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不见无人商店、良心商店、
自助商店、诚信商铺纷纷出现。这
一类商店都没有收银员，顾客自己
从货架上取货，照标价付款，把钱
丢进柜台上的纸盒里。

经营这一类商店的老板，对
“人之初、性本善”还没有丧失信
心。有一部电视剧叫作《我们与恶
的距离》，良心商店测验我们与善
的距离，善在这头，恶在那头，我们
的位置在中间摇摆浮动，由我们与
善的距离能得知我们与恶的距离。

老板们总是精打细算，顾客自
动付账，把钱丢进纸盒里，会不会
有人不放钱进去，反而取钱出来？
这一念，他把纸盒改成沉重的铁
箱，一个特大号的扑满。总有人取
了货不付钱，总难免引起他人的效
尤，总得有个办法对付他们。这一
念，商店出口设置了警报器。

最后，更大的商店、更完善的
设备出现了。顾客进门先扫二维
码，你的身份资料都在里面了，商
店的每个角落都装了监视器，你的
举动都在里面了，你用手机转账付
款，你的银行资料都在里面了，你
拿了东西还能不付账？你何所逃
于天地之间？如此这般，买一次菜
比当年进一次警备总部还肃然，购
物也没什么趣味了。

不这样做，又将如何？美国以
资本主义立国，后来受社会主义激
发，设立社会安全制度，给贫穷的
人各种补助。谁知冒领福利和滥
用福利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只好审
核从严，严也不行，只好从苛，苛也
不行，基金快要破产了！福利制度
本来是瞄准了人与善的距离，不料
却缩短了人与恶的距离。据说当
初创设这个制度的总统罗斯福说，
只要我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就没有
哪个该死的敢拿下来。现在看恐
怕未必。

如果办学也是开店
一个当代青年，大学毕业后找

不到工作，到法院去告他的母校，
要求赔偿。他说，学校自称优质教
学，有良好的就业前景，引诱他交
了很多学费，实际上没学到应该得
到的知识和能力。

我想起幼年时听到的故事。
那时，教育界盛传，有一个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认为这是因为学校没
把他教好，向学校要求退还学费。
校长说，这得先举行一次测验。

于是教室里摆好一排桌椅，各
科教师就位，这个来讨还学费的毕
业生到每一位教师面前接受口
试。数学老师问他，3加 2是多
少？当然是5。好，过关。国文老

师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有个作家叫
苏东坡？当然知道。好，过关。化
学老师问他，氢二氧一变成什么？
英文老师问他，英文字母一共多少
个？好，一一过关。

最后，校长变脸了，你看，你的
成绩很好，怎么可以来讨学费？

当年那个讨学费的人应该是
虚构的，现在这个到法院告状要求
赔偿的人却是实实在在的新闻人
物，学校也真的赔了他一笔钱。这
家大学怎么会这样容易认赔？学
校的历届毕业生总有很多人顺利
就业，他们怎么找不到例证为自己
辩护？

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
人很多，如果办学也是开店，学生
付钱买就业的资格，“货不对板”可
以退款，那可热闹了，新型的汽车
设计有毛病，几十万辆上市后又紧
急召回，大学门前也会出现同样的
大场面。

如果扩大范围，信了教不能成
佛，寺庙要赔？生了病治不好，医
院要赔？挨了偷不能破案，警察要
赔？还有政客的诺言不能兑现？
情人的誓言未能成真？占卦算命
不灵验？天下人受此启发，如梦初
醒，原来这等地方还有一笔钱可
拿，岂不有趣！ 摘自光明网

“馒”字指“馒头”这一食品，并无
异议。但馒头古今含义不同，各地内
涵有异。“馒头”最初写作“曼头”，最
早见于西晋时期。当时的人们将之
作为春季宴享的最佳面食。

