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好朋友
很苦恼地请教我与妹妹、妹夫
的相处之道，因为她的妹妹、妹
夫常常问她借钱，甚至她的老
母亲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来
说合。本来家人好友是我们亲
爱幸福的来源，所以我们很少
对他们存多少防范的动机，但
是有时也正因为这样不免受模糊的
害。尤其是借钱的事情，很多时候把我
们出于好心做的好事，弄到收场的时候
很受伤。

我有亲弟兄姐妹12个，侄辈甥辈
30多人。在我的大家庭中，虽说我也有
同样的问题，却受此困扰有限，所以我
乐于把自己与家人相处的规则与大家
分享一二。

其一，要有自己的原则，且把原则
公开透明地告诉大家，越早说越好，原
则说时有点尴尬，但说好之后就可以减
少许多尴尬，否则亲情之内，既无规矩，
更无方圆。

其二，规则中有情有理，比如在我
有如下规则:帮兄弟姐妹这一辈，原则上
不帮下一代；帮人病患不助吃饭发财，
投资经营的事情别来找我；长辈多少有
礼，平辈与少辈红白喜事几乎从不去随
份；实在需要我可视情救济，但不借
钱。也就是说，如果是极其必要的急

需，借了你钱我就没有要你还
的打算，免得整天还成了我的
心病。

其三主动了解家人的需
求，可提供适当的资助，有时还
可以明确适当的主题（比如全
家人的体检基金），我也会特别
资助那些在开展家庭公共活动

方面特别有心与用力的兄弟姐妹（相当
于他们多出点力，我多出点资源），一些
年纪比较大又身体衰弱的家人我也会
适当意思。感谢我的家人与亲友，在极
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破我的规矩。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老母亲，她虽然
疼爱与爱惜全家上下，但是也会更多地
站在我的角度，明确地维护我的规则。
她最典型的一个说法：“谁都不容易。”
因此我的规则也得以维持。有时遇到
有人特别向我开口又不好意思开口，就
转请我老妈说项，有时我妈说的话比我
的还周全。以至于我的那位好友要把
我的老妈说法传授给她的母亲。家庭
之中，很难分清是非，但形成一些行事
规矩与人际分界，把话说在明处，也是
一个得体的相处之道。国人现在开始有
管理理念，但在家政家务之中，管理观念
不浓，这就让家务关系更难清晰了断，良
性维持，在这方面我们也许真的要认真
思考、积极探索一二。

寿命
一老人在

服装商场逛，售
货员热情招呼
他：“师傅，您看

这件衣服对您再合适不过了，穿
一辈子都没问题。”老人掂量了一

番，吃惊地说：“真如同你说的那
样，我的寿命最多有两年。”

成本
某火箭专家到电视台做嘉

宾，他透露：“最近，我们要把几只
老鼠送到火星上去。”话音未落，
美女主持接话说：“这样灭鼠，成

本太高啦！”
短文

老师布置学生写一篇短作
文，题为“我所见到的一件最美的
东西”。班里一学生很快交卷了：

“我所见到的最美的东西真是美
得无法用文字表达。”

烧香是中国民俗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它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起源
早于西周；传布面广量大，汉人烧香，
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烧香，世界上好
多民族和国家也烧香。

中国烧香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
个时期：

一、以汉武帝为界，此前为第一
时期，可称为初始期。所烧的香有：
柴、玉帛、牲体、香蒿、粟稷等。烧香
的作用是用来祭祀。烧香行为
由国家掌握，由祭司执行。周
人升烟以祭天，称作“禋”或“禋
祀”。《诗周颂维清》中记载：“文
王受命始祭天。”就是说，这种
祭制始于周文王。其具体祭法
为：将牲口和玉帛置柴上，燃柴
升烟，表示告天。所谓禋祀，一是点
火升烟，二是烟气为香气。以香烟祭
神，这就是后世所谓“烧香”了。这一
时期，香事有以下特点：一是香品原
始，为未加工的自然物，还不是后世
正规意义上的“香料”（树脂加工而
成）；二是自然升火，不用“香炉”等器
具；三是专用于祭祀，而祭祀由国家
掌握，即烧香还没有融入民间生活。

第二时期，从汉武帝到三国，可
称引进时期。汉武帝于中国香事的
发展，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一，武
帝奉仙，为求长生，是神就敬，而打破
了以往“香祭祭天”的垄断；其二，武
帝时期香品渐走向实用化，打破了香
必用祭的垄断，使香进入生活日用。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武帝大规
模开发边境，使产自西域的真正的

