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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书 的 至理名言 中 ，最精辟的大概莫过于 “书籍是人
类进步 的 阶梯”了 。可是 当 人类 沿着这一阶梯踏 上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这一梯级时 ，我们脚下的阶梯竟急剧地倾斜 ，读书似乎
突然成了 没有什么价值 的选择 ，尤其是被喻 为 “早晨八 、九点
钟的太 阳 ”的一代年轻人读书热情骤减 ，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

阶梯上还有多少攀登者
最近一段时期 ，不少报刊林林总 总 的报道给我们敲响 了 警

钟；
中国 青少 年 研 究 中 心对京 、沪 、粤 等 9

个省 、市 、自 治区 的4600多 名城 乡 青年进行
调查 ，发现近40%的青年家 里除课本外基本
无藏书 。

我国 1991年 人 均 购 书 费 用 7元 ，其 中 公
费占 50%，个 人 自 费购 书3.5元 ，按时价折
算合不上0.5美元 。

在农村 ，人们购买书报刊物的 消费还远
远低于这个数字 ，有人对京郊一批比较富裕
的青 年 农 民 调 查 的 结果是 ，除 1名 青 年 买过
两本武侠小说 ，其他人买过几本生 活 、幼 儿
读物外 ，购买其他书籍为零 。

人们藏书不多又极少买书 ，书籍荟萃 的
图书馆状况如何呢？全 国 公共图书馆的购书
费每 年 以500万 元 的 速 度在增长 ；而每年 所
购新 书 却 以100万 册 的 速度在递减 ，有 的 图
书馆甚至没有一分钱 的购书费 。各地图 书馆
文学名著的读者从1989年 的38%、1990年 的
30.5%下 降 到 1991年 的 22%、1992年 的
6%。《红 楼 梦》、《红 与 黑 》等 名 著 无 人
问津 ，被尘封高搁 。

1987年 ，北京图书馆落成时 ，读者络绎

不绝 ，阅 览室 里 、大厅里 、走
廊里到处都是人 ，而1992年读
书总 人 次 164万 ，比 1991年 减
少21万人次 ，年书刊流动册次
1991年 是704万 册，1992年 则
降至370万册 。

《 新华 日 报 》报道说 ，藏
书量排 居 全 国 第 3位 的 南京 图

书馆 人头攒动争办借书证 、排队借书 的 盛况早已成为遥远的 风
景。该馆 的一位副馆长不无感慨地说，“从1983年 至1988年之
间，我们馆年接待读 者最高达60万人次 ，普通借书证持有者达
7万人 ，参考书借书证持有 者也有2万 多 。可现在不 同 了 ，去年
1—9月 份接待读者仅11万人次 ，两 种借书证的持有人数也分别
下降 到1.5万和8000多。”那 末 ，人 们对读 书 到底 为什么 如 此
兴趣锐减呢 ？

为什么离开这诱人 的阶梯

中国 人历来对读书 寄 予深厚 的钟情 ，书 中 自 有 “黄金屋 、
千钟粟”、“颜如玉”，曾 经吸 引 一代一代的读书人 以 “头悬
梁、锥刺股”的拚命精神从书 中 追求前程 。如果说古人仅仅把
读书 作 为 出 人头地的进 身阶梯的 话 ，那末 ，如今我们读书还为
了一 种 更高 层次的追求 ；国家兴旺 、民族强盛离不开 知识的支
撑。可是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 多 人离开 了这诱人 的阶梯呢 ？

这几年 ，商品经济大潮猛烈地冲刷 了 我们这个社会 、荡涤
了许 多 陈腐 的 思想观念 ，却 同时带来 了 一些新的杂质 ，如今有
许多 人对金钱与财富的 膜拜 已 到了 至高 无上 的程度 。不少本该
专心与 书 为伍的人却唯 “海 ”是投 ，一时间 ，什么样的人都能

“ 下海”，什么样 的 “海”都敢下 ，以至大学教授可 以从从容
容卖 馅饼 ，大学生可 以大大 咧 咧摆地摊 。一位和图纸打交道20
多年 的 建筑设计院工程师留 职停薪经商二年 ，房子有了 ，家具
全是 高 档 的 ，一 身 光 鲜 穿 戴令 人 刮 目 相 看 ，用 他 自 己 的 话说
是：“二 十 年 读 书 描 图 家 徒 四 壁 ，二 年 商 海 沉 浮 才 象 个 人
样”，可 最 近 一 笔生意蚀 了 本 ，回 到设计院想重新拿起描图 笔

