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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大学组织工程学教
授车康恩（音译）领导的团队以供
体干细胞、藻酸盐和胶原蛋白为原
料，创造出一种特制的“生物墨
水”，并首次采用3D打印技术打印
出人眼角膜。研究人员通过扫描
病人的眼睛获得数据，快速打印出
大小和形状合适的眼角膜。

当然，车康恩也指出：“这种
3D打印出来的眼角膜还需接受进
一步测试，用于实际移植可能还需
几年时间。但我们已经证明，使用
从人眼获得的材料来打印眼角膜

完全可行。”
作为人眼的最外层组织，眼角

膜的主要作用是聚焦视线——如
果把眼睛比喻为相机，眼角膜就是
相机的镜头。目前可供移植的眼
角膜极其短缺，全球约有 1000万
人需要手术来防治由于沙眼等疾
病而导致的角膜盲；此外，由于烧
伤、事故或疾病引起的角膜功能障
碍，导致约500万人完全失明。而
这项发明意味着，人类未来可获得
无限供应的眼角膜。

摘自《科技日报》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毛
病，他对自己的那些缺点也曾经
深恶痛绝，所以他曾给自己立过
一个“三戒”的规定，决定要“戒多
言、戒愤怒、戒忮求”。我们曾称
之为“曾三戒”。

为何要戒多言呢？先说一件
小事。曾国藩在他的日记里反复
提醒自己要“戒多言”，主要就是
发生在这件小事之后。当时，曾
国藩才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不
久，有一次他给父亲过生日，有一
个名叫郑小珊的好友来祝寿，郑
小珊跟曾国藩关系很好，且医术
高明，平日经常免费给曾家看病、
开药，所以两人在一起说话向来
口无遮拦，非常随意。

曾国藩当时才 30岁出头，又
春风得意，所以说话已渐有夸夸
其谈的架势。不知他跟郑小珊说
了什么，郑小珊当时就很反感，但

曾国藩那天酒喝多了，又兼之得
意忘形，居然因为几句话不投机，
跟郑小珊当场吵了起来，搞得郑
小珊拂袖而去。事后，曾国藩的
父亲把他好好数落了一顿，说他
这样一个翰林院的进士，居然跟
好朋友吵架，而且是跟好朋友在
父亲的寿宴上吵架，实在不像话！

曾国藩对此也后悔万分，在日
记里反思这件事，总结自己有三大
错。一是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
没把门的；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
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
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
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
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
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
透，还能成什么大事？从此以后，
曾国藩不论是自我教育还是教育
子弟，都以“多言”为戒。
摘自《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

选举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在冈
比亚，听起来是“叮咚”的一声。

虽然已经是互联网时代，这个国
家仍沿用着西非地区传统的投票道
具——玻璃弹珠。选举现场也不会
出现投票箱，而是摆着几个刷了彩漆
的投票铁桶。虽然看起来原始，“弹
珠投票”的整套流程却十分严密。投
票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参选的每一
方候选人都会有一个独立的铁质鼓
桶作为投票箱。上面刷着用于识别
不同派系的颜色，贴着候选人照片，
和各个党派的标志。

选举日当天，选民们在验证完身
份后会领到一颗玻璃弹珠，随后匿名
投票。当被选定的候选人桶中被投
入弹珠时，弹珠会从顶端的管道滑
落，击打桶内装置的铃铛。此时，一
帘之隔的监督人员要负责仔细聆听
是否有出现多于一次的掉落声，防止
有人舞弊重复投票。有趣的是，由于
这声铃响和自行车的车铃声过于相
似，所以在选举日当天所有自行车都
要绕道而行，远离投票站。

这套系统的主要优点是简单，对
于文盲率居高不下而教育资源又有

限的冈比亚，具有独特的适用性。但
对于像冈比亚这样贫穷的国家，很多
时候没有能力独自担负举行大选的
成本。从 2006 年开始，全国的选举
就都在重复使用同一批弹珠。而且，
每次选举中，选举委员会都必须制作
大量的桶。于是，政府经民意调查之
后决定，冈比亚将根据国际标准改用
选票投票制。今年 4、5月份，冈比亚
两个主要城市将举行市长和市议会
选举，当地选民会通过民主投票选出
新一任的政府官员。

