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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悉减少乙肝2000万
杨秉辉

! ! ! !食物的消化吸收虽在
胃肠中已经开始，但真正
将吸收进来的营养物质，
转化为人体活动所需要的
能量与构建人体的材料，
则在肝脏，故肝脏实为消
化系统的中枢。而肝脏的
功能还涉及到解
毒、内分泌物质的
代谢及某些凝血
物质的制造等等。

故“上帝造
人”时将其深藏于右上腹
部、外侧以肋骨加以护卫。
但百密一疏，肝脏血液循
环丰富，有害物质仍可经
血液循环进入损害肝脏。
我国最大的损肝因素

是肝炎病毒。肝炎病毒最
常见的，分经口传染与经
血液传染两大类、共甲、
乙、丙、丁、戊 !种。其中
甲、戊两种肝炎病毒经口
传染，因进食不洁食物而
引起。"#多年前上海人因
食用不洁毛蚶而致甲型肝
炎爆发流行，老上海多记
忆犹新。乙、丙、丁 $种肝
炎病毒主要经输血、注射、
文身，甚至胎儿从母亲子

宫中或分娩时得到传染。
甲型肝炎病毒引起的

肝炎，简称“甲肝”。乙型肝
炎病毒引起的则是“乙肝”
等等。这甲肝、戊肝虽来势
汹汹，但多能痊愈，医学术
语称为“预后较好”。而经

血液传染的乙、丙、丁 $种
肝炎，虽说多数也能痊愈，
但确有相当的一部分病例
会演变为慢性肝炎、肝硬
化甚至肝癌。而且遭受感
染时年龄越小，后
果越是严重。
不幸的是我国

恰是“乙肝”流行的
大国。一国乙肝的
流行情况、以该国人口中
乙肝表面抗原 %&'()*+的
阳性率为评价标准，大于
,!者为高流行区。我国以
往的调查报告皆在 -#!

以上。
上个世纪 .# 年代起

美国科学家布伦伯格等几
经研制成乙肝疫苗，可以
用来预防乙肝病毒感染。
自上个世纪 /# 年代初期
被引进我国后，我国政府
即将其纳入儿童的“计划
免疫”项目之中，并为完

全公费项目。
乙肝疫苗如能生后之

当日及时接种並按规定注
射三剂，有良好的免疫预
防作用。据国家卫生计生
委官方网站近期公布：近
"# 年来我国推行乙肝疫

苗的接种，已使儿
童、青少年的乙肝
病毒感染率大幅
度下降，其中 !岁
以下的婴幼儿感

染率已降为 #0/.!。据该
网站报告估计，自 -//"年
以来，我国已避免了约
,### 万儿童感染乙肝病
毒，减少了约 "### 万乙

肝病毒表面抗原阳
性者，使我国全部
人口乙肝表面抗原
的阳性率下降为
10-,!。我国已经

不再属于乙肝高度流行的
国家。
乙肝疫苗虽是用于预

防乙肝病毒感染的，但避
免了乙肝病毒感染就避免
了慢性乙肝及相关的肝硬

化、肝癌。加以近年抗乙肝
病毒药物问世，能有效地
抑制乙肝病毒在人体内的
繁殖，可以明显改善乙肝
病人的预后。人类完全战
胜乙肝有望，这对曾是“乙
肝大国”的我国民众来说
实在是令人欣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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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吃茶说俗也俗，说雅也雅。正当春
日，周末，一帮中年男外加几名半老女
仙家，齐嚷嚷赶紧找块灵地儿补点氧，
遂奔锦心绣口的茶叶名镇姚河而去。
姚河，地处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岳西

县，好茶“岳西翠兰”的主产地之一。请
恭喜我们，山叠山、绿堆绿的姚河等在
那里，没打诳语……

南朝陶弘景曾自问自答：山
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陶老兄
那隐居山林自享闲云野鹤的怡
悦，现代人委实不好学，不便学，
万难做到。“茶三，酒四，出游
五”。意思是喝茶的绝配是三五
人。我们呢，在城市喘粗气的人
型干鱼，实在太多了，端着个到
乡下寻乐子的机会，只好一窝
蜂，吃吃喝喝，嘻嘻哈哈，让死魂
灵沾沾原野仙气。