却没有了 以前的灵感 。
当人们想 的是钱 、谈 的是钱

时，读书似乎便成了一种 多余 。
如今在大街上 、办公室 、地铁 、
公共 汽 车上 ，见面寒 喧便是 “发
了吗？”素不相识的人们凑在一
起也 能 演 出 若 干 关 于 “钱”、

“ 生意”的 活剧来 。在这种氛 围
中，连 大 、中 学生 ，甚至小学生
也“随大 流 ”跃跃欲试 ，某县城
一所 中 学问卷调查学生的理想 ，
47%的 是经商 、当 “大款”。一
位三年级的孩子在此生第一篇作
文里写道：“我长大 了 干什么 ？
象爸 爸那样 ，初 中 毕业就去做生
意，挣大把大把的钱 ，过快活 日
子”——多么可怕 的选择 。

然而 ，正 如 有 人 发 问 的 那
样，商品经济真 的如一只看不见
的手 ，把持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心
理天平吗 ？真如阿基米德那句名
言所说 ，给它一个支 点 ，就能转
动整个地球么 ？显然 ，它不应该

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大 的 力 量 ，如今许 多人不爱读书 ，还有其他
或许是更深刻 的原 因 。我们有必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 ，前几年
社会上溜 口 顺所描述 的 “搞导弹的不如卖 茶叶蛋 的 ”的现象 由
于部分 “搞导弹的”“下海”而稍有改变 ，然而 ，对于那些依
旧恋 恋不舍在阶梯 上攀 登 的 知 识分 子 来说 ，状 况并未 明 显好
转。报载 ，在全 国8000多个体户 百万富翁 中 ，具有初 中 以上文
化程 度 的 只 有21%，而 与 此 同 时 ，却不时 有 教 师 工 资 拿 “白
条”的报道见诸报端 。社会上曾流行过一首按收入水平将社会
成员分成若 干档次的顺 口 溜 ，说 “八等公民是园 丁”，终生都
在读书 教书却只不过是 “八等公民”，如何理直气壮地教育学
生“不好好学 习 是没有前途 的”？曾 闻有一位家长经商的高 中
学生对批评他不用 功的数学老师言称：“老师你数学水平这么
高，能帮忙算一下我不识多少字的父亲和你收入 的 比例吗？”
面对如此情形 ，学生怎样看待读书便可想而知 了 。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读书人想读书却囊 中 羞涩买不起书 ，
“ 大款”们有钱却 “潇洒”玩耍不买书 ，他们动辄 “一顿宴席

几头牛”，进歌舞厅几百元一张票满不在乎 ，点一支歌可 以抛
出数万元，“千金散尽还复来”，乐此不疲 。虽然 “大款”花
的是 自 己 的钱 ，却把整个社会的 消 费 引 向 了歧途 ，台湾 《中 国
时报 》载 文 指 出 大陆 居 民 消 费 呈现 四 大 新 潮 流 ；花钱 买 舒服
——以空 调 为代表 的家 电 设备 系 列 ；花钱买空 间——电话机为
代表 的 通讯 系 列 ；花 钱 买 时 间——以 出 租 车 为 代 表 的 服 务 系
列；花钱买享受——以化妆品为代表的 高档文化消 费 。随着观
念更新 、经济发展 ，追求高新消 费本属正常 ，然而 ，在 国 民个
人平均仅花3.5元买 书 的 情况下 ，我们的 追 求未 免 显得畸形 、
浅薄 。几年前 ，当 城 乡 兴起组合家具热的时候 ，便有人发难 ，

“ 组合家具 中 为什么独无书橱？”却犹如 泥牛入海 ，如今一切
依旧 。

我们需要坚实 的阶梯
中华 民 族 在奋 力 崛起 。然而 ，不容我们 忽视的 制 约 因 素在

发出 警告 ；我 国 有2.8亿文 盲 、半文盲 ，几乎 占 人 口 总数的 1/4，
相当 于世界相应数字 的32%；在最新 的 世界人 口 素 质综合评分
中，中 国 只得 了23分 ；近 年 来 ，全 国 有超过4000万 的 中 小学 生辍
学流入社会 ，而十数年后 ，他们将是这个社会建设者队伍的 重要
组成部分 。要在这样的基础 上 ，塑造一个 强 大的社会主 义 现代
化强 国 ，我们面对的 困难是不言而喻 的 。