摘自《看天下》

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并
经科学发掘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
大、时代最早的邮驿机构遗址。它位
于甘肃瓜敦公路甜水井道班南侧 1.5
公里处的戈壁荒漠中，南依三危山余
脉火焰山，北临西沙窝，为汉唐时瓜
州与敦煌之间往来人员和邮件的一
大接待、中转驿站，东去安西 60 公
里，西去敦煌 64公里，占据非常重要
的地理位置，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
道。

悬泉汉简的时代上限始于西汉
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历经

西汉、东汉，下限可至魏晋时期，前后
延续近400年之久。

悬泉汉简出自交通驿站，其中一
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记载了两汉丝绸
之路的盛况。当时的道路交通、路线
走向、沿途驿置、城镇村落、民族风情
等，以及西域 30多个国家同中原王
朝的来往，西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南
亚次大陆经济文化交流，都在悬泉汉
简中有生动翔实的记载。

例如，遗址中发现的墙壁题记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
条》，为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 5

年）五月甲子朔丁丑（5月 14日）由王
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
书，主要涉及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安
排与自然生态保护的禁令，被认为是
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部关于
环境保护的法规。

悬泉置遗址出土了 460 余件纸
张，其中的 10余张上有墨书，这是迄
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最早的书写
纸。遗址中还发掘出目前字数最多、
保存最完整的汉代私人信件——《元
与子方帛书信札》。

摘自《文汇报》

养生汇

生活新知

钱穆自幼家贫，酷爱读书，晚
年撰写自己的生平时，对祖父的
回忆只提及两部书籍。其中，“手
抄《五经》一函，由先父以黄杨木
版穿棉带裹扎，并镌亲书‘手泽尚
存’四字”，另一部是“大字刻本
《史记》”。这两部书深深影响了
幼年钱穆，“余自知读书，即爱《史
记》，皆由此书启之”。

1909 年，钱穆在常州府中学
堂读三年级时，偶然见同学看《曾
文正公家训》，没想读了就放不
下。次日一早，钱穆跑到校外书
店买书。此后，这家书店就成了
钱穆的私人图书馆，给了他极大
的帮助。

1914 年，钱穆在无锡县立第
四高等小学任教，将几年教学的
《论语》讲稿成书《论语文解》，寄
给商务印书馆，得以出版，得版权
费和稿费100元的书券，钱穆用这
张百元券补缺了自己的经史子集
书籍，他感慨地说：“自此余学问
又进。此百元书券实于余大有裨
益也。”

钱穆回忆自己在北平的八
年：“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
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
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
等学校南渡。钱穆藏书量大，难
以运输，更难找到藏书的地方，况
且每年夏天还要晾晒。思虑再
三，钱穆临时赶制了20个大箱子，
将 20万卷藏书装入箱中，并与房
主约定，房子不再租给他人，等和
平了再来取书。

抗战胜利后，钱穆没有回到
北 平 ，而 是 在 家 乡 江 南 大 学 任
教。房主通过钱穆好友汤用彤，
催促其将书运走。汤用彤找到钱
穆熟悉的一位书估去取，书估愿
意出价百石米价。而此时钱穆已
在广州，他嘱咐汤用彤让书估妥
为保存，等他回北平后仍然以百
石米价赎回。

再后来，钱穆流落到香港，老
友沈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书，得
《资治通鉴》一部。钱穆看后发现
竟然是自己大哥钱挚（钱伟长父
亲）生前的阅读本，书中有很多大
哥的手迹。此书现身香港，其他
20万卷藏书可以想见。这时汤用
彤已经去世，钱穆北平藏书的下
落自此无从查询。

收自人间，散在人间。书香
不尽，唯有缘者得之。

摘自《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盛夏，一场雨的到来像是久别
的故人重逢，相逢一笑间的挚热情
怀，于这个盛夏顷刻间绽放，热得
浓烈也绚烂。

盛夏的风热情似火，盛夏的雨
气势磅礴，尽管是在如此喧嚣的季
节里，我也宁愿做一个庸常寡淡的
人，赏花品茶，倚窗听雨，写行云流
水的文字，交谈如清风的知己，任
何境况，都有不可言说的娴雅和风
情，如此，甚好。

有人说：“要么读书，要么旅行，
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怎
奈这夏骄阳似火，不如就静下心来读
书吧，在文字里寻一份清凉，栖息灵
魂。

