，更喜欢另外两位女生。

他们不是“社会声音”主流，

但却是投票主流。联想股票

市场，价值投资是主流声音，

但市场中坚守价值理念的，

却是少数。热闹的股改行

情，由非价值投资者发起并

推动。

在经济学家一代宗师凯

恩斯的选美论中也道出同样

的哲理：“报纸上刊出100幅

照片，由读者从中选出 6 名

大家认为最漂亮的美女。

谁的选择结果与其他参加

竞猜者之平均爱好最接近，

谁就得奖。在这种情况下，

每名竞猜者都不选他自己

认为最美的人，而选他猜测

他人认为最美的人。”简单

地说，就是在这种选美投票

中，竞猜者 (投票人)投自己

认为最漂亮的美女一票，并

不足以言胜，正确地预测其

他竞猜者的可能动向，才能

稳操胜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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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过后，又到给儿

子购置学习用品的时候

了。在文具店里，儿子对

老板递过来的书包皱起眉

头：“我不要这个，档次太

低了，它的价格连我同桌

的一半都没有！”

儿子的同桌我认识，

是市里一家房地产公司老

总的公子，不止他的文具

超出班里同学一大截，他

爸开家长会时开的汽车，

更是给人一种“鹤立鸡群”

的感觉。

看着儿子意志决绝的

表情，店老板有些尴尬，我

说那咱先回家商量一下，

下午再来买吧。

回到家，儿子依旧闷

闷不乐，我给他倒了一杯

可乐，轻声问他：“还在为

买书包的事情难过吗？”他

点了点头。

“书包是用来装书的，

讲究的是结实耐用，它的

口袋再多，牌子的名气再

大，但多而无用也未必是

好事儿。”

儿子又说：“那他的文

具盒是全自动的，特别炫

的那种！下课后，我们班

的同学都喜欢借他的文具

盒玩。”

“文具盒是用来盛文

具的，合上盖就应该让它

静静地躺在一边，如果把

它变成了玩具，那它肚子

里的铅笔橡皮肯定会有意

见的，你说呢？”

“那他的彩笔都是一

盒一盒的，颜色可全了，他

的橡皮也是一套一套的，

动物造型的、汽车造型的

很多！”

我反问他：“他的彩笔

颜色全，那他的美术是得

分最高的吗？他的橡皮种

类多，那他写的作业是班

里最整洁的吗？”儿子笑着

摇头。

我拿出两张白纸，对

儿子说：“现在咱们对比一

下你跟同桌的优点。”“首

先，他的零花钱多，有财，

但学习成绩不太好；你虽

然零花钱少，但学习成绩

好，有才！”

“其次，他的人缘好，

是因为有些同学贪慕他的

零食；你的人缘也不错，是

因为有些同学想向你讨教

学习经验！”

“第三局，他的家庭

条件好，高档别墅名牌汽

车，吃喝都是最好的；咱

家的条件虽然有限，但家

庭和睦仁爱有加，全家人

最疼的就是你小子！”儿

子害羞得红了脸，乐呵

呵地朝我嚷：“老爸，还

是你厉害，现在我心里

舒服多了！”

大学毕业后，我去一

家著名企业应聘工作。面

试官让我在30分钟内写

一篇600字的简历。

我学的是中文专业，

一份简历，对于我来说，

九牛一毛。我轻快地敲

击着键盘，只10多分钟，

一篇600多字的简历，便

顺利完成。面试官粗略

地瞄了几眼简历后，面无

表情地对我说：“好了，你

可以回去了。”我怔怔地

看着面试官，期待他的下

文，可他说完，头也不回

地扬长而去。

心情由失望到沮丧，

我对这家企业向往已久，

面试官的态度却一目了

然，我落选了。可是，第二

天，我却收到了面试官的

邮件。迫不及待地打开邮

件，认真地阅读起来。刚

刚萌出的一点希望又被无

情地撵走，邮件这样写

道：……虽然你是学中文

专业的，但短短几百字的

简历，在语法上却出现了

很多低级性的错误（见附

件）。所以，很抱歉！您面

试没通过……

我颓然地打开附件，

认真检查着简历，可查看

了 3 遍，一点错误都没

有。我忽然有点愤愤然，

既然没看上我，那又何必

找理由诋毁我呢？我得

发信给他，申明简历没有

语法错误才行！可转念

一想，既然没被录用，那

以后和他也没什么交集，

根 本 不 必 争 个 子 卯 丁

丑。心里不开心归不开

心，出于礼貌，我最终还

是回复了一封“感谢您”

的邮件给面试官，并重新

发了篇连标点符号都认

真校对过的简历过去，以

证明我没白念这几年的

专业。

第三天一早，我却意

外接到这家单位的人事科

电话，通知我被录用了。

我掐了掐自己的脸，嗯，

疼，不是做梦！我这才反

应过来，原来，这是面试官

欲擒故纵的招聘手法，通

过一步步的考验，我最终

顺利过关。

成功和失败其实只

相差一步之遥，成功就蕴

藏在一些看似不值一提

的细节里，细节和态度可

以决定一切。在工作和

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摩

擦和误会不可避免，如果

大家都“高高在上”或“自

以为是”，于工作团队，一

定缺乏凝聚力，于个人，

一定孤立无援；但是，能

够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

渺小，虚心和蔼，以人为

善，更能赢得人心，更容

易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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