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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两个不回北京，来这里干
什么！”戴鹤轩压低声音喝道。药不
然满脸堆笑着凑过去，把宣传画册啪
的一下打开：“戴老师，我们是想请您
点菜。”

31.终于又获得了赌斗的机会
戴鹤轩往那上面一看，立刻不说

话了。
那张南京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宣

传册里，有一页介绍的，恰好也是梅
瓶，文字介绍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世
传明初梅瓶只有三件，除了这一件，
还有两件藏于日本大阪的安宅博物
馆。除此以外，再没有第四件了。

戴鹤轩何等聪明，一看就知道药
不然是什么打算了。

在座的这些领导只是缺乏文物
常识，但并不愚蠢。只要有人点出这
内府梅瓶的珍贵之处，他们立刻就能
察觉到其中猫腻。举世只有三件的
至宝，你会这么容易就找到第四件，
还舍得拿起锤子敲碎瓶口？瓶子灌
的根本就是其他品牌的白酒。

药不然时机选得极妙，正好是众
人把酒喝下去、兴致最高的时候。一
旦骗局揭穿，伤害也就格外地大。如
果这些领导发现这个戴鹤轩居然拿

假酒来换人情，势必恼羞成怒，他的
这个什么黄帝内功也就不用练了。

我看到戴鹤轩脸上阴晴不定，知
道他脑子里肯定在飞快计算着。周
围的宾客还沉浸在“仙酒”的熏陶中，
没留意这边的动静。

药不然笑眯眯地说：“戴老师，我
推荐您点这道白烧四宝。”

白烧四宝，白烧此宝。顾名思
义，这是个隐晦的威胁，意思是你若
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你这个“宝贝”可
就白白浪费了。但我们用菜名隐晦
表达，周围的人听不出其中寓意，也
算是给戴鹤轩留了转圜的余地。

戴鹤轩板着脸，冷冷说了一句：
“这道我不喜欢，还是换个玛瑙鸡片
和酿杂烩吧。”

他这句话也是暗藏玄机，“鸡”和
“烩”，连到一起就是机会。戴鹤轩显
然不肯轻易就范，觉得我们这种威
胁，只能换回一次赌斗的机会。

药不然和我对视一眼，把宣传册
收了回去：“明白了，我们这就去给您
准备，请慢用。”

次日一早，我们两个驱车第二
次来到戴鹤轩的江边别墅。

我们三个没什么好谈的，径直来

到二楼，那面陈列架上热闹依旧，不
过摆的古玩已经都换过一遍位置
了。戴鹤轩这是怕我上次偷偷记住
位置，不想让我占这个便宜。我心里
哂然一笑，嘴上却没说什么。

戴鹤轩拿出一根香，点燃后插在
香炉里：“和上次一样，一炷香的时
间，请你百步穿杨，射中其中最贵之
物。”我稳稳站到陈列架前划的那条
线，深吸一口气，把视线投向这三十
件古玩。

这一次，我的心平静无比，没有
任何起伏。

我面无表情地扫视着木架上的
物件，十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戴鹤
轩迫不及待地把香根扫掉，宣布时间
到，然后问我究竟有没有射中。我缓
缓抬起手指，没有半分犹豫，指着陈
列架道：“我选这个。”

戴鹤轩见我的指头虚晃，以为我
心意犹豫，略显得意地追问道：“你到
底是选哪一格？”

我笑道：“就是这个啊。”
戴鹤轩怒道：“到底是哪一格，你

别想拖延时间！”
我的指头在半空划了一圈：“我

看了一圈，戴老师您这里最值钱的东

西，莫过于这面木架子啊。”
32.戴鹤轩透露《清明上河图》的秘密

药不然眉毛一立，不明白我是什
么意思。戴鹤轩哈哈大笑：“小老弟，
你是不是被吓糊涂了？想认输就直
说，放着这么多古玩不点，却对着一

个木架子说胡话。”
“我可要买椟还珠了。您这三十

格里的古玩，无一例外都是赝品。只
有这陈列架的木架子，堪称是一件至
宝。用金丝楠木打造这么大一面陈
列架，当真是大手笔啊。”

