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也需补!科普课"

冯诗齐

! ! ! !不久前一年一度的!工博会"盛会闭

幕#这其实是一次很不错的普及科技的机

会$ 领略一下当下最顶级的科学成就%机

器人&网络通讯&超导&大飞机''不仅能

让观众大开眼界$还能近距离接触当今最

前沿的科技成就$让我们的脑子跟上时代

步伐不致过于落

伍# 我不知道到

场的众多参观者

是否赞同我的看

法$至少我自己$

看到这些眼花缭乱的新玩意$总不由自主

又仿佛回到梦想科学报国的少年时代#

不过$除了专业人士$普通市民恐怕

少有愿意花几十块钱门票去看

的# 相信!工博会"的高门槛(((

还不只是经济上的门槛(((必定

阻碍了许许多多市民的脚步# 尽

管!工博会"的最后一天是专门对

普通观众开放的$也就是说$即便你没有

相关的专业背景$ 也可以以纯粹 !观光

者"的身份来感受感受现场气氛$但有多

少人有这样的热情) 我怀疑#

说到科学普及$往往第一反应$是针

对青少年的# 不错$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

来$在踏上社会之前$夯实他们科学的世

界观$确实十分要紧# 不过我始终觉得$

科学普及$ 对成年人也一样既重要又必

要#科学不是少数人的专属$科学既然是

人类共同的财富$就应当属于所有的人#

似乎有那么

一种成见$ 你从

事行业 !$ 你就

不必知道专业

"&# '' 的 知

识*你一旦进入职场$就定了终生$只需

了解自己从事的那一小块领域*或者$如

果你从事的不是创新&研究&开发之类的

工作$就不必关心科学技术的发

展$ 只要按部就班该干啥干啥#

上面说的这些成见$是造成普通

人对科学技术隔阂&冷漠&不关

心甚至敬而远之的原因吧#

我希望这种状况会有所改变# 我希

望!工博会"能办得一年比一年好# 我更

希望这个盛会能更加吸引人的眼球$提

高观众的科学素养$激发人们对!创新"&

!智造"及产业转型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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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聽#甲文$ 图二 聽#金文$ 图三 聽#小篆$ 图四 三个传统正体简形!听" 图五 雚#甲文$

公听并观
徐梦嘉 文!图

! ! ! !“公听并观”，指多方面听
取意见和观察事物（这样才能
作出正确的判断）。通过多方面
考索“听”与“观”，拙文对这两
字构形与承传作出判读。
听，传统正体作聽。甲文从

单口或双口从耳（图一），即一人
耳听一到多人讲话。金文有相同
构形，有款口在耳中（图二），表
示声声入耳。小篆繁化（图三），
耳下是壬，形义为人站在土堆上
用耳专注听远处声音。字右是
悳，德的旧体，金文丨、目（目光
正直）、心组合，有学者推断是
“有德者耳聪”的意思。我认为是
一方“心里话”直直道来，一方认
真倾听，此温馨的交谈图，当为
小篆“聽”构形道理。

必须指出，秦汉时代已有

简形的“听”，但不读 "#$%，字音
为 &#$，与耳“听（聽）”无关，意
思是“笑貌”，即笑的样子。东汉
《说文》：“听，笑皃，从口，斤声，
宜引切”；南朝《玉篇》：“听，仰
鼻，又笑皃”；辽代《龙龛手鉴》：
“听，口大皃”；宋时《集韵》：
“听，嗞口开皃”；明代《正字
通》：“听、古哂字”。实际运用，
早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西汉时的《史记·司马相如列
传》里就有“亡是公听然而笑”。

那么用耳朵听声的“聼”是
怎样简化为“听”的？

汉字正体嬗流两千年，几
乎每个字都有很多异体形，聽
字异体形同样驳杂，大部分为
有耳、心的“聽”，亦有无耳、心，
从口、厅的简形“口厅”（图四 '）

等，显然民间早就有人嫌聽字
难写，于是另起炉灶造了个以
“口”为形旁、以“厅”为声旁的
或体。“口厅”这个字至少还合
六书。但“厅”在抄写过程中先
讹变为有勾的斤（图四 (），继而
又略去勾脚，写作“斤”，“口厅”

