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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年终盘点"文明账$

石 歌

! ! ! !年末! 又到

各行各业" 各家

各户盘点算账的

时候了# 在盘算

全年经济账的同

时!不妨也盘算一下一年的$文明账%#

政府机关盘点文明账! 就是要好好

总结一年来为民办了多少实事&好事!救

助了多少贫困家庭! 安置了多少弱势群

体!增添了多少文化设施!建造了多少安

居工程'党员干部盘点文明账!就是要检

点一下自己在思想&作风&道德等

方面有没有不足之处! 话有没有

乱讲!手有没有乱伸!脚有没有乱

跑'企业单位盘点文明账!就是要

盘点企业有没有制假造假& 违法

乱纪&损害企业形象的行为'商店盘点文

明账!就是要盘点有没有出售伪劣商品!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各家各户盘点文明

账!就是要盘点有没有遵纪守法&尊老爱

幼&邻里和睦!歪风邪气及相骂吵架&乱

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

盘点 $文明

账%!是为了详细

排查一年来单

位&家庭&个人的

不文明行为和举

动!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制订

目标规划!落实文明行动!使精神文明建

设再上一个新台阶#政府机关文明了!官

员清廉了! 作风踏实了! 办事透明公正

了!就能为百姓多办实事&好事!威信就

会更高!号召力会更强!经济建设的步伐

会迈得更快! 社会就会更加安定

团结# 单位企业文明了!职工才会

以厂为家!劲往一起使!力往一起

用!拧成一股绳!集中智慧!开发

新品!开源节流!共渡企业金融危

机难关#商店文明经商了!诚信就会越来

越高!顾客就会越来越多!生意就会越做

越大# 家庭文明了!邻里更加和睦!村风

民风更加淳朴!社会风气越来越好!农村

环境更加优美!文明新风处处荡漾((

是时候盘点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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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纸
秘
闻

贾
树
枚

! ! ! !宣纸被尊为“纸中之
王”。文化大家郭沫若曾为
之题词曰：“宣纸是中国劳
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
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
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
此言不谬，宣纸质地

纯白细密，纹理清晰，绵韧
而坚，百折不损，“轻似蝉
羽白似雪，抖似细绸不闻
声”；光而不滑，吸水润墨，
宜书宜画，不蠹不腐，历代
文书典籍、佛道经
文、书画珍品大多
赖宣纸以传千古。

宣纸唐初问
世，集散地多在宣
州（今宣城），故名
宣纸。后来，因市场
需求量大，仿冒者
层出不穷。但真品
极品价格昂贵，诗
人王令曾在诗中
说：“有钱莫买金，多买江
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
宣纸中质地最优者为宋末
元初安徽泾县曹氏所创，
为防外人仿冒，世守其秘，
不轻授人。多年前看到报
纸报道，有日本人乘中方
疏忽，窃得工艺流程，致使
机密外泄，看后令人扼腕
叹息。
日前有缘见到安徽文

房四宝协会会长王云龙先
生，问及此事，王会长说，
确有此事，日本人不但窃
走机密工艺，而且高薪从
中国聘去十名工匠，进行
有组织的仿冒。善于仿冒
的日本人费尽心机，造出
了日本产的宣纸，但质量
远不及中国的正宗宣纸，

而且成本比中国的还高出
许多。无可奈何，日本人只
好选择了放弃。
这里可有什么奥秘？
日前，笔者随上海中

国书法院诸位朋友到安徽
宣城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
馆和宣纸生产线参观考察
之后，才对其中的奥秘窥
得一二。
据中国宣纸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胡文军先生介
绍，泾县是全国最
大的宣纸生产基
地，有国有、民营宣
纸企业几十家，中
国宣纸股份是其中
的龙头，有员工
!"""多人，年产值
#亿多元，产品行
销海内外。其产品
质量所以能出类拔
萃，单以原料论，就

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它的原料包括当地特有的
青檀树树皮（约占百分之
七八十）、沙溪生产的高秆
稻草（约占百分之二三十）
和从猕猴桃树枝中提取的
胶质。正宗宣纸只有用这
些原料，再用泾县的乌溪
水，经过 $年、!"%道工序
才能做得出来，没有这些
条件，即使用相同的工艺，
也生产不出同样质量的宣
纸。走进中国宣纸文化园，
只见高高的山坡上整齐地
铺满了一方一方的稻草和
青檀树皮，已被晒得洁白
如雪，据介绍，稻草要在山
坡上风吹雨打晒 % 个月，
青檀树皮晒 !" 个月才能
使用。

