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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底
之
蛙

释
戒
嗔

! ! ! !那几天，离天明寺不远的山路边，忽然莫名其妙地
出现了一个大洞。里面泥土甚新，而且挖得还很深，大
约有好几米，若是一个不小心掉进去是很容易受伤的。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人挖的洞，也不知道这个洞有

什么用途，大家也就不好轻易地去填掉。只是寺里的师
兄弟们都相互提醒了，平时行路的时候要绕开走。

隔了几天，戒嗔出门去，远远地就
看到戒傲蹲在大洞边上，向里面窥探。

戒嗔好奇地走到戒傲旁边，戒傲神
情专注，居然没有留意到戒嗔。

戒嗔瞅了一眼洞里面，好像没有什
么异常。

轻拍了一下戒傲，打算问他在看什
么，结果戒傲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吓了
一跳，险些掉进洞里。

戒嗔奋力把戒傲抓住，使劲把他拽
了回来。
戒傲被戒嗔拉倒在洞边的草地上，不断喘气。戒嗔

正准备询问戒傲刚才的问题，忽然看到戒尘师弟抱着
一大捆粗长的绳子走了过来。
戒傲说：“刚才戒尘说，洞里不知道怎么掉进去一

只青蛙，他让我把青蛙从洞里救出来，否则，只怕过不
了几天青蛙就死了。开始的时候，我计划着直接跳下去
的，只是怕准头不够，万一跳下去压到青蛙，反而害了
它的性命。”
戒嗔伸头看看洞里，确实有一只小青蛙伏在洞底。
于是戒嗔将功补过，用戒尘带来的绳索协助戒傲

进了洞里。戒傲把那只小青蛙从洞里带出来交给戒尘，
戒尘兴高采烈地去山下的池塘了。
原本这事到此也就结束了，不过后来有一天，戒尘

师弟缠着智惠师父讲故事，智惠师父便讲了“井底之
蛙”的故事。戒尘听得开心，还不忘记向旁边的我们说
起那天救青蛙的事情。
戒尘说：“那天若不是师兄救了那只青蛙，那只青

蛙也会变成井底之蛙，它眼中的世界，便是井口的一片
天空了。”戒嗔和戒傲一起笑了起来，都觉得戒尘这小
和尚倒是挺会活学活用的。

戒傲忽然对“井底之蛙”的话题来
了兴趣，忍不住问戒尘：“你眼中的世界
有多大？”

戒尘想了又想，说：“世界嘛，自然
不会只有井口那么大，当然要有淼镇、

小街、卖糖葫芦的老爷爷。”
戒尘的回答让人忍不住想笑。戒尘年纪幼小，又没

有出过远门，对世界的认识只有很少的一点，他眼中的
世界，也不过只是淼镇这么大而已。
戒嗔觉得，或许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眼界，生活在

井底的青蛙眼中的世界是井口的那一方天空，生活在
淼镇里的戒尘眼中的世界只有小镇这么大。而戒嗔和
戒傲呢，虽然知道世界比青蛙和戒尘所知道的大很多，
而究竟有多大，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没有人能把整个天空尽收

眼底。
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而大多数人只知道别人是

井底之蛙，却不知道其实自己也是井底之蛙。

难了珠算情

! ! ! !得知我国的珠算正式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那天，我兴奋地找出一把珍
藏已久的算盘，右手熟练地拨弄着
一串串算珠，那滴滴答答清脆的响
声，顿时“响彻云霄”，让周围的人听
得惊诧不已：“嗨，怎么从不知道你
居然还会打算盘啊！”
“我现在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者啦！”三十多年没好好碰过
算盘，想不到手上的这点“武功”居
然还没有废掉，自己也觉得很惊喜。
殊不知，我是个曾经受过整整两年
珠算正规训练的选手啊！上世纪的
七十年代末，就读于市商业学校财
会专业时，珠算课是一门必修的基
础课。珠算老师开口的第一句话便
是：“作为未来的会计师，你们面前
的这把算盘就是你们的吃饭家什。”
从那天起，我们除了每周两节珠算
课外，还必须在早晚的自修课前各
安排一刻钟的练习。我们这些从未
触摸过算盘的年轻人，从此便陷入