姚河有香炉村，香炉村有竹
山组。竹山海拔 .##2,##米，云遮雾罩，
鸡犬相闻。抱山七绕八绕到此一游，颇
有点丢掉红尘羁绊的美妙意思。竹山产
好茶，产香香嫩嫩翠翠碧碧的岳西翠
兰，茶香气清高持久，汤色浅绿明亮，滋
味醇浓鲜爽。在竹山，老茶农速泡了几
十盏纯手工茶，真诚邀请我们这些旱鸭
子“一洗百年尘土胃”%陈眉公语+。但见
朱漆的八仙桌上，透明的玻璃杯中露芽
齐舒，瓣瓣真切，茶汤湛碧。第一泡甚
嫩，我是真渴了，像个生瓜蛋子黑爪子
抓起杯，立即牛饮，没耐烦细品；二三泡
时，心胸郁闷已消，便作神闲气定的老
茶客态，慢咂嘴巴，在喉管里停顿数秒；
至第四泡，斯时心底虽哼哼唧唧，甚感
美妙，却不动声色，很装地赞叹了几句。

私以为，草野之物，最贱，生机也最大，
不然那班旱鸭子，几口下肚，凭玻璃杯
接的一点山野地气，怎么能一下子就从
车马劳顿的晕乎中活过来。
佛即壶，壶即福。茶佛一体，茶禅一

味。出好茶，则必得有茶神护佑。某女仙
家招呼大伙快把相机打开，和茶神合个

精气神的片儿。茶叶专家认定，竹
山三五百年高龄的老茶树有几十
棵。我见了一农户门前的古茶园，
古茶底盘粗劲，苍虬老枝簇出条
条娇嫩，十分打眼。想世间神物，
仙风道骨固然令人艳羡，却未免
高高在上，凡俗烟火才算大道。看
这些茶中寿星，外貌尔尔，藏在深
山，漫漫生长即为寂寂修禅，五百
年积蓄只奔春来一瞬。静坐敛心，
轻安明净，但愿一群陌生人没打
扰老人家的清修，得罪得罪！

亦在经营茶叶的公司，见识
了数名古装美女的茶艺表演。前后十六
道烦琐的工艺，让我这缺耐心的人抓
狂。倒是美女的风姿韵态，养眼，眼馋。
“从来佳茗似佳人”，想那老苏写给

三位娇妻的戏语，竟使草根的茶摇身一
变而高贵，进得厨房下得厅堂上得洋
场。其实，茶之道，乃恋爱之道，先苦后
甜，先忧后乐，苦乐参半，生死一转。那
么爱茶的理由，其实是珍惜青春和美好
记忆。于我，最赏心的是放翁《安国院试
茶》诗：“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
园茶，只应碧齿苍鹰爪，可压红囊白雪

芽。”这种风雅态度，已
成绝品。

旅游大巴遇到了野

生大象!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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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西黑皮
彭瑞高

#$$乡野行迹

! ! ! !那天特别冷。西北风飕飕响着，
芦苇摇出一片苦相。河水该结冰了，
却因风大，水面有浪，结不成冰；只
有河沿风小处，挂着不成形的薄冰，
白白的，泛出令人颤抖的寒光。
屋里冷得呆不住，我裹紧棉袄

出门，想去小店混半天。村里
没有茶馆，但大队部小店里生
着个炉子，开水免费喝，吸烟
的人又多，是众人心目中最暖
和的去处。

走出半里路，远远看到有
人站在河滩，穿起橡皮衣，准备下河
去的样子。我心里一抖：这是什么
天，还下河撩鱼摸蟹，不要命了！
走近一看，才看清是镇西黑皮。

“镇西黑皮”是我们给他起的绰号，
并不知他姓甚名谁。他住在镇西头，
是个单身汉，几年前才从监狱里出
来。原先，他跟老娘一起过，有次老
娘上街，被牛撞倒了，他性子烈，当
街就捉住牵牛汉痛打。哪知打得不
巧，牵牛汉摔倒断了骨头，公安验
伤，说是重伤，黑皮就被判刑进了班
房。等他出来时，老娘已殁了。他后
来就单过，靠撩鱼摸蟹过日子。他的
皮特别黑，“镇西黑皮”的绰号就这
么来的。
我走上河滩，黑皮已穿戴完毕。

他见我就问：“这么冷你还出门？”我
也问：“你还下水？”他一笑，说：“我
不冷的。”我说：“你怎么会不冷？”他
一笑。
风刮得更紧了，太阳被云层遮

住，灰黄的天光衬着薄冰，显得愈加

寒冷。黑皮从布包里拿出一只拇指
大小的瓶子，放在手上震一震，随即
揭开橡皮盖。
我问：“这是什么？”他说：“你

猜。”我说：“猜不着。”他说：“是砒
霜。”我心里一紧，问：“这东西不是
毒的吗？”他说：“分量少，没有事。”
我又问：“吃它有什么用呢？”他说：
“发热啊。一发热，下水就不冷了。”

