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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年的这个时间，村上为每户人家
安装路灯，装灯的工人问母亲装在哪里？
母亲说，谢谢，我们不装。最小姊妹不解，
问母亲为啥不装，装了后，七八九三个
月，场地里吃夜饭，有灯照着，不是省电
么？母亲说，不装就是不装。态度很坚决。
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隐衷。晚饭后，一家
人坐着闲聊，自然说到了这个事情。母亲
告诉我们：路灯一装，宅前菜园里的紫
苏、毛豆、豇豆、绿豆、赤豆，全部要少收、
少吃。问母亲有无依据，母亲说了，前年
种在机耕道边上的毛豆就是因为路灯而
不生毛豆，难得长几节也没有肉，就是有
肉，肉也是很小很小。这是个事实啊，母
亲第一次摘毛豆回来，一脸狐疑，对我
说，真出鬼了，毛豆居然不长节的。但我
没有上心，忘记了，母亲却记在心里。

母亲最后判断是路灯的缘故，这是几十年乡间没
有路灯的事实启发了她，是生活告诉她的，是不是有科
学根据，真的不得知。为此事，我特地请教过植物学家，
植物学家也说不清这个原因，但总觉得让毛豆一天到
晚见光不一定是好事，这跟人一样的，没有白天不行，
没有晚上也不行，白天与晚上一样重要，全部是白天，
全部是黑夜，人一定会出事，毛豆肯定也这样。这是一
个理。另外一个理是衍生出来的，这是人的问题了，如
果人剥夺了毛豆拥有黑夜的权利，毛豆就会生气、光
火、怠工，这不长总可以的吧。看来人类一旦慢待了植
物，植物就立马给你颜色看，一点也不含糊。仔细想想
这件事，觉得这也符合人间物事生长规律，所以对待毛
豆，也要像对待人一样，也要根据规律做事的。
这其实就是生活本来的意义，我们要理解，要照理

解的做。
我想这样的事实，母亲的体会当为最深。母亲因为

她的儿媳、儿女喜欢吃玉米，又要吃到尽可能自然生长
的玉米，所以种玉米的土地必须是轮作的，今年种了玉
米，明年一定种青菜。施的肥料是鸡鸭狗的粪便，播种
时还要深翻土地，在土里还放了一些极易发酵的青草，
是真正的有机肥。天气一热，虫来了，钻进了玉米棒子，

母亲手拿钳子，一条条地捉掉的。偶尔
喷点农药也是生物农药，浇水的时候
总是放在早晨，或者傍晚的时候。如此
一来，你说这玉米好吃不好吃？好吃是
一定的，就是玉米的品相稍微差些，但

这不影响质量，所以吃玉米的心境就像吃甘蔗、芦粟，
一是玉米本身好吃，二是玉米的肉头里还有母亲的心
思、神思。我们吃玉米时总是有点夸张，是大口啃的，是
特地啃给母亲看的，顺便说几句好听的话，表达对母亲
辛劳的赞赏与感恩。

我想生活里，每天，每件事都有本来意义的，而且
都在用意义告诉你如何做事。我每天淘米烧饭，手拿淘
米篮，心里就想到事物的意义，就对自己说，你看看这
起伏的稻浪吧。稻变成谷粒，谷粒变成米粒，米粒变成
饭粒，这过程是从选种开始的，选种后要浸，要等待芽
头出，要播撒，要拔秧，要插秧，要耘稻，要割稻，要挑
稻，要脱粒，要扬尘，要日晒。到了家里，烧饭了，米不
淘就不干净，火不烧或者电不插，饭就熟不了，即使烧
熟的饭，盛饭、吃饭，都需要手，那时的脚也得动，总不
见得就在锅边吃吧。这一切都在告诉你一个事实，你
劳动了你就有饭吃，很直接、很实惠，绝无遮遮掩掩，绝
无拖泥带水。
这样简单的道理，都是生活本来的意义，许多人认

