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嘿，差点忘了要紧事。”汤川突
然说，从纸袋里取出一个褐色大信
封，放在石神面前。

“这是什么？”
“你先打开看看。”汤川笑嘻嘻地

说。
信封里装着报告用纸，纸上写满

数学公式。石神快速扫过第一页，顿
时明白过来。

“是反证黎曼假说？”
“一眼就被你看穿了。”
黎曼假说乃是当今数学界最有

名的难题，绵延至今，依然无人能提
出完美的证明。

汤川拿出来的研究报告，就是想
证明这个假说不正确。

石神开始看论文。最后，他起身
坐到桌前，摊开一旁没用过的演算
纸，拿起圆珠笔。

“你知道 P≠NP 这个题目吧？”
汤川在他背后出声道。

石神转身。“对于数学问题，自己
想出答案和确认别人的答案是否正
确，哪一个更简单，或者
说，分别困难到何种程
度——这是克雷数学研
究所悬赏征求解答的一
个问题。”

“果然厉害。”汤川
笑着举杯。

石神重新面对演算
纸，忘了时间，斗争心、
探求心以及自尊心，均
令他亢奋不已。他的眼
睛一刻也离不开数学公
式，全部心思都用在那
里。

石神突然起身，拿着论文转过
身。汤川披着大衣，缩着身子睡着
了。石神摇晃他的肩膀：“快醒醒，我
弄懂了。”

汤川睡眼惺忪地缓缓直起身子，
搓搓脸，仰望石神：“你说什么？”

“我弄懂了。很遗憾，这个反证
是错误的。虽是有趣的尝试，但在质
数分布上有根本错误——”

“你很厉害。那个教授说，就算
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恐怕也无法立刻
发现错误。”汤川看看表，“你只用了
六个小时就找出来了，确实厉害。”

石神小睡到七点，时间虽短，却
睡得香甜，醒来时头脑比平时清醒。

石神准备出门时，汤川说：“你的
邻居起得真早。”

石神正在考虑是否该说些什么，
汤川接着往下说：“那个刑警草薙说，
你的邻居有嫌疑，他才来找你问话。”

石神故作平静，套上外套：“他会
告诉你案情？”

“有时候，去我那里打发时间，顺
便发发牢骚再走。听说有人被杀
了。是你邻居的前夫。”

“哦。”石神保持面无表情。

“你和隔壁有来往吗？”汤川问。
石神霎时动起脑筋。单从语气

推测，汤川并非基于什么特别意图才
问起，他也可随便敷衍一下。然而他
很在意汤川和草薙熟识，说不定会把
这次来访告诉草薙。顾忌这点，眼下
的回答非小心不可。

“没什么往来，不过，我倒是常去
花冈小姐工作的便当店，我忘了告诉
警察了。”

两人在七点半出门。汤川没走向最
近的森下车站，而是陪石神一起走到学校
附近，这样可以少换一趟电车。

汤川已不再提命案和花冈靖子。
石神心里却有些紧张，再这样走

下去，恐怕汤川会一路跟到弁天亭。
对于花冈靖子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洞
察力过人的天才物理学家该不会察
觉出什么端倪？

就在可以看到便当店招牌时，石
神开口：“那就是刚才提到的便当
店。”

“那我就在这里和你分手了。”汤
川停下脚步。

“没能好好招待你，
不好意思。”

“我已经受到最好
的招待了。”汤川眯起眼，

“你不想回大学进行研究
了？”

石神摇摇头。“在大
学能做的事，我现在也能
做。况且，我都这把年纪
了，也没大学肯要我了。”

“真高兴见到你。”
握手后，石神目送

汤川远去。
汤川的身影完全消失后，石神转

身，快步跨进店门。
第七章

快六点时，店门开了。
“欢迎光临。”靖子机械地招呼客

人，霎时瞪大了眼，“哎呀，工藤先生
……”

靖子还在赤坂上班时，他就是老
主顾了。工藤经营着一家小型印刷
公司。靖子以前听他说过，家在大
崎，和妻子儿子一起住。

他们在新大桥旁的小咖啡屋聊
了一会儿。离开时，天已下起雨来。
工藤已走上人行道，朝出租车招手。

“改天我们再好好吃顿饭，”出租
车刚开动，工藤便说，“把你女儿也带
来。”