江泽民 同志曾指 出 ：今后世界的 竞争“最主要 的是知识力 量
的竞 争。”对于我们来说 ，抓住 当 前机遇发展 经 济 ，提高 人 民 生
活水平 自 然是 当 务之急 ，但是 ，如果 以抛弃或忽视文化教育作为
代价 ，精神 消 费过低 ，全 民 “读书 ”长期处于低温状态 ，势必阻滞
全民素质的提高 ，影 响生产 力 的发展 ，进而影 响人 民 消费水平和
质量 ，陷入恶性循环之 中 ，我们将难 以咽 下这只苦果 。

《 经 济 晚 报 》最近 报 道 了 陕西 渭 北 秦椒加 工 厂 的 一件新 鲜
事；针对职工 大 多 是附近 乡 镇农家子 弟 ，不少人文化水平低 ，甚
至是文 盲 ，半文盲 ，妨碍了 企业进一步发展 的现状 ，规定职工 上
班都要交作业 ，每周写三则 日 记 ，每 月 要读一本书 。考核结果与
职工收入 直 接挂钩 ，合格 者 才能拿到 占 全 月 工 资15%的浮动工
资，做作业做 出 了 新观念 、新风 尚 ，做 出 了 职工新 的 精神 风貌 。
读罢这则报道 ，不 由 精神 为之一振 ，我们这个 国 度不乏远见卓识
之士 ，要有 优 秀 的 文化传统 ，只 要走 出 短视 的 怪 圈 ，我们就一定
能踏着坚实的人类进步阶梯 ，创造空 前辉煌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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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王美兰到苏联治病之后 ，贺子珍才开始对江青有一点了
解。王美兰来延安前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 ，她的丈夫李六如是
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 ，她对贺子珍介绍 说 ，江青是从上海来的
电影演员 。但是她很讨人嫌 。

“ 江青什么时候同毛主席拉上关系的？”贺子珍小心翼翼地
问。王美兰回答说 ：“1938年5月 毛主席在马列学院礼堂讲《论持
久战》，江青在鲁艺学 习 已经完了 ，正在等待汽车离开延安 ，她听
了毛主席的报告 ，提出很多问题要主席讨论 ，常往主席的窑洞跑 ，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但是我上路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
还没有公开和确定 ，我还想呢 ，到苏联见到贺子珍 ，要动员她马上
回去 ，否则江青就要插进来了。”

贺子珍苦笑地摇摇头 ，说 ：“已经晚了 ，在《真理报 》上 ，江青
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 你 当 时就不该走 ，怎么劝你也不听。”王美兰埋怨贺子珍
说。“是呀 ，我 当 时太任性 ，太不懂事了 ，我早就后悔了 。唉 ，一
个人得到的东西不觉得可贵 ，只有在失去以后才会觉出它的份量
来，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情。”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 ，在苏联学习 和治病的 中 国 同志 ，
纷纷整装 回 国 ，这时一封以洛甫名义签发的 电报发到莫斯科 ，电
文上写道 ：“刘英 （洛 甫 的爱人），蔡树藩回 国 ，贺子珍留苏。”当
时担任共产 国 际东方部部长的任弼时拿到 电报 ，不禁心里一震 ：
为什么不让贺子珍回 国 ？是不是因为江青的缘故 ？一些看
过电文的同志也马上联想到江青 ，因为大家都知道江青与
康生的密切关系 ，而 当 时康生正担任中 央组织委 员会的领
导职务 。

“ 西瓜诗 ”的风波
1949年4月 ，娇娇从贺子珍的 身边来到毛泽东 的家 以

后，每年寒假 ，毛泽东都打发娇娇去上海探望贺子珍 。当娇
娇返回北京时 ，贺子珍总备上两份礼 ，一份送江青 ，一份送
李讷 。娇娇不明 白 ，问妈妈说 ：“您没见过她们 ，不认识她
们，为什么要给她们送礼？”贺子珍回答说 ：“我希望她们一
家和和美美 ，幸福快乐。”

江青可就没有这个肚量了 ，她看到来往于毛泽东与贺
子珍之间的娇娇成了他们之间沟通信息的桥梁 ，很不满意 ，
特别是贺子珍生病时 ，毛泽东送医送药 ，关怀备至 ，江青更
是酸溜溜的 。有一天 ，她终于抓住了一根稻草 ，大闹了一次
中南海 。