“香料”传入中国。此外，武帝曾遣使
至安息国（今伊朗境内）引进香料，

《香乘》卷二引《汉书》称：“安息国去
洛阳二万五千里，北至康居，其香乃
树皮胶，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树皮
胶，即树脂，是为真正的香料。

由于有了真正的香料，使武帝时
的香事变得格外繁盛起来，由于香事
繁盛，香具也应运而生，不久，中国第
一个香炉也发明出来了，称为“博山

炉”。传说上面还有刘向的铭文：“嘉
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
铜盘。中有兰绮，宋火青烟。”（见《香
乘》卷３８）。刘向为宣帝时人。从
此，香品与香炉相配，使中国的香事
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从武帝时引入西域香料
始，及至东汉三国，在这三百多年间，
香的使用还仅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
之中，极为名贵，难得进入寻常百姓
之家。《香乘》卷２引《五色线》称：“魏
武与诸葛亮书云：今奉鸡舌香五斤，
以表微意。”以香为馈赠之礼品，足见
当时香之珍贵。又《香乘》卷７引《三
国志》称：“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
禁家内不得熏香。”可见焚香即使在
宫廷中也是一种奢侈。

第三时期，是普及期。香的走向

普及，是隋唐以后的事。普及的原
因有二：一是“西（域）香”由“南（两
广、海南）香”所取代。“迨炀帝除
夜，火山烧沉甲煎不计其数，海南
诸香毕至矣。”（见《香乘》卷１）南
香的大量涌入，使香的价格降低，
为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佛、
道二教从六朝以来大发展，轮番跻
身于国教的至尊地位。二教尚香，

“返魂飞气，出于道家；旃檀枷罗，
盛 于 缁 庐 。”（见 颜 氏《香 史
序》）从而，烧香风气大展，造
成烧香走向普及。

及至宋代，烧香之俗，也
便风行，为大家一致崇尚，士
人拜祭孔子时也烧起香来。
明代屠隆总结道：“香之为用，

其利最薄。物外高隐，坐语道德，
焚之可以清心悦神。四更残月，兴
味萧骚，焚之可以畅怀舒啸。晴窗
塌帖，挥尘闵吟，温灯夜读，焚以远
避睡魔。谓古伴月可也。红袖在
侧，秘语谈私，执手拥护，焚以熏心
热意。谓士助情可也。尘雨闭窗，
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
一炉初热，香蔼馥馥撩人。更宜醉
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曳指，长
啸空楼，苍山极目，未残炉热，香雾
隐隐绕帘。又可祛邪辟秽，随其所
适，无施不可。”寥寥数语，把香事
描绘得淋漓尽致。香与美已融合
为 一 ，此 后 ，大 量 诗 文 专 门 写 香
事。无限心意情怀，寓寄一炷烟
中，人生喜怒哀乐，均欲在此找到
出路。

地球上不同地点
的人，看到太阳通过天
体子午线的时刻（即正
午 12 时）是 不 一 样
的。为了统一，天文学
家规定东西两地相隔
经度 15度，时间就差 1
小时。地球自转一周
为 360度，一天分为 24
小时，所以地球一小时
就等于自转 15度。国
际上把全球分为 24个

“时区”，我国由于幅员
辽阔，从西到东横跨东五、东
六、东七、东八、东九五个时
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全国统一采用首都北京
所在的东经 120 度即东八时
区的区时作为标准时间，称
为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就是
东八区时间。

在收音机里，每小时就
会报一次：“刚才最后一响，
是北京时间某点整。”这个时
间就是全国统一的标准时间

即北京时间。有趣的
是，这个“点”并不是由
北京直接报的，而是由
我国报时中心——中
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
授时给北京天文台，再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发给听众。

陕西天文台是由
我国规模最大的现代
授时中心。授时由两
个标准时间频率的专
用电台进行，一个是短

时授时台，一个是长波授时
实验台。长波授时实验台是
利用长波无线电波传播时间
信号，它的精确度比短波授
时台高，有比短波授时更为
复杂、更为精确的现代化仪
器设备。这里有氢原子钟和
铯原子钟等现代化授时仪
器，建立起了我国原子时间
标准。这个精确度可以保持
三万年乃至三十万年才有正
负一秒的时间误差。

