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长安：“丝路”商贸第一城
□ 文 /郑 富 林

西 汉 是 我 国 历 史 上 的 辉煌 时

代 ，它 不仅在 中 国 历 史 上 占 有重要
的地位 ，就是在世界历 史 上也有它
光辉的一页 。它开辟 了 世界 东西文
化交流 ，商业贸易大道 ，即闻名于世
的 “丝绸之路”。长安 ，这座世界历史
名城，“丝绸之路 ”的 东方起点 ，是 当
时世界上最大的 商品集散地 。

西 汉 时 ，各 地 商 人 从长 安 奔 向 西
域 ，南洋和远东 ；世 界各地的 商 人 又从
四面 八方来到长安 ，长安因此就成了 一
座 国 际性商业 大都会 。数 以万计 的 “蛮
夷 ”商人 ，住在长安东市南边大街两旁 ，
长安市场上西域商品数量很 多 ，一家出
售西域裘 皮的商店 ，其 中 属于名贵的狐
貂裘 皮就有千余张 。胡商的资本十分雄
厚 ，一家 经营西域毛织品的 商店 ，其富

足程度可比 “千乘王侯之家”，长安市场
上从事与西域等 地 “外商 ”贸 易 的 汉朝
商人 为数也很 多 。当 时不论是从长安出
发 ，远涉到西域的 汉朝商人 ，还是 从西
域奔向长安的胡商 ，他们不少人都是以
各 自 政府的使者名义而活动 ，商队规模
庞大 ，少者百余人 ，多 者数百 多 ；他们携
带的商品 ，往往价值亿万 。商队在 “丝绸
之路 ”上 “相望于道”，络绎不绝 。汉代中
外关 系和中 外贸易的 活跃开展 ，极大地

促进了 长安与西域等 地的物 质 与 文化
交流 。

汉 代长安聚 集 了 各 种 各样的 外域
珍品 ，《汉书 ·西域传》记载：“明珠 、文
甲 、通犀 、翠羽之珍盈于后宫 ，蒲稍 、龙
文 、鱼 目 、汗血之马 充于黄 门 ，钜象 、狮
子 、猛犬 、大 雀之群 食 于 外 囿 。殊方异
物 ，四面而至”。许许 多 多外域贡物和商
品 ，狠受统治者们欣赏喜 爱 。如长安市
场上的西域毛织品 ，武帝时成为皇宫之

内的重要装饰物 。皇帝对外域物品的兴
趣和喜 爱 ，使之在京师广 为 流行 。西汉
中 期 ，身 毒国 用 白 玉 、玛瑙和琉璃制作
了鞍 、勒等马具 ，献给汉武帝 ，于是长安
城中 的达官显贵 ，豪杰 巨富争相购置这
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盛饰马具 。

班固 的 《西都赋》里说：“九真之麟 ，
大宛之马 ，黄支之犀 ，条支之鸟 ”这些来
自 万里之外的殊方异类 ，大开了长安人
们的眼界 ，这些动物成了 中外友好关系

的历 史 见证 ，因而人们把麒麟 、天

马 、犀牛 、鸾 鸟等动物 ，作为 吉祥
的象征 。

外域输入长安 的 各种动物 ，
数量最 多 的是天马 ，天 马在长安
大量落户 ，作为其饲料的西域“苜
蓿 ”在京城郊外大量种植 ，伴随数

以万计西域人来到长安 ，作为他们生活
必需品的葡萄酒原料——葡萄 ，也在长
安开始普遍种植 。在长安郊外离宫别馆
之旁 ，极 目 四望 ，苜蓿遍野 ，葡萄满园 。

产于西域 等 地胡桃 （核桃）、胡 麻
（ 芝麻）、胡豆 （包括蚕豆 、豌豆和绿豆）、
胡 瓜 （黄瓜 ）、胡萎 （香菜）、胡 萝 卜 、花
椒 、葱 、蒜和石榴 等植物也都在汉代传
入长安 ，它们极大地丰富了 中 原人民的
物质生活 。