识了，就按照意义勉励自己勤奋劳作，但有些人，就是
知道了意义，也是不愿意按照意义去做，宁愿做懒汉懒
着手脚，眼馋着看别人吃鱼吃肉。这样的人是需要警醒
的。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根据生活意义去做事，其实就
是对生活的敬畏与敬重，你敬畏尊重了生活，生活就顺
从你心思，满足你愿望，公开公平又公正。

做关节手术
秦廷模

! ! ! !要做关节手术了，我从一个普通
人成了许多人关注的对象。亲友们辗
转问候，了解伤患情况，关照我要多当
心，好几批人来医院探望我，还带来了
慰问品。这一切让我恍惚迷茫起来：我
是谁？怎么就有了这样的待遇呢？
进了医院准备开刀，说不怕是假

的，伤患部分影响了身
体几年总是要解决的。
我想到了“伸头一刀，缩
头也是一刀”的话，既然
躲不过去倒不如从容应
对。开刀手术的情景想必就像菜场肉
摊上剥皮剔骨的样子，不过这项外科
技术已经成熟得让人放心。物理置换
造成的硬伤并不要紧，可以通过静养
和吸收再焕发生机。
另外，各种人生总结，都讲遍尝百

味是正事。成熟的男人岂能避险怕苦？
这么想来，心里释然了一些，还感觉可
以假装一下不服输的英雄。

思虑未止，
手术却很快完成

了。麻药过后挨
痛不说，还被插
入针头输液，绑上各种绷带观察心脏呼
吸血压等，令我腰酸背疼，彻夜难眠。
不过，亲人轮流陪护和受到各种服

务觉得暖心，便想起从前做孩子时母亲
将药片溶于水中举匙到嘴里，还买来吃

食，让我独享的幸福时刻。
细细想来，患病后进

医院做手术并不都是坏
事，它可以丰富我们的人
生体验，感觉到生命的神

圣，还可以带来深层次的思考。这段经历
让我学会感恩，渴望健康，更加感觉到生
命的美好。
从开刀手术至今，除了获得的关注

和待遇之外开心事情还真不少。几天难
熬之后就感到了慢慢地愈合。身体一点
点轻松了，全身就舒服些；后来可以下床
行走，根据医生的嘱咐锻炼；与病友们相
互鼓励相互帮助，有从前在学校当学生
的感觉。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感受到身
体增生的能量，倏然出现了美好憧憬。

汉字!你读懂了吗
王恩科

! ! ! !汉人读不懂汉字，并非危言耸
听，也非杞人忧天。
前不久，本市有关单位举办的

“中文危机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上，
有专家严厉批评当下汉语使用混乱
已由局部蔓延到整体，由个人推到
社会，尤其是一些广告语、网络语，
错误之多令人咂舌。像“司机掉头”、
“科学止贫”、“竭泽而鱼”、“甘败下
风”、“迫不急待”、“谈笑风声”、“一
愁莫展”之类的错误屡见不鲜。
北京大学教授王力等还对二代

身份证的用词提出异议，引起社会
广泛议论，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议
题，但说明汉语汉字的使用有很深
的学问，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学者金德生、刘配书先生眼光

敏锐，早就洞察到了这个严重的问
题，他俩花了 !年时间，几易其稿，
连续推出两部《趣读汉字》的通俗读
物，令人钦佩。郝铭鉴先生在序言中
高度评价此书“守正、出新、益智、解
疑”，可谓名副其实。此书值得国人
认真地读一读。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汉语汉字的

学习，孔子推出的六门课程中的
“书”就是指汉字汉语的学习，他们
不仅学习汉字的组合和表意，更是
把每天练习书写汉字作为必修课。

反观当下中小学规定的每周一节写
字课还要被挪用或取消，让人遗憾。
笔者以为，《趣读汉字》是继承

传统，推陈出新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它不仅让你读懂每一个汉字的含
义，还让你明白它为什么这样写，并
追根溯源介绍汉字生成雅化的过
程，指出汉字的每一笔每一画皆是