蔡总感激不尽，心说还是农民
兄弟实在啊。蔡总一个劲儿地说好
话，然后就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
这几个哥们儿在一家房地产公司的
工地打工。这家房地产公司地位很
显赫，老总是地产界有名的龟孙
子。以前就曾经扬言不给穷人盖房
子，结果遭到了网民的一致讨伐。
这几个哥们儿是来讨工钱的，钱没
讨上，却被暴打了一顿。

蔡总马上给媒体朋友打了个电
话：“我，老蔡。我给你提供一条
重要新闻线索，‘农民工讨薪被毒
打’。人就在我边上。你过来吧，就
当是帮我忙，回头请你们喝大酒。”

挂了电话，蔡总安慰这几个哥
们儿：“没事，我通知我哥们儿
了。他是媒体的，肯定能把这个事
情搞大。”

“谢谢大哥。大哥是做什么的？”
蔡总想了想，既然大家都这么

真 诚 ， 自 己 也 不 必 隐 瞒 什 么 了 ：
“我是拍电视的，我哥们儿喝多了，
带他来输液。他是个编
剧，等我哥们儿好了，
我 把 你 们 的 事 情 告 诉
他。他也写小说，让他
写小说骂丫的。”

“行啊，我们无偿
提供素材，让他写成小
说。骂这帮有了钱就炒
房价的龟孙子，个个生
个孩子都没屁眼。”

看着这些普通人，
蔡总明白过来，真正优
秀的作品不是所谓的评
论家评出来的，而是能帮老百姓说
话的，能够展现这些民众心声的作
品。

王新赶过去的时候，张伟神智
还没清醒，看到王新进来，火气还
没消掉，指着王新对蔡总说：“让
她滚，我不想见她。”

王新气得浑身发抖：“蔡总，
他不糊涂，他是酒后吐真言。好，
我这就滚。”

王新扭头就走，在出租车上越
想越委屈，给丁雷打电话，她一边
说一边哭：“你说我哪点错了，他
现在简直就成了个酒鬼。自己的战
争小说没法拍摄，他就知道冲我撒
气。整整半年都这样，他这是冷暴
力。”

丁雷心里狂喜，但嘴上却没有
表现出来：“谈恋爱哪能不吵架？
张伟人不错，你自己要冷静下来，
认真地考虑自己将来的爱情和婚
姻。”

两人刚说完，王雪儿的电话就
打了过来“嫂子，我王雪儿，听说
哥哥住院了。要我过去帮忙吗？”

王新冷冷地说：“不用，他没
事，刚才还有劲儿跟我吵架呢。我

没管他，老蔡在医院看着呢。”
王新说完就挂了，王雪儿在电

话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再打过
来呢，还是应该等等看？又等了五
分钟，王雪儿再也忍不住了，就给
蔡总打了电话：“蔡总，我过去陪
陪你吧，你中午想吃什么？”

蔡总叹口气：“那你过来吧，
王新刚走。她单位有事，就先走
了。”

王雪儿拎着保温桶买了一桶猪
肝粥又买了春卷和小咸菜后，拦了
辆车就往医院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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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王雪儿来了，蔡总借口说：

“你看他一会儿，我出门抽根烟。”
王雪儿默默地看着张伟。“没

椅子，呵呵，要不你就坐床上。”张
伟有气无力地说。

王雪儿强颜欢笑：“不要紧，
我就站一会儿。我买了粥，待会儿
喂你，你想吃什么？”

张伟摇摇头：“什么都不想
吃，我没有战斗力了，
呵呵。”

王雪儿钩了钩他输
液的手指，咬着嘴唇，
默默地看着他。两个人
的手指钩在了一起，没
有语言，你看着我，我
看着你，时间好像凝固
了……

平平来给蔡总送衣
服。平平既是张伟的兄
弟，又是张伟的铁杆读
者。蔡总暗想：现在不

能让平平看见张伟和王雪儿手拉手，
这个圈子太容易生产各种是非了。

蔡总走上前迎住平平：“靠，
你怎么来了，剧组今天没事？”

两人一边走，蔡总挑着平平说
剧组的事情，而且故意说得很大
声。这样，好让王雪儿和张伟可以
在病房里面听见有人来了。

“老大，听说你牺牲了。”平平
走进病房，急匆匆地问。蔡总注意
到张伟和王雪儿的手已经松开了。

“哈哈，没事，蔡总背我下了火
线。剧组今天没事？”张伟笑了笑。

“我介绍一下，王雪儿。这是平平，
公司的摄助。”