金丝楠木是极为珍贵的木材，质
地紧密，温润不燥，千年不腐不变色，
在古代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普通
人敢用的话，那叫逾制，是杀头的罪
过。金丝楠木制成的东西，在古董市
场十分抢手，哪怕是一串楠木佛珠，都
能卖出天价。若是谁能有一套金丝楠
木的家具，这辈子都够吃够喝了。

戴鹤轩输了赌斗，面沉如水。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胜了，请您

履行诺言吧。”
听到这个要求，戴鹤轩眉毛一

挑，眼神里突然透出一丝狡黠：“我认
输，我会履行我的诺言。不过你到底
是让我履行哪一个诺言呢？是对黄烟
烟撤诉，还是《清明上河图》的秘密？”

我心里“咯噔”一声，这才意识
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刘一鸣是让我找戴鹤轩要《清明
上河图》的秘密，黄克武是让我用大
齐通宝换回烟烟的安全。这本来是

两件事，可被戴鹤轩一搅和，我把这
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当初戴鹤轩
在开赌之前，承诺的是“我输了，就如
你所愿”。故意把胜利条件说得含
糊，原来却是在这里等着我。我千防
万防，还是被这个混蛋摆了一道。

看到我一言不发，戴鹤轩重新得
意洋洋起来：“你用大齐通宝换回一
次胜我的机会，让我做一件事。没问
题，我这个人从来是信守承诺的，所
以你快告诉我吧。”

我没有片刻犹豫，开口道：“我要
《清明上河图》的秘密。烟烟的自由，
由我来替换。”

戴鹤轩眯起眼睛：“你什么意
思？我对男人可不感兴趣。”

“你不是想让我入你门下，修炼
黄帝内功吗？只要你对烟烟撤诉，我
就加入，可以签合同。”

戴鹤轩终于开口道：“很好，我给
你准备一份合同，你把它签了，咱们
两件事都好说。”

戴鹤轩把合同签好，心情大好。
我催促他尽快履行承诺，戴鹤轩拿过
电话，当着我的面给公安局打了一个
电话，提出撤诉。然后他告诉我，撤
诉也得有个过程，烟烟三天内肯定能

放出来。
我催促道：“该轮到《清明上河

图》了。”
戴鹤轩慢吞吞地说道：“我家先

祖戴熙，籍贯本是杭州钱塘，道光十
一年的进士，十二年翰林，官至兵部
侍郎。他一生嗜画，是继江左四王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祈——
之后的山水画大师。我先祖戴熙擅
画花鸟、人物，以及梅竹石，名声很
大，号称‘四王后劲’。道光年间，他
时常被召进宫去，留下不少墨宝书
画。借着这层关系，故宫里的各种珍
藏他都曾经有机会见到。

“不错。当时有个大收藏家毕
沅，花了大价钱从陆费墀处购得《清
明上河图》，可惜后来犯了大错，满门
抄斩，这幅画就进了宫中。嘉庆帝特
别喜欢这幅作品，把它收录在《石渠
宝笈三编》一书内。到了道光朝，戴
熙有一次入宫作画贺寿，天子一高
兴，恩准他进入御库观摩。他借这个
机会，终于一睹其真容。”

陆费墀和毕沅、毕泷兄弟的钤印
题跋我都在照片上见过，知
道戴鹤轩这个传承的次序所
言不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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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怀柳宗元
柴清玉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
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
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
乡。”这首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
州》，我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背诵的，至今不忘。

