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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在担任总统之前，住
在芝加哥的一栋老房子里。上
任总统之后，便携妻子和两个女
儿进入白宫居住。在刚刚离家
的 时 候 ，奥 巴 马 对 众 多 记 者 表
示：“我非常喜欢芝加哥老家的
房子，等任期满之后，我还会带
着家人回去住。”

这个小小的访谈，让一个人
激动万分，那就是奥巴马的邻居
比尔。

比尔一直渴望一夜暴富，现
在机会终于来了，他满怀希望地
将自己的房子交给中介公司，想
以 300万美元的高价出售。比尔
相信有“总统邻居”这个诱人的卖
点，一定能很快大赚一笔。

然而，房子的出售信息贴出
后，愿意购买的人一个也没有。为

了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尔仔
细地查看了出售信息下的留言。
原来，大家都担心在入住后，生活
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住在这里，生
活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在经历了久久无人问津的煎
熬后，比尔逐渐心灰意冷。于是，
当一个叫丹尼尔的年轻人找到
他，表示愿意出 140 万美元购买
这套房子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

不久之后，让比尔怎么也没
想到的是，在丹尼尔的手上，这套
房子变成了比 300万美元更值钱
的“摇钱树”。

丹尼尔将房子改造成幼儿
园，不同于那些不愿意生活被打
扰的住户，孩子的家长对无处不
在的严密监控非常满意。这所幼

儿园一举成名，被称为“全美国最
安全的幼儿园”，吸引了众多富豪
把孩子送到此处就读；因为生意
过于火爆，丹尼尔把幼儿园的外
墙也拍卖出去，吸引了无数的广
告商争先恐后地前来竞标。

显然，这个故事中的最大赢
家是丹尼尔。同样的一套房子，
被不同的人经营，最终得到的回
报 效 果 天 差 地 别 ，而 其 中 的 原
因，显然是两人捕捉商机的能力
判若云泥。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就在于
此：穷人只会看现象，富人懂得看
本质。在这个商业社会，我们每
天都能有机会触摸到商业机会，
如果缺少敏锐的眼光与果敢，放
任那些商机擦身而过，那么最终
只有追悔莫及。 摘自《意林》

以太阳为参照物，地球自转一
周需要 24小时，即一天，天文学家
们称其为“日长”。他们发现，每日
的“日长”并不是同样长短，不同阶
段有快有慢。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刘根友介绍，分析地球旋转

“快慢”是为了解地球本身。地球内
核转动，影响其自转速度，专家们从
结果到过程，去反推地球内部物理
现象和地球表面的物质分布。

即使以年计，这种变化也可能
是在毫秒级，连“瞬间”都算不上，几
乎很难察觉，但在精密测量时，这个
量已经很大了，0.1毫秒产生的位置
误差在赤道上可达 0.5 米，产生的

无线电波测距误差可达30公里。
针对国际机构发布的长达 50

年的日长观测数据，中科院测地所
团队通过频谱分析发现，存在一个
振幅约 0.12 毫秒的 6年周期变化，
振幅在减小，1962~2012年总共减
少了大约0.05毫秒。

地球自转速率（日长）的变化
非常复杂，在时间尺度上，我们可
将日长变化总体上分为季节变化、
年际变化以及年代际变化。在更
长的时间尺度上，例如，在世纪尺
度、甚至数万年尺度上，地球自转
速率的确存在长期非常缓慢的减
少现象，其主要与地球表面的潮汐
摩擦有关。

6年信号的振幅变化特征及其
物理激发机制问题，在国际上长期
以来没能得到很好的解答。目前
国际上有人认为6年周期刚好是太
阳活动周期的一半，试图利用太阳
活动来解释日长 6年信号，而我们
发现日长 6 年信号也存在衰减现
象，日长 6年信号的衰减主要与地
幔与液态外核边界处存在的能量
耗散效应有关。

