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墅周围的享受
黄 亨

! ! ! !一个漂亮、典
雅的别墅群建在依
山傍水的地方，使
得这块以前连地名
都没有的偏僻土地
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周边的人气也旺了起
来。人们喜欢沿着别墅边
的步道跑步或在别墅外的
长廊里品茗下棋。逐渐地，

大门口开出了
便利店和小型
菜市场。有人
问起住在哪儿
时，当地人可

以自豪地报出某某花苑的
地名。然后在当地有了租
房户，房价也起来了……
别墅周围的变化似乎

都得益于这片高档别墅，
但这些价格让人咋舌的别
墅的入住率其实还不到百
分之十。有钱人占有了，但
大多没享受，周边人没占
有却天天都在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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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甲状腺在人们头颈前部正中、当甲状软骨之处。其
分泌之甲状腺素为调节人体新陈代谢之重要物质，若分
泌过多，则甲状腺机能亢进，可表现为手抖、突眼、心悸、
多汗、失眠、急躁、腹泻、消瘦、月经不调等涉及许多系统
的多种症状，反之则甲状腺功能不足者则怕冷、懒动、嗜

眠、水肿等等，若发生在儿童，则体能、智
能皆可能发育不全成为克丁病、即“呆小
症”。甲状腺素中含碘，若缺碘，则易引起
甲状腺功能不足，而且，即使不影响新陈
代谢，缺碘亦可导致甲状腺肿大，我国大
多数地区的水及土壤中皆缺碘，故“地方
性甲状腺肿”曾在我国甚为多发。
近 !"余年来推行食用加碘的食盐，

缺碘状况的改善不仅消除了“地方性甲
状腺肿”的流行，对人们、特别是儿童在
体格、智力发展方面的好处，也是可想而
知的。不过，与此同时，近 !"多年来 #型
超声普遍用于对甲状腺的检查，却又发
现了许多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这让
人联想到：是不是因为食用了加碘食盐
才产生了这许多的甲状腺结节？如是，那

么应该取消加碘食盐的供应了。
尽管此事在舆论上炒得纷纷扬扬，但学术研究的结

果尚未有明确的结论。大致认为是：甲状腺结节的增
多、可能是采用 #超检查的结果，未必是加碘食盐“吃”
出来的。加碘食盐遭到质疑，又无确凿证据证明加碘食
盐与甲状腺结节的增多有关，这事本应交由科学界去
进一步研究。不过国人的哲学是：总以小心些为好，于
是便有些民众放弃食用加碘食盐了，据最近的一个调查
材料显示：上海市民加碘食盐的食用率已降至 $$%&!，
换言之，已有 '()的上海人现在不食用加碘食盐了。
这一情况是应该引起关注的，近据上海市疾病控

制中心的研究报告称：虽说目前上海市民总体上碘的
摄入量尚在正常范围内，但对孕妇多次监测的结果表
明存在着碘摄入不足的现象。孕妇碘的摄入如过低，将
有可能影响胎儿的身体与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增加流
产、早产的机会。
上海为沿海城市，市民有食用海产

品的习惯，但亦需知：海产品，无论动物、
植物其中所含之碘终究有限，据上海市
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目前上海市民身
体所需之碘、半数以上还是来自加碘食盐，若轻易放弃
加碘食盐，必将导致碘的缺乏，当非明智之举。

食盐加碘与甲状腺结节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但
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尚无明确证据证明“食盐加碘引
发了甲状腺结节”之时，是不应该轻易放弃食用加碘盐
的，因为食用加碘盐带来的好处已有定论。

你的色彩在歌唱 袁 晞

! ! ! !美丽的蓝色海岸有一
抹奇异的色彩，那么绚烂。

这是夏加尔留给我
们，留给世界的。
夏加尔在法国南部蓝

色海岸度过了后半生。他
为尼斯创造了一座艺术圣
殿———国立夏加尔圣经启
示美术馆。
走进美术馆，迎面是

《圣经启示》组画，夏加尔
一生以《圣经》为题材创作
了大量作品，这里展出的仅
仅是一部分。《人类的诞生》
《乐园》《诺亚和彩虹》……
似一曲曲神圣的生命赞
歌。几个展厅的墙面上装
置着彩绘玻璃，难以言说
的色彩给人视觉的震撼。
我没学艺术，也不信教，可
是站在夏加尔作品面前，
有一种感动。
美术馆 '*$*年动工，