这种食物为什么叫“曼头”呢？
相传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首先创制
了这种食物，用以代替“蛮头”（蛮人
之头）祭祀鬼神。可见“曼头”这种食
物从诞生之初就与祭祀有关，因是模
仿人头而做，肉馅、形如人头是这种
食物最鲜明的特征。因用发酵的面
粉蒸制而成，“曼头”和其他蒸制的面
食一样，可统称为“蒸饼”。

由于是一种食物，自唐代始人
们将“曼头”写作“馒头”。由于体积
太大不利于人们食用，唐代时“馒头”
的形态变小。馒头的制作需要蒸笼
蒸制，故唐人也称馒头为“笼饼”。从
古文中可知，唐代已有卖“笼饼”的市
肆或商贩，在制作笼饼时为了节省成
本，偷工减料，馅中肉少葱多。

宋代时，馒头成为最受人们喜
食的蒸制面食。北宋东京和南宋临
安市场上都有卖馒头者。吴自牧《梦
粱录》卷十六《荤素从食店》记载，南
宋临安有专门的“馒头店”，有沿街巷
陌盘卖馒头的，“蒸作面行”卖的馒头
品种有四色馒头、生馅馒头、杂色煎

花馒头、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
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
等。

宋代名气最大的馒头当是“太
学馒头”，相传它与宋仁宗有关。宋
仁宗一次临幸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
的国立最高学府），正赶上太学吃馒
头，仁宗尝过后，非常满意，说道：“以
此养士，可无愧矣！”受到皇帝的赞扬
后，“太学馒头”名扬天下。太学生们
回家省亲时常将“太学馒头”作为礼
品馈赠亲友。有人认为，现在河南开
封的“一品包子”就是从“太学馒头”
演化而来的。包子和馒头的区别在
于，包子馅多面少，以食馅为主，其馅
可荤可素；馒头个大皮厚，馅料一定
是肉的。

元代的馒头品种甚多，仍是有
馅的，但馒头皮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发面了，出现了茄子皮馒头和烫面的
薄皮馒头。

明代馒头的制法传承于前代，
为包馅的蒸制面食。而到清代时，实
心馒头成为馒头的正宗，有馅馒头则
成为馒头的“异类”，南方人沿袭古
名，将有馅者称为“馒头”。在吃惯实
心馒头的北方人眼中，“南方之所谓
馒头者，亦屑面发酵蒸熟，隆起成圆
形，然实为包子”。对有豆沙、枣泥等

甜馅而命名为“馒头”的，北方人倒也
接受，不过需要在名称上特意说明，
如“山药馒头”，用山药、粳米粉掺白
糖做成皮，包豆沙或枣泥馅。还有些
北方人，将有馅的馒头称为“饽饽”。
实际上，“饽饽”是东北方言，指蒸煮
的面食、面点，如满族人将水饺称为

“煮饽饽”。
在南方的一些地区，今之馒头

就是古之馒头，就是发面蒸制的厚皮
肉馅大包子，如在江苏张家港，人们
将上面拧成一个尖头的肉包子称为

“馒头”。在北方的广大地区，今之馒
头与古之馒头不同，馒头是指发面蒸
制的隆起无馅的面食，有像坟头状的
高桩馒头和长方块状的方馒头两
种。在中原地区，又将高桩的圆馒头
称为“蒸馍”，将方馒头称为“卷子”。
在北方一些地区，有只将大如人头者
称为“馒头”的。如山东高密等地将
大如人头者称为“大馒头”。

凡蒸烙煎烤烹饪的无馅面食，
在北方均可称为“馍”。蒸制的馒头、
花卷为馍，烙制的薄饼、发面饼、葱油
饼为馍，煎制的煎饼为馍，烤制的烧
饼、火烧为馍。馍是一个大概念，相
对来说馒头是一个小概念。“馒头是
馍”，是对的。反过来说，“馍是馒
头”，就不对了。 摘自《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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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馒头考

“出名要趁早啊”，很多人不会想
到，张爱玲的这句话也可以用到诗人
王维身上。

王维自出生起就与佛结下不解之
缘，后来更是辞官隐居南山，世人都称
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王摩
诘为“诗佛”。然而，在成为“诗佛”之
前，王维也曾是“社交达人”，他活动于
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经常是王公、驸
马、权贵的座上宾。