事情从一幅西瓜画引起 ，喜欢画画的娇娇有一次在课
堂作业时 ，用水彩画了一幅西瓜画 ，右边是一个圆 圆的大西
瓜，鲜嫩可爱 ；左边是一块切开的三角形西瓜 ，鲜红的瓜瓤 ，
点缀着几粒黑色的瓜籽 ，老师给这幅 自 选题材的西瓜画打
了5分 ，娇娇高兴极了 ，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还将这幅画装进
信封里 ，寄给妈妈 。

贺子珍收到这幅画 ，情绪激动 ，联想翩翩 ，她不把这幅
画看作是小孩子的随手之作 ，而是毛泽东一家与她 自 己处
境的写照 。她学过一点古文 ，跟随毛泽东后又学了一点诗
词格律 。写过一些诗 ，可惜都没有留存下来 。这次 ，她提笔
写了 一首西瓜诗述 怀 ，寄到北京 。这封信落到江青 的手
里。江青对着娇娇大喊大叫 ：

“你用西瓜画拉什么线 ，搞什么名堂 ？你妈拿你画的一
幅西瓜画 ，写了一首西瓜诗 。用来讽刺我 ，骂我 ，我岂能咽下这 口
气，我 已经将这事报告了 中 央 ，让组织来处理这件事 ，处分你妈
妈。你以后不要来往穿线 ，上窜下跳。”

至于江青为这首诗怎样同毛泽东争吵 ，她又怎样到中办去告
状，就不得而知了 。人们只是看到 ，毛泽东通过娇娇与贺子珍的
联系并没有受阻 ，中南海内依旧风平浪静 。

成了江青的心腹之患
以后 ，江青只要有机会就诋毁贺子珍 ，她说贺子珍的坏话 ，主

要有两条 ：
一是贺子珍不干工作 ，“在井冈山就是看看报纸 ，在延安什么

都不干。”她抹煞了贺子珍在大革命时期在永新县做过的大量工
作，她为创建井冈 山 革命根据地也作过贡献 ，剪报是组织上交给
她的任务 。

第二条是 ，“不干工作要享受 。她长征是坐了主席的担架 ，
骑了主席的马走过来的。”“现在在上海一个人住了那么大的房
子，不工作 ，得到很多照顾 ，影响不好。”这是对贺子珍的诬蔑 。
贺子珍在1934年随同红一方面军转移时是怀着身孕上路的 。她
不愿意受到特殊的照顾 ，是瞒着大家同休养连的女同志一起徒步
行军 ，并担任政治战士的工作 ，只有在她分娩的时候 ，特别是她被
弹片炸伤 ，几乎死去的时候 ，她才坐上担架 。

贺子珍是一个严于律己 的人 ，从来不搞特殊 。她刚到上海
时，只住一间小房子 ，同侄女们挤在一起 ，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
是娇娇看不过 ，报告了 中办 ，才搬到湖南路招待所去 。至于贺子
珍解放后没有工作 ，则是江青一手造成的 。贺子珍定居上海后 ，
多次去市委要求分配工作 ，市委都不肯安排 。以后贺子珍才知
道，这是江青通过她在上海的心腹 ，有意不让贺子珍出来工作 ，怕
贺子珍的露面对她产生不利的影响 。

江青说 了 贺子珍很 多坏话 ，但她不得不承
认：“毛主席 同贺子珍分手了 ，他们之间的感情
并没有破裂。”毛泽东对贺子珍的一往情深 ，使
江青又嫉又恨 ，这是她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 。

江青是个唯我独尊 、心胸狭窄的女人。“文
化革命 ”中 她的地位青云直上 ，大权在握 ，她要
向贺子珍下毒手了 。

有一天 ，她把陈伯达召 了来 。对他说 ：“贺
子珍在上海住着 ，政治影响不好 ，你请示一下主
席，把她迁到西北去。”

并叮嘱 ：“你向主席报告 ，不必说 出这是我
的意见。”她心里有鬼 ，不敢出头露面 。

毛泽东一听说要把贺子珍弄到西北去 ，就
知道是江青的馊主意 ，慑于毛泽东的威力 ，江青
不敢贸然行动 ，但她绝不肯放过贺子珍 ，她通过
上海的喽罗 ，在贺子珍的住所前后布置便衣 ，要
是有他们认为是陌生的人走近 ，就带走 ，盘问后
是外地的逐出上海 。