'*+)年落成，是作家、曾
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
全力促成。很少有艺术家
能生前参与为自己设计美
术馆和亲自布置作品，夏
加尔是其中之一。
夏加尔一生都徘徊在

宗教与世俗之间。他在美
术馆简介中说：“从我非常
小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对
《圣经》充满幻想。从那时
起，我就开始在生活和艺
术中寻觅她的影子……为
了实现我青年时代的梦
想，我创作了这些作品，我
想把它们留在这间房子
里，为人们营造一分安宁，
一个精神上的氛围，一丝

生命的感触……”
马克·夏加尔是法籍

俄裔犹太人，出生在俄国
小城维捷布斯克。经历了
两次世界大战，背井离乡，
家破人亡。
年轻的夏加尔不安于

成为父亲一样的鱼贩，他
想成为艺术家。母亲带他
去找画家，在画室里，母亲
恳求、也是明确清晰地说：
“儿子，我说……你也看到
了，你恐怕一辈子都做不
了那样的。我们还是回家
去吧, ”见儿子不
从，她又问画家：
“请您实话告诉我，
-先生，你们这一
行当到底是怎么回
事？绘画，还算体面吧？”

不满 !" 岁的夏加尔
要去圣彼得堡学艺术，要
有人资助，犹太人还需要
在首都居留的许可证。而
这里只是人生的驿站，“我
知道我必须出发”。巴黎才
是目的地。三年后，夏加尔
来到巴黎。身无分文，法
漂、巴黎漂，没有关系，对
夏加尔来说，这里有光线、
色彩、阳光，有生命的快
乐。“在巴黎，我似乎觉得
我发现了一切，尤其是本
行业的艺术。”

勤奋成就天才，住在
一个被人称作“蜂巢”的鸽
子笼里，“凌晨两三点钟，
天空是蓝色的，曙光已露。
我常常这样彻夜不眠。”
“我的油灯燃着，我跟它守
在一起。”'*'.年 /月夏
加尔在巴黎举办了人生第
一次个人画展。四十多幅
他巴黎时期的代表作，在
艺术界产生了影响。

刚刚小有名气，夏加
尔想回国参加妹妹的婚
礼，更重要的是看望未婚
妻蓓拉。那是他一见钟情
的姑娘，“她是我如今的
一切，还有我的未来。”他
要和蓓拉结婚，然后带她
到巴黎，分享成功的喜
悦。哪里知道，回家没几
天，战火骤起，第一次世
界大战把俄国和法国隔
在了战线两边，接着是俄
国革命。九年后，夏加尔
和妻女才辗转来到巴黎。

过了十多年，又一场
世界大战席卷了欧洲，犹

太人不逃亡就面临着死亡。
美国移民救援委员会专事
营救纳粹魔爪下的知识分
子和艺术家，夏加尔一家
在其帮助下来到美国，以
画谋生。故乡有数万犹太
同胞在战争中惨遭杀害，
油画《时间是无堤岸的河
流》、水粉画《钉死在十字架
上的犹太人》描述了欧洲
犹太人的悲怆历程，也折
射了夏加尔的苦难人生。

'*..年 &月 !/日盟
军进入巴黎，夏加尔和蓓

拉在欣喜中准备重
返法国。蓓拉却因
病不治，仅仅是因
为没有盘尼西林。
毁灭性的打击

让夏加尔几年后才缓过劲
来。'*.$ 年春天到第二
年秋天，纽约现代美术
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和巴
黎国家现代艺术馆先后为
夏加尔举办大型个人回顾
展，为夏加尔建立了世界
声誉。

'*.+ 年夏加尔回到
巴黎，经历几段感情波折
后，他移居法国南部的蓝
色海岸，与有同样血脉的
俄国犹太人瓦娃结婚，在
安宁平静的地方平静安宁
地生活了三十多年。这一
时期他在世界各地创作了
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
夏加尔活了 *+岁，此

间世界巨变。他的故国从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到尼古
拉二世，一直到戈尔巴乔
夫上台，如今他的故乡成
了白俄罗斯的城市。

夏加尔多才多艺，他
画油画、壁画，做版画、雕
塑，搞舞台美术、服装设
计，还为大型建筑设计室
内装饰。从俄国、美国到法
国，夏加尔会意第绪语、俄
语、法语和英语，从磨难到
幸福，度过了丰富而多彩