通过对日长 6年信号衰减现象
的精确分析，可以直接定量推测地
球深部（地幔—液态外核边界）的
磁场信息，这是一种新的定量估计
地球内部磁场的方法。

摘自《科技日报》

牙痛可能是牙齿本身的病变
引起，也可能是一些非牙源性疾病
所表现的牙痛症状。当出现剧烈
牙痛时，应及时到医院治疗。

三叉神经痛 其牙痛部位并不
明确，疼痛如电灼、刀割、针刺,呈
阵发性,达几秒至几分钟，在缓解
期可以恢复正常。

心绞痛 约有 10%的心绞痛患
者可发生颌面部疼痛。多以一侧
牙齿剧烈疼痛为始发症状，而后又
会发生胸闷、气喘、心前区压榨性
疼痛症状。经服硝酸甘油片等扩
张血管药后可同时缓解。对于老
年人来说，剧烈牙痛可能导致精神

紧张，引起心脏功能和血压的变化
并诱发心绞痛，因此在剧烈牙痛
时，不但要注意治疗牙痛，还要注
意防止冠心病的发作。

高血压 患动脉硬化合并高血
压者，一旦血压升高,可引起外周
小动脉硬化。当发生痉挛收缩时,
会导致牙髓缺血、牙组织营养不
良，从而发生牙痛。

上颌窦炎 上颌窦位置与上牙
毗邻，特别是当上颌窦发炎时，上颌
双尖牙和第一磨牙也会发生疼痛。

流行性感冒 流感病毒侵犯口
腔及牙周膜时，也会发生阵发性牙
齿疼痛。

神经衰弱 患有神经衰弱的病
人，其牙神经较一般人敏感。虽不
会天天牙痛，但经受到外界冷、热、
酸、甜等因素刺激时，会引起牙痛。

抑郁症 患有抑郁症者常伴有
面肌抽动性牙痛，但牙齿完好无损
或 牙 齿 损 害 与 疼 痛 程 度 不 成 比
例。经使用抗抑郁药后,精神症状
与牙痛可同时消失。

金属假牙 其原因是制造假牙
的金属与唾液电解质作用，出现微
小电流，产生电动势，从而引起牙
痛。更换成非金属材料的假牙多
可止痛。

摘自《上海大众卫生报》

郁达夫：嗜酒爱吃，酷爱福建小吃大餐

郁达夫生就一副好胃口，好吃，
尤爱海鲜。这里不得不提他和鲁迅
的交往，真是美食与美酒的碰撞，两
兄弟你来我往，喝酒吃菜，在酒桌上
喝醉呕吐了多少回恐怕很难说清。

1932 年 4月 5日在聚丰园，郁
达夫请鲁迅夫妇、柳亚子夫妇边喝
边聊。鲁迅晚年得子，对许广平很

爱。生完孩子的两年中，鲁迅花了
很大心血照顾他们母子。郁达夫饭
桌上就打趣说，你这些年辛苦了吧。

鲁迅有些腼腆，当场回答：“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才是鲁迅这口金句的真实出
处，没了一副“革命”的派头，却多了
浓浓的人情味儿。

鲁迅：逛遍京城美味馆子 最爱点心萨其马

都说鲁迅笔下功夫厉害，在
“吃”上也不落空，在北京生活期间，
到处寻摸好馆子吃好吃的。

鲁迅爱喝酒，每顿饭必喝酒，虽
然酒量不大，但经常喝得酩酊烂醉，
因此，鲁迅很喜欢当时北京广和居
的一道叫“三不粘”的菜。这道菜似
糕非糕，似羹非羹，用汤匙舀食时，

要一不粘匙，二不粘盘，三不粘牙，
清爽利口，故名“三不粘”，而且还有
解酒的功用。虽然我们印象中的鲁
迅总是严肃的，但是你能想象鲁迅
其实超爱吃零食和点心吗。鲁迅最
爱的点心是萨其马，鲁迅觉得吃甜
点可以缓解工作中的紧张疲劳，嗯，
很多女孩子也是这么想的。