他问起手机号码，靖子说了，她
没有理由拒绝。

工藤让出租车直接开到公寓门口。
由于靖子坐在里侧，他先下了车。

钻进出租车的工藤，看着靖子身
后。靖子顺着他的目光转头一望，发现公
寓门口有人撑伞而立。黑幽幽
的看不清长相，不过她从体型
判断，是石神。

问：中医治病是如何扶正祛邪的？
答：所谓的扶正，就是通过选用

扶正的药物或其他方法，来增强人的
体质，提高抗病防病的能力，以达到战
胜疾病的目的。一般情况下，临床上根
据不同的病情，可选用具有益气、养
血、滋阴、补阳等作用的中药来扶正。
祛邪，就是祛除体内的邪气，以达到邪
去正复的目的。临床上可根据不同的
病情而选用具有发表、攻下、清解、消
导等药物来祛除体内邪气。

火气大是现代人的通病
今天，无论我们走到那里，不管

是在地铁中、在公交车上，还是在超市
中，几乎都会听到现代人对工作的叹
息声、对老板的抱怨声。现代人的身上
似乎都有把无明之火，稍有风吹草动，
一点就燃；要不与人大动干戈，要不自
生闷气频频上火。

佛家有云：贪生水，嗔生火。
爱发火、爱上火，这是现代人典

型的“病”。现代人的火怎么就这么大
呢？

孔氏认为，现代人爱发火的原因
主要有三：阴虚、内热、脾
湿。这三大原因也是导致
人体阴阳失衡并最终导
致疾病发生的罪魁祸首。

——阴虚
什么是阴虚呢？正

常人其阴阳二气是相对
平衡的，阴虚就是阴亏
了。阴虚了，阳相对也就
盛了，内热就是这样形成
的，这起码是一个重要原
因。

一般来说，火分阴
阳，阳火，属实火。阴火属虚火。阴虚内
热的人多表现为一般所说的“上火”，
老百姓认为容易“上火”。上火了怎么
办？就要去灭火？孔派认为，上火是人
体阴阳失衡的表现，是功能性的，此时
调理一下即可恢复人体功能使之协调
平衡；人体功能长期失衡，则会由量变
到质变。中医对上火的治疗，道理很简
单，两种方法：一，阴虚火旺类应以滋
阴为要。二，若属实火，则宜火郁发之，
开门驱寇，寇就是火，打开门将敌寇赶
出去，人体阴阳也就平衡了。

现代人出现的阴虚多为肝肾阴
虚。肾主水，主阴，为先天之本；肝主
血，为肾之子。乙癸同源，肝肾一体，为
一身阴血之本。现代人就像《黄帝内
经》中所说的一样“不知持满，不时御
神”，“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多
有伤阴之患，“年四十，而阴气自半
也”。其他如五志化火，湿热内蕴等皆
易伤阴，当今中老年人肝肾阴虚者更
为常见。

很多人爱加班熬夜，其实熬夜最
伤阴。晚上是阴气旺盛之时，此时最宜
睡觉，而熬夜是刻意地改变人体内的
生物钟,改变生活规律,很容易伤阴。如

果你实在没办法，一定要加班熬夜，最
好在晚餐时多吃一些滋阴的食物，如
百合、莲子、山药、银耳、红枣、核桃等
食物。

肝肾阴虚体质的人应该多做运
动。在运动方面可选择中低强度的运
动，如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相对静
养运动方式。要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和
低头弯腰的动作，如果头部的位置突
然低于心脏水平位置，就会有大量的
血液突然流向脑部，造成脑部血管内
压突然爆发式地增高，高血压、动脉硬
化患者脑部小血管薄弱处容易被冲
破，从而造成脑溢血。所以，肝肾阴虚
者在选择运动方式时应尽量避免急剧
低头弯腰的动作。

——内热
阴虚是内热产生的原因，关键在

于劳倦之后而形气衰少，也就指劳倦
伤脾，脾气不能运化水谷，饱食水谷郁
于胃中，郁而化热。

先辈孔少华先生也这样认为：
“现代都市人群因精神压力过大、熬夜
以及过食肥甘厚味等诸多原因，造成都市

人群体质以内热者为多，
尤以阴虚内热者更为常
见。”阴虚必生内热，此即
前人所说之相火为病，又
因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人际关系复
杂，精神压力大，此皆易引
起肝气不舒之患，合于今
人阴虚内热之体，患病则
或为肝阳上亢或为肝气横
逆。