就成“听”。宋代说唱文本《刘知
远诸宫调》中就有此简形“听”。
民间浅俗轻率地以听代聽，使
得“聽”字的形、义、音、理全失，
这当是汉字嬗变中的误区。

耳听之“听”较同形异源的
听然之“听”晚了一千多年，好

在宋 以 降 此
“听”仅作为异
体偶尔用出，

多数场合仍用规范“聽”，故两
“听”尚不龃龉，能相安无事。上
世纪 )*年代汉字简化运动时，
“聽”被粗糙地正式简化，由于
“聽”有简形异体，便不造新款。
但没遴选较繁体少一半笔画，
又很形象的“耳用”（图四 +），也
没选合六书的笔画与“听”相同
的“口厅”，最终偏偏“选定”旧
时误写的“听”。于是，此
“听”再度叫板彼“听”，
这次“撞字”则有了负面
后果。“撞字”的另一方，
形容笑貌的“前辈听”完
败，导致“听然”与“听然而笑”
等蕴藉典雅，妙美冲和的古老
词汇从此在我们生活里泯灭消
亡，缘悭一面，这无疑是中华国
学的遗憾与损失。

“观”，传统正体作觀、観
等，本字是雚。看，察看，对事物
的看法。《说文》：“观，谛视也。”

甲文（图五）即猫头鹰的形状，
上为竖起的两耳和炯炯有神的
双目，下是隹（短尾鸟的总象
形）。古人很早就知晓猫头鹰的
视力不同寻常，造出“雚”字。

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古人
“观察力”的不同凡响：猫头鹰
眼睛夜间敏锐程度是人的 '**

倍，眼睛没有使瞳孔变小的收
缩肌肉，故瞳孔全天候
都是圆圆的，一般大小。
“雚”之双“口”大眼体现
了古人造字的精准。
“雚”作他用后，观

察之意由雚加見（人上置目）重
新组合出的“觀”接替。佛教术
语“观”，意为以智慧来观察；道
教宫庙称“观”，与夜观天象传
统有关。两个观分别契合猫头
鹰眼的敏锐与夜视。
文尾补笔。成语“公听并观”

出自《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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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大概在山中体会得最深。
山，可以沟通人与天；山，也可以阻隔人与天的沟通。
比如，你坐在车上，车在山路上，不断盘旋，盘旋，每

过十来米，就是一个接近 ,*度的转弯；路真颠啊，你才
靠上椅背，呼出口气，又一个刹车：前面有坑。那就看看
窗外的风景吧。确实，红色的土，你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然而土上的植被呢，凌乱，随意，似乎也在叹息：怎么就
在这穷乡僻壤里了呢？开了多久了，你回头看看，还是在
那座山中；不，你已分不清，是这座山，还是另一座山。

这时候，你会想，这样的山，这样的自然条件，人，
该怎么样生存呢？又怎么谈发展呢？
你迷迷糊糊了。这时候，你听到车厢里热闹了起

来。到了！哦，到了。你迫不及待地下了车，想要呼吸一
下新鲜空气。没想到，你伸开的双臂停在
了半空：你的眼睛睁大了。还是那红色，
然而，不是孤单荒芜的红，而是与五色共
舞的红：这边厢是鲜活的绿，那边厢是沉
潜的褐；便是同色，又有深浅之分，看完
此处明亮的对比色，一转眼，又是那处柔
和的渐进色；而色块之间，有天然的画
笔，勾勒出精致的边界，又仿佛上天伸出
手来，代人画出了只在地图上才一目了
然的等高线……而当你调整视角，将整
片图纸尽收眼底时，你又会想到———这色彩，这线条，
这截面，不正是大地的血肉之图么？
这，就是著名的云南东川红土地了。
而我又瞩目于红土地上的人。在梯田里，有正在劳

作的村民。他们恐怕早已看惯了远处山头上指指点点
的陌生人了吧。听说，最早是国外的摄影爱好者发现了
此地的美，最后，让这个深山之地，名播天下。而在田里
劳动的人，本来是不会意识到所谓的“美”吧———他们
只是按着千百年的经验，本分地涂抹着大地，不经意
间，却成为了一道风景线。
看到这样的美，与无意于这样的美，都有它的意义。
下午，又是另一幅奇景。
那是在大白泥沟。这里有国内著名的越野赛

道———泥石流赛道。泥石流，热爱奔腾与覆盖，毁灭与
再造的泥石流，本是无穷尽的大地之殇，然而，当它成

为游戏场，它的善变，就成了多姿；它
的险恶，就成了价值———这不是人定
胜天，这是人，顺着天，得其所。

这本来是一个悲凉的故事：东川，
旧有“天南铜都”之称，明清民国钱币，

都大量熔入了东川铜的血肉。然而，索取自有界，世纪
之末，随着铜矿资源枯竭，东川迅速衰落。一座城市，如
果失掉了它的起源，它又能往何处去呢？这仿佛是一个
无解的题。转型，谈何容易？再怎么样，总得有资源吧。
没有吗？会有的。天不吝材。阻隔，只是启发了人