张
中
行
与
启
功
的
交
情

□
文
/
王
伟
瀛

著 名学者张 中 行先生今年整 90岁 了 。
他作 为随笔大家 出 现在文坛上 ，则是 1984

年 ，那时他 出 版 了 第 一 部随 笔 集 《负 暄琐
话》。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 ，写 出 了 《负暄续
话》、《负暄三话》、《横议集》、《月 旦集》、《说
书集》、《留 梦集》、《观照集》、《说梦 楼谈 屑 》
等 10余部散文随 笔集。75岁 以后 由 著名学
者转为随笔大家 ，并且作品如此之 多 ，可谓
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 。

细心的读者 当 会注意到 ，张 中 行的这些
随笔集 ，除三册《负暄》的封面书名 由 著名书
法家萧劳题外 ，其余集子的书 名都是著名书
法家启功题写 。启功的书法作品如今价值连
城 ，何以张 中 行每出 一本书 ，他能题一次书
名 ？看来两位老先生真有交情 。

启 功先 生 生于 1912年 ，比 张 中 行小 3
岁 ，他是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恭亲王弘昼的
后人 ，北师大教授 ，中 国书法家协会主席。50
多 年 前 ，他们相识于北京的 一家古玩店 中 ，
以后开始密切交往 。当 时 ，启功住鼓楼西前
马厂 ，张 中 行曾写诗述其访后感受：“马厂斋
头拜六如 ，声闻胜读十年书。”1958年 ，启功
被打成 “右派”，“文革 ”中 又遭劫难 ，可张 中
行造访老朋 友依 旧 。启 功诗 、书 、画并称三
绝 ，又是书画鉴定家 。只是近年来他的书名
掩了 诗名 与画名 了 。粉碎 “四 人帮 ”后 ，启功
先生书 法作品价格飞涨 ，卖 了 几十万美元 。
这些钱他分文不要 ，设立了奖学金 。他拒绝
称“启功奖学金”，坚持称 “励耘奖学金”。启
功先生没有子女，20多年 前老伴逝世 ，一直
没续弦 。他的书 法 、文物珍品全都赠给辽宁

博物馆了 。他把整个 身心都投入到 中 国文化事业之 中 。张 中
行说启功：“面团 团 ，嘻嘻哈哈 ，不玩笑不说话”，活画出启功先
生的 形象 。五十年的友情 ，在两位老先生的生命 中 结成闪 光
的珠串 。启功先生的 《启功韵语》、《启功絮语》、《论书绝句》等
大作 ，张 中 行著文评论 ；张中 行新作不断 ，启功为 《负暄续论》
写了 序言 ，为《禅 外 说禅》写了跋语 。张 中 行为人为 己 向启功
“讨 ”得大至牌匾 、小至书签 、中有画卷 、条幅 、对联 、题跋达百
件以上 ，张中 行每出一书启功必题写书名 ，也在情理之中 了 。

张 中 行的 文 ，启功的字 ，并称双绝 。读张 中 行的随 笔集 ，
品文赏字 ，也品味两位老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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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一局作为共和国的第 一支铁
路大型基建企业 ，历经风雨 、艰苦奋
斗 ，走过了 50年的光辉历程。

我是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志
们热情帮助下 ，在一局这个大家庭
中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 （锡伯
族）。1963年 ，我从新疆铁道学院毕
业分到铁一局机筑处 ，先后 当过工
人 、机械技术 员 、翻译 、处 团 委 书
记 、工 程队 队 长 、书 记 、副处 长 ，
1984年调局工会当副主席至今 。我
是新疆伊宁巩留县人 ，父亲在三区
革命时牺牲 ，母亲改嫁 ，我是在叔
叔家里长大的 ，日 子过得很苦 ，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

我刚 分到机筑处二队 当 学 员
时 ，能吃苦 ，听话 ，热情高 ，师傅们都
喜欢我这个少数民族学 员 。那时汉
语讲得不成句 ，写东西常有错别字 ，
师傅们耐心教我 、帮我 ，从开山 、打
眼放炮 、打风钻 、开推土机 ，师傅们

真费了不少心血。
1 966年机筑处从

部队骑兵团转业

分来了少数民族
学员 ，组织上把我
调 到 团 委 工 作 ，

一方面搞团 的工

作 ，另 一方 面 当

翻译 ，任 两 个班
的 班主任 ，负责
培训少数民族新

学 员 ，压 力很大 。
好在组织上调来 3名老工人 ，他们开
车修理样样都会 ，我不懂就问 ，在他
们的帮助下 ，提高很快 ，还协助组织
做少数民族同志思想工作 ，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 ，上下关系处理
得很好 。后来 当 处 团委书记 ，通过成
立青年突击队 ，抓典型 ，培养 55122
台车 ，使这个台车组 3年干了 7年的
任务 ，后来被铁道部命名为全路青年