张爱玲：用菜形容女人

张爱玲在小说《心经》中有段描
写：“许太太对老妈子说，开饭吧，就
我和小姐两个人，桌子上的荷叶粉蒸
肉用不着给老父留着了，我们先吃。”

张爱玲爱吃粉蒸肉已经到了哲
学层面，她曾说，上海女人像粉蒸

肉，广东女人像糖醋排骨。
张爱玲爱吃的菜多是母亲、姑

姑亲手做的。只有在和胡兰成热恋
时，喜欢拉着他吃街头小吃，一副小
女人情态。她在《谈吃与画饼充饥》
里提到的一个小吃叫“大饼油条”。

袁世凯：民国吃家第一人，姨太太个个会做菜

袁世凯算得上是民国吃家的第
一人，好吃清宫菜，更爱吃家乡河南
的美食；袁氏娶了九房姨太太，其中
还有三房朝鲜姨太太，其中多位都
擅长做菜，包括苏菜、天津菜、高丽
菜，等等，也是有口福。

袁世凯饭量很大，连餐具都是
大一号的，大瓷盘，大瓷碗，吃起来
够痛快。快六十岁的时候，袁世凯

还能吃下整只鸡和鸭。
袁氏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

条，常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可不
行”挂在嘴边。

更绝的是袁世凯爱吃人参、
鹿茸之类的滋补品，但不像常人
那样用水煎服，而是大把大把地往
嘴里塞，嚼着吃，有时候吃得自己
流鼻血。

蒋介石：喝白水吃木瓜黄埔蛋

蒋介石饮食上讲究很多，比如
喝水，蒋介石喜欢喝 30℃~40℃之
间的白开水，而且每隔20分钟就喝
一次。早餐也有固定搭配：一片木
瓜，一个炒蛋和一份酱瓜。

有趣的是，蒋介石吃饭，常备的
菜是一碗鸡汤，一份盐笋，还有酱
瓜、黄埔蛋。宋美龄是讲究吃西餐

的，吃饭时，往往是蒋介石这边咸菜
鸡汤，而宋美龄则是蔬菜沙拉，中西
分明。

两人有时候互相调侃。蒋介石
说宋：“你真是前世羊胎，怎么这么
爱吃草呢。”宋美龄则回敬蒋：“你把
咸笋，蘸上黑乎乎的芝麻酱，又有什
么好吃呢？”

张大千：厨艺更在丹青上，口重好麻辣醇香

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四川的
饮食文化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他
讲究食材要鲜活，从不吃过夜蔬
菜。在敦煌作画的两年七个月里，即
使受到了当地食材匮乏的影响，张大
千也能在当地寻找食材自创美味。

20 世纪 30 年代，张大千常去
北京一家叫春华楼的福建馆子，店

东家白永吉很爱和文人墨客打交
道，张大千来吃饭，总是免费招待。
画家白吃一顿还可以，第二顿就不
好意思了，于是用画作来抵饭钱，两
人也结下了很深的交情。

张大千很喜欢自己做菜，在中
国台湾、巴西、美国居住时都自己琢
磨做美食。

梅兰芳：口味南北兼通，以淮扬菜为主

梅兰芳的口味南北兼通，既爱
北京的传统小吃，也爱吃川菜里的
宫保鸡丁。但受家庭影响，加上唱
戏保护嗓子的需要，梅兰芳的饮食
基本上还是以淮扬菜为主，如鸡汤
煮粥、蜜汁火腿、霸王别姬等都是他

爱吃的菜式。
梅兰芳每天必喝的是鸳鸯鸡

粥，为了保护肺和嗓子，且因喜欢清
淡，梅兰芳养成了“三不吃”的饮食
习惯：不喝酒，不吃动物内脏，不吃
红烧肉之类的油腻东西。

胡适：走遍天下最爱徽州味道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徽州一品
锅是绩溪名菜，也是胡家待客的拿
手菜。