“鲜衣怒马少年时，一夜忘尽长安
花。”王维被眷顾，不是没有缘由。他写
得一手好诗，又擅长书画，更重要的一
点，他还精通音律。而这项才艺，也对
他的人生影响深远。

盛唐音乐繁荣，在唐玄宗时期更
是到达顶峰。《新唐书·礼乐志》有记载：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
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
声人，至数万人。”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宫廷如此，民间更是形成社会风尚，痴
迷音乐者比比皆是。唐玄宗的几个兄
弟，宁王李宪、岐王李范，都通晓音律，
好学爱才。

15岁时，王维离开山西蒲州，到长
安谋取发展，跟现在漂在北上广的年
轻人一样，背井离乡。不同的是，他在
京城的日子很风光滋润。

王维诗画俱佳，17岁时便写下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很快便凭自己的才学博得了上层社会
的青睐，在权贵中人缘极好。《旧唐书》
中说：“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
拂席迎之。”其中，宁王、薛王更是待之
如师友，岐王也非常赏识他。

这么一个“社交红人”，在19岁又
迎来最得意的时刻，他被京兆府点为
头名，21岁就中了进士。风流多才，又
得贵人相助，民间的作者们也大受启
发，将王维及第润色加工，写出引人入
胜的故事。

唐人薛用弱的小说《集异记》和《唐
才子传》中就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当时，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
名声非常大，据传公主将力荐他成为
京兆府的解头。对于王维来说，这可
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正好也要应
举。没办法，他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岐
王，请岐王帮帮他。岐王心生一计，此
事不好硬碰硬，我来为你谋划一番。

王维诗文俱佳，还弹得一手好琵
琶，于是岐王就让王维抄录十首诗，准
备一首琵琶曲，五日后来找他。原来，
岐王是要王维以才艺吸引公主。岐王
为王维准备了华美的衣服，带着琵琶，
一起来到了公主府。

酒宴一开，众多乐官排队进入，但
王维却格外惹眼。他正值少年，风姿
绰约，立马就引起了公主的注意。公
主向岐王问此人是谁，岐王还卖官司，
只说“知音者也”。

于是，公主便令王维独奏。王维右
手弹挑，左手捺带，曲子声调哀切，只奏
得满座动容。曲毕，公主问：“这首曲子
叫什么？”王维答曰：“名叫《郁轮袍》。”

看公主为王维琵琶折服，岐王赶
忙说：“此生不止善于音律，诗文也没有
人能超过他。”王维将预先准备的诗卷
献上，公主翻阅后，大为惊奇：“这都是
我平时吟诵的作品，原以为是古人佳
作，没想到都是你写的啊。”于是把王维
升上客座，以贵宾之礼相待。

见此，岐王又说：“如果今年让京
兆府点此生为解头多好，实在是人才
啊。”公主问：“为何不让他去应举呢？”
岐王惋惜道：“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
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

听此，公主笑了：“管我什么事呢，

本来就是他人所托。”回头又对王维说：
“你若要取得解头，我为你尽力做这件
事。”

于是，公主便召试官前来。当年，
王维便被点为京兆府的解头，之后还
一举登第。

这个故事与公主助李白得授翰林
有相似之处，不过很多人认为，这是演
绎出来的，并不足信。

也有人认为，虽然有虚构的成分，
但这个故事也有合理性。因为王维确
实有音乐天赋，才艺不凡。唐朝时琵
琶艺术流行，琵琶也是宫廷乐曲表演
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乐器。

《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载一个
小故事，王维能从画中乐师的手势，猜
出画中人演奏的曲目。

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
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
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
思。 ——《旧唐书》

王维的《郁轮袍》，也成为后来杂
剧、传奇、戏曲不断演绎的一个故事。
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研究，推荐王维的
人究竟是谁？