先进台车组 ，成为一局青年学习 的
榜样。1984年调局工会工作 ，因我
是在基层成长起来的 ，热爱工地生
活 ，能和工人 同志们打成一片 。调
工会的 当 年带队到三处十队抓职
工之家试点 ，几个 月 间 ，在工地与
基层同志同吃 、同住 、同劳动 ，晚上
研究建家工作 ，开座谈会听取职工

的意见 和 要

求 ，在与职工
的 交 谈 中 发

现 了 很 多 工

会要办的事和职工需要办的事 。那
时打隧道洞里水很 多 ，职工穿的胶
鞋都进了水 ，干 8个小时 ，脱下鞋
后发现脚变成白色的 ，我看到后立
即提出建议 ，在基层领导的支持下
建工地烤干室 、洗衣室 。为了职工
吃上热饭菜 ，办起了 洞 口 餐厅 ，开
办了篮球场 、活动室 、图书室 。开展
劳动竞赛和各种娱乐活动 ，职工有

什么事就找工会 ，通过这些年干工
会工作 ，我体会到 当 好一个工会干
部不容易 ，要作的工作太多了 。要干
好工会工作 ，一是理解人 、尊重人 、
关心人。二是干工会工作要有一团
火的热情。三是以身作则 ，做到三勤
（手勤 、嘴勤 、脚勤）。工会就是职工
的家 ，工会干部就是要有热心肠 ，努
力为职工办事 ，用行动去感化职工 ，
从点点滴滴的事中体现党的温暖。

三十七年过去了 ，我和一局共

同成长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 ，组织上
给了我很 多荣誉 ，先后荣获局“三好
青年”、“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工作
者”，获得陕西省总工会优秀工会干
部 、陕西省职工技协先进工作者称
号 。是陕西省总工会九届 、十届代表
大会代表 、委 员 ，中 国工会第十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我的今天 。为党 、为一局工作 ，
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

家长的烦恼
□ 文 /张 建 军

孩子 上托 儿所时 ，我们两 口 子 就想就感
叹 。等到孩子大 点儿了 ，上学 了就不用跟现在
这般天天 围着她转了 ，就能轻松了 。可始料不
及的是 ，孩子真的上学了 ，我们的烦恼也来了 。

先是个每 日 接送问题。孩子上学的学校离
我们家约有两公里远 ，说起来不算远 ，但其
间要过两条交通要道 ，面对洪水般的车流 ，
六七岁 的孩子怎么应付 ，家长也不放心 ，只
好来 回 接送 。问题是学校的作息时间跟我
单位的工作时间差别 太大 ，搞得我要么把
孩子先领到单位上会 儿班 ，再送孩子 上学

校 ，或者先上班再回 家接孩子 。中 午或晚上接
孩子也是烦心 ，弄得人顾此失彼 ，中 午一个半
小时的 午休时间象在打仗一样争分夺秒 。问题
反映到了学校也没 引起重视 ，而我因接送孩子
而在工作时间离岗却屡屡受到领导的批评 ，却
也无奈 ：工作固然重要 ，孩子更加重要啊 ！

再是“哑巴苦 ”说不出 的问题 。现在学生都
减负了这不假 ，课堂练 习 很少 ，下午 只有两节

课 ，自 习 却增加了 ，家庭作业也不多 。而孩子天
性爱玩 ，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完后 ，她是不会 “额
外 ”再去翻动一下书本的 。而学校早已是由 吃
“ 皇粮 ”改成了 “自 收 自 支”，创收是生存 的需
要 ，但他们创收的手段就是变着法子算计学生

家长的腰包 。不是上级不让补课吗 ，明 着 不行
咱来暗的 ：先是全校学生的各种练 习 本规定统
一购买 ，于是低进高出 的作业本一叠叠进了学
生书包 ，家长哪个能说个 “不 ”字？

孩子是家长的希望寄托 ，都是独生子 ，哪
个家长不关心孩子的学 习成绩 。于是老师动了
“ 创收 ”念头 ：每周六上午 补 4节课 ，每 月 向每
个孩子收 “补课 费”80元 ，家长一算 ，这补课费