的人生。
我常发现这样的情

况：英美作家、科学家获得
诺贝尔奖，细看履历，有人
出生在长崎、维尔诺，有人
在列宁格勒、西印度群岛
度过半生……夏加尔曾
说：“俄国画家是我最重要
的头衔，在我的画面上，没
有一厘米脱离了我对祖国
的思念之情。”他把自传
《我的生活》献给父母、妻
子和故乡。浪迹天涯、去国
离乡，“何处是归程，长亭
更短亭……”是遭遇、是悲
凉，也可能是触动、是激
励。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焦
虑和文化的冲突，之后可
能是宽容、理解，再到交
汇、融合，甚至升华。
尼斯西北有一座矗立

在山顶上的小镇叫圣保
罗·德·旺斯，房屋鳞次栉
比。城中小街两边的房子都
是石头建筑，各式各样、处
处美景。镇边的观景台是小
镇的最高点，可看到阿尔卑
斯山西南端的景色。观景台
旁是镇子的墓地，夏加尔的
墓前，粉丝在上面放了很多
鹅卵石，有的上面写着字，
有的还画着画。夏加尔在这
里生活了许多年，想来这
里是他喜爱的地方。现在
小镇中有许多艺术家的工
作室，是不是来追随夏加
尔的足迹？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

欢夏加尔，可能是小众，但
夏加尔的色彩是永远的。
他为夏加尔艺术馆留下这
样的话：“或许我们的下一
代，下一代的下一代会走
进这间屋子来寻找爱的思
想，就像我的色彩和线条
所梦想的……”

念奴娇!扬州 陆继农

! ! ! !淮左名邑!越千年!日益令人仰慕" 运河首城形胜

地!美景无可胜数" 湖畔平山!竹西佳处!寂寞广陵墓"

琼花无二!引来多少嫉妒"

人才荟萃江都!可法殉难!十娘瓜洲怒" 文章太守

苏与欧!八怪一帜独树"如画江山!馋人美食!最宜晚年

度" 桥头怀古!一片明月依旧"

物 候
陈大新

! ! ! !据说王勃的《滕王阁
序》写于重阳节的前一日，
序中称：“时维九月，序属
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
光凝而暮山紫。”一片明净
的秋色。

古人登高的习俗，晋
人周处《风土记》中有所记
载，到唐时已
十分盛行了，
留下不少名篇
佳作，如王维
《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杜甫《九日蓝
田崔氏庄》等，两位诗人都
提到一种植物：茱萸。重阳
茱萸成熟，是一种很明显
的物候。随着季节的变换，
身边的景物也不断更替，
这便是所谓“时过境迁”，
亦称“物候”。竺可桢先生
在《物候学》里说：“物候就
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

花、鸟推移
变 迁 的 过
程。”他还指
出：“对于物
候的歌咏，

唐宋大诗人是有杰出成就
的。”远离家乡故土的人，
对节气的变化最是敏感。
我们看白居易的《琵琶引
并序》：“住近湓江地低湿，
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
暮闻何物？杜鹃啼哭猿哀
鸣。”猿鸟何悲，笔者心自

悲罢了。辛弃
疾《水龙吟·登
建康赏心亭》：
“休说鲈鱼堪
脍，尽西风，季

鹰归未？”晋人张翰在洛阳
为官，见秋风起，想起家乡
吴中的菰菜、鲈鱼，“遂命
驾而归。”过去，物候对人
们情绪的影响，生活于现
代的人们怕是难以理解
了。交通的便利、农业、旅
游业、物流业的发达，使人
们南、北、东、西来去自如，
且可以随意吃到反季节的
瓜果蔬菜。条件好了，闲
愁也少了。然而，内心的丰
富，较之古人，却并不敢
夸耀。
从自然界的“物候”很

容易想到人生的“物候”。
青春不再的标志是什么？
老了的标志是什么？单以
年龄论，恐并不准确，但从
现象上看，我们就很容易
断定了，一般来说，激情与
冲动没了，顾虑与克制多
了，这就已经开始告别年
轻。憧憬与追求少了，回忆
与抱怨多了，这就是老了。
就心态而言，四五十岁的
老人和五六十岁的青年都
是不奇怪的。
春夏秋冬，生老病死，