到一种近似魔鬼式的训练之中。随
着训练强度的不断增大，我的右手
指便渐渐开始在算盘上“健步如飞”
了。而打算盘时发出的那滴滴答答
响声，便也成了宛如大珠小珠落玉
盘的天籁之音，总能使自己沉醉不
已。尤其是在打完一道题目洗珠的

时候，食指和中指并拢从右到左往
算盘上一扫，“哗”的一声，其速度之
快，绝对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既有
摧枯拉朽般的豪迈，又有秋风扫落
叶般的利索。内行人一瞧，就知道我
肯定是学院派出身的，而这个技法
也是属于我们学校传授的独家秘
笈。参加全市性的珠算比赛屡获佳
绩，也就是靠的这个秘笈。
毕业后我改行了，辜负了珠算

老师的一片苦心，但始终珍藏一把

算盘，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遇到
需要计数的时候，也经常会拿出来
“打打”。但尴尬的是，每当我捧出算
盘时，周围的人总会露出惊讶和不
屑的目光，想想也是，在计算器早已
普及的今天，谁还会去用算盘呢！
珠算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

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
的计算机和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这
种中国独有的运算方式承载着中国
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 !"#。
如果真的让珠算远离国人的生活，
让我们后辈只能到博物馆去观看算
盘，那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如今，珠算终于申遗成功，我也

扬眉吐气啦，立即把家中那把算盘
摆放在书房的显眼位置，并且决定
等到将来退休后，为健脑健手预防
老年痴呆症，每天腋下夹着一把算
盘，或到公园，或到街头绿地，沐浴
和煦的阳光，与我的老伙伴们相互
边拨弄着算盘珠，边嘴中不停地念
叨：二一添作五，三下五除二。

刘 翔

晨间
黄惠子

! ! ! !早晨路上清洁工正在
打扫，刚路过杂货市场，果
皮菜叶凌乱一地，扫帚卷
了一地，风也卷了一地。进
入冬季，人们穿着厚厚的

衣服，脖子缩进围巾。太阳方才开始投下光照和难得
的暖。这是一天晴朗干燥，树叶翻滚声音枯响枯响
的。各类早点让空气不时充斥沾满了体温的香，花园
里老人早已活动开身躯。想起总在广场跳舞的那一
对老夫妻，长年重复同一个舞姿也未变更，不知此时
是否还一如往常。
穿过这一地的晨，咸淡生活容纳于季节里头，展开

在来去脚步间。

乐有余 !中国画" 柳晓涛

揣着图书馆出门
阿 眉

! ! ! !不过数年前，出远门整理行装时，
挑本路上带着看的书还是个大题目。

这本书不能太厚太重，内容却不能
太轻太薄。不能在包里压得肩膀酸痛，
又不能三翻两翻就到了封底而且重看
时立刻索然寡味。看着满墙的书，合适
带上旅途的其实真没多少。

从另一个方面说，在旅途上因为完
全没有别的选择，反而
会安下心来把平时没耐
心读的书一点点看完。
因此有时买了什么密度
比较大比较难啃的书，
会先搁着，专等出门的时候带着读。

时下的出版业书越出越大越出越
厚，特别喜欢的那种秀气的窄版 $%开几
近凤毛麟角，像当年三联的白色封面小册
子，漓江的法国文学丛书，甚至更袖珍的
那套辽宁教育出版社 $&开巴掌大小的语
文小品录，装在包里几乎没分量又经得
住反复重读。而这种适合带出门的小书
在如今的书店里是越来越难找到了。有
时好不容易碰到本开本玲珑的书，还没看
内容，就先在心里给这书多打一颗星。

好在，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出门前
已经用不着在书橱前纠结良久，不夸张地
说，只需插上一条数据线，就简直可以背
着一座小型图书馆踏上旅途。记得几年前
刚换手机的时候要出差一星期，黄昏上了
火车当晚就靠在铺位上干掉了一本小说，
然而一点儿也不心慌，看着阅读软件列表
上还没读的十来本书名，心里的笃定欣
喜，像老地主看着自己丰年的粮仓。
就算不出远门，平常出门难免有排队

等车等人的时候，那十分钟五分钟说起来

不长，只能发呆的话却着实难熬。张爱玲
就在《封锁》里写：“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
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
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
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
这可怕的空虚……”习惯随身带本书的
人不多，但手机绝大部分人都会随身带
着，公交车上和地铁里常常能见到拿着