书中有日月山河，有生活的琐

碎苟且，也有梦里的诗与远方，有
醇香的酒，有动人的故事，但凡尘
世间的一切人事，都在书里化作一
朵文字的花，你若用心品，芳香自
然来。

书中亦有知音，古往今来，上
至家国天下，下到你情我爱，柴米
油盐，诗词歌赋，都能在书里找寻
到你喜爱的那一种，你若能读懂，
那便是找到了知音。

我喜欢的便是那种不经刻意
雕饰的自然之美，如这倾城的雨
声、夏天的蝉鸣、潋滟一身的花色、
轻烟笼罩的月光，尽管是炎炎夏
日，心静也自能在朴素的日常里寻
到一份清凉，滋养灵魂。

人生短如春梦，暑来寒往，转

瞬即逝。纵然烈日难过，却也是大
好光阴，然而我们却总是在严寒冬
日里期盼夏的温热，又于酷暑夏日
里渴望冬的清冷，不经意间错过了
生活中许多的美，却又不禁感慨岁
月的老去。

其实这一生何其短暂啊，不求
如夏花般绚烂，以平和的心情，安
静的姿态，看花开花落，桑田沧海，
做那个洁净真实的自己，无论经受
多少阴晴圆缺，生命的归依，也是
优雅，是美丽。

这个盛夏，就在心里寻一份清
凉吧，植一束莲，修一片净土，学会
享受生活赋予的一切美好，把日子
过成诗，心若无尘，清风自来。

摘自百草园微信号

十万狂花入梦寐，天下之大，不
论八大山人还是张大千、黄永玉，
凡我所见，任谁都钟情于荷花，痴
荷爱荷者，又何止我一人。

见金农所绘的《荷塘忆旧图》：
长廊，栏杆，荷叶清丽，一蓬又一
蓬。一人凭栏赏荷，一瓣山光水
色，一缕粉蕊燃霞。画面含蓄温
暖，空白处,金农题自度曲一首:

“荷花开了,银塘悄悄。 新凉早，碧
翅蜻蜓多少? 六六水窗通，扇底微
风。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

隐隐约约，闪闪烁烁，画中有
景，景中含情，满池荷花，清香四
溢,静默无言，如此画意，如此诗
情，将情绪推至极点，恍若自己就
是那画中之人，赏万亩荷花，与美
人同坐。

亦终于得知骚人墨客为何如
此钟爱荷花了。山衬着水色，水映
着花靥，满池荷香，朵朵娉婷，清香
远溢，凌波翠盖，那番从容淡定之
态，是最柔软的倔强，最热烈的清
凉，最天真的深沉，最简单的复杂，
最潦草的明媚，内心千军万马走
过，表面也波澜不惊。只是，每人
赏荷的角度不同，心境不一，所写、
所画之荷也各自生姿。

八大山人的荷花不是春色娇
艳、欣欣向荣的鲜花，而是浅水露
泥，荷柄修长，是残叶败荷，“溅泪”
之墨花，一如他一向的画风，凄凉
寂寞，冷意逼人；张大千赞荷花“君
子之风，其清穆如”，在居住的庭园
内，通常要开辟池塘，遍植荷花，即
便在环境稍局促的摩耶精舍，他也

用几只大缸养满荷花，所画之荷的
素净纯美，高洁清妙；荷痴黄永玉，
儿时为了躲避外婆的责骂，常逃到
荷塘里，躲在荷花底下，看那些苔、
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
常丰富，画的主体突出，色彩斑斓，
厚重而有力。

你看，每一朵荷花，都是从一
颗莲子开始，在污泥中挣扎，一寸
寸长壮，一尺尺拔高，最后在阳光
下惬意舒展。每一片从淤泥里生
出的叶，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姿
态。一场风雨，荷花静默，转而嫣
然。虽身处黑暗，依然是清水芙
蓉，保有对世界的热忱与厚爱，那
种气象与格局，必是历经苦雨荆棘
坎坷而来。

摘自国学精粹

人们习惯地把新人完婚的新
房称作“洞房”。古人就“洞房”咏
诗的佳作也不胜枚举。西晋文学家
陆机在《君子有所思行》中咏道：“甲
等高闼，洞房结阿阁。”北周庾信有

“三和咏舞诗”，诗曰：“洞房花烛明，
舞馀双燕轻。”可见，“洞房”美称的
由来已很久。

但“洞房”一词出现虽早，最初
却并不是指结婚的新房。

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曾赋了
一首《长门赋》，描述了失宠的陈皇
后得知武帝许诺朝往暮来,于是苦
苦等待。据说天色将晚，陈皇后还
不见君王幸临，于是她独自徘徊，
只好“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
洞房”。这里的洞房就不是指新人
完婚的新房，而是指幽深而又豪华
的居室。