而在不同时代，王维的形象也不
同。有人认为，《集异记》中塑造的王
维，攀附权贵，请托钻营，便专门为王维
翻案，突出其正直、不畏权贵的个性。

“王维读了半世书，靠人中了状元，岂不
贻羞万世。”这是明朝《郁轮袍》传奇中
的一句话。

王维及第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至
今，不单是因为王维，还因为它包含着
人们对于文人和科举考试的理解。

唐朝科举考试，行卷之风盛行。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
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
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
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持考
试的礼部侍郎推荐。

之所以有此风气，是因为唐朝科
举考试不糊名，谁参加考试都是公开
的。这也给了主考官除了试卷之外，
评定考生成绩的其他途径，譬如平时
的作品、声望等。因此，为了能够多些
及第的可能，考生托人推荐，结交有名
望的人，拜谒与考官关系密切的人便
成为一种风尚。

除了王维，唐朝的诸多诗人，如李
白、白居易、杜牧等都曾写过行卷诗，佳
作也不少。不少人认为，行卷之风促
进了唐朝诗歌的发展。但唐朝科举制
由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而来，发展时间
较短，形式并不完善。行卷之风在选
拔人才上也有不少弊病，比如缺乏统
一的标准，有碍取士的公平公正，容易
助生朋党等。

到宋代时，科举考试走向严密，实
行糊名、锁院，打破门第背景的限制，家
境贫寒的人才也能够脱颖而出。

及第后，王维做了太乐丞，负责礼
乐方面的工作。但同一年秋天，太乐
署中有伶人擅自表演专供皇上欣赏的

“黄狮子舞”，他也受到牵连，被贬出
京。之后王维在仕途中屡遭挫折，在
张九龄被贬，李林甫上台后，也许是感
受到政治环境险恶，他产生退出官场
的想法。

年轻时积极入世的“社交红人”，
渐渐倾心佛教，退隐山林，与世无争。
正是这一时期，王维的创作才华大为
显露，他写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并为
后世传颂。

对于一个文艺创作人才来说，对
他有益的，也许并不是钻营。这个道
理，同样适用于今天。

摘自中国新闻网

名流故事

佛系诗人王维曾是“社交达人”
近日，20年前的老电影《那山那人那狗》

4K修复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映。现场
600多名观众，通过修复一新的影片，重温了
20世纪80年代那对父子邮差的故事。

老电影修复是近年来电影行业的热点
话题。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推出了修
复单元“镜寻东方”板块，除了《那山那人那
狗》4K修复版，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4K高
帧率（48帧）修复版、李少红导演的《血色清
晨》4K修复版，也纷纷亮相。正是电影手艺
人的精心修复，让经典作品得以在数字时代
获得重生。

2009年，王家卫导演的《东邪西毒》在
内地重映，取得了近4000万元的票房，掀起
华语片的重映潮，也让“老片修复”走进观众
视野。《泰坦尼克号》1997年在中国内地上
映，收获了3.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2012年，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花费上千万美元，对该片
进行修复和3D格式转制后重新上映，在中
国内地的票房超过10亿元。

发现老影片的“剩余价值”后，很多老电

影，如《侏罗纪公园》《2012》《一代宗师》《功夫》
《倩女幽魂》《甜蜜蜜》《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
纷纷修复或转制后重新上映。甚至20世纪
三四十年代拍摄的一些经典老片，也都经修
复后重进院线，比如1927年上映的默片《奋
斗》、1947年上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修复
后已在58个城市的130家影院上映。不过，
并非所有经过修复的老电影都能“梅开二
度”。修复版《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上映
后，观众就不买账，票房惨淡，只得匆匆下线。

中国电影资料馆被业界称为中国电影界
的“库房”。这里保存有自1922年以来的3万
多部中国电影，拷贝素材超过60万本。2007
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全面启动“电影档案影片
数字化修护工程”，在中国内地率先开始发现、
收集、拯救、保存中国胶片电影的工作。据中
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主任黎涛介绍，关
于老电影的修复，他们有一个艺术专家组和
一个技术专家组。艺术专家组首先依据“抢
救为主，应用为辅”的原则，建立一个修复影
片库，再由技术专家组对修复影片库中的影

