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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临帖，总是读到不常见
的诗句。

右起，竖排。面前展开的书
帖，是厉鹗的句子：相见亦无事，
不来忽忆君。一时间停了笔，人
就有些恍惚。

眼前，小炉里的一缕轻烟，和
杯里绿茶的热气，袅袅地氤氲着。

想从记忆里搜寻，却什么都
想不起来。有如一位老者，面对
一幅山水画，眼前山岭苍茫，大片
的留白，心里亦是大片的留白。
身旁的一切都成了大写意画卷中
的背景色。不禁心生苍凉。

越来越不爱出门了。常常一
个人静坐，读书，临帖。书卷多情
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一杯
茶续了又续，喝到无味，也不觉得
无聊。

论心思，还是古人悟得好。
那天夜晚，周遭寂静，斜倚在床
头，翻开书页，读到龚定庵《己亥

杂诗》其中一首的其中一句：忽有
故人心上过。真是诗不如句。那
首诗的其他几句，不记得了。反
正一下子合了心境，目光在这几
个字上，顿住了。

原来，一直飘忽着让我无所
适从的感觉，被这一句给抓拍，定
格了。

那些以为忘了的往事，都在光
阴里，好好地藏着呢。此时盘点内
心，曾经的人事片段，如枯茶被注入
沸水，渐渐舒展鲜活，真实地现出几
分温情暖意来。仿佛与三两故人，围
炉煮茶夜话，话或多或少，时断时续，
而茶香随着咕嘟嘟的水汽在身边弥
散开来，数不尽的人生况味涌上心
头。于是，不再多愁善感，不再烦扰
焦灼。眼前，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忽有故人心上过。这句话要
有多古雅的心性才可以吟出。而
我要拥有这样的智慧和心思，需
到老去的年龄吧？记得在一本书

里看过这样一段话：年龄就好像
耕地，事物的本质会逐渐被挖掘
出来。可是只有当时日已过，我
们已无力做出任何改变时，我们
才拥有智慧。我们似乎是倒着生
活的。说得真好。只是古人那般
心境，凡俗的我，做不到。唯一能
安于日常的，便是摒弃杂念，无事
静坐。

静坐的自己，仿佛书写时的
一个顿笔，仿佛秋尽后的一株枯
荷，仿佛一条人影散去的清冷小
巷。这一刻，心气不那么足了，也
有一丝苍凉，几分失意，可是，心
里却安然、知足、饱满、笃定。

让自己在日常的洪流中，暂
时驻足，回望一下，原来是件幸福
的事情。时光不会停留，眼前的
一切，终会如日暮苍山。想要做
的事，也许余生都不够了。珍惜
眼前人眼前事吧，我们终是要远
去的人呀。 摘自书香人生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最古老
的文明都是依水而起，沿水而兴
的：古巴比伦在两河流域苏醒，古
埃及在尼罗河畔萌生，古印度依傍
着恒河繁衍，而中国，沿着黄河长
江的脚步，一路向前……

作为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中
国对于水，有更缠绵的依恋和更深
刻的理解。

农业文明从一开始就离不开
水。耒耜翻开紧实的黄土，农人撒
下饱满的颗粒，人们就开始祈求水
的降临。风调雨顺、水到渠成、四
海升平……简单的祝福里包含着
最质朴的愿望。

政治失意的诗人们有时会转
而歌咏田园：“一水护田将绿绕”

“一带山田放水声”……饱含水汽
而超重的空气不但没有把气压变

低，反而使这里更加清新，也使他
们隐约意识到：一个民族的繁盛，
也许，正源于田耕。

带着对山水田园的深厚感情，
文人踏上了找寻内心的征程。这
一路风霜雪雨，万水千山都是修
行。

所以五千年过去以后，古巴比
伦和古埃及都被波斯帝国的铁蹄
踏碎，印度河城邦消失，文明一度
停滞，而中国历经了多次改朝换
代，却从未消亡——她就像一湾春
水，狂风可以卷之，鸟兽可以涉之，
宝剑可以击之，谁都可以破坏它，
但谁也无法改变它，绵延不绝，奔
流朝东。

如果将中华文明比作水，那它
一定早已化云降雨，沾湿我们的衣
冠，渗入四肢百骸，刻进了我们的

基因里。直到今天，在钢筋混凝土
的城市，我们仍然向往着临水而
居，枕水而栖。

仔细观察中国地图上的水系，
就像人体脉络一样，串起了一座座
璀璨的城市。“七大古都”：安阳、西
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
几乎都临水而建。