到了唐代，洞房一词频频被用
来借以描写“闺情”。

“落叶流风向玉台，夜寒秋思

洞房开。”——［唐］沈佺期《古歌》
“莫吹羌笛惊邻里，不用琵琶

喧洞房。”——［唐］乔知之《倡女
行》

然而，这些“洞房”还不是专门
指新婚卧房的词汇。由于盛唐时
佛教流行，洞房还曾用来指僧人的
山房，王维就有“洞房隐深竹，清夜
闻遥泉”（《投道一师兰若宿》）的诗
句。

直到中唐以后，洞房才渐渐引
申为新婚的婚房。诗人朱庆馀在
《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中留下了脍
炙人口的诗句：“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宋人洪迈在《容
斋随笔》里更有“洞房花烛夜，金榜
题名时”的佳句流传后世。

应当说，正是这句名句的出现
和传播才把洞房的“婚房”义项彻
底坐实。此后，洞房也就慢慢成为
新婚夫妇新房的专称，一直沿用至
今。 摘自古诗词赏析

颈动脉粥样硬化所导致的动脉弹性改变与
脑梗死存在密切关系，而斑块的不稳定性是脑梗
死最重要的病因和危险因素之一，与脑梗死的发
生、发展以及梗死部位密切相关。不稳定粥样斑
块脱落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病理基础，是冠心
病、脑梗死、外周血管病的主要原因。

斑块内新生血管数目越多，斑块越不稳定，
斑块破裂和出血的概率越大，从而发生心脑血管
意外的风险也就越高。

早期诊断颈动脉粥样硬化、准确评价斑块的
稳定性对减少临床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
义。而颈动脉超声检查，是筛查脑卒中的重要手
段。

动脉粥样硬化为全身性病理改变，涉及多脏
器、多疾病，准确评价颈动脉粥样硬化是预防和
治疗疾病的关键措施。颈动脉超声检查作为一
种无创、简便的检查方法，对判断动脉粥样硬化
程度具有显著优势。

除了常规颈动脉超声，超声造影是近年来发
展迅速的可清晰显示血管空间位置的一种非侵
入性新技术，是一项有效的无创检测斑块内新生
血管的方法。动脉斑块超声造影的优势主要有：
能肉眼直观斑块内新生血管；判断斑块是否稳
定；用药前后对比新生血管增强的程度，观察用
药效果。适用于所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
患者。 摘自《新民晚报》

怎么读书？我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就
是读书“五之”诀：博学之，精约之，恒久
之，思悟之，笃行之，意即贵博、贵精、贵
恒、贵悟、贵行。

贵博
食要吃五谷杂粮，书要读诸子百家。

应当博览群书，不能读得太少、太窄，否则
就会孤陋寡闻。

以康熙帝来说吧，经书，“四书五经”
他都读过；史书，“前四史”、《资治通鉴》他
也都读过，甚至通读、熟读；诗，他自己做
诗选，搞了宋、金、元、明的《御定四朝诗》，
还搞《全唐诗》等。这是人文社会科学方
面，还有自然科学方面：他学数学、天文
学、历法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测绘
学、舆图学、生物学、医学、药学、解剖学
等，而且有些还学得很深……

贵精
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

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
循序而致精。”这里强调读书要精。《三字
经》里也说：“教之道，贵以专。”都是说读

书贵精、贵专。书读了很多，应该有几本
书把它读精、读烂、读熟、读透。

我建议在自己书案上放几本看家的
书，经常看，随时看，长久看。哪几本看家
书？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自己选择。有次
一位记者问我：“阎老师，您就说一本书，
您经常看的一本书。”我说：“是《说文解
字》。”他一愣，说：“为什么要看《说文解
字》？”很简单，像我们这样的，吃饱饭就是
看书，就是写东西，这是专业，天天跟文字
打交道，跟书打交道，没有一天不看书
的。你要看书，就要认字，字是所有文章
的基础，要把字搞清楚。这个字的形音义
要明白，训诂也要明白。中国所有字典的
根，就是汉朝许慎的《说文解字》。碰到一
个字，就查一查。不但明白了意思，而且
了解了这个字的根源。