好的诗文，千秋万代传诵。诗活着，诗人也活
着。柳宗元就是这种自然活着的诗人之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
芮城、运城一带）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世
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是
中唐时期文坛上一颗熠熠发光的星宿。他 26岁
考上博学鸿词科并进入仕途，极其憎恶当时的朝
廷昏庸、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憎恶当时
的文坛六朝骈体文盛行，充满浮华虚妄之气。考
查历史，唐朝中叶似乎还找不出另一个文人如柳
宗元那样，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坚定的变革意
志。

柳宗元，爱恨分明，毫不掩饰，却胸怀坦荡。
他与韩愈政见相左，针锋相对，但仍能与韩愈成为
至交，结伴而行，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大声疾呼
要作“辅时及物”、“褒贬讽谕”之文。这场从文体、
文风到文学语言全方位的文学改革，不仅在中唐
引领一代风骚，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也使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学上成为终生
挚友，柳宗元死后，柳州百姓立庙祭祀，韩愈亲撰

《柳州罗池庙碑》以纪念。
以柳宗元的才华和勤奋，依唐代世风，他完全

可以做一个李白式的骚人狂客，“天子呼来不下
船，自云臣是酒中仙。”但他却致力于割除弊政，投
入了永贞革新运动，打击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维
护朝政，惩治贪暴，选任贤能，减免赋税，成为王叔
文改革阵营的一员骁将。也正是这场政治变革，
使柳宗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3岁便驶入了人生
的冰河期，一个满怀抱负、倾心为国的热血男儿从
此饱经磨难。

永贞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李适驾崩，
太子李诵中风失语，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企图另
有所立，两派展开激烈辩论，永贞革新派力挽狂
澜，称诏行事，拥李诵登基称帝，旋即提拔革新官
员，大力推行新政，柳宗元也从监察御史里行升任
礼部员外郎，大有荣任宰相之势。不想，李诵重病
缠身，皇储选择决定了改革的成败。长子李纯反
对革新，宫内阉人全力支持，王叔文等反对遭到失
败，派革新派人物做太子侍读企图施加影响亦未
奏效，反而加深了李纯对革新的恶感。李诵在位
仅半年，李纯便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皇位，是为宪
宗，登基第三天便对改革派进行清算，8名革新派
骨干人物包括柳宗元均被贬往边远州郡当司马，
柳宗元致力的永贞革新夭折。

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先被
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又加贬永州司马 10年（今湖
南永州市零陵区），结庐而居，“行则若带纆索，处
则若关桎梏。”虽然离索孤寂，柳宗元却没有沉沦，
他深入了解民众疾苦，尽力为民解忧，写下了著名

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
《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竭记》、《石
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但是，柳宗元没
有想到，厄难并没有到此而止。元和十年（815），
李纯下诏命柳宗元入京，柳满怀期待赶到长安，得
到的却是发配到更加偏远的柳州。柳宗元虽饱经
磨难，却不改志向，他在柳州兴利除弊，修整州容，
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使偏远之地的百
姓休养生息。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因病而殁，
在这里走完了短暂的一生，终年只有46岁。

1000 多年后，我曾赴永州、柳州寻觅河东先
生的踪迹，纪念先生的祠堂庙宇犹在，柳州的柳宗
元衣冠墓保存完好，经常有人来这里寄托缅怀之
情。永州、柳州的百姓说起柳宗元如数家珍，充满
尊敬与怀念。他的散文创作取得极高成就，在中
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哲学、政治论文有
很强的思想性、逻辑性，观点鲜明，笔锋锐利；他创
作的寓言，对现实的讽刺入木三分，含意深刻；他
的传记文，刻画人物，状写气氛，具有纯熟的技巧
和高度的艺术性；他的山水记更是脍炙人口。历
史上，他与韩愈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
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
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
安石、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这是历史的评
价。历史是公正的。

感怀柳宗元，我们能够从他的诗文中获取教
益，能够从他的人格中认识人生。

《大清相国》写的是清代名臣陈廷敬在特定
的历史境遇中，在官场上所作的人格、道德和行
为的艰难选择。他入仕五十三年，历任康熙帝
师，工、吏、户、刑四部尚书，至文渊阁大学士、