水利兴农，农兴民富，民富邦
安，邦安朝盛。纵横的水系在九州
大地上撑起了一片繁荣的土地。

人们也质朴地相信，水会带来
富裕，带来福气。民间把堪舆数术
叫作“风水”：风清水顺，就是吉祥
之地。

水能流多远，中国人就能走多
远。水能流多久，中华文化就能传
承多久。

摘自光明日报微信号

遭到以色列封锁后，地道成了
维系加沙与外界联系最重要的方
式。通过地道运进来的东西五花
八门，从食物、药品、燃料、建材、服
装到电脑，甚至还有家畜和汽车。
每天都有新地道开工，最红火的时
候，多达1.5万人在同时挖地道。

距加沙市一小时车程的拉法
市毗邻北部边境，那里地道尤为密
集。走进拉法的集市，你能感受到
热火朝天的生活气息。这里的商
品大部分是通过地道运来的。离
集市不远处，帐篷沿着边境线一顶

接一顶地延伸开来，每顶帐篷下都
有一条地道的入口，每隔几十米就
有人端着 AK-47突击步枪严阵以
待。这里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
的走私场所”。

50 多岁的艾哈迈德是成千上
万地道开发者之一。在加沙，每条
地道的“经营方向”各有不同。艾
哈迈德主要经营农产品，离他不远
的一条地道属于一对 30来岁的夫
妻，他们主营牛羊肉，不过最近鱼
肉更挣钱。自从以色列海军封锁
了地中海，加沙人几乎无处捕鱼，

海鲜长期供不应求。
除了走私，地道也能用于偷

渡。有些重病患者通过地道去埃
及寻求更好的治疗；有些人试图永
远逃离这块土地；有人只图在地道
里睡个好觉——为有钱人开发的

“VIP地道”里配有空调、冰箱和电
话。

哈马斯对来自地道的每样物
品都课以重税，不交税的地道将被
关停。据报道，“地道经济”每年为
该组织带来高达 7.5亿美元的财政
收入。 摘自《青年参考》

这是一首全国人民都会唱的
歌，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歌
声响起，中华儿女都会笔直站立、肃
然起敬。这首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而它
的曲作者仅是一位不到24岁、从未
进入过专业音乐院校学习过的年轻
人，他的名字叫聂耳。83年前，聂
耳在日本溺水身亡，他短暂的一生
曾留下大量音乐作品。

聂耳原名聂守信，在他年轻的
时候，对音乐特别敏感，凡是能从耳
朵听进去的曲子，都能从嘴里唱出
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后来他干脆把名字改成了聂耳。

在 20世纪初那个风云瞬息万
变的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决
定了聂耳的音乐创作特点，即为受
压迫群众的自由、平等进行斗争，创
造“替大众呐喊”的音乐作品。尽管
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训练，但
通过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聂耳在不
到三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许多风格多

样、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器乐曲，这些
作品很快传遍神州大地，激励着人
们的革命和战斗热情。

在聂耳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妇
女题材的歌曲占很大比重，一方面
由于聂耳曾在黎锦晖的明月歌舞
社、联华影业公司与王人美、白虹等
女演员、女歌手共事，对从事文艺表
演的女性生活相对了解；另一方面
他从心灵深处关心着这些女性的命
运，通过歌曲向大众揭示了她们不
为人知的痛苦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除此之外，他还创作过《小野猫》《牧
羊女》《雪花飞》等儿童歌曲，其中流
传最广的是《卖报歌》。

1935 年 4 月，聂耳赴日本学
习，在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浪吞
没 ，于 1935 年 7 月 17 日 不 幸 去
世。一个富有才情、热爱生活、乐观
风趣的年轻人，在他精力充沛的青
年时期，便随着凶狠的波涛一去不
复返了。

摘自古典音乐微信号

７月10日，田家炳基金会发布
讣告，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先生当日
上午安详辞世，享年99岁。

田家炳先生出身客家世裔，幼
承庭训，敦品励学，从小就有做好
人好事的理想。最让他印象深刻
的，是学校或其他地方张贴的记录
捐赠事迹的“芳名录”，他暗暗下定
决心，将来也要成为芳名录上那样
的人。

生意成功后，他先是在香港、
在家乡捐助超过400项涉及民生和
大众福利的项目，之后，便开始了
对教育的无限奉献与支持。兴国
之道在于人才，而人才培育始于教
育。数十年来跟人交谈，他一直都
在强调：“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他
的财富，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教育。