在宣纸博物馆里，有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熟
宣纸，七彩斑斓，撒以金丝
银屑，犹如刚出厂的锦缎。
历代书画名家在宣纸上创
作的书法绘画作品，一笔
一画，层次丰富，人物山
水、花鸟虫鱼纤毫毕现，栩
栩如生。许多书画大师，对
宣纸也极为珍惜。
李可染先生说：“没
有好的宣纸，就作
不出传世的国画。”
解放初，齐白石曾
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反映
绘画买不到上乘的宣纸，
周总理亲自批示，从部队
调来得力干部，加强领导，
使生产宣纸的传统工艺得
以传承发扬。
在生产车间，可以看

到细心的女工正在一根一
根挑拣制浆的青檀树皮和

高秆稻草，不放过一粒杂
质；身强力壮的职工操作
着大木槌把树皮、稻草敲
打成一片片料饼；踩浆工
用脚把纸浆踩成烂泥形
状；捞纸工用竹帘从乳白
的浆液中捞起一张湿漉漉
的宣纸。捞纸大师周东红
就是凭着一手绝活，三十

年未出一张废品、
次品，被授予“大国
工匠”的称号。烘纸
工把捞出的纸贴在
特制的烘墙上，烘

墙的夹层用木柴燃烧加
温，使墙面保持 &'摄氏度
的恒温。烘干后再经过压
平压紧，然后把一张张成
品纸揭下来，切边包装。
把一张宣纸从含纸浆

的水槽中捞出来是一道关
键的工艺，特别是大尺寸
的宣纸，几乎有上百平方

米，$%个工人在一声号令
下，托起竹帘，捞出一张水
淋淋的湿纸，然后登上五
六米高的竹梯，把湿纸贴
到烘干墙上，场面极为壮
观。这样一张纸，仅成本就
要 !$"""多元。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
繁荣造纸产业，中国宣纸
股份有限公司辟有专用高
秆水稻和青檀树林生产基
地，加强水源保护，保持乌
溪水水质。党和国家也非
常重视对宣纸这一国之瑰
宝的保护和支持。党的十九
大，宣城市有两位代表，一
位是市委书记，另一位就是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兼董事长胡文军。

每
逢
外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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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吉
慧

! ! ! !睡习惯了家里的枕头，薄薄的、软软
的，把颈部与头部的关系处理得妥妥帖
帖，哪怕熬夜，第二天舒舒坦坦一梦到三
竿，照旧精神。
近些年外出渐多，不得不睡酒店睡

旅馆，枕头总难称心意，每回非要在床上
折腾个半宿才能疲倦地勉强睡去。这几
天去了广西，初到南宁，接着德天两晚，
最后夜宿靖西，白天游山玩水高兴得很，
晚上犯了愁，每家酒店的枕头都厚得像
块大石头，躺着不停辗转反侧，烦躁得简
直想把枕头拆了，这时我确信，高枕必定
有忧。想了个主意，换来浴巾垫头下，高
低是够了，只是生硬了些。左思右想忽生
一计，关了空调，抽出被子里的羽绒芯
子，对折再对折，调整到适当位置，表面
覆上我的衬衫，总算凑合。然而睡不踏实，半夜醒来好
几次，第二天果然迷迷糊糊、萎靡不振，脖子更是酸痛
不已。那天友人们外出看瀑布去了，我一个人留在酒店
养神，中午在酒店内的池塘边散步，见几只鸭子刚游完
水返回岸上，先梳理自己的羽毛，不一会儿各自找了块
草地把头往翅膀里一埋睡觉了，让我大为羡慕。
读过一些古人的诗句，睡不着觉的诗里多半是思

念作祟，思乡、思人、思物，著名的当然是李白，身处异
域，晚上睡不着，抬头望望月亮，低头就思一思故乡。张
九龄见月亮升起，遂怀了对远人的思念，偏这思念太沉
太深，让诗人苦熬慢慢长夜不能入眠，披起外衣，期待
“还寝梦佳期”。总之睡不着的原因多样，因为对枕头挑
剔的倒还未闻。听说古人除了布枕另有用瓷的、有用木
头的枕头，有钱人家甚至有用玉和水晶的，我心里嘀
咕，这么硬，怎么睡？小时候听司马光的故事，用个小圆
木当枕头，睡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身体稍有翻动，头
便从枕头滑落，一觉惊醒于梦中，接着发奋读书，这枕
头叫“警枕”。故事很励志，那年月老师唠叨这类故事，
无非要我们这些调皮蛋好好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用意是好的，不过我猜想司马光是个“熊猫眼”，为
了用功而用“警枕”，那想必是缺觉的，按现代说法，眼
周微血管较多，由于缺觉，“使眼睑得不到休息，血管持
续紧张收缩，血流量长时间增加，引起眼圈皮下组织血
管淤血和水肿，滞留下黯黑的阴影”。所以在我看来，用
功不可恨，独可恨那黑眼圈，
坏了洒家面子。苏东坡写“春
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
泼乳”，那是境界，我奢望不
得，但求在薄薄的、软软的枕
头上睡个好觉足矣。
每逢外出倍思枕，以后