胡适好酒，酒量虽不大，但年轻
时曾饮酒误事，后又患有心脏病，所
以后来饮酒很节制。一次胡适去青
岛，闻一多等教授设宴款待。席间，
三十坛花雕酒转眼喝完。

胡适眼看酒力不支，于是从怀
中掏出一枚戒指请大家传看，只见
戒指上刻着两个字：戒酉。

原来这两个字是夫人江冬秀为
劝丈夫戒酒亲自刻上去的。只是由
于江冬秀文化水平低，将“戒酒”误
刻成“戒酉”。大家看了，便不再为
难胡适。

王世襄：民国美食元老，会玩儿更会吃

王世襄被称为当代京城著名的
学者型烹坛圣手。他兴趣广泛，喜
爱古诗词，也曾专研于音乐、绘画、
家具、竹刻等各个领域。

王老喜好烹饪，会做菜，更会买
菜。其中，他对采蘑菇格外上瘾。
只要一闲下来就去永定河河源采蘑
菇。王世襄在自己的著作里也经常

提到采蘑菇。
他写道，京城采蘑菇的高手多

集中在右安门外和永定门一带，他们
每个人都有几条采蘑菇的“秘密路线
图”，隔几日就会巡回采一次，生手
很难发现这些蘑菇的生长之处。

这种美食精神也是让人佩服。
摘自公众号《麦家陪你读书》

林则徐有个外甥，叫沈葆桢，
是其六妹林蕙芳之子。林沈两家
都曾居住在福州，来往很是亲密。

尽管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
矮，小时候常有病，甚至“屡濒于
危”，但好学多才，室名“夜识斋”，
尤其工于书法，笔意苍劲，法度谨
严，间作山水，深得林则徐的喜爱。

在沈葆桢 12 岁那年，林则徐
看好了外甥的德才与前程，决心把
自己才貌双全的女儿林普晴许配
给沈葆桢，于是定下了亲上加亲的
娃娃亲。

林则徐没有看错，后来沈葆桢
出任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南洋大
臣等要职，特别是在主持福州船政
局、创办南洋海军和建设台湾时，
都颇有建树。

沈葆桢经常得林则徐的指点，
包括在诗词方面。有一次，他月夜

饮酒，来了诗兴，写了两句咏月的
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
十分。”意思是说，弯弯的一钩残月
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银盘一样
的满月呢？年轻气盛的沈葆桢很
是得意，便拿去请林则徐欣赏。

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起
笔将“何必”的“必”字改为“况”字，
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
况清辉满十分。”

林则徐的修改与教诲，让沈葆
桢佩服不已。因为虽然只是一字
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由满足
现状的心态变成了壮志凌云的意
境，反映了翁婿两人的不同襟怀。

此后，沈葆桢变得更加谦虚
进取了。当然，林则徐的修改也
有教导沈葆桢正确看待明清两朝
之深意。

摘自《沈阳日报》

人们可以利用“雪炮”——造雪机，来实现人
工造雪。造雪机的原理有两种：一种是用制冰装
置生产出很小的片冰，然后以片冰为原料造雪。
另一种是采用传统的高压水与空气混合造雪，即
将水注入一个专用喷嘴或喷枪，在那里高压空气
将水流分割成微小的粒子并喷入寒冷的外部空
气中，在落到地面以前，这些小水滴快速冻结凝
固成冰晶，也就是人们看到的雪花。

人造雪是借鉴自然雪花降落的原理实现的，
但和自然雪是不同的。每一朵自然雪花都蕴藏
着从形成到降落至地面的各种气象信息，有人
说，世界上找不到两朵完全一样的雪花。但是人
造雪形成的时间短、生长快，雪花形状基本一致。