1982年，田家炳捐出自己80%
的财富，价值 10多亿元的 4栋工业
大厦，成立纯公益性质的非牟利机
构——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
万元的租金收入用于公益。1984
年，他将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经
营，规定每年至少捐出工厂利润的
10%于公益，并从此全身心投入到
以教育为核心的慈善事业中。

至今，田家炳在全国范围内累
计捐助大学 93所、中学 166 所、小

学 41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 20所、
乡村学校图书室约 1800间。全国
34省市区，都有田家炳学院或田家
炳中学。

田家炳说，要办好教育，必须
首先培训教育英才的教师，因而他
把师范教育作为支持教育的重点，
他大规模捐建各省市区师范大学，
设立田家炳教育书院。几乎每所
师范大学，他都兴建了一所教育书
院。

1997亚洲金融风暴后，田家炳
的企业和田家炳基金会的收入受
到影响，以至于出现捐款承诺难以
兑现的问题。

为让捐款计划顺利实施，83岁
高龄的田家炳，竟然将自己居住了
38年，金融风暴前价值过亿港元的
别墅、以5600万港元的价格低价卖
掉，然后把全部的款项投向了内地
的几十所学校。

而自己带着太太，租用了面积
很小，但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别墅的
一个公寓楼作为新家。

虽荣誉在身，从不居功自傲，
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数十年致力
公益，惠泽万民，诚为当世之楷模，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摘自《广州日报》

中国人是非常谦虚的。如果
某人在某领域或某方面取得了过
人的成绩，受到别人称赞时，当事
人往往都会谦虚地说：“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那么为何在这个情况下，说这
个话呢？

有典故说这个用法缘起于唐
朝。当时，有一个叫作韩明宗的
人，为人十分热心，喜欢帮一些年
轻人谋求好的前程，有一次，当时
的大才子李白给韩明宗写了一封
信，并附上了自己的一些诗文，请
韩朝宗帮忙介绍工作。李白在信
的最后写道：恐雕虫小技，不合大
人。意思是说，恐怕我写的文章，
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伎俩，不够
让大人欣赏。

那么，这个“雕虫”，究竟是雕的
什么虫呢？其实，雕虫的本义并不
是指写诗作文，而是另有所指的。

“雕”当然是刻的意思，“虫”是
什么呢？“虫”怎么能被雕刻呢？

原来，这里的“虫”并不是某一
种具体的虫子，而是秦朝时“秦书

八体”之一的虫书。
《说文解字》记载，八体为“大

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
殳书和隶书”。

虫书、篆书中的花体，常常铸
或刻在兵器、旗帜和符节上，形状
像鸟和虫的样子，故称“虫书”。“雕
虫”就是指刻写虫书。

《北史·李浑传》另有一则关于
“雕虫小技”的典故：李浑是北齐大
臣，学问很大，文宣帝高洋命他组
织一套班子，制定新的法律法规
《麟趾格》。班子里面还有著名的
史学家和文学家魏收。

文人相轻，李浑有一次就对魏
收说：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
章，卿不如我。

意思是写那些花花绕绕的“虫
书”，我不如你魏收；但是制定国家
的典章制度，你魏收可就比不上我
了。

在这里，“雕虫小技”就是用于
贬斥他人不过是微末之技，而不是
自我谦虚之辞了。

摘自古文观止微信号

一年里最热的时段到来了。浙江杭州上城区
锅子弄的居民都知道，顾忠根的免费凉茶摊已经
开张了——这个凉茶摊，每年入伏开张，出伏结
束，在杭州已经整整摆了 41年，被誉为杭州的“最
美凉茶”。

顾忠根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趁着峰谷电烧
好开水，灌满10个暖水瓶，等水凉下来，再把茶叶、
陈皮、青蒿、六月霜、白菊花、人丹、十滴水等 10种
中草药，按比例混合，做成一缸“老底子”的杭州凉
茶。烧到9点钟，一天的量烧够，然后让茶冷却。

上午10点，小小凉茶摊开张，一直要摆到下午
三四点钟，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对于许多过
往路人来说，顾忠根这个凉茶摊，简直是续命水。

为了怕路人扑空，顾忠根随时守着这个摊位，
前一天晚上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到了饭点，就吃
点隔夜饭菜。从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到普通白领，
喝过顾忠根凉茶的人，遍及各行各业。

“我外婆当年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件好事。”他
想起过去，自己外婆在下仓桥开了一家茶食糖果
店，每到三伏天，就煮好茶水免费提供给客人饮
用。后来，顾忠根家搬到清泰街，他母亲在家门口
摆馄饨摊，也总是泡茶免费给过路的人喝。15年
前，他们又搬家到锅子弄，凉茶摊就摆到了小区门
口，“母亲去世前还和我说，这个摊要替她摆下去”。