外出或许要把自家的枕头带
上了。

我与粿的故事
徐潘依如

! ! ! !刚上初中那会，因为长身体，肚子
老是饿得慌，学校食堂的伙食难吃得可
怜，学生们又不许带零食吃。常常藏着
掖着几包干脆面课间悄悄躲进洗手间
吃，但还是抵不住饿。于是每晚自习课
下课，便飞也似的冲回家找东西吃。大
多时候，翻出的都是些家里晚餐剩下的
饭菜，扒拉两口下肚，也算解了饥。这一
周里，我最期盼的，莫过于周一晚上的
加餐，因为周末父母去乡下外婆家总能
搜罗些好吃的，到了周一晚，新鲜蔬菜
做成的佳肴，配上外婆亲手做的粿，成
了我一周一度的宵夜大餐。
外婆最拿手的粿品，也是我最爱的

点心，是芝麻馅儿的艾粿。虽说粿在开
化是司空见惯的，
但我却很少在外头
早餐店里吃到甜口
的艾粿，出了小小
开化县，更是连粿
都难见上一面。不知道南方人是不是都
有对米的偏好，但我打小就爱吃米胜于
爱吃面。后来，尝试了各地各色的面食：
拉面、小面、臊子面、杂酱面、担担面、油
泼面，还有各式玲珑好看的点心，但总
是敌不过米盘踞在心里的霸主地位，对
米和糕点的交相偏好更让粿成为了我
心中美食的无冕之王。

曾在朋友圈晒过一张青艾粿的照
片，底下天南海北的朋友纷纷评论，其
中不少质问我这是不是黑暗料理，我严
肃正经地告诉他们这是何等的珍馐美
味，艾叶的清香伴着米粉弹糯的口感，
咬一口便流出蜜饧似的芝麻馅儿，那真
是“味道”。
虽然爱吃粿，但小时候总是羞涩胆

怯得很，怎么都不愿意自己出去买粿。
每次必须吵着要爸妈带着，我才肯去家
门口的小吃摊上买粿。有一次爸爸妈妈

不在，我又正巧特别
想吃粿，实在忍不

住，便从柜子抽
屉的小钱夹里
翻出两元钱，决心自己出门买粿。怀揣
着两块钱的我像是带着千万现金，一步
一小心地出门往小吃摊走。快到时，看
着小吃摊来来往往的人，我突然怯场
了，心想：“人这么多，还是下次再来买
好了。”我一边用这个借口宽慰自己，准
备撤退，一边又忍不住斜着眼瞥着摊上
油锅里正吱溜煎着的粿。可是望着粿越
久，就越抬不起脚往回走，心里乱麻般
地纠结：“到底要不要去买粿？！”正盘算
着，小吃摊的老板娘忽然瞅见了我，立
马招呼我过去：“哟，这不是那家的小女
儿嘛！怎么，今天爸爸妈妈没陪你一块

来买粿吗？没事，没
事，你想吃什么？阿
姨给你拿！带钱了
吗？没带先赊着，改
天你爸妈过来再

给！”这一串的连珠炮倒是给我解了
难，我立马把兜里的钱掏了出来，指了
指煎好的粿，老板娘心领神会，马上往
塑料袋里装了两个粿，给我递了过来。
我全程一言未发，拿到粿后转身就跑，
连句谢也没道。我远远地听见老板娘叫
我，“小姑娘你咋跑那么快呢，还有几角
钱没找给你咧！”听见了我也没转身，只
顾着跑，像是偷了人家的东西。呼哧呼
哧跑过街角，爬上了单元楼的楼梯，这
才从怀里掏出粿，一口塞到嘴里。