自然降雪在第二天会有硬度变化，而且非常
滑，这样的雪滑起来很过瘾。但是人造雪不仅造
雪费用高，而且雪质不好，滑起来感觉不一样。

另外，还有个问题需要注意，通常 1吨水可
造两立方米的雪，一台造雪机每小时用水量为
15到 16吨。冰雪嘉年华和滑雪场人工造雪后，
绝大多数会通过空气蒸发或渗透到地下，无法回
收再利用，可能造成了浪费。滑雪场造雪取水会
大量损耗地下水，也可能加重山区的春旱。人工
造雪还可能会对植被产生一定的破坏。

摘自《北京晚报》

趣谈历史

名流故事

民国吃货
麦家

林则徐一字诲人

“暖气病”，指的是每到冬季，天气寒冷，北方
的城市通过暖气来取暖时，人们常紧闭门窗，给
屋子保温，以防冷风吹进来，由此出现的各种不
适，其中以肺系感染为多。

其一，“暖气病”最先发生的是肺系，屋子很
热、外边很冷的时候，因为过度保温首先会出现
嘴唇干裂、鼻咽干燥、干咳声嘶。干燥温暖的环
境，无异于给病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当空气湿
度低于 40%的时候，感冒病毒和其他能引发感
染的细菌繁殖速度会加快，随着空气中的灰尘扩
散引发疾病。

其二，是心血管方面的症状，人会觉得心慌、
胸闷、头晕眼花，这是因为屋里暖气过热，水液蒸
发过快，血液变得黏稠，供氧不足导致的。如果
不能及时改善，很可能成为心脑血管病的诱因。

其三，是我们常说的“上火”，因为温度太高，
湿度太低，如果喝水不及时，最可能引起泌尿系
统感染。喝水少，加之温度高蒸发快，排尿会减
少，而尿液是冲洗尿道最好的办法，特别是女性，
因为干热小便减少，再加上宅在屋里少运动，免
疫力下降，最可能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
急、尿痛甚至尿血。

其四，是皮肤的干燥，甚至瘙痒。
针对这样的暖气病，要从环境上改善，最关

键的是控制温度，室温不要超过 25℃，而且要增
加湿度。或者用加湿器，或者养几盆绿色植物，
或者在房间中养鱼，都可以减少干燥对身体的损
伤。

摘自《中国家庭报》

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在食
品领域也是如此。在人们每天吃的食品
里，“背锅”最多的大概是糖。“避免高油
高糖”几乎成为祥林嫂式的口头禅，就连
软饮料不离手的人也开始选择无糖款。

吃糖能给人带来愉悦感，这也是“快
乐肥宅”的秘密之一，但也正是由于和

“肥”扯上了关系，糖有了巨大的原罪。
专家建议在饮食中完全不摄入糖，世界
卫生组织称含糖饮料消费增加与体重增
加有关，因此减少含糖饮料消费可降低
成人体重不健康增加的风险。该机构建
议成人和儿童都减少游离糖摄入量，使
其不超过总能量摄入的10%。

一项持续 15年的研究称，每天摄入
的热量中，添加糖比例占 25%或以上的
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占比低于 10%
的人的两倍多。

事实上，目前还不清楚糖是否真的
导致了心脏病或糖尿病，临床试验还没
有证实是糖导致了这些疾病。也有科学
家认为，造成糖尿病、肥胖症和高血压的
主要原因是热量摄入过量，糖只是热量
的一种。此外，在饮食中去掉糖甚至可
能适得其反，这可能意味着用热量更高
的东西取代糖。

“畏糖如虎”有些矫枉过正，只要摄入
适量，糖依然是甜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样的还有脂肪，脂肪并没有以前认
为的那么“坏”，不过，关键也是要适量。

吃东西本来就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
情，当经常要考虑这能不能吃，或者能吃
多少的问题，会将本应充满安慰和欢乐
的时刻变成恐惧与焦虑的源泉。尤其让
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人们力图避免某些
食物的时候，结果却往往吃下过多其他
的食物。这些多摄入的能量，可能对体
重乃至健康造成影响。