三代人的传承，三代人的坚守。顾忠根总是
用着一个搪瓷茶缸，上面写着“好人长寿”，落款人
是“过路市民”，时间是2010年 7月。

今年已经 80岁的顾忠根，如今坐在凉茶摊旁
略显破旧的椅子上，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准备做
到自己没力气嘛。”顾忠根说。

去年，在中国美院学生的帮助下，顾忠根把凉
茶摊重新装饰，这里成了杭州的“最美凉茶摊”，顾
忠根也成了“网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这里
还有个“凉茶爷爷”。

他说，自己做的只是小事，不值得出名，但是
如果出名能让更多人都献出爱心，他愿意当这个

“网红”：“我们只要在这个事上面能发动更多的
人，最好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小的目的，给他们
清凉。”

如今，许多曾经喝过这里凉茶的人，慢慢成了帮
助顾忠根将爱心传递下去的“接班人”。在帮忙的志
愿者中，有一位来自泰国的留学生江惠珍，她说：“顾
大伯凉茶摊的故事令人感动，也传递了快乐。”

志愿者葛师傅已经是第六年过来和老人一起
出摊：“我们肯定要接班接到底的，我们做了，然后
年纪大了，下面再拉上来，一代一代地接下去，这
个凉茶摊肯定永远在这里。” 摘自央视新闻

在烈日下或风雨中撑伞行走,
胳膊是不是很累?利用无人机和人
工智能技术,日本一家企业发明“会
飞”的伞。这把伞能够悬浮空中紧
跟打伞人的头顶移动,省去人们撑
伞之累。

这款“自由阳伞”重近 5公斤,
能够在空中悬浮 20分钟。设计人

员有信心让这把会飞的伞减重至
1.8公斤,把飞行时间提升至超过 1
小时。不过,具体飞行时间可能会
因天气而异,大雨和狂风都会影响
飞行时长。该企业计划 2019年正
式向市场推出“自由阳伞”,预计每
把售价1765元人民币。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生活新知

趣谈历史

名流故事

未入音乐学院的人民音乐家
李思易

“百校之父”的教育信念

“雕虫小技”雕的是什么“虫”

日本发明“会飞的雨伞”
袁 原

消化系统问题
由于虚寒而导致的一系列消化道问题，是适

于冬病夏治的主要健康问题。日常表现为消化不
良，容易胃酸、胃胀，喝冷饮或吃寒凉食物易引起
胃痛、拉肚子等。

夏治之法：饮食多吃姜。不论是生姜还是干
姜，都有很好的温中散寒的功效，入脾、胃经。所
以夏天多用姜，可以暖胃醒脾，散寒化痰，缓解虚
寒引起的肠胃不适。

呼吸系统问题
一般在冬天容易发作的感冒、哮喘、鼻炎等，

大多是因为体质阳虚、体内阴寒太盛所导致的，迁
延不愈，年年复发。如果能利用夏天的外热调养
好阳气，到冬天时这些呼吸道问题就不会轻易复
发。

夏治之法：养阳。三伏天针对呼吸道问题尤
其有效，因为其中使用的大多都是温热养阳的中
药。此外，日常生活中还可以通过泡脚、晒太阳、
适当运动等方法养阳。

用冷热水交替洗脸、洗鼻，可以帮助提升鼻腔
适应能力，预防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等呼吸道问
题。

妇科问题
适合冬病夏治的妇科问题，主要也是寒性痛

经、月经不调等。夏天通过温热中药的调养，可以
很好地缓解以上妇科问题。

夏治之法：温热中药茶。想要除寒气，女性朋
友可以多吃些温热的中药，比如红糖大枣姜茶。
做法：用大枣 10颗，切片；生姜一小块，切片；红糖
适量。先将枣片和姜片加水煲好，水沸后加入红
糖再慢火熬煮3分钟即可。

摘自人民日报微信号

当孩子说：“妈妈，给我讲个故事
吧！”其实他是在说：“妈妈，给我讲讲人
生吧！”

阅读就是人和书之间的关系，读书
就是为孩子打开一扇窗，给孩子望远镜
和显微镜。孩子经由故事爱上阅读、了
解世界，而阅读又丰富了孩子的故事，变
成孩子内在的经验和图景。

哈佛大学阅读心理学家珍妮·乔尔
的阅读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从出生到6岁
是孩子的“前阅期”，意味着孩子约略知
道书长什么样，哪些是（或像）书；认得常
见的标志、符号、包装名称；会认几个常
常念的故事书中出现的字；会把书拿正，
边念边用手指字；看图说故事或补充故