贵恒
读书贵在恒久。一个人，读一本书不

难，读一时书不难，难的是常年读书，手不
释卷。顾炎武就是“自少至老，未尝一日
废书”。读书要一以贯之，既有坚定不移

之志，又有勇猛精进之心。
贵悟

读书最难的就是一个“悟”字，水平高
低和学问大小，其关键还要看这个“悟”
字。读书，眼睛看并不难，但悟其道就比
较难。有些人读书能悟出道理，把书读透
了，读破了，有收获，有新见。

读书，最费心思也在这个“悟”字上，
高明更在这个“悟”字上。若参照王国维
在《人间词话》里的三重境界去理解，“望
尽天涯路”说的就是博，“为伊消得人憔
悴”说的就是悟，“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说的是最后才得到果实。

贵行
读书为了行，学习为了用。有人饱读诗

书、满腹经纶，却束之高阁、空无一用，这种
例子不胜枚举。这里讲“用”，主要是两层意
思：一是述，二是用。当然，述中也有用。

先说述。读书悟出道理，可能后来会
忘掉，应当把它著述出来。讲自己一个切
身的体会吧。有次，我讲咸丰帝，电视台
只给四十分钟。咸丰朝十一年，那么多的

大事，那么多的人物，四十分钟怎么讲？
还要讲得有意思，否则大家不爱听。光讲
故事，不讲事理，也不行。四十分钟怎么
把咸丰朝讲完、讲好，我真是发愁，吃不下
饭、睡不着觉。一天夜里，我突然想起陆
游的《钗头凤》：“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
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
年离索。错！错！错！”我立刻披衣起床，
打开电脑，把悟想到的快速记录下来。我
把咸丰皇帝这一辈子归结为“三错”，这四
十分钟——每个“错”讲十分钟，开头五分
钟，结尾五分钟，正好是四十分钟。后来
一讲，大家说行。

再说用。读书之用，包括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包括提高文化素养。机关
工作人员应带头读书。其实，“知”人人都
知道，就是不能“行”；“理”人人都知道，就
是不能“用”。要既重知，也重行；既重理，
也重用。读了书，就要行，就要用。既会
读，又会用，才能帮助我们达到一种境界：
上与天合，下与地合，外与人合，内与己
合。 摘自阅读公社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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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脑梗
关注动脉粥样硬化

乔 闳

6~7 月是一年毕业季，今年，超过 800万的
高校毕业生踏上人生新的起点。走入社会，如何
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通往成功的路上，需要具
备哪些品质？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校长们在毕
业致辞中为同学们送上了人生的“锦囊”，教导同
学们做好人、追好梦、走好路。

厦门大学校长：“咬定青山不放松”
前进道路上，充满机会也充满诱惑，该如何

保持心灵深处如一的精神追求？厦门大学校长
张荣希望同学们面对多彩世界，不要摒弃专注，
认定的事情要有始终如一的极致追求。

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豪迈、“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坚持，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一项事业中，
心无旁骛干工作，全力以赴钻业务，再大的困难也
会迎刃而解，平凡岗位也能成就不凡的事业。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守拙”
通往成功的路有很多，最短的那条不一定是

最快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送给毕业生两
个字“守拙”，希望同学们不要去争一时长短，不
要去计较一时得失。

大聪明的人就是最笨拙的人，我们讲“守
拙”，就是要执着、肯吃亏。在这种吃亏、奉献别
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你自己收获满满，你自己
赢得了别人的承认、尊重。正是在这种把机会让
给别人的过程中，你自己才能真正获得想不到的
机会，这就是小我与大我，这就是吃亏和收获之
间的取舍。

华东师大校长：“不要迷恋捷径”
“改变思维，不要迷恋捷径”，在2018年毕业

典礼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告诫学生，要学会用
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体验去观
察一个人、事物或者问题，做事不能忽视过程、只
重结果。

万万不要迷恋捷径。物理上的捷径，由勾股
弦定律支撑；而人生的捷径，就是自寻短命。

北京科技大学校长：“不役于物”
即将走向社会，毕业生们将面临一系列现实

问题，临行前，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欣欣嘱咐同学
们，要不忘初心、不役于物、默观内心、追求真心。

我所担心的是，大家把未来生活简化成住房
的平方米、简化成名牌包包。事实上，快乐与金
钱和物质的丰盛并无线性关系。真心希望大家
不忘初心、不役于物，学会在幸福的天平上，撤下
过多物质和金钱的砝码。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
温馨的家、简单的衣食、健康的快乐，就是人生真
正的心之所在。 摘自央视新闻微信号

毕业季校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