“ 文革 ”结束 以后 ，贺子珍才知道 ，她的“保
卫”工作竟是徐景贤亲 自 布置的 ，理 由 是“防政
治扩散”，她成了被软禁的一个人 。

在青岛的 日 子
贺子珍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接触 ，但

都密切地注视着对方。70年代 ，有一年夏
天，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来到青岛度假 ，江
青利用这个机会想在贺子珍面前摆威风 。

按照贺子珍的级别 ，她每年夏天可以
外出 度假 ，有时娇娇陪伴她 。这一年 ，娇
娇同孔令华带着宁宁陪妈妈在青岛休假 。
这是贺子珍一年 中最欢乐的时刻了 ，她可
以同女儿 、女婿和外孙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
乐。这天贺子珍正在招待所逗宁宁玩 ，屋
里的 电话铃响了 ，娇娇过去接电话 ，娇娇一
听，电话里是江青的声音 ：“你们为什么要
到青岛来？”

“ 你今天晚上到我这里来 ，陪我去看
样板戏。”江青挂断了 电话 。

贺子珍正坐在阳台上 ，问娇娇 ：“这是
谁的电话？”

“ 是一个 同学打来 的。”娇娇不愿妈
妈知道江青也到了青岛 ，毁坏她的情绪 ，就
撒了 一个谎 。她说 ：“我今天晚上要陪这
个同学去看戏呢。”

贺子珍信以为真 ，没再说什么 。
晚上 ，娇娇来到江青的住所 ，这里 比

贺子珍居住的招待所豪华多 了 ，江青面对
海洋 ，在一张高背安乐椅上坐着 ，身着落地
长裙 ，像一个贵妇人 ，她见娇娇进来 ，只抬
一个眼皮 ，说 ：

“你妈妈身体怎样？还发疯吗？”
娇娇觉得 江青 的 话刺耳 ，心 里不舒

服，但她不愿意激化矛盾 。只用平淡的语调 回
答说 ：“她身体好一点。”“她什么工作都不干 ，
每年还要疗养。”江青又发泄着她的不满 。

娇娇沉默着 ，并不搭话 。
江青又说 ：“宁宁也在青岛 ？你明天把他送

到我这儿来 ，我要同他玩玩。”
娇娇说 ，“我妈不知道您在这里 ，宁宁要上

您这儿来了 ，他回去要说的 ，就不好办了。”
“ 为什么不让你妈知道我在这里 ？你怕什

么？你倒是挺为你妈着想的啊 ！可我一定要让
宁宁过来 ，明天就把他送过来。”江青的话斩钉
截铁 ，不容讨论 ，她站起来说 ：“现在我们走吧 ，
去看戏。”

这一夜 ，娇娇哪有心思看戏 ，她在琢磨着怎
样圆这个场 ，不让妈妈知道这件事 ，以免影响她的情绪 。

娇娇晚上回到招待所 ，同孔令华商量了一个主意 ，孔令华带
宁宁去见江青 。娇娇说 ：“我估计江青同宁宁玩不了两天就腻味
了，不能再让宁宁回来了 ，到时你就把宁宁带回北京吧。”孔 令华
同意了 。

于是娇娇 在贺子珍面 前 撒个 谎 ：“我 的 同 学 要 接 宁 宁 去
住几天 ，让他爸爸陪他去玩吧？”

贺子珍感 到疑惑 ，问 ：“你 的 同学是什么 人物？她要你陪
她看戏你就去 ，她要接 宁 宁你就送？”

娇娇掩 饰 说 ：“她 不 是什么 人 物 ，同 我关 系 特 别 好 ，她是
看着 宁 宁 长大 的 ，特别 喜欢他。”

贺子珍不再说什么 ，娇娇陪着孔令华和 宁 宁一起走 了 。
江青要接 宁 宁 来 住不过 是想 制 造 事 端 ，摆 摆 她 的 威风

要贺 子 珍难堪 ，她 对 宁 宁 并 没 有 什 么 感 情 。宁 宁 也 不 喜 欢
她。江青 同他呆 了 半天就厌倦了 ，说 ：“你们把他带走吧。”

娇娇 说：“今 天 走 不 了 了 ，要 走 也 得 等 到 明 天 ，我 要 去买
火车票把他们送 回 北京去。”