片进行修复技术上的审核，优先选择拍摄时
间久远、胶片损毁严重的影片进行修。在黎
涛看来，目前修复团队成员还比较少，既懂“技
术修复”又懂“艺术修复”的人才更少，制约了
修复工作的开展，“希望原片主创人员能够支
持修复工作，参与到修复工作中来”。

电影修复工作，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
门“艺术”，修复人员不仅要有过硬的技术能
力，还要在电影美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一
部老电影的修复，要经过影片素材整理、清洁、
胶转数、画面修复、画面调色、修复、声画合成、
修复质量鉴定等一系列过程，其繁杂程度不
亚于制作一部新电影。同时，修复工作也存
在着较高的技术难度，修复一部电影，一般需
要几周到几个月，长的要半年之久，像《渔光
曲》（1934年）的修复，用了近两年时间。

黎涛记得在修复1922年拍摄的《劳工
之爱情》时，有将近90年历史的胶片已非常
脆弱，为了让胶片可正常数字化，他们采用超
声波水洗技术给胶片“补水”，以提高胶片的
韧性。为了降低胶片被折断的风险，扫描的

过程十分缓慢，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
电视剧的修复更为复杂。老电视剧原

始画质普遍较差，尤其人物的脸色显得偏黄
偏暗。老电视剧中，也存在着大量由于存储
问题导致的噪声、划痕。如果这些问题不解
决，即使编解码技术再好，也很难让老电视剧
在播放时达到很好的观看效果。这就对电
视剧修复中的去抖动、去划痕、去隔行、补充
上下场、提升帧率等，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
求。如何既保证老剧的年代质感，又使其尽
量清晰，成为电视剧修复必须解决的问题。

要让海量的老旧影视作品，早日重新跟
观众见面，并且呈现出高品质的画质，不能用
老方法，而要找到更快速、更高效的修复方
式。近年来，以爱奇艺、优酷、百度等为代表
的互联网企业，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加入到老
旧影视作品的修复中来，成为老片修复的新
力量。从电影修复到电视剧修复，从慢条斯
理的手工修复到采用新技术后的快速修复，
变化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艺术的尊重和珍
视。 摘自《光明日报》

养生汇

幽门螺杆菌癌变概率有多大
幽门螺旋杆菌是存在于胃内的细菌，可以引起多种胃部疾

病，比如消化性溃疡、萎缩性胃炎等，也可以引起口臭、上腹胀
等多种症状。不过，最让大众害怕的是“患了幽门螺杆菌就会
得胃癌”的说法。这是真的吗？

幽门螺杆菌是一个粪—口、口—口传播的疾病，易通过中
国式共餐、亲吻、给孩子喂食等方式传播。所以，要防止感染，
需要尽量做到分餐制、使用公筷，同时做到饭前便后洗手。另
外，细菌也会通过嘴对嘴的亲吻传播，所以千万不要嘴对嘴亲
吻孩子，以及嚼饭给孩子喂食。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虽高，但不用过分担心。幽门螺杆菌虽
然是一个已知明确与胃癌相关的细菌，但只有1%的胃癌是单
纯与幽门螺杆菌相关的。

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多种因素相关。比如，个人的饮食习
惯、生活习惯，特别是遗传因素。如果您有长期胃部不适，或
胃、十二指肠溃疡病史，或有胃癌家族史，那就是“高危人群”，要
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重视、定期随访。

如果被确诊为幽门螺杆菌阳性，只要遵医嘱好好服药，
90%以上可完全根除。目前一般使用四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
菌，即两种抗生素+两种胃药，口服10～14天为一个疗程。根
除以后，每年的再感染率是小于1%的，所以不必太过忧虑。