后来也许是老板娘把这事告诉了
我爸妈，爸妈过来审问我为什么当时只
顾着跑。我想了想：“大概是想赶紧回家
吃粿，怕人抢了去。”之后，爸妈常在亲
戚朋友聊天时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大家
听，我也不在意，反正我吃到了粿。
现在每次去外婆家，外婆总会让妈

妈带些粿回来，妈妈嫌太多太重吃不
了，外婆就数落道：“你们不吃，我外孙
女要吃的。”

未来型建筑
陈钰鹏

! ! ! !有人说建筑是时代的衣装，很
有道理。那么未来的建筑该穿什么
衣装？前者说的是从建筑可以反映
出一个时代的特点，后者的问题是
在一个有着很多变量的时代，我们
该设计出什么样的衣装？这是一个
比较前卫的课题。不管怎么说，办法
还是有的：未来应该比现代先进，未
来应该消除现在存在的问题，倘若
朝着这个方向看，就会想到，如何从
建筑着手，解决能源问题、污染问
题、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换句
话说，我们需要设计出能解决人类
长期生存的建筑物。既要解决已经
造成的问题，还要预见和应对将会
出现的问题。

举个例子，无人机的制
造和应用正在蒸蒸日上。有
先见之明者于是开始考虑，
无人机是个好东西，但好东
西必须管理好、控制好、利用好。于
是亚马逊、敦豪国际快递、沃尔玛等
公司，他们希望利用无人机大大缩
短对用户的交货时间，然而无人机
不能胡乱行动，它们必须集中管理、
控制和调度。有人设计了一种“蜂
巢”式建筑物，作为“中央无人机

库”，它可让 (种不同的机型与“机
库”实现水平对接。无人机降落后，
对接站连同无人机一起在塔柱的立
面上翻下并收拢，安装在模块中的
电池自动为无人机充电。由于无人
机在不断飞进飞出，所以蜂巢的外
观也在不断变化。这一设计方案在

美国一年一度的建筑设计比赛中受
到好评，因为它确保了无人机的定
点降落、能源补充和集中监控。

自 #"!! 年底以来，加
利福尼亚时遭旱灾，加州是
全球第五大农业生产地，未
来将采用促使低位海洋云
带提前降雨的办法，建造可

人工降雨的住宅大楼。今后人造雨
降落的时间精确度可控制在 !"分
钟以内。将海盐从地面的海水脱盐
槽往上部楼层抽，钢制的受雨网络
组织把接住的雨水引到梯形农地，
地里生产的农产品可供居民生活食
用。盐与碘化合物混合并加热，以蒸

汽的形式喷入来自太平洋的积云
……含碘盐可成为理想的冰晶，在
云中受到水蒸气的包围并形成大水
滴，从而引起降雨。
建造地点在未来型建筑中往往

是一个重要因素，眼下，许多公司的
电脑所用的服务器通常停放在网络
服务公司的平房里，它们要占用许
多建筑面积，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尤
其是用来冷却的能源。按生态高科
技原理设计的服务器停泊场（数据
塔）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全世
界的数据量在不可估量地上升，服
务器的数量也会成正比上升，服务
器停泊场的革命势在必行。在冰岛，
这场革命的形势十分有利，冰岛位
于欧洲和美国之间，世界网络大公
司可集中在一个地方，为两个大陆
提供网络服务。另外，冰岛拥有天然
能源，主要是水能，还有来自许多火
山的地热能。冰岛的北部和东部有
时所刮的冰冷的极风也可利用。热
运行中的服务器首先受到外界冷空
气的冷却，受热的空气然后沿着空
心内室上升、被分配到实验室和各
种工作室，作为环境友好型的采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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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宁波老话
林永祥

! ! ! !母亲去世已
十年了，我们还
常会回忆母亲的
一句宁波老话。
母亲在我们

犯错时会说：“苦头是不会吃错人的。”这句宁波老话听
起来有点颠倒，却有着哲理和智慧：你吃苦头，总有其
主观原因。为什么别人没有“吃苦头”，却落到你头上？

母亲说的“苦头”有很多很多，小到读书时考试做
错一道考题，日常生活中做错一件小事，大到走上社会
在工作中犯错和失误，人生道路上各种受挫折、走弯路
等等。每到这时，母亲就会说：“不要强调理由，不要找
客观原因。”要我们自己多反思一下自己。
如果之后又再重犯类似错误，母亲并不安慰和同

情我们，而是说我们：“不长记性，白吃苦头。”倒过来我
们在处理类似事情有了长进，母亲夸我们时还是离不
开“苦头”两字：“总算没有白吃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