江青 恶 狠 狠 地 盯 着 娇 娇 ，说：“那 就随 你 的 便。”她 转 身
回自 己 的屋里去了 。

娇娇 同 丈 夫 、儿 子 在 江 青 的 住所里住 了 一夜 ，待 到 第 二
天父子俩上了 火车 ，才 回 到贺子珍的 身边 。

在娇娇 一 家 走 了 之后 ，原 来 高 高 兴兴 的 贺 子珍变得怅
然若 失 。特别 是 听 到娇 娇说 ，孔令华 与 宁 宁 有 急事 已 经 回
北京 了 ，更 是 情 绪 低 沉 。她 怀疑娇 娇 瞒 了 她什 么 ，这 个假
期过得特 别 不愉快 ，娇 娇 事 后 无 奈地说：“我 知 道妈 妈 不
满意 ，可是我 没 有 别 的 办 法 可 想 。要 是让妈 妈 知 道是江青
有意 捣 鬼 ，同 她过 不 去 ，她会 更 生 气 ，弄 不好 又 要 生 病 ，
我更 对不起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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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 养 保 健 品 ，家 家
都流 行

有一 种 说 法：“早 上 吃
摊点 ，中 午 吃 食 堂 ，晚 餐 大
改善 ，周 末 上 厅 堂。”不 难
看出 这 是 针 对 城 市 人 而 言
的。然 而 ，就 在 城 乡 人 们 解
决了 温 饱 问 题 之 后 ，营 养 保
健品 便 走 进 了 寻 常 百 姓 家 。
青年 父 母 们 迫 不 及 待 地 给

“ 小 皇 帝”买 回 各 种 口 服
液，恨 不 得 立 竿 见 影 ，使 孩
子们 成 为 “神 童”。品 种 繁
多的 “抗 癌”、“滋 阴”、

“ 壮 阳”、“健 胃 ”的
×××口 服 液 大 有 市 场 ，一
些病 人 或 家 属 兴 冲 冲 地 请 回
了“大 救 星”，数 百 元 在 所
不惜 。某 大 城 市 的 一 些 饭 店
还推 出 中 药 大 补 食 品 ，红 的
白的 一 大 锅 ，炖 在 一 起 诱 惑
着许 多 人 。随 着 消 费 者 日 益
增多 ，给 营 养 品 市 场 带 来 空
前的 繁 荣 。据 报 载 ：目 前 ，
上海 市 有 1000多 种 营 养 保 健
品在 接 受 消 费 者 的 挑 选 。

据有 关 专 家 鉴 定 和 分
析，许 多 保 健 品 “药”不 对

“ 症”，并 非 对 人 人 都 有 作
用，加 之 假 冒 伪 劣 产 品 充 斥
市场 ，选 购 保 健 品 要 慎 重 认
定。据 某 县 技 术 监 督 局 和 卫
生部 门 统 计 ，近 两 年 来 ，该
县境 内 查 获 “娃 哈 哈”、

“ 人 参 蜂 王 浆 ”等 假 冒 伪 劣
产品 达 120多 万 件 。

二、营 养 保 健 品 ，广 告
真热 闹

曾几 何 时 ，中 国 的 报
刊、电 视 、电 台 等 宣 传 工 具
都在 宣 传 营 养 保 健 品 ，其 规
模之 大 ，用 语 之 精 良 ，的 确
扣人 心 弦 。

一种 据 称 能 抗 癌 防 癌
的×××口 服 液 的 广 告 词
是：“抒 写 了 一 代 生 命 的 奇
迹”；一 些 “后 来 者”为 了

抢占 市 场 ，在 广 告 上 大 作 文
章，或 日：“宫 廷 保 健 验 方
之瑰 宝”，或 者 说 是：“最
新现 代 科 技 的 结 晶”；这 些
保健 品 的 功 能 就 更 丰 富 了 ；
治疗 癌 症 ；防 治 各 种 疾 病 和
健身 ；抗 衰 老 保 青 春 ；增
白、美 容 ……反 正 ，这 些 东
西总 是 合 你 的 口 味 ，你 想 什
么，就 有 什 么 ，如 若 不 信 ，
请诸 位 留 意 广 告 。