这时我才知道：黑皮冬天也下
水，原来还有这一手！用少许砒霜抗
寒，其实书上有记载，旧社会淘金的
汉子，冰天雪地下河淘挖沙金，就用
这方法热身；欧洲有的女性，吃少许
砒霜来御寒和美容。不过，当面看到
黑皮这样做，我还是感到震惊。
风声中，黑皮背过身子，抖抖地

伸出右手小指头。这指头特别黑，留
着很长的指甲。他把指甲伸进瓶口，
小心翼翼带出一星药粉，伸出舌头，
把药倒在舌头上，然后闭嘴，盘了一
下口水，仰脖咽了下去。
我随即想起村里老人对他的评
论———“要钱不要命”。他吞了
药，小心盖好瓶子，放进布包，
然后背上竹篓，两臂一张，扑下
河去。他沿岸向南摸去，四肢在
寒水下十分活络，只留一个头
颅在河面上呼吸。从他右手不

断伸向背后蟹篓的动作看出，他摸
得很快，收获也很多。
这是可以预料的：冬天蟹笨，好

摸；它们缩在蟹洞里，一摸一个准。
黑皮摸出半里路，就顺坡上了岸。我
想，也许是那药的药性过去了，他冷
得扛不住了。再看那竹篓，也基本满
了，许多黑壳老蟹，在里面蠕动。
进了大队小店后，我坐近火炉，

喝了很多热水，身子才暖过来。可一
想起河边一幕，我心里还有些抖。按
理说，围炉喝水这一刻，是专说闲
人闲话的，可我却
说不出这事。想起
那小指甲，还有那
药粉，我嘴里就
发苦。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陈歆耕

! ! ! ! 《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一
卷》首发式新近举行时，有记者问
我：“《新批评》批评了很多名作
家，有没有对批评作出回应的？”
我答：“回应是有的，但都是耳闻，
口口相传，没有发现有正式见诸
文字的。哪怕是写在博客或微博
上。因此不能把口头传闻写入报
道。”当然，还有一种属于非名家
和第三方的反应，不在此列。
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就

到。刚刚说完此话，第二天就发现
终于有名家对《新批评》上的文章
作出回应了。这位回应的作家是
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女士。方方的
中篇小说新作《涂自强的个人悲
伤》，首发于 "#-$年《十月》杂志
第二期头条，随后被很多选刊选
载，进入年度排行榜，获得各种奖
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概方方
没有想到，就在她收获了大把大
把的鲜花时，一块“板砖”凶猛地
砸过来。今年初，《新批评》编辑部
收到青年评论家翟业军写来的批
评这部作品的文章，题为《与方方

谈3涂自强的个人悲伤4》，言辞
之犀利与他以往的文字一样，下
断语不留余地，把这部作品说得
十分不堪。读读此类文字：“生硬、
虚假、不可救药的自以为是……”
有编辑提出，方方的小说果如文
章说的那么“不堪”，那文坛就有

问题了。为什么如此“粗糙”的小
说还能产生很大影响？为了慎重
起见，编辑部开始传阅原本未读
过的方方的这个中篇小说。
我也把那期《十月》杂志带回

家，一字一句读完了《涂自强的个
人悲伤》。读完了，我产生了与翟
业军几乎截然不同的感觉。总体
上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
小说，小说主人翁的悲剧性命运
深深打动了我，有两处细节几乎
使我落泪。于是，这篇翟文在我邮
箱里“躺”了很长时间，发与不发，

一直纠结着，也没有明确回复作
者。此时，编辑部有人自告奋勇写
与他争鸣的文章，于是就决定先
发翟文，再发争鸣文章，并在编者
按里请更多的专家和读者参与讨
论。翟文发后，即被新浪读书官方
微博全文转发，在读者中引发了

热议，跟帖有 ",#多条。尤其令我
想不到的是，方方女士把这篇文
章又从新浪转到自己的微博中，
并写下这么一段话：“这个帮转！
人和人之间差异很大。每个人的
成长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气质
都不一样。作品发表，有人引起共
鸣，有人激起抵触，有人格外喜
欢，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电
脑还有不兼容系统。人更是。正因
有各种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这
世界才丰富有趣。我们彼此所要
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己的文章