如果仔细审视那些导致恐惧某些食
物的研究，就会得出令人放松得多的结
论：很多被严重妖魔化的食物实际上按
正常量吃下去的话，对人们并没有害处

——毕竟这些吞到肚子里的终究是食
物，而不是什么其他东西。

吃和不吃某种东西，得从不同的视
角来看。比如近年来，小麦中的天然麸
质成了被诟病的对象。不到 1%的人患
有小麦过敏，患者需要戒食麸质，但远超
这一比例的人会选择“更健康”的无麸质
食品。其实，无麸质饮食会导致身体缺
乏维生素 B、叶酸和铁等营养。无麸质
面包的热量会比普通面包多出四分之
一，脂肪含量是两倍半，纤维含量是普通
面包圈的一半，含糖量却是普通面包圈
的两倍，当然其价格也更贵。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养生汇

热点捕捉 滴水藏海

大千世界

人造雪景是怎么来的

冬天警惕“暖气病”

很偶然地，有一位年轻人从
某本书中发现了“点金石”的秘
密 。 他 欣 喜 若 狂 ，立 刻 马 不 停
蹄 地 来 到 了 海 边 ，开 始 寻 找 那
种能把普通金属变成纯金的神
奇石子。

他想，如果捡到一颗石子就
把它扔到地上，是很有可能几十
次、几 百 次 地 捡 拾 同 一 颗 石 子
的。所以他决定，凡捡起的石子
都扔到海里去，这样，自己便能轻
松地避免做无用功了。

于是，每当捡起石子，他便甩
手扔进面前的海水里。这样干了
整整一天，他并没有寻找到点金
石，没办法，他只得重复下去，一
星期、一个月、一年……他始终没
有找到点金石，所有经过他手的
石子都是冰凉冰凉的普通石子。

渐渐地，寻找点金石已经成
了一个遥远的梦，似乎每天，他只
是在做着一个极其简单的游戏，
捡石子、扔石子。但是某天下午，
当他像往常一样，把刚刚捡起的

那颗石子扔向大海时，似乎感觉
到有点异样，这块石子暖暖的，明
显与其他石子不一样……“点金
石！ ”当他反应过来时，那块石子
已经被他习惯性地扔向了大海，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与扔其他石
子时没有什么两样的弧线。

习惯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成
败。如果你习惯了抛弃，那么，
当真正想要的东西已经被你握
在手里时，你依然会习惯地将之
抛弃。 摘自《哲思》

拖垮你的“穷人思维”

寻找点金石

地球自转六年一“减速”

牙痛 原来是它们惹的祸

被妖魔化的食物
张 燕

误区一：越“痛”越好
很多人认为按摩时有疼痛感才说明达到了

效果，甚至专门找手劲大、手法重的推拿医生或
按摩技师，即使在按摩时出现刺痛或疼痛到令人
难以忍受的程度，也认为这是正常的。其实，手
法过重，有时反而容易形成皮下瘀血和肌肉损
伤，甚至引起骨折和内脏损伤等。力度的大小应
该由不同肌体的体质和忍耐度来决定。按时有
痛感是正常的，但按完之后应有舒适感和轻松
感。

误区二：越“长”越好
推拿按摩是通过外力的作用，让肌肉形态发

生改变，从而达到放松肌肉的目的。推拿时间过
长，刺激过度，反而容易损伤关节、韧带和软组
织，还会造成神经紧张或神经抑制，削弱人体本
身的活力和抵抗力。

误区三：越“勤”越好
按摩次数并非越多越好，因为神经在过量的

反复刺激下容易产生疲劳，使经络调节能力减
弱，而且对身体进行过度频繁的刺激会使其敏感
度下降，肌体容易产生耐受性，影响治疗和保健
效果。

摘自《家庭医生报》

生活新知

避开按摩三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