“不用介绍，平平哥好。我们上
次吃饭见过的，孙海老婆过生日的
时候。”王雪儿大大方方地和平平握
了握手。

蔡总凑过来把张伟的手机给了
王雪儿：“你们聊着，我先回公司
了，下午还要去电影频道。”

蔡总打完招呼就走了。平平
从兜里掏钱：“你先拿着，我身
上 就 这 么 多 。 待 会 儿 我
还 得 回 怀 柔 。 没 办 法 ，
赶档期。”

宋梓南再问：“你们是不希望我
们接收这两万工程兵，免得他们将来
跟你们省上的建筑工程队产生竞争？
你们这个意见代表省建委吗？”

杨主任忙应道：“不不不，我们今
天来，不代表省建委任何一级组织，也
不是省建委党组授权的。”

宋梓南笑着点了点头：“知道
了……知道了……”

杨主任急着再问：“别只说知道
了。到底成不成？”

宋梓南答道：“我还不知道中央
和省委的态度哩。我也只能对你杨老
弟说一声：知道了。”说到这里，他忽然
想起一早叶帅给他的回答，便不由得
会心地嘿嘿笑了起来。

北京。老交通部大楼的资料室
里。余涛接到部长秘书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部长秘书告诉余涛，部长要见
他，而且就在这会儿。让他马上赶到
部长办公室。

余涛走到部长办公室门前，稍稍
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伸手去
敲门。

部长很热情，问余
涛：“这段日子，不太好
过吧？”

余涛自嘲道：“嗨，
比在秦城监狱那会儿，
好过多了。”

部长微笑着静默了
一会儿，说：“刚才我打
电话到你家找你，才知
道这段日子你一直在资
料室里忙乎着。今天我
这么紧着找你，你不问
问到底是为了什么？”

余涛看看部长手里的那个大信
封，很平静地猜测道：“我的审查结论
下来了？”

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拿起那信
封：“你原单位给你做的审查结论出来
了。是拿回去自己看，还是由我来向
你宣布？”

余涛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当着
部长的面把这“谜底”揭了的好。于
是，他提议：“还是您来宣判吧。”

部长笑了，一字一句地念了起
来：“关于余涛同志的复查结论。余涛
同志，原我部一局副局长……一九六
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康生批示‘此人问
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
审讯’。 经复查，所谓曾生案纯属林
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个假案、冤
案。……所强加给余涛同志‘与美军
观察组进行秘密勾结出卖情报’‘同香
港英军谈判中出卖我党利益’的问题，
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
反、恢复名誉。全部撤销。一九七四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第三办公室《关于余涛同志的审查结
论》：在余涛同志的档案中，一切有关

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予以销毁。”
部长念到这儿，放下手里的公

函，想看看余涛的神情。却看到余涛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是挺直了上身，
两眼呆呆地视而不见地看着窗外，而
整个人却都在微微战栗着，嘴唇也在
哆嗦着，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
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在部长面前流
下眼泪。这时，部长心里突然也一下
酸热起来，眼眶也湿润了，他伸出手
去，有力地按了按余涛的肩膀，既对眼
前这位多灾多难的老同志表示由衷的
祝贺，也表示一种鼓励和自身的欣
慰。余涛虽然仍一动不动地端坐着，
两眼也仍呆直地看着窗外迷蒙的远
方，但心潮却激烈地涌动起来，当他本
能地伸出手去紧紧握住部长按在自己
肩头上的那只手时，眼泪便再也忍不
住地流淌了下来。

正是午饭时分。吃完饭的宋梓
南和周副市长一起到一旁的洗碗池跟
前去洗碗。

宋梓南问周副市长：“昨天在讨
论接收安置那两万基建
工程兵的常委会上，我
看你没怎么吭声。难道
你也觉得，此事，我们不
能干？”

周副市长微微一笑
道：“去你办公室谈吧。”