此外，虽然幽门螺杆菌与胃癌的关联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可
怕，但毕竟还是有患癌概率的，医生建议有条件的患者都能接
受杀菌治疗。 摘自《文汇报》

滴水藏海

我们与善的距离（外一则）

老片修复：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

罗中立：画出一代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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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脚大无关以后身高

新型传感器可识别肉是否变质
生活新知

“10岁女孩身高才1.4米，居然要穿37码鞋。”个头比大人
还差不少，但是鞋码却直追大人，近年来“人小脚大”的现象十
分普遍。许多人认为脚大是好事，预示着孩子以后能长高。中
医专家提醒，两者之间并非绝对。

江苏省中医院儿科副主任中医师曹建梅说，如今“人小脚
大”主要跟三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如今的孩子营养充足，肌肉和
体格的生长自然比以前要大；二是家长给孩子买鞋讲究宽松和
舒适，运动鞋居多；三是学校体育活动丰富，家长也在平时多带
孩子参加户外运动、体育锻炼，一定程度促进了脚部的发育。

然而脚大与长高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从生长发育
角度看，人的身高70%由遗传决定，30%在后天调养，脚也一
样。”曹建梅说，后天因素里，营养、运动、生活环境等对孩子的
发育有很大影响。

儿童生长发育受季节的影响十分显著，一般说来，春天是
孩子身高增长最快的季节，每年3~5月是孩子身高增长最快
的时期。恰逢长高黄金期，家长们应从饮食营养均衡、保证充
足睡眠、多参加户外运动入手促进孩子生长。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银屑病无法完全根治
38年前，一幅油画作品惊动全

球。金秋晒场背景下，一张端碗喝水
老农饱经沧桑的脸，让全世界认识了
中国人的“父亲”。这一里程碑式的作
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艺术的文化符
号。罗中立是执着的。他一生只画一
个主题。他专注于我们这个农业大国
人数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农民。他
热爱故乡，心系农桑，讴歌“泥土上的英
雄”，被誉为“中国的米勒”。他用饱含
乡土情怀的画笔，为新中国70年风雨
兼程、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画上了独
具个人思想的色彩。

《父亲》这幅画诞生的缘由是
1980年的全国青年美展。那年除夕
前夜，罗中立回老家，在住家附近的公
厕旁，那幕司空见惯的守粪农民的场
景，击中了他内心艺术灵感的那根
弦。那个年代，各生产队都会派人入
驻城里公厕。他们在公侧旁搭一个小
窝，有时还会为此发生争抢、打架。罗
中立还想到了在歌乐山读书时，在古
道三百梯上常常遇到挑粪上山的农
民。这些连接白公馆、渣滓洞的山路
上，总是弥漫着粪土的气息。有一次，
在快到山顶的地方，一位农民不慎将
粪桶打翻，粪土洒了一地，路人纷纷掩
鼻绕道而行，而农民却用手捧着，一点
一点收集起被打翻的粪土。“我们除夕
团圆的时候，他们却背井离乡蹲在阴
冷潮湿的窝棚里。我们吃的粮食，不
正是农民用他们视若珍宝的粪土种出

来的吗？我们国家千千万万的人，不
正是这些泥土上的英雄养育的吗？！”罗
中立说。

各种“守粪的农民”的手稿画出来
以后，罗中立觉得画面太过于文学化，
自己很激动，但是别人不一定明白，也
不会激动。于是，他的构思从“守粪的
农民”转向“粒粒皆辛苦”，画出了收获的
农民，在地上、石缝捡拾稻粒的农民，转
而又画出了生产队长、复员军人等一个
个人物形象，总觉得这些都过于场景
化。渐渐的，他的构思从情节场景转向
突出人物的形象。他在画稿中尝试画
上一个一个框，将人物的头像愈发地放
大、突出，进而完全放弃了场景。