为自然之铁律，而物候则
在提出警示，到了什么样
的时候了，该做什么事情
了，莫辜负了天赐佳时，大
好年华。古人云：“凡耕之
本，在于趋时。”农事的基
本原则在于抓紧适当时机
耕耘播种。错过了农时，就
要歉收了。受农耕文化的
影响，中国人一向是很惜
时的，“少壮不努力，老大
徒伤悲。”成为不少耕读人
家的庭训。除了善于抓住机
遇，人也还是要有一点精
神，敢于和命运抗争的。鲁
迅写给许寿裳的诗《亥年残
秋偶作》有句：“曾惊秋肃临
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这
便是抗争的宣言了。尽管身
处的境况，如肃杀的残秋，
还是要用手中的笔，为人间
送去一些春意。

等 待

少年宫的回忆
周 密

! !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沈
颖华已经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
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她成长的历
程中，少年宫的经历是她最美好
的记忆，少年宫里悦耳的歌声、
欢快的舞蹈、精美的图画伴随着
她童年、少年的足迹，不仅给了
她很好的艺术启蒙，更在思维启
发、能力培养上使她获益良多。

童年时，沈颖华在少年宫学
习画画、剪纸和合唱。每逢周末，
到少年宫去是最开心的事。在那
里，她学会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歌
曲，学会了识五线谱，学会了集
体合作；画画课上，老师通过折
纸、听音乐等方式激发大家的兴
趣，画出自己在音乐中所听到的
画面，启发孩子天马行空般的想
象力、创造力，传授绘画的技能。
少年宫经常参加的绘画比赛更
是锻炼能力的好机会，是很好的
创造力的展示。多年后的沈颖
华，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打
工时，大胆地改进了实验室的工
作方法，提高了效率，这也是童

年时学到的创新思维在工作中
的运用吧。

少年宫的剪纸，是徒手将自
己脑中的画面剪出来，是想象力
和动手能力结合的最好课程，沈
颖华多次为大家表演剪纸，得到
很大锻炼。剪纸作品不像画画那
样可以修改，
不仅要求作品
的独创性，还
要求仔细、认
真，是心灵手
巧的体现。当沈颖华在大学的脑
科学实验室解剖小白鼠时，她的
动手能力、精细的工作方式得到
了大家的认同。

少年宫的老师，不仅在艺术
上循循善诱，精益求精，更是注
重孩子的品德培养，每次外出演
出，老师指导大学员要主动帮助
小学员，形成很好的传统。沈颖
华赴英国演出时，已经读初中，
开始帮助小学员了；她感慨地
说：看到老师为我们排练、演出、
出访安排紧张忙碌，很辛苦，当

我们在舞台上演出时，真希望老
师们也能一起到舞台上展示风
采。少年宫的老师指导她要学业、
兴趣两不误，学会合理安排时间，
学会自学；画画老师说：艺术和科
技结合能产生更大的生命力，美
术和建筑结合产生装饰专业，和

媒体结合产生
广告、舞美专
业，和设计结合
产生工业设计
专业……在老

师的鼓励下，沈颖华开始自学奥
数、英语，每次画画课前后，都和
其他学员交流，是很好的互动。
多年后，当她到美国高中求学
时，得益于自学能力，很快适应
了国外的学习；尤其是在大学，
她选修了双学位，课程中有相当
部分是要靠自学来完成的，对当
年国内老师的教导有了更深的
体会。

沈颖华读高中时参加学校
合唱队，很快融入了集体；艺术
课老师看到她在课堂里的画作

非常惊讶：你在哪里受到这么好
的艺术启蒙？她在参加公益活动
时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表现也
得到赞赏，改变了大家对中国“独
生子女是小皇帝”的印象，沈颖华
说：我是独生子女，我在上海少年
宫接受了艺术的启蒙教育，那里
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少年宫是个
大家庭，我们经常参加公益活动，
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沈颖华很感慨：她选择了
大学学习理工科，没有继续学
习艺术，但在少年宫学习艺术
时得到的品德培养、艺术熏陶、
能力锻炼，是她最宝贵的财富。
她经常浏览少年宫的网站，少
年宫是她成长中最珍贵的回忆，
感恩少年宫，感恩少年宫的良师
益友，感恩曾经一起学习的小伙
伴……

小孩子有

了一些自我管

理 的 规 则 意

识! 明日请看

本栏"

十日谈
缔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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