《康熙字典》总修官等职，最后老死相位。
在康熙朝名臣辈出、“宦海”沉浮的年代，明

珠罢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囹圄，徐乾学去官之后
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藉。为
何唯陈廷敬独善其身？

作者王跃文认为，这并不是说陈如何工于
心计，或是如何狡猾，他这样评价《大清相国》中
的主人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
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
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

漫长的历史肯定会遮蔽掉很多人，在众多
历史小说及影视剧中，陈廷敬几乎是一个被遗
忘的人物，实际上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这本小说王跃文写得很费工夫，因为除了
陈廷敬自己的著述之外，陈并未过多张扬的功
绩，只能在其同僚如李光地的笔记中，找到他的
身影。

《大清相国》

新书架

刘峰颖

掌故

月老与冰人
陈永坤

月老，指媒人，也就是介绍人。唐代韦固在
赴长安途中旅寓宋城。晚上，他见一老人在月
下查书，便上前攀谈。老人说自己是管人间男
女婚姻的，他袋中有一条红绳，如果用这红绳两
端系住男女的脚，这对男女即使两家世仇也会
成为眷属。韦固便问自己的婚姻，老人说，你将
与一个种菜的女儿结婚，后来果然如此。因此，
人们就称媒人为月下老人，简称月老。

冰人，也指媒人。《晋书·索统传》说，索统很
会释梦。孝廉令狐策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
梦见自己站在冰上与冰下的人说话，令狐策不
知吉凶，就请索统为他圆梦。索统说：你这梦说
的是阴阳之事，实际是讲的男女婚姻。你在冰
上对冰下人说话，是代表阳对阴说话，这说明你
将替人做媒。何时冰破，何时婚成。于是后人
就称媒人为“冰人”。

文史杂谈

避讳
王道清

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有的历
史现象。它和我国特有的丰富的汉字文化
有关。

所谓“讳”，指的是帝王、“圣人”、长官
以及所尊者的名字，人们说话作文绝对不
能乱用，平时用到同这类人物名字相同的
字必须设法避开或改写，这就叫避讳。封
建时代，避讳是一般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
学问；否则，一旦犯讳，定将身罹大祸，甚至
被灭绝满门！

避讳起源于周朝，但尚无完备的制
度。秦汉以降，儒学在封建上层建筑领域
占统治地位，避讳制度日臻完备，讳禁亦越
来越严。

避讳有“国讳”、“家讳”和“圣人”讳三
种。

“国讳”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甚
至连皇帝本人也必须遵循的。“国讳”主要
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进而讳及皇
帝的字者，讳及皇后及其父祖者，讳及前代
年号者，讳及帝后谥号者，讳皇帝陵名者，
讳及皇帝的生肖姓者。在外交上，互相尊
重对方的“国讳”，是重要礼节之一。由于

“国讳”的普遍性，一旦帝王之名中有一个
常见字，就会给政治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
的麻烦。故而，封建帝王很早就注意避免
这一点，在取名中，以“难知而易讳”为原
则，并尽可能取单名，宋、明皇帝的名字大
多数冷僻之字即出于这一考虑。

“家讳”仅限于亲属内部，族外之人与
其交往过程中，也必须尊重别人的“家
讳”。“家讳”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所以还
得到法律的承认。

封建官场中尚行一种“宪讳”，即下属
官员避长官的名讳。这在制度上没有规
定，不过出于下官的拍马而已。

封建社会中还有一类讳，即为封建“圣
人”避讳。宋大中祥符七年规定，“禁文字
斥用黄帝名号故事”；金代规定，“臣庶民犯
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
令回避”。清雍正时规定，孔孟名讳必须敬
避，尤其是孔子之名丘，凡古书中有此字，
必须改为缺笔字，姓、名及地名中的丘必须
改为“邱”字。