1991年 ，名 噪 一 时 的
×××口 服 液 的 广 告 说 能 防
癌抗 癌 ，一 时 间 ，顾 客 盈
门，有 买 给 家 人 滋 补 身 体
的，有 的 买 了 作 为 厚 礼 送 人
的……人 人 都 在 等 待 口 服 液
见奇 效 。谁 知 道 ，一 些 癌 症
病人 服 下 后 ，未 见 有 啥 动
静，仍 然 去 了 “西 天”。后
来有 专 家 鉴 定 ，这 种 口 服 液
内含 成 分 只 不 过 是 从 发 酵 豆
腐渣 中 提 取 的 类 似 维 生 素 B
的物 质 ，对 慢 性 萎 缩 性 胃 病
有一 定 疗 效 ，可 广 告 上 却 说
成能 “抗 癌 防 癌”，岂 有 此
理！

三、营 养 保 健 品 ：假 货
或歪 货

长期 以 来 ，国 入 以 温 饱
为乐 事 ，而 对 于 营 养 的 研 究
尚处 于 初 级 阶 段 ，况 且 大 多
数人 基 本 的 营 养 知 识 都 没
有，给 “营 养 品”的 出 现 提
供了 良 好 的 “契 机”。五 花
八门 的 营 养 品 纷 纷 上 市 ，令
人目 不 暇 接 ，甚 至 上 当 受
骗。

据报 载 ，一 些 不 法 分 子
用开 水 加 糖 精 和 工 业 色 素 的
办法 ，生 产 出 了 大 批 “人 参
蜂王 浆”。城 里 不 敢 卖 ，就
拉往 各 地 农 村 集 市 上 公 开 低
价出 售 ，从 中 牟 取 暴 利 。更
有甚 者 ，在 一 些 城 市 ，有 人
在公 然 收 购 “茅 台”、“五
粮液”酒 瓶 的 同 时 ，还 四 处

收购 “太
阳神”空
瓶，用 它
灌装 假
冒的 “太
阳神”口
服液 坑
害消 费
者。除
此之 外 ，
假冒 “娃
哈哈”、
“ 青 春
宝”等 营
养液 也
“ 冲”进

了市
场。

1992年 7月 13日 《中 国
消费 者 报 》有 消 息 说——

浙江 省 药 品 检 验 所 派 员
到黄 岩 市 、温 岭 县 、苍 南 县
市场 共 抽 查 人 参 口 服 液 39种
42批 ，竟 然 都 未 检 出 人 参 或
西洋 参 成 分 。

《 文 汇 报 》也 曾 报 道 ：
… …有 64%的 保 健 品 凭 着 广
告的 媒 介 走 进 市 场 。在 一 次
抽样 调 查 中 ，仅 2%的 保 健
品具 有 广 告 上 所 说 的 部 分 疗
效。

某女 士 怀 孕 后 ，到 医 院
一检 验 ，血 色 素 偏 低 ，花 了
数百 元 买 了 10瓶 某 口 服 液 服
下后 ，去 医 院 一 验 血 ，血 色
素一 点 也 未 升 上 来 。

此例 还 不 算 狠 ，只 是 没
什么 效 果 而 已 ，殊 不 知 ，下
面例 子 的 “效 果”就 更 “突
出”了 。

安微 省 某 市 女 青 年 陈 某
因饮 用 高 级 蜂 皇 浆 口 服 液
时，瓶 管 发 生 爆 炸 ，致 使 原
视力 1.5的 右 眼 几 乎 失 明 ，
剩下 的 几 支 ，经 人 戴 头 盔 手
套划 割 ，无 一 不 炸 。据 查 ，
该产 品 标 的 是 某 中 外 合 资 滋

补品 厂 生 产 ，实 际 出 自 一 个
乡办 企 业 。其 爆 炸 原 因 是 ：
由于 生 产 时 灭 菌 不 良 ，致 使
发酵 产 生 大 量 气 体 ，瓶 内 压
力增 大 ，用 机 械 力 开 瓶 时 ，
使瓶 内 局 部 压 力 增 大 而 引 起
爆炸 。

营养 品 不 “营 养”不
说，还 发 生 爆 炸 事 件 ，令 消
费者 胃 口 大 减 。

四、营 养 保 健 品 ，别 误
了孩子

时下 ，许 多 年 轻 的 父 母
拿出 钱 来 为 自 己 的 儿 子 “添
食”，孩 子 的 成 长 速 度 似 乎
很快 ，哪 里 知 道 ，有 许 多 营
养品 含 有 激 素 ，可 致 孩 子 早
熟。据 有 关 医 务 人 员 对 北
京、南 京 、广 州 等 10多 个 大
城市 调 查 表 明：10岁 以 下 的
儿童 服 用 各 类 营 养 液 者 占 总
数的 83%，其 后 果 则 “泾 渭
分明”，有 的 成 了 “豆 芽
菜”，有 的 成 了 “胖 冬
瓜”。