事内容；会一页一页翻书。
从阅读科学和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

看，孩子从“爱上阅读”“学会阅读”到“在
阅读中学习”，进而走向“自主阅读”，是
一个不断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学龄前最
重要的是学会阅读。此时亲子阅读的指
导原则，一是以身作则，二是了解儿童，
关键是撩拨孩子的阅读兴趣。孩子早些
开始阅读总是好的、有意义的，但不必过
于专业化、课程化、功能化，要着重调动
和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孩子最讨厌父
母问“读这本书你学到了什么”？父母
如果总要求孩子读每本书都要学到点
什么知识，反而会让孩子讨厌阅读。每
个孩子的阅读趣味不一样，孩子喜欢看

什么书，陪他看就行。比如绘本，绘本
是教学资源，但不是教材，读故事会吸
引孩子爱上读书，但课内阅读和课外阅
读有区别，千万不要把轻松的亲子阅读
变成辛苦的课内学习。父母不必太用
力，太用力容易焦虑。同时，作为家长，
我们不仅要鼓励他们读文学，也要鼓励
他们读科普、读漫画。

当下市场上的儿童读物太多，帮孩
子选书是父母的社会责任。想要选择适
合孩子的读物，可以参考以下四条选书
建议：选经典图书，经过优胜劣汰传承下
来的图书是优秀图书；选品牌图书，选优
秀的作家、优秀的出版社出的品牌图书；
选精品图书，并非书价贵、装帧豪华，要

选质量好、为孩子着想、从儿童阅读的角
度考虑的图书；选分级图书，按年龄段为
孩子选书，孩子能够理解得更到位，要选
孩子“跳一跳能看懂的书”。

在陪孩子读书的过程中，家长也可
以读一读孩子喜欢读的书，这不仅是了
解孩子最好的办法，还可以让我们也回
到童年，重温童年。阅读不只为了获得
知识，它还提供了休闲、思考与内省的乐
趣。越早开始阅读，就越能体会阅读带
来的各种乐趣。童年早期，爱的最重要
变量是陪伴。亲子阅读就是让孩子和我
们在一起，在心中种下喜悦的种子去和
世界相遇。

摘自《中国教育报》

养生汇

热点捕捉
美文闲读

文化中国

大千世界

这“一杯水”
有人从小喝到老

哪些“冬病”
最适宜“夏治”

一阵荷塘雨，一场轻风寒，七
月昔光景，渐行渐又远，八月如少
年，如约且归来。

七月再见，不忘黄梅熟透落
蒂，红瓤清凉瓜甜，不忘绿树浓荫
剪影，泉水细流晴柔，不忘树蝉饮
露声响，池蛙过雨鼓鸣，不忘百花
争艳蝶舞，繁星夜里流萤。

告别炎炎烈日的浮躁，静听
竹林清风的瑟瑟；告别绵绵细雨
的丝愁，仰观山间秋水的盈盈；告
别零零花落的哀愁，轻嗅树下红
叶的悠悠；告别声声琴弦的相思，
抒写高宇云天的字字。

七月如酒，借酒消愁，昨日之
烦忧不可留；八月如茶，苦尽甘
来，今日之喜乐仍可待。

八月你好，看水天清话，卧一
庭篱院销夏，闻桂子飘香，折一串
金黄插簪，听竹露清响，揽一片清
风入怀，煎香泉玉茶，品一味清尘
素雅，对小窗烛火，写一心情深夜
话。

带上饱满的热情，犹如暖阳
般明亮，带上美好的企盼，犹如娇
蕊般香艳，带上坚定的信念，犹如
风雷般殷响，带上淡泊的心境，犹
如微风般清凉。

八月如平淡的白水，甘冽清
甜，八月如满院的桂香，芬芳四
溢，八月如晶莹的晨露，清亮闪
烁，八月如古韵的诗画，醉墨淋
漓，八月如温婉的少年，如玉如
兰。

凉雨清洒一山头，洗去相思
两处愁，空山澄鲜一色秋，隔断红
尘万事忧，七月别离一繁华，八月
又逢漫天花。

愿你我在八月，遇见所有美
好，心随喜乐向阳，笑里全是坦
荡，未来光芒万丈。

摘自百草园微信号

忽有故人心上过
田双伶

七月再见八月你好

中国人的智慧是水做的

加沙的地道经济
胡文利

阅读：孩子成长的金钥匙
杨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