在封建社会中，仅避讳就有这么多禁
忌，人们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
冰。那么人们如何避讳而不犯错误呢？其
法有三：

一是改字法。
这就是对帝王以及所尊者之名改用其

他的字来代替。由于改字，在古籍中就出
现了改人姓、人名，或改地名，或改官职名
称，或改书名，或改前代年号，或改纪年干
支等现象。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避
晋司马懿讳，在书中将东汉并州刺史张懿
改作“张壹”；辽统治下的女真，为避辽兴宗
（耶律宗真）讳，改“女真”为“女直”等。唐
宗讳虎，所以凡称“虎”的地方均改为“武”。

二是空字法。
“空字”，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或

作“某”，或作“口”，或直书“讳”。唐人撰
《隋书》，为避太宗李世民讳，改“王世充”为
“王 充”，致使《隋书》在抄写翻刻过程中，
有人误将“王 充”连成“王充”。司马迁撰

《史记》，为避汉景帝名讳，在《史记·孝文本
纪》中写道：“元年正月，‘子某最长，纯厚慈
仁，请建以为太子。’”“某”即汉景帝刘启。

《宋书》中对刘家帝王之名多作“讳”字。如
“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
讳进号镇西将军”。“讳”，即晋文帝刘义隆。

三是缺笔法。
为避讳而缺笔之法大概起于唐初。自

唐以降，缺笔与改字并行不废。宋代缺笔
法甚为盛行。所谓“缺笔”，即对所避之字
的最后一笔不写。

此外，在口语中，应避讳同音字。如宋
高宗讳构，乃并勾、钩、苟皆避之；仁宗讳
祯，乃并真、贞、徵皆避之。

在避讳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人们一不
小心犯了讳，尤其是帝王及其父祖之讳，要
受到严厉的惩罚。清乾隆年间，江南有个
举人，叫王锡侯，因他作的《字贯》一书，犯
了康熙、雍正的庙讳和乾隆帝的圣讳（乾隆
曾自诩“朕不以文字罪人”），乾隆怒不可
遏，认为是“大逆不法”，“罪不容诛”，因而
杀了许多人。

毛泽东趣事
曹一凡

即兴发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和谈。

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润之，一起干吧，不要另起
炉灶了。”他将陕北的人民政权说成是“另起炉
灶”。毛泽东借题发挥：“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
吃，还立炉灶干什么？”这一幽默回答，说得老蒋
哑口无言。

1976年元旦，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
子戴维见到毛泽东时，注目凝视毛泽东的脸说：

“你脸的上半部分很出色。”他笑道：“我生着一
副大中华脸。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
一。中国人什么戏都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
法国戏，因为我们的鼻子扁。外国人就不行了，
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
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妙写批语
新中国成立后，起义将领傅作义任水利部

长，工作中过于谨慎，遇事就书面请示。毛泽东
批了四个字：“有职有权”，鼓励他大胆负责。“文
革”时，制作毛主席像章成风，后来越做越多、越
大，用去了许多铝合金（造飞机的原料）。毛泽
东知道后很生气，大笔一挥，在一个文件上写了
四个大字：“还我飞机。”

趣解《论语》
有一天，毛泽东与保健医生徐涛闲谈。在

说到孔子吃饭很讲究时，他说：“孔夫子有病
啊！”徐医生不解，毛泽东笑着解释：“我看孔夫
子有胃病。他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把食物
搞得那么精细，这不说明他消化不充分吗？他
还非常喜欢吃姜，主张不撤姜食。姜性温，孔夫
子有胃寒，吃姜驱寒暖胃。”“我看，孔夫子还有
胃下垂呢！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常常是
吃了饭就坐车赶路，路不好，车子颠簸，还能不
得胃下垂吗？”《论语》上记载孔子生活，有“食不
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等句。毛泽东读