收得实在有些太高：“平均下来 ，每节课每个孩
子要交 5元 “补课费”，按全班 50名学生计算 ，
仅一上午 ，有效课时不过 3个来小时 ，老师就
从学生 身 上捞走 1000元之 巨 ，如此一 月 仅 4
个半天下来 ，老师的进项竟是 4000元 。

有些家长很迂 回很含蓄地表示补课
费好象贵了 一点点 ，贵得比高三 、比大学
的学生补课费还要高出一大截 。老师便有
了愠色：“这补课是家长同意的 ，你们可都
在“‘同意补课 ”栏里签了 字的 ，现在国家
不让补课 ，老师在家长的要求下才给你们

的孩子补课 ，是 冒 了风险的 ，还不是为娃好 。再

说 ，一个月 才收 80元 ，这点钱你们还在乎吗？！”
家 长 只 好诺诺称是 ，再不敢有 “非 分 ”之

念 ：孩子只要学到知识 ，花点钱咱认了 。可别得
罪老师 ，孩子还在人家手里哩 。再无奈再觉得
不合算也 只能藏在肚子里 。罢！罢！一切的一

切 ，等孩子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走上社会了就
都好了 。但愿 ！

“
失
落
感
”
乱
弹

□ 文 /梅桑榆

大 凡 声 称 自 己 有 失 落 感 者 ，
无 不 曾 经 幸 运 过 ，优越过 ，甚 至 辉

煌过 。失 落 的 感 觉 如 何 ？也 只 有 他

们 自 己 才 有 发 言 权 ，若 是 问 我 等

从 未 幸 运过优 越 过 更 未辉 煌过 的

草 民 那 是 啥 滋 味 ，恐 怕 一 百 人 中

有 九 十 九 个 答 不 上 来 ，即 使 有 我
这 么 个 自 作 聪 明 的 人 能 勉 强 应 对

几 句 ，也是 凭 想 当 然 耳 。

依我 笨 想 ，失 落者 ，丢 失 、跌落

之意 也 ，而 失 落 感 ，大概是 因 荣誉 、

特权 、地位的 丧 失 而 产 生 的 心 理 失

衡 。个 中 滋 味 恐 怕 如 打 翻 五味瓶 ：

嫉妒 有之 ，不 平 有之 ，怨恨有之 ，恋

旧 有 之——故 有 失 落 感 都是 满 腹

牢 骚 ，便是 自 哀 自 怜 ，在 与 别 人发

生 口 角 时 ，还可能 象 阿 Q那样瞪 着
眼吼上 一 句 ：“我 们 先 前——比 你

阔 得 多 啦！你 算是什 么 东 西！”
既 然 失 落 感 是 因 荣 誉 、特 权 、

地位 的 丧 失 而 产 生 的 心 理 失衡 ，那

么 ，哪 一 类 人 爱 发此 感 慨 ，我 们 便

可 以 大 致 加 以 推 断 了 。远 的 不 论 ，

“ 文 革 ”结 束后 ，有 资格体验 失 落 感
的 人 可谓 多 如驴 毛 ，那 些骑在 百 姓

头 上 作威作福 的 造反派领袖 或 打砸抢分子 ，转眼之 间

“ 指 点 江 山 ”的 权利 被剥 夺 了 ，“激扬 文 字 ”的 机会也没
有 了 ，整人 者反被人整 ，训 人者反被人训 ，并且眼 睁睁
看 着 那些被专 政的 牛 鬼蛇神竟纷纷得 以 “出 笼”，享 受
人的 权利 ，怎 能 不 痛 感 “失 落”？还有 那 些 曾 威风凛 凛
进入 中 、小 学 乃 至 高 等 学 府 ，煞 有介事 地领 导起知识
分子 的 文 盲 或 半 文 盲 ，在 失 去 辉 煌 ，回 到 他们 本 来 的

位置之后 ，眼睁睁看 着 当 年 那 些 受 治 于 己 的 “臭 老 九 ”
忽然 间 扬 眉 吐 气 ，失 落 感 恐 怕 也会随之而 生 。

十 年浩劫 结 束 已 久 ，当 年 痛 感 “失 落 ”的 人有的 早
已振作精神 ，在 某一行业 中 有所作 为 ，有的 则 因 “失 落 ”
而 永远沉沦 。但有 失 落 感 者后 继 从未乏人 ：社会重真 才