手机或 '()*+,看书的年
轻人，甚至可以说，电子
阅读让更多人重新拾起
了随时随地阅读的习惯。

信息时代一直有人
在比较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其实，无
论是纸本书还是电子书，一本书经典与
否，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容，而这内容是
从纸面上抑或屏幕上读来并不重要。台
湾作家唐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说
过：“在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书的形态就
已经是那个样子了，但三千年前的书不
是这样的，孔子当年用的是竹简。当年
用纸来印刷书的时候，古人有没有感
慨？肯定有。”———若说同样的内容只有
白纸黑字装订成书才算是经典，而电子
载体的必定是速朽文字，就和几千年前
说论语在竹简上才是经典一样荒谬。
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内容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载体。比如，一声“早安”在我们
这里得到的反应，是条件反射的礼貌回
应，还是会因为这句“早安”整整开心一
天，完全与内容无关，只在于这声问候，是

不是出自我们真心喜
欢期待着的那个人。

从头暖到脚
王太生

! ! ! !寒冬，让人温暖的完
美装束，帽子不可或缺。
在古代，无帽而有巾，

古人用丝、麻编织的巾来
包头或扎发髻。北周时，武
帝为让军队戴用，特意把
巾制呈四个角的形状，当
时称“幞头”，实际上是中
国最早的帽子。
老头帽戴在小孩子头

上也煞是有趣。若干年前，
这样的帽子，还有一个很
好听的名字叫“雪花尼”，
在大人中很流行。小孩子
出门时，把帽帘垂放，能捂
耳，遮住半个脑袋，露出两
只乌黑滴溜溜的小眼珠。
旧时市井街衢，小偷

不单单是扒钱包，还流行
抢帽头，叫做“抛顶宫”。丰
子恺的《旧上海》里说，“有
一次，和一朋友坐黄包车
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
里走出一个人来，把这朋

友的铜盆帽抢走。这朋友
喊停车捉贼，那贼早已不
知去向了。”那顶帽子是新
买的，值好几块钱呢。

剔除帽子与权利、地
位、职业的象征，单就实
用功能来看，还在于保
暖，就像鲁迅笔下闰土戴
过的圆顶、卷边、呈畚斗

状的乌毡帽。
从头暖到脚。汤婆子，

自不庸说，那是一个时代
的朴素照顾与温柔抚摸。
《清稗类钞》记述，“铜锡
之扁瓶盛沸水，置衾中以
暖脚，宋已有之。”儿时，
长江下游的冬天，室外滴
水成冰，室内没有暖气，外
婆为我准备的那只陶瓷汤

婆子，里面贮满滚烫的开
水，慢慢的暖，会一点一点
地释放。

一双厚实的鞋，是人
的基本诉求。五代和凝的
《采桑子》，“丛头鞋子红
编细，裙窣金丝。”那意思
是说，穿着用锦帛编成的
丛头鞋，二八佳人迈着琐
碎的细步，金丝织缀的裙
裾，在风中发出细微的窸
窣声响。
“毛窝子”是种特别

的鞋，深帮圆头，用蒲草、
绒线编织，芦花和鸡毛衬
里，虽不比“丛头鞋”，穿
在脚上防滑、保暖、吸汗。
小时候，常看到农人神气
穿着它进城，那散发着植
物草叶清香和干草竦竦
作响的鞋子，穿在脚上，
走路会不自觉地慢一点，
小心翼翼地踩在乡村弯
弯田埂和城里高高低低
的石板路，像踩到了季
节。此时，那个穿蒲鞋的
人，如果再遇到点什么高
兴的事，估计会从脚暖到
头，从脚暖到心。

也许“毛窝子”，是冬
天最华彩和夸张之具，人
穿上它，个头增高了几许。
虽然不够美观，但说不定

哪个气场大的现代时尚女
子能穿出比高跟鞋更霸气
的艺术感，毕竟很保暖不
是吗？
其他冬季必备如围巾

手套之类的，也只要是说
起来就能感觉温暖。

! ! ! !读书习惯也会伴

着成长慢慢改变#

从节约基因说起
朱大建

! ! ! !据统计，中国已有 -、-.亿糖尿病患者，
专家预计，到 %/%0年，中国将有 -、0亿糖尿
病患者，还有 -亿多血糖在临界点的后备患
者在排队。欧美人，往往是大胖子才会生糖尿
病，而中国人，稍稍胖一点，甚至一个瘦人，也
会生糖尿病，因为中国人胰岛功能弱，不能转
化、利用、代谢掉吃进去的糖分，代谢不了，堆
积在血液里，血糖就高了。而欧美人胰岛功能
好，虽吃得多吃得好，因为都转化成能量了，
所以不易生糖尿病。
又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人类遗传学家詹