的智慧；险碍，只是证明了人的力量。于是，别具一格的
泥石流越野比赛诞生了。
表演的越野车与摩托车，激起滚滚黄尘。我又看起

了人：开摩托的小伙子，是为了什么，来从事这项具有
危险性的工作的呢？肯定，有喜爱；喜爱机械在身下震
动，喜爱风沙在耳旁掠过，喜爱自己被人观看的青春。
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不然，为什么既有全力冲刺的这
辆摩托，又有慢慢悠悠走过场的那辆摩托？有时候，不
免会有点倦的吧。不免，会想想之后的生活，之外的世
界。就好比，远处沉默的群山，和背后的那片广大天地。
东川之行，感受是复杂的。然而我总记得两个镜

头：一个，是去红土地的一路上，天空阴沉沉，有时有小
雨；待下车之时，真的像拍电影，突然间竟有淡淡阳光
洒了下来。而返程之日，同样
是阴沉的小雨天。驶上高速
公路之时，两侧突然豁然开
朗，大山之间，弥漫雪白的雾
霭，不知是由地腾入天，还是
由天降下地。而我们，就穿梭
在这白茫茫的美丽山路之
中，唯有赞叹。

一场有故事的雪
安 紫

! ! ! ! '' 月 -'

日夜，今冬第
一场“暴雪”。
朋友圈像过年
了一样：堆雪
人、打雪仗、拍雪景；也有朋友因高铁延误而抱怨。我却
想起了八年前的那次暴雪。

(**.年正月十五，辽西。头天晚上没半点征兆，第
二天早起才发现已大雪封门。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翻过院墙铲雪。将雪铲开，全家人才出得门去。那
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休假结束，急于返京，
不敢耽搁一星半点。
出门即是风雪。雪粒子随风扑打在脸上，使人睁不

开眼。路上行人很少，我们一家人在风雪中低头抵风前
行，身子弯得就像三张随时被风掀翻的弓。到处是白茫
茫一片。父母送我去汽车站，那么熟悉的小城，我们竟
然一度迷失了方向。雪越下越大，客运
站已准备停运所有客车。我和父亲怀着
侥幸心理搭上了停运前的最后一班车，
无奈路面条件太差，汽车走走停停，最
终把我们扔到了离火车站还有大约两
公里的地方。开弓没有回头箭，眼看已经过了火车发车
时间，父亲知道我回京心切，决定步行去车站碰碰运
气。父亲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雪没过了父亲的膝盖。
父亲一步一步往前蹚，我一步一步要踏进父亲蹚出的
雪窠里。我们赶到车站时，已比正常发车时间晚了许
久，所幸火车比我们还迟，晚了四个小时才小心翼翼地
进站。车厢里空空荡荡。很多人因为暴雪放弃了出行。
那次，我按时上班了。后来才知道，父亲当天回不

去家，在车站附近的亲戚家借宿了一晚。而我到现在也
无法想象，母亲一个人是
如何从汽车站独自返家
的。她有再迷路吗？
这么多年过去，我一

直为我的那次坚持感到难
过。有什么紧迫的事情，不
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从容
些呢？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渴
陈钰鹏

! ! ! !渴有两个意思：口干欲喝水；很迫切。前者是生理
的，后者是心理的。作为口干的意思，人们一直很纳闷，
不知道渴的反义词是什么。有人真的很有韧性：',,,
年，世界有名的语言出版机构德国杜登出版社和立顿
茶饮料公司联手发起了一个征求“渴”的反义词行动，
来自各大洲的十几万人参与了投稿，共收到 /0)万个
候选词，其中有 /*名参赛者提出了同样的词：12""。评
委对这一结果相当满意，因为 12""和饿的反义词 13""

（饱）结构相似，他们从 /*名选手中抽中了德国路德维
希堡的学生雅沙·弗洛埃尔为获奖者。然而在以后的语
言实践中，这一“人造词”几乎没有被应用，即使有人用

了，也要作一番注解。专家估计，
全世界的所有语言中大概都没有
“渴”的反义词。

人的下丘脑中有一个“渴中
心”，如果人的细胞或血液中的水

分太少或太多，或含盐量太低或太高，信
使物质抗利尿激素就会更多地分泌到血
液中。倘若这样还不足以回收水分，人就
会有渴感，这是一种信号：体内水分库存
不足，需从体外供水达到平衡。体内水量