某口 服 液 名 声 显 赫 ，一
经广 告 便 引 来 了 无 数 消 费
者。经 临 床 证 明 ，它 对 小 儿
贫血 、慢 性 胃 炎 、小 儿 免 疫
力低 下 虽 有 一 定 的 辅 助 疗
效，却 不 象 广 告 中 说 的 那 么
神奇 无 比 。

专家 们 在 忧 虑 ：一 些
“健”字 号 口 服 液 含 有 一 定

量的 性 激 素 ，导 致 儿 童 性 早
熟。上 海 市 第 二 医 科 大 学 观
察的 16例 早 熟 儿 童 ，发 现 他
们病 前 曾 大 量 服 用 过 “健 ”
字号 口 服 液 。

著名 儿 科 保 健 专 家 冯 泽
康教 授 指 出 ：要 宣 传 科 学 育
儿知 识 ，让 广 大 父 母 都 懂 得
儿童 需 要 的 是 足 够 的 饮 食 ，

平衡 的 饮 食 。
五、营养品市场 ，打假治劣
曾在 80年 代 ，我 国 就

刮起 过 一 股 “氨 基 酸”之
风，有 许 多 人 争 先 恐 后 地
服用 了 大 量 的 氨 基 酸 粉 或
片剂 ，结 果 是 ：恶 心 呕 吐 ，
食欲 大 减 ，精 神 萎 靡 等 。最
近，市 场 上 又 出 现 了 “天 然
氨基 酸 口 服 液”，用 的 是 食
品标 准 而 不 是 药 品 标 准
……。

营养 品 市 场 的 混 乱 状 况
令人 担 忧 ，并 已 引 起 了 有
关部 门 的 重 视 。国 家 卫 生
部长 陈 敏 章 在 一 次 全 国 性
会议 上 强 调 ，要 慎 重 发 展
保健 营 养 品 。中 华 医 学 会
各专 科 主 任 及 数 十 名 专
家，经 过 慎 重 讨 论 后 ，毅 然
联名 向 本 届 人 大 提 案 建 议
加强 保 健 用 品 市 场 管 理 。
并大 声 呼 吁——打 假 治 劣 ！

某县 技 术 监 督 局 在 一
次假 冒 伪 劣 产 品 展 览 会 上 ，
展览 出 假 冒 伪 劣 的 “娃 哈
哈”、“人 参 蜂 王 浆 ”等 10余
种口 服 液 ，令 观 众 痛 恨 不
已。

质量 万 里 行 的 大 旗 帜

猎猎 ，打 假 治 劣 的 号 角 响 彻

神州 ，已 经 敲 响 了 营 养 保 健

品生 产 厂 家 的 质 量 警 钟 。

然而 ，禁 止 假 冒 伪 劣 营 养 品

绝不 是 哪 个 部 门 的 事 业 ，它

需要 全 社 会 的 支 持 和 关 怀 ，

对触 犯 刑 律 者 要 绳 之 以

法。各 级 技 术 监 督 部 门 和

卫生 部 门 应 广 泛 开 展 营 养

品知 识 的 宣 传 教 育 ，使 之 能

鉴别 真 伪 ，让 真 正 的 营 养 品

回到 我 们 的 生 活 中 来 。

“ 长 城 楼 ”感 叹 调
文·图 /陈 晓林

“ 长 城 公 司 ”取 缔 久 ；
此地犹 余 “长 城 楼”；
集资 虽 已 成 泡 影 ，
行人 止 步 思 悠 悠 。
去年 年 初 ，首 都 国

家机 关 依 法 取 缔 了 以 集
资为 名 进 行 欺 骗 犯 罪 活
动的 北 京 长 城 机 电 科 技
产业 公 司 ，该 公 司 设 在
西安 的 分 公 司 （见 图 ）
也被 依 法 取 缔 ，这 座 坐
落于 西 安 市 西 郊 丰 镐 东
路的 “长 城 楼”，成 了
一部 教 育 人 们 遵 纪 守 法
进行 经 济 活 动 的 反 面 教
材。近 闻 “长 城 楼”的
产权 已 归 属 于 当 地 一 家
国有 单 位 ，然 昔 日 旧 貌
尚未 及 改 变 ，特 留 此 照
以志 “纪 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