祖先智慧灵感的显现，每个汉字都
是先民生活、斗争、风俗、习惯的写
照。譬如“象”字，特别像大象
的形态，尤其是最初的甲骨
文的字形，长鼻长牙，头身尾
都惟妙惟肖。那么为什么象
前要加一个大呢？因为当时
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年甘
肃挖出一具古象化石骨架，身高竟
有 &米，身长竟有 !米）。又如，书中
对“思”的解读也很有道理。为什么
思字是田和心组成呢？因为思维是
心脑联动的产物，“田”由“囟”演变
而来，“囟”脑也，所以思维是头脑考
虑和心灵感悟的结果。此书不仅对
汉字进行单一解读，有时为了区别

近义词，还合起来辨析。譬如“颈”与
“项”，都是指脖子，但有区别，颈指
前，项指后。所以就有了“刎颈之交”
和“望其项背”的成语。
这种抓住对象的体征，概括凝

练，追根溯源，旁征博引的解读与思
辨让人兴趣盎然，给读者留下了挥之
不去的印象。读过此书，一定会大大
减少提笔忘字和误读汉字的概率。

对于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来
说，研读汉字就更有必要了，因为汉
字是书法的唯一载体，汉字的笔画
和构型是约定俗成的，绝不是随意
涂抹和无原则地拼凑，它充盈着中
华民族辩证和谐的美学思想，它有

一定的规范性、特定性和恒
定性，是不宜随便改动的。如
果不了解古人造字的取象义
理，缺少这方面的文化支撑，
那你怎样去更好更准确地书

写它表现它？
习主席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
中站立脚跟的根基。”汉字汉语是祖
先对自然万物观察感悟的结果，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文明之根，如
果我们能真正地读懂它，我们就一定
能更好地感知这个世界，提高我们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才识和能力。

青春的记忆
王养浩

! ! ! ! '(年前的五四青年节那天，刚满 )&

岁的我，胸前戴上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团
徽，在鲜红的团旗下宣誓加入了共青团。
学生时代，我作为一名团干部，组织

带领同学们踊跃参加“学雷锋”活动，特
别是助人为乐和在学习上发扬“钉子”精
神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好人好事不断
涌现，同学们的学习积
极性明显提高，得到了学
校团委的表扬和推广。
共青团组织培养了我坚忍、乐观向

上的品格，并锻炼和提高了我的组织协
调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因患心脏
疾病，未能上山下乡。我成了街道几百名
“病休青年”的头，被任命为街道
团总支委员。在街道领导的支持
下，我们以里弄新村为单位，建立
青年学习小组，组织“病休青年”
为老年人读报、为所在里弄新村
定期出黑板报，力所能及地参加各种公
益活动，发挥聪明才智。实践证明，上述
这些做法，一方面有利疏解病休青年朋

友思想上的苦闷，有利于他们走出融入
社会，积极向上；另一方面也帮助了居委
和街道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做法和事迹，
得到了市区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肯
定，领导指定我在市里大会上作介绍。

)#*%年下半年，我在街道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是年我 +&

岁，是第一个被吸收入
党的病休青年。不久，街
道建立团委，我被选为
团委副书记。后来，我到

街道附近的一所中学工作，担任少先队
辅导员和团委书记。我结合学校的特
点，有声有色地开展了各种团队活动，
被团区委评为优秀团干部。进入学校工

作六七年后，我被任命为该校党
支部书记。那年，我 %'岁，是区教
育系统最年轻的中学领导。从此，
我从一位团干部变成了一名党的
基层干部。

回首往事，是共青团这所大学校培
养提高了我。我怀念已逝的青春，更怀念
在共青团学习、工作的那段岁月。

正
确
理
解
达
尔
文

陈
钰
鹏

! ! ! !达尔文学说是在达尔
文所著《物种起源》一书所
奠定的基础上建立的关于
生物发展一般规律的学
说。达尔文通过环球考察，
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演变和
发展的资料，指出生物进
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
择，也就是遗传、变
异和选择三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过程。
达尔文进化学