《论语》，幽默地解释古语，别有妙趣。

文苑撷英

古诗里的冬至
马承钧

今年 12 月 22 日是农历冬至，冬至又称交
九、冬节、亚岁、长至节等等。从冬至这天算起，
每九天为一组连数九次，谓之“九九”，九九八十
一天过去，冬季就结束了。

古代诗人对于冬至自然不会放过，林林总
总的“冬至诗”即反映了这一节气风俗。

杜甫有多首冬至诗，其《冬至》曰：“年年至
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江上形容吾独老，
天边风俗自相亲……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
处见三秦”，这是杜甫潦倒失意时之作，昔日冬
至聚饮做客，是很快乐的；如今贫病交加好景不
再了，令人感慨！而他当年的《小至》则唱道：“天
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
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
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
杯”，字里行间是何等的春风得意舒畅惬意呀。

白居易也有不少冬至诗，其《邯郸冬至夜思
家》乃一首名篇：“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
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这
诗写于贞元二十年（804）冬至，33 岁的白居易
新任秘书省校书郎，其时正好宦游河北邯郸。
唐代冬至是重要节日，朝廷要放假，民间更热
闹，大家穿戴一新欢聚问候。独在邯郸驿舍里

的白乐天，却只能“灯前影伴身”、“抱膝”思亲
人。浓浓的乡愁溢于言表，他心想：此时此刻亲
人们也会坐在灯前念叨我这个远行人吧，这与
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何
其相似！白乐天还有一首《冬至夜》：“老去襟怀
常濩落，病来须鬓转苍浪。心灰不及炉中火，鬓
雪多于砌下霜……今宵始觉房栊冷，坐索寒衣
托孟光”，岁月无情，已进入白发暮年的大诗人
对冬至佳节也兴趣淡薄了，一句“坐索寒衣托孟
光”，令人唏嘘，此乃人性的另一面了。

《冬至日独游吉祥寺》是苏轼的一首七绝，
其云：“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荄。何
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吉祥寺乃杭
州名刹，风萧萧雨霏霏的冬至日，草枯花谢了，
独居杭城的东坡先生却有雅兴独自来游古寺，
诗人“竹杖芒鞋、吟啸徐行”的洒脱气质可见一
斑！苏轼的胞弟苏辙也有一首《冬至日》的诗：

“佳节萧条陋巷中，雪穿窗户有颜风。出迎过客
知非病，归对先师喜屡空。”一个在箪瓢陋巷中
生活的人却不改初衷，节日里依然想念自己的
偶像——颜子（颜回），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
啊！苏氏两兄弟，堪称滚滚红尘中坚守一方净
土的高洁之士！

养生堂

慎饮红酒
马 佳

时下，喝红酒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可在法
国，人们却已经开始减少喝葡萄酒，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法国是世界上心血管病发生率
最低的国家，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他们爱
喝葡萄酒的缘故，为此更有不少法国人引以为
自豪。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却打破了“葡萄酒有
益健康”这个定论。不久前，法国科学界与“营
养公告”组织向消费者发出倡议：“为了预防心
血管疾病，酒远远谈不上是什么‘保健’饮品。
葡萄酒也一样，因为它也是含酒精的饮料，葡
萄酒固然对人体有益，但有害的一面也同时存
在，只要摄入过量，就会给人体增加以下风险：
一是增高血液里的脂肪含量；二是增加体重
(因为酒精所含的热量很高)；三是增高血压；
四是引发其他心脏疾病；五是导致肝病和部分
癌症。”

在法国，不喝葡萄酒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二
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这些人同意葡萄酒
是法国文化和传统的一部分，但认为它是属于
老年人的饮料。他们更喜欢啤酒、瓶装水、苏打
水和果汁等其他饮料，只是在与家人聚会时才
偶尔喝上三两杯葡萄酒。

（3）

肃南风光 王国强 摄影

欢乐的大昭寺（油画） 李树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