经常上班的人会
发现，平时在单位里最

爱发火的人多是领导层的高管们。为
什么他们更爱发火呢？这是因为他们
平时工作压力大，又没有时间减压，长
期如此，他们自持清高正确，不顾客观
认识，主观上更易发火，这些人很容易
表现出肝阳上亢的症状。除爱发火、爱
上火外，平时还易表现出面红耳赤、眩
晕、头疼、口苦，大便结、小便黄等症。
对于这样的人，平时也要经常食用一
些滋阴类的食物。

——脾湿
现代人脾湿者也很多，一方面

是因为肝气不舒，肝属木，脾属土，
木犯脾土，脾胃受伤，脾失健运所
致。当然，更多的是因为今天生活条
件提高，食品极大丰富，人们只为饱
口腹之欲，暴饮暴食，而运动反而减
少，使摄入多于需要，超过人体运化
能力，水谷精微代谢失调，聚而化为
痰湿。所以许多病是吃出来的，当今
最常见的富贵病如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都是吃出来的。孔老认为：

“湿聚成痰，流注全身，变症百出。
怪病皆有痰作祟，今人湿热
为病者十之八九，故余临床
喜用清利湿热化痰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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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笔随随

文散散

在爱迪生的留言中，最著名的
那句就是：“所谓的天才，就是百分
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
血汗。”

什么是灵感？灵感，尽管它是
偶尔闪现的，表现形式是突如其来
的，或是瞬间的，但它绝不是凭空的
幻想，而是源于实践形成正确思想
的先导和根基。实践造就了人们的
灵感。没有好的灵感，就没有先进
的正确的思想产生，人们不但会继

续吃很多的苦，受很多的累，很多的
事业不能取得成功，而且还将影响
人类快速、和谐、健康地发展。其
实，一句话灵感就是人生的智慧。

因此，我们应当清醒地懂得，一
个人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百分
之一的灵感比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更重要啊！譬如有的人对于一项事
业，虽然作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努
力，流血流汗，但无论怎样努力却没
有能够成功。为什么？就是缺少百
分之一的灵感，缺少人生的智慧，或
者说只知辛苦工作，不知道从中吸
取教训总结经验。可是，这百分之
一的灵感，从数量上看虽然不多，但
是很管用，要知道许多事情尤其是
一些重大的事情都是靠这百分之一
的灵感才获得成功的。再说直接一
点，这一个个个人的百分之一的灵
感，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人做人做事
的成功经验，加起来就是宝贵的精
神财富，它能给后人以很好的启示，
从而能够指导后人做成很多很多的
大事。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
无视这百分之一的灵感。无视这百
分之一的灵感，就是无视人生的智

慧和经验。
我们之所以讲百分之一的灵感

弥足珍贵，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人都
做不到，都得不到。原因是，很多的
人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未取得成
功时，看不到希望和光明，就泄了
气，打了退堂鼓，半途而废，自动放
弃了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从
这个过程和现象上看，他们这百分
之九十九的努力结果，只有痛苦，只
有悔恨，只有遗憾，只有惭愧，只有

教训，而没有灵感。可是，对这样百
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而未获结果的现
象，在这大千世界上真是太多太多
了，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因为没有
成功，所以即便你付出再多的心血
和汗水，就是直到累死，也没有更多
的人去同情你，关心你，更没有人会
为你加油喝彩，所有的可能不是指
责，就是埋怨，甚至嘲笑或漫骂。由
此可见，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而未
获结果的结局是很可悲的。殊不
知，人与人的差距其实就在于能不
能获得这百分之一的灵感上，并不
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上。做事
不是看你辛苦的程度如何，而是看
你善不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当你获得了百分之一的灵感成功之
后，就会有喝彩，就会有掌声，就会
有别人的敬仰和追随者。

我们之所以崇尚百分之一的灵
感，并不是要否定百分之九十九的
血汗这样的实践过程，认为百分之九十
九的血汗没用。因为，百分之一的灵感
不都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实践，离
不开实践。实践才能出真知。灵感常
常就孕育在血汗之中。