实 学 ，使那些 一 无所长 ，靠耍嘴皮 胡 混并一度混得 出 人
头地的人有 了 失落感 ；时代人才 辈 出 ，使那些 曾 领一 时

风骚 而 后 再 无 作 为 却 占 着 茅 坑 不 拉屎的 人有 了 失 落
感 ；以 经济建设为 中 心 ，使那些 曾 靠 几篇 文章或 一本小
书 出 尽风头 的 人有 了 失落感……然 而 最能让人产 生失

落感 的 莫过 于官场 中 权力 的 交接 。若是廉洁奉公的人 ，
到 了 退休年龄 ，交 出 了 手 中 的 权柄 ，倒会 觉得 “无 官一
身 轻”，而 有 些人则 是将 乌 纱帽 当 作聚 宝 盆 ，敛起财 来
如韩信将兵 ，多 多 益善 ，结 果是官越做越有瘾 ，一旦失
去权 力 ，不 仅 断 了 财路 ，而 且 从 门 庭若 市 突 然 间 变 得

门 可 罗 雀 ，从 受 人颂 扬 突 然 间 变 得 受人唾 骂 ，这种 失

落 感 乃 是 失魂 落魄之感 ，堪称 “失 落 感 之最”。
我作 为 无啥可失也无 处 可 落 的 旁观者 ，觉得 那 些

因 种 种 原 因 而 产 生 失 落 感 的 人 ，其 实 都 是 心 造 的 烦

恼 。如 果 那 些 因 年 老 而 交 出 权 力 的 人 ，懂得 那 是社会

的 吐故纳 新 ，承认 自 然 规律不 可抗拒 ，他还 失 落什 么 ？

如 果 那些 因 时代 的 荒唐 而 走 红 当 令 ，又 因 时 过境 迁 而

被还其本 来 面 目 的 人 ，懂得 那 不 过是历 史 同 自 己 开 了

一 个玩 笑 ，他还失 落什 么 ？至 于 那 些将乌纱 帽 当 聚 宝

盆 ，敛财 无数而 安然 无恙 、光 荣 下 台 的 人 ，就更 不 该喊

什 么 失 落 ，而 是应 该 为 自 己 未 受 法律的 制 裁 而 阖 家 召

开 庆功 会 了 ！

哑巴卖刀
□ 文 /刘 争 远

星期天在外面转悠的时候 ，看到街道边
围着一堆人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个哑 巴在
卖刀 。哑 巴 低着头 ，只顾用菜刀 一遍又一遍
地削 面前那一片 并不很薄的铁片 ，以显示他
刀 的锋利 。铁屑 纷飞 ，围观的人群发 出 阵阵
赞叹 。

妻子说 ，家 里的 菜刀 不快 了 ，咱们买上
一把吧。于是我们挑好了一把 ，按照哑巴面

前纸片上写的“20元一把”的价格 ，我掏 出 了
一 张 百 元 大 钞

递给他 。他把钱
装进 口 袋 ，又从
另 一 只 口 袋 拿
出 一 沓 钱 来 找
我 ，在 找 给 我
30块钱 之 后 ，

又把剩 下 的 钱装进 了 口 袋 。我想他可能 以
为我给他的是一张 50元钱 ，于是便做手势
向 他说 明 ，让他再找我钱 。哑 巴 直 直地盯
着 我 看 了 好 一 会 ，摇 摇 头 ，用 手 指 了 指
我 ，又 指 了 指 自 己 ，伸 出 一 个 巴 掌 ，意思
是我 只给了 他 50，然 后 又摇摇头 ，表示不
会错的 。

我一时有些懵 ，我记得很清楚 ，早上 出
门 的时候 ，口 袋里装了两张百元的人民 币 ，
怎么 会错呢？我看看哑 巴 ，哑 巴也看着我 。
我向 围 观的群众讲明 了情况 ，希望能得到证
明和支持 ，谁知他们都说没注意我给了 多少

钱 。一位上了 年纪的妇女劝我：“年轻人 ，再
仔细想想 ，是不是记错了 ？哑 巴 怎么会骗人
呢？”