姆斯·尼尔“节约基因假说”，在远古时期，人
们以狩猎及采摘野果为生，常常是食不果腹，
能量短缺，忍饥挨饿。人类的祖先在经年累月
适应当时的饥饿环境后，慢慢进化出了能有
效储存能量的能力。那些能够在进食后较多
地将食物能量以脂肪形式储存起来的个体，
能长期忍受饥饿而存活下来，这就使得他们
具有生存的优势。而帮助人们有效储
存和控制能量的能力便体现在基因
中，这类基因称为节约基因。在战争、
饥荒来临时，拥有节约基因的人就可
能挺过饥馑活下来，缺乏节约基因的
人则会饿死。反过来，具有节约基因的人也更
可能患糖尿病。
用节约基因来解释，中国人易生糖尿病，

就很好理解了。中国从古到今，最大的国情就
是土地少，人口多，几千年历史，忍饥挨饿的
年头居多，所谓“文景”“贞观”“康乾”盛世，最

多也就是不太饿而已。按进化理论，中国人的
胰岛功能，因没有派用场的机会，所以就很弱
很弱，以前，国人很少听说有生糖尿病的，要
生病，往往是肝炎、贫血、肺结核等因饥饿、贫
困引发的疾病居多，而改革开放 $/多年来，
政策对头，人的主观积极性迸发，生产力大发
展，国人不光是吃饱，也吃好了，天天大鱼大
肉高脂肪高蛋白高油高糖地吃，而胰岛功能

还来不及进化出来，无法转化多余的糖，身体
里面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糖尿病人就急
剧增加了，甚至是爆发性的增加。
用节约基因来解释我自己，我发现我倒

是一个缺乏节约基因的人，我从小就觉得比
别人容易饿，大人笑称我是“天吃星下
凡”。我对我的青少年阶段，最刻骨铭
心的记忆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但我
长得并不瘦弱，在中国人体型中，可归
于外表壮实一类，这说明我并不缺少

营养，就是容易饿而已。有一天我在食堂吃饭
开玩笑说，如果发生饥荒，第一个饿死的人，
一定是我，边上一位美女编辑笑说，到时我一
定省一口给你，我说，那你就是我的救命恩
人。众人皆笑。
我曾率新闻代表团访问韩国现代汽车公

司，主人留我们吃公司员工餐。浅浅半碗米
饭，一只虾，一碟泡菜，一碗酱汤，这么一点点
食物怎么可能吃饱？我要是去菜场买虾，起码
买一斤吧。果然，下午不到 0点钟，我就饿了，
好在晚上是自助餐，狼吞虎咽两大盘食物后，
方才心满意足。我很佩服韩国工人，吃那么一
点儿，就能在流水线上工作，真能节省能量，
牛。访问日本时，我觉得日本人吃得也少，浅
浅一碗面条，就是晚餐了。而我也曾同两个德
国男人邻桌吃饭，这两个德国人，长得人高马
大，食量惊人，我这个能吃的人，大概只有他
们三分之一的食量。我也去过巴西，在烤肉店
吃饭时，我发现连巴西女人吃牛肉的量，都要
比中国男人大得多，难怪老板看到中国人来
吃牛肉就笑眯眯，食量小啊。如果用进化理论
解释，可能日、韩人的节约基因比中国人更强
大也未可知，而欧美人，节约基因肯定很弱
的，那里人口少，土地多，或许进化不出节约
基因，而转化能量的胰岛功能却进化得异常
强大，所以不容易生糖尿病。
去年体检，我这个缺乏节约基因的人，血

糖竟然也到临界点了，医生告诫“管住嘴，迈
开腿”，教育我“吃饭只吃七分饱”，我频频点
头，唯唯听命。看来，我的节约基因，我的胰岛
功能，仍然是中国式的，和欧美人完全不是一
个等量级。

糖尿病是全人类都会生的病，但中国人连
生糖尿病也有着浓郁的中国国情特点，可见，做
什么事情都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