梅，或其他

翻开书页，雪，以及
冬日的阳光。
一次又一次走神，
感受着词语的小蜜蜂，
带来甜，与刺痛。

日子的砾石，铺就了
弯曲的小路，我乐于徘徊，
迷失于白雾。

这些天，我一直厌倦于
在这些街道，灰尘，噪音中
呼吸，并在睡梦中折叠自己。

我愿意朝着砾石
飘落——虽然门已关闭，
你已不在那里。

但是我愿意，就此落在
你曾照亮，如今变得空寂的庭院——
在树枝上醒来，毕剥燃烧。

在内黄枣林

枣树下的草墩儿空着。
脚印杂沓。
我不在这里。也许你
说的对，
我还在枣林里，
在一颗沙和另一颗沙之间。

但四周分明是空的。
数百年前的枣树，星辰闪烁。
我是我，还是别人？
风吹着窗外，枣树的枝叶。
仿佛我们还在那里，
在无边的空旷里——
留影，谈天，摘着红枣。

给柳树大爷写首诗

母亲说柳树大爷
也去了，带走了他一大箩筐的故事。
我望着他家半掩在树阴里的
屋顶，回忆，过电影。

想起我们一起去东河。
逮鱼，我返身，回屋。
当我写下“柳树大爷”——
一辆四轮拖拉机正从门外驶过，
突突突，震得地基发颤。

我的笔尖忽然变得迟疑。
像老年的柳树大爷，不时地
咳嗽，停顿。

我们一路要经过的那些景物，词语
脚手架一般散落了。
露出邻居整齐排列的平房，
通往县城的水泥路，以及
路面冷冷的反光。

西地浇麦

冷风过后，
天又蓝了。
我和母亲去西地浇麦。

路过柳树大爷家门口时，
我朝里面望了望。
母亲也望了望，我们都没做声。

我们闸水，挖沟，
引着流水。半晌以后，
我们坐在骆驼奶奶坟前的
玉米秆上歇息，刮鞋帮上的泥。

水流过麦根，
咕嘟咕嘟地冒泡。
这又让我想起柳树大爷：
一个爱讲故事的人，

忽然变成了故事。

冬日的阳光，暖和地照着，
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想，柳树大爷是否已变成了
一条鱼，在麦地下游着。偶尔
像个孩子，吐上来几个水泡。

尘土

灰尘讽刺着我，
和一个捂鼻子的少女，
它把自己握成一团，撒向我们。

我说：你想打雪仗？
它粘上我的袖口和衣领，不言不语。

看来它是认真的。
路边的冬青、苜蓿也在抗议，
只有我的言语最轻。

我打瞌睡的时候，魔头贝贝
打来电话。他用啤酒的针尖刺自己。

我想说话，可又无话可说，
尘土握着一卷又一卷真理。

简介：张永伟，男，1973 年 4 月生
于河南鲁山，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写
作，作品见于《诗选刊》、《诗刊》、

《上海文学》等各类刊物、诗歌年选及
网络和民刊。

作者吴学昭是文学家、教育家吴宓
先生的女儿，也是杨绛先生的好朋友，更
是一位有心人。这本书所讲述的长达一
个世纪的往事，是作者在与杨绛先生多
年的交往中，通过谈话问答、电话聊天、
翻阅资料等方式一点一滴记录下来的。

往事从杨绛先生出生和她的家世谈
起，她的人生经历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中国现当代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曾出
现在书中。钱钟书、吴宓、杨荫榆、费孝
通、苏雪林、杨振宁、金岳霖、周扬、何其
芳、卞之琳、茅盾和夏衍等等，他们性情
各异，都是杨绛先生生活中亲历的人物，
在此书中全是以寻常人的形象出现的。
作者没有对他们进行主观的褒贬，只将
杨绛先生客观的讲述记录下来，却给了

读者亲切而真实的感觉。往事都
很琐屑，柴米油盐，婆婆妈妈，养
儿育女，勤奋读书，艰苦谋生……
读起来真的像在听一位历经沧桑
的老人闲聊。即使对“文革”前后
那些艰难的日子，老人的讲述也
是那么平静。因为这是一位拥有