只要降低约 *0)4，脑便会通报“渴”，当水分缺失 '*4

时，口腔就会有“干”的感觉，说话也会受到影响。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 '0)至 -升的水（包括

通过食物得到的水分），但这一数字不是绝对的，而是
因条件而异的（如天气状况、体质状态、劳累程度等）。

身体缺水会被下丘脑中的渗压感受器所记录，在
引起人的渴感的同时，促使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提高肾
脏水的重吸收，从而减少水分的排泄。另外，血液中的
盐分浓度太高、电解质含量的升高也
会导致口渴，此时体液必须稀释，人体
会根据溶解的盐与体液之比，精确地
调节饮水行为，体液太稠，需多喝水；
太稀，则以尿液的形式排泄。
有时，较严重的口渴也可能是一

种自然现象，比如身体作了大量体力
活动、天热出汗、发烧、腹泻或呕吐也
会失去很多水分，此时机体在缺水的
同时也会失去大量对心脏功能颇为重
要的电解质，所以必须喝许多含有一
定盐量的水进行补偿平衡。
人从 )*岁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

内生（身体本身的）渴感慢慢减小。许多
研究表明，老年人（尤其是女性）的总水
容量低于年轻的成年人。
俗话说，吃一下，胃口

就来了；饮一口，口渴便走
了。所以通常认为，盛夏时
节，大汗淋漓，外加消耗了
很多体能，这时若能喝上
几口冰镇饮料，会让人觉
得透体清凉；其实这是一
种误解，冰镇饮料会使机
体更加紧张，从而提高对
解渴饮料的需求。但如果
换成很烫的饮料，同样是
错误的，因为身体必须做
到，让送入体内的饮料适
应身体本身的温度。也就
是说，身体要么加热饮料，
要么冷却饮料，两者都会
消耗能量，即导致出汗，使
我们重新口渴。为此建议
饮用相当于室温的饮料，
这样只会引起轻微的出
汗，其间形成的蒸发冷也
就使人觉得清爽凉快。

林佐明
读者无数

（成语）
昨日谜面：老少打坐

（三字股市用语二）
谜底：大盘股、小盘股

（注：股，腿）

草
原
晨
曲

苏
坚

摄

小
鬼
之
魅

高
立
群

! ! ! !晚餐后，正想稍事休
息看看电视，忽然看见卧
室的灯一暗，门“倏”地关
紧了，随即里面传来女儿
的惊叫声：“快来人呀！”我
和她爸爸全吓得火烧火燎
地扑过去推开房
门，一眼便见女儿
披着头发吐着舌头
对着门口直挺挺地
站着，拿个小手电
筒从下面照着自己
的下巴……

我真是哭笑不
得，对她说：“这套
把戏都是我小时候
玩剩下的了！”
女儿不免扫兴，她说

最近班里最流行的就是看
鬼故事书了，下课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躲到门背后或
者厕所里扮鬼，就像她刚
才那样，难道还不够好玩，

不够吓人吗？
让我说啥好呢？这么

多年过去了，小孩子扮鬼
的手段竟然如出一辙。

想起自己十多岁时，
也曾如此这般，对某个虚

无飘渺的鬼魅世界
莫名着迷。
说起来，鬼总归

是可怕的，有的还有
点脏、有点丑，如果
是漂亮的女
鬼，也总归带
着怨恨与冤
仇，多半是来
人间寻仇报

仇的，但鬼故事的恐怖气
氛说到底是令人迷醉的，
是一点幻想而来的刺激，
并不真的令人害怕。
比起天使，我们从小

就跟鬼更亲近点，扮鬼是
游戏，扮天使是荣耀。鬼带

来隐秘却又分明的阴暗释
放，有点不便多言的欢乐，
更接近人性。

我小时候最喜
欢看的是明代白话
小说里的鬼故事，
最喜欢的鬼，是馋
鬼，它为了吃到落

进桌缝里的几粒芝麻，佯
装愤世嫉俗地拍案而起，
待芝麻从桌缝里蹦了出
来，它又忽然安静下来，赶
紧默默地将芝麻拈到自己
嘴里……
所有的童年都藏着些

小鬼，其中有一些甚至坏
坏地跟随我们长大，比如
那个馋鬼，我想它至今还
躲在我身体的某个角落
里，不时地蠢蠢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