写好就是。”这段话，与她的小说
一样深深打动了我。这是《新批
评》创办近三年，唯一见到的著名
作家对批评的正式回应，而且“回
应”得如此的大度和睿智。她希望
她的几百万粉丝也转发这篇批评
她的文章，显示了她的豁达的胸
襟和自信。

批评中存在“偏见”或“偏激”
应该是一个常态，因为批评家手中
拿的不是一把可以量化作品的尺
子。批评家的见解难免受到他自身
生活经验、学养和艺术趣味的影
响。我们应该允许这种“偏见”的存
在，因为“偏见”与“偏见”的撞击，
才能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使我们
的认识更接近艺术的本质，或收获
更多的“发现”。批评家作出的独
立判断的“偏见”不可怕，可怕的
是受利益驱动而产生的“偏见”。
曾有熟悉方方的友人悄悄提

醒我说，“方方患有心脏病，你们
批评她的作品要谨慎”。看来，方
方并没有什么“心脏病”，她的“心
脏”正健康而有力地搏动着。

捍
卫
传
统

王
小
慧

! ! ! !前些天在慕尼黑的一个城市美术
馆办了一个展览，其间去美术馆的餐
厅，一个工作人员说认识我，我有点想
不起来，他说他原来在电影学院开餐
馆，对我印象很深。他现在有点发福，
头发也有点秃，但看到他熟练地煮咖
啡、拌色拉的样子，当年的记忆渐渐
地回来了。他告诉我他退休了就到这
里来，他不舍得放弃他的职业，他觉
得他还能工作几年。我和他聊起电影
学院的其他的一些人，他说几乎都是
老样子，原来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
当然也有些就退休回家了。

我发现在欧洲总是这样，一些朋友几年或者十
几年不见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指的是职业方面
的变化。可是在中国，好像隔三差五会换新的工作，
新的公司。年轻人会“跳槽”，在那边“跳槽”是非常贬
义的事。经常“跳槽”是被人非常看不起的，新的单位
也不一定喜欢“跳槽”过来的人，哪怕你编的理由再充
分，再令人信服。

有次参加瑞士一位大艺术家的寿辰庆典，他租
的著名的维多利亚酒店，进门时是左右两侧站满迎
客的员工，无论男女都年龄很大，甚至白发苍苍。
他们大多从学徒就过来工作，从当侍从做到领班，从

餐厅服务员一直做到厨师长，一辈子不
“跳槽”，以酒店为家，也为荣。

这是欧洲人保守吗？
在中国一点点落伍会被别人嘲笑：

如果所有人都在用电子邮件你在用传
真时，在别人用微信、你还在用微博时，大家会觉得你
落伍了。现在在中国大家都端着手机，看微信、不断刷
屏，而在欧洲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微博更不要
说是微信了，包括很年轻的人。我这次在美术馆的餐
厅想用5676他们竟然没有。办公室关门了，我只好在
年轻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去附近的咖啡馆，居然那里连
很大的快餐连锁店也没有8最后走了很远，到艺术家住
的酒店上了网才收了邮件，也看了微信。对我而言，
两天没有收微信好像和世界断了联系，而他们觉得
很可笑，他们觉得不用微信很好，打电话更直接。
跟朋友吃饭当然不应该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
要享受面对面交流的乐趣，在很多高级餐厅手机是
绝对不能拿到桌面上来。有一次因为我要打一个很
重要的电话，把手机拿到洗手间打，结果还被服务
员告知说他们这个餐厅是拒绝手机的。当时我还不
太理解，现在慢慢知道，他们是如此传统，不太喜欢接
受新的事物，而且他们很捍卫他们的传统。

在欧洲他们把人与人之间那种传统的交流方式
看得很重，所以在中国用电子邮件发邀请信，甚至
用短信群发邀请信，他们认为是对人不尊重的事情。
他们认为对人尊重一定要亲手写纸质的请柬。这也
就是我们参加一些很高级的欧洲品牌的宴会的桌卡
一定是手写的而不是打印的一样，哪怕有时候手写
的字并不是那么漂亮，他们也会坚持，因为他们觉
得是在捍卫一种传统。

我不知道这么传统、这么保守、这么守旧是好
还是不好？但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得那么快，一切都
在迅速地不断的变化，像万花筒一样，稍微不留神
满眼都是全新的图，是好还是不好？一个社会这样
发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在我们享受这些快速变
化时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它带来的破坏有多大，
当我们哪天想起来再重拾这些传统时，很多东西恐
怕已经找不回来了，这是我有点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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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夜感怀
武吉云

! ! ! !昨夜临窗听好雨!

今朝凭栏数落花"

莫道天公催春老!

更润人间好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