非凡智慧的老人，对祖国、对人生都充满
了热爱，一生都在对学问孜孜以求。在
她身上始终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她生活
得是那么坦荡。那些久远的往事被老人
珍藏得那么好。回忆起父母，她会哽咽；
回忆起丈夫，她会甜蜜的微笑；回忆起病
逝的独生女儿，她会心痛得流泪——九
十八年的人生经历丝毫没有泯灭她的热
爱和赤诚。她一直那么善良、那么坚强、
那么才华横溢；她一直那么勤奋、那么执
著、那么善于思考。本书作为杨绛先生
的传记，在淡淡的历史背景下，记录了她
九十八年的人生传奇。但愿这传奇能延
续得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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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夜沉沉，没有了白日的喧嚣，
一切都显得那么静寂！此时，如果
你俯案笔耕或挑灯夜读，如果你凝
神遐思或仰望星空，心湖平静而澄
碧，也许你会听到天际间传来若有
若无的一种旋律。它像微风吹过湖
面泛起的涟漪，像云雾飘过山顶洒
下的雨霰，像茫茫林海间无痕的落
雪，像无际的平畴胖起了烟岚，像万
里苍穹中飘动的游丝……总之，这
种声音需要你用心去谛听，用心去
感受。这，就是天籁之音！

关于天籁之音，最早见于《庄
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
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那么什
么是籁呢？他说，籁，是指洞孔发出
的声音。庄子把它按境界分为天、
地、人三种，以天籁之音为最不容易
听到，因为它的发生和停息都出于
自然。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按他自己的解释，“听之不闻名
曰希”，意为不可得闻之音也。无论
是老庄还是老子，他们都把天籁之
音看作冥冥自然中音乐的最高境
界。是凝聚天地日月精华的声音！
这是哲人对天籁之音的理解。

相较之而言，文学家对天籁之
音的理解就宽泛多了。“苏东坡泛舟
赤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
然。……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

窈窕之章，”耳中听到吹洞箫者，“如
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
如缕。”听到的是天籁。欧阳修秉烛
夜读，“闻有声自西南来者……初淅
沥以潇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
惊，风雨骤至。”却“星月皎洁，明河
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听到的
也是天籁。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
肉味。韩娥入齐，鬻歌假食，既去而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都是天籁
之音！论声之次韵者曰：溪声、涧
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蕉
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肠
之鼓吹也！诗人把不事雕饰，得天
然之趣的诗歌称为天籁。音乐家把
古琴之音称为天籁，把土埙之音称
作地籁，把昆曲之音称为人籁。无
论怎样划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天
籁之音既不加修饰的自然之音，是
自然界发出的优美的和声。同时也
可以用来形容一切美的声音。航天
员杨利伟曾在太空听到一种从未听
到过的声音，很恐怖，回来后却无
法复述。虽然是天上的声音，这却
不是天籁之音，因为它不优美。莎
拉布莱曼的歌声空灵纯净，听之如
沐月光清风，人们把她的歌声称为
天籁之音。她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一
曲放歌，征服了中国，征服了全世
界！

我曾经无数次在静夜里聆听天
籁之音。我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种声
音。它如浪花私语，高山流水；如秋
蛩寒唱，溪韵蛙鸣；如雨打芭蕉，劲
竹拔节；如箫声琴韵，梵音禅响。听
到它，便会觉得自然与生命溶成了
一体。我把自己的斋号叫做“听籁
堂”，每于静夜笔耕时耳畔响起了天
籁之音，便会觉得斋号与情景是那
么的切合，便会神游物外，心静无
波，忘却世俗的贪嗔，还心灵一片净
土，觉得胸无点尘，在如水的梵音中
寻找到心灵的归宿！

美轮美奂的天籁之音啊！我将
会用我的一生去谛听，去谛听这流
淌于心灵的山河之韵！

郑州巨变三十年
王清渠

戊午惊雷春意闹，英贤举策展风骚。
上天敢破千层雾，下海能推万顷涛。
阔斧大刀除旧制，过河摸石筑新桥。
经商战火烽烟烈，树德化风诚信交。
东域楼高花烂漫，西郊林茂果丰饶。
春华点染商都景，秋色熏陶郑邑韶。
拜祖尊儒行大典，颂禅崇武奏清箫。
龙湖帆影随风起，双塔钟声趁雨飘。
乐见游园弹古瑟，喜闻庙会唱民谣。
春天故事齐传颂，赤帜风光染九霄。
注：戊午，指１９７８年；龙湖，指郑东新区

龙子湖。

现代诗坛现代诗坛

张永伟的诗张永伟的诗

聆听天籁聆听天籁
李超

灵感是汗水的结晶
周广生

《听杨绛谈往事》
海 棠

清凉世界(摄影) 成 岳

水乡人家(国画) 花 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