让他最费神、花费功夫最多的是
“父亲”的眼睛。原先的眼睛，昏花的老
眼，瞳孔的血丝，浑浊的水晶体反射出
来的晒场上的情景很清晰。有一天半
夜起来，他将眼睛上的颜料刮掉了一
点，“父亲”的眼神显得朦朦胧胧的。“这
种感觉就对了。”他说，这样的处理反倒
是最好的，“‘父亲’眼神沧桑迷茫中，有
一种期盼和渴求。那正是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人的眼睛，迷茫中又充满希望。”

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将大肖像
与领袖人物联系起来，而将一个生活
在社会底层普通农民的形象，用超大
的画幅尺度、塑造伟人的方式呈现出
来，那就是要像颂扬英雄一样讴歌普
通劳动者，这也是《父亲》这幅作品传递
的时代意义。 摘自《文汇报》

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食物被扔
进垃圾堆。这不仅是对食物的浪费，
也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被扔掉的
食物中大约一半仍可食用。它们只
是因为过期而被当作垃圾扔掉。

而近日，有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传感器，可帮助识别肉类和鱼类
是否变质。这种仪器由一张纸和印
在上面的微小碳电极组成。伦敦帝
国理工学院的菲拉特·居代尔和同
事利用纸张的吸湿性制造出样机。
通过检测纸张中水薄膜的导电率，

就可以得知哪些物质溶解在其中。
如果周围环境中存在水溶性气体，
纸张的导电性会增强。肉类或鱼肉
变质时产生的氨和三甲胺也属于水
溶性气体，通过一款应用程序可以
读取测量结果。

研究人员还将他们的传感器
与近场通信芯片集成。该技术可
通过电磁感应读取信息。当纸张
中检测不到腐烂气体，肉类和鱼仍
可食用时。

研究人员说，在实验室对带有

包装的鱼肉和鸡肉进行测试发现，
该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比现有技术更
准确。同时，新系统的单价仅为2美
分，非常便宜。科学家们希望食品
制造商和超市能在未来3年内引入
该仪器。在此之前，他们计划进一
步改进系统并将检测对象扩大至其
他食品。大多数被丢掉的食品是水
果和蔬菜。为检测果蔬状态，研究
人员正在开发一种能够识别包装中
单类气体和湿度变化的系统。

摘自参考消息

银屑病就是俗称的“牛皮癣”，患病后皮肤会出现带
有银白色皮屑的红色疹子或斑块，常伴有疼痛和瘙痒，人
的头皮、面部、四肢、躯干等全身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生。

银屑病早期症状
淋巴细胞是人体里的“军队”，人体的免疫系统既可

以抵抗外来的东西，也可以给自己造成一些疾病，这就是
免疫系统疾病，银屑病也是这类疾病。

绝大部分疾病都是早发现、早治疗效果好，银屑病也
不例外。银屑病的最初症状是起疹子，红色的疹子，界限
清楚，上面有银白色的屑，容易发生在人的头皮、四肢和
躯干。如果身体起了疹子，红红的，时间长达两到三个星
期都不消退，而且增加了、扩大了，那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别迷信偏方乱投医
由于银屑病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而且既往治疗效

果不佳，不少患者是病急乱投医，甚至迷信偏方，这样导
致的结果只是看起来临时控制住了病情，实际上却越治
越重，把“小病”治成了“大病”，也给后续的规范治疗增加
了困难。

银屑病是终身性的疾病，但有些患者能够得到长期
缓解，生活质量也能提高。银屑病的治疗包括外用药、光
照疗法以及系统治疗几大类，轻度患者可以用外用药，重
度患者（皮损面积超出全身皮肤 10%）需要用口服药。一
些口服药虽然可以控制银屑病，但肝、肾功能都会受影
响。目前一些全新的生物制剂可以改善这种状况，可算
是银屑病治疗的一个突破。

银屑病患者面对疾病不要恐惧，不要远离社会，银屑
病是慢性病，也是可以治的病，但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皮
肤科接受科学合理的治疗。此外，银屑病不是传染病，社
会公众不需要远离或躲避这些患者，更不要歧视。

摘自《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