说自问世以来，经
历了各种各样的被
误解、被歪曲、被篡
改、被滥用，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社会
上流传着一种谬
误：只有最强大的、
最聪明的才能生存
下去，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按
这一规律编排的。有些心
怀叵测的人则把这一“规
律”作为“弱肉强食”的法
律依据，作为侵犯
人类尊严乃至杀害
“无价值生命”的理
论根据，而且振振
有词地把矛头指向
达尔文。人们于是猛醒过
来：达尔文并没有说过“强
者生存”，而是说“最有适
应能力者”能生存下来；甚
至有人指出，很可能是最早
的译者太马虎，把“最能适
应者”译成了“最强者”。

只有读通了进化论，
才能正确解释生物界与进
化论有关的现象。比如猎
豹是动物界跑得最快的动
物，虽然有强大的骨骼系
统、肌肉系统和神经系统
在支持其高速奔跑的无氧

运动，但它们的供氧和排
出二氧化碳的呼吸系统跟
不上节奏，及时排热能力
也存在问题，因此不能长
时间坚持这种高速度。如
果猎豹不能在一分钟内抓
到猎物，它们必须考虑放
弃。弄到后来，猎豹慢慢被

列入濒危动物。
遗传、变异和

选择三者的综合作
用其实很重要。很
多人认为熊猫是食
草动物，这是一个
大误解：大熊猫犬
牙锋利，消化道纯
粹是食肉动物型。
食草动物的消化道
都很长（因植物纤
维难以消化，比如

羊肠的长度是自身体长的
+'倍），而大熊猫的肠道
长度只有体长的 & 至 (

倍。!,,万年前，熊猫的个
子其实只有狐狸那
么大，由于冰川期的
到来，它们和其他
食肉动物一起被寒
冷逼到了一片很小

的地方，在生存斗争中，熊
猫选择了“吃素”。后来冰
川退去，熊猫发展成大个
子，只有不断地吃下大量
竹子，才能维持能量需
要。有时碰到营养吸收率
特别低的时候，熊猫也会
吃竹鼠、羊肉、鸟肉，甚至
会进村偷袭山羊和绵羊。

再来看看人类吧，节
食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生存
因素，尤其在食物供应不
足的情况下。居住在亚利
桑那州西拉河及索尔特河
流域的北美印第安人皮马
人能节食很长时间，没有
一个种族能与之相比，因
为皮马人细胞中的胰岛素
受体很少，人体组织中糖
的利用容易发生障碍，皮
马人的节食能力很好地体
现了人的适应性与生存能
力的关系。

崇明岛上有山歌
李君兰

! ! ! !说起崇明，想起的多半是崇明味：老白酒的甘
甜、崇明糕的绵糯、崇明蟹的肥美……或许很少有人
知道，在那个有着一千三百多年漫长历史的岛上，还
有着源远流长的崇明音———崇明山歌。它已被列为
上海市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
产，那可是饱
含民间智慧的
岛上宝藏。
山歌，是民歌体裁之一，多半流传于高原、山区、

丘陵地区，是人们在行路、放牧、砍柴等劳作时哼唱
解闷的歌。“岛”上怎会有“山歌”呢？原来，崇明岛处
于江海之交，四面环海，与大陆交通不便，加上长江
水缓急多变、沙洲涨坍无常，岛上居民只能依靠围垦
种植、捕鱼煮盐为生，生活颇为艰难。岛上居民要倾
诉、宣泄劳作与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便孕育出了口头
即兴创作、生动展现岛上生活的崇明山歌。
保留着浓厚古老吴语的崇明山歌，是发自肺腑

的中国好山歌。其情真切，都是岛上居民出于实际需
要创作的，真情实感，毫无矫揉造作。其景深广，用丰
富的内容记录着岛上生活的不同面貌：从棉花、纺纱
等歌谣，听得出崇明家纺业的曾经兴旺；从捕鱼行船
歌谣里，听得出靠海为生的不易与乐观；从稻作荡滩
歌谣里，听得出崇明岛由小到大逐步积涨的镜头画
面。其调多变，崇明山歌的曲调有“四句头山歌”、“对
花调”、“倚栏杆调”、“采茶调”、“东沙调”、“牌名调”、
“喊牛调”、“白鱼号子”、“香袋调”等三十多种。

千百年来，由崇明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崇明山
歌，不仅是崇明劳动
人民智慧的结晶，也
是民间文艺宝库中的
一朵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