在办公室坐定后，
周副市长说道：“关于这
个接收和安置基建工程
兵的问题，我先说说我
的看法？据我了解，市
委常委中的这些同志摆

出这么多困难，并非是不想接收这两
万官兵。接收不接收这两万工程基建
兵的问题，涉及在政治上是不是跟中
央保持一致的大原则问题。所以常委
们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两万官兵我们
是一定要接收的。把困难摆够，无非
是想把这项工作做得更细，希望在过
程中尽可能地少出一些问题。有些事
情还是让人挺担心的，比如说，深圳毗
邻香港，突然之间来两万军人，刚过来
时，可能都还戴着领章帽徽，还会带一
些武器，这对港澳方面，甚至对台海局
势会不会构成一个变数，还会产生什
么负面影响，我们都得考虑……”

宋梓南若有所思地：“是的，如果
在这些方面没有相应的应变措施，从
局部来说，就不可能做好这两万人的
接收安置工作，从全局来说，也会妨碍
中央实施战略重点的转移，的确不能
掉以轻心。”

周副市长提议：“我先找几个人
做一个接收安置的预案，你觉得可以
了，再上常委会定夺。”

宋梓南高兴地说道：
“那当然好。这件事就拜托
了。”

连连 载载

21

12

编辑 李 昊 校对 吕广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Dwp＠zynews.com8 2009年2月9日 星期一 郑 风

ZHENGZHOU DAILY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社办公室67655999 67655545 广告67655632 67655217 发行 67655600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67655623 零售1．00元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千年香火千年香火千年香火
博古斋

春节的序曲是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宋代诗人范
成大的《祭灶词》对祭灶日有详尽描述：“古传腊月二
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
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男儿酌
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
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
取利市归来分。”诗写得翔实细致饶有情趣，足见古代
民风对祭灶的重视、食品的丰盈。

祭灶后第七天就是除夕了。传说这一天灶王爷
会带诸神下凡，其他神仙年后再度升天，灶王爷却要
留在各家的厨房，所以家家户户要“接神”、“接灶”，然
后就是合家“守岁”，开怀畅饮辞旧迎新。除夕是一年
中最特殊神圣的时段，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
天”，唐太宗李世民有一首《守岁》诗：“暮景斜芳殿，年
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
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写尽了皇宫
除夕守岁的豪华胜景。民间的“守岁”就各有千秋了：

孟浩然诉说“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待梦魂来”；高
适感叹“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宋人席
振起《守岁》诗云：“相邀守岁阿咸家，蜡炬传红映碧
纱。三十六岁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作者除夕夜
倍感岁月无情青春不再，决心要从此“惜年华”；明人
文征明的守岁诗道：“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
诗。莫笑书生太迂腐，一年功事是文词。”除夕夜仍不
忘挑灯用功，足见这位才子何等珍惜光阴，其志远大矣！

历代春节诗可谓浩如烟海灿若群星，王安石把
《元日》写到极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节的最大礼仪便是拜年了。宋人王十朋《元
日》诗中有拜年情景：“元旦年年见，天涯意故长。
诗篇示宗武，春色酌瞿唐。白发又新岁，黄柑非故
乡。弟兄互拜处，归去顾成行。”兄弟们互相拜年、
畅饮瞿唐（一种佳酿）、共贺新岁，一派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

“团拜”始于唐代宫廷，唐人包佶有《元旦观百僚
朝会》诗云：“万国贺唐尧，清晨会百僚。衣冠萧相府，
绣服霍嫖姚。寿色凝丹碧，欢声彻九霄。”生动描述了
文武百官上朝“团拜”的盛况，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国
力的强盛。1952年春节，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中南海
紫光阁举行团拜会，宴请宋庆龄、沈钧儒、张澜、柳亚
子、黄长培、李烛尘等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拉着柳
亚子亲切交谈，柳大为感动，写下《春节团拜》一诗，其
中有“从容揖让礼文优，团拜应为团结谋”之句，说“团
拜”能促使朝野团结和谐，称此为事业兴旺之必须，所
言极是！

仰望半时惹人惊，俯看一日醉诗翁。
屈指不过三五载，大河故道展娇容。
昔日流沙不毛地，今朝锦绣靓丽城。
两环八道通四海，百座高楼耸云中。
高架路桥八卦阵，艺馆会展系长藤。
草坪花坛绿荫树，荡漾碧湖跃青龙。
晚霞更显夕照美，溢光流彩陪月明。
意静随观水幕画，心闲寻味笑春风。

《东区颂》——岳修武诗并书

古诗里的春节
刘庆元

艺苑撷英

与家人相处的规矩
袁 岳

博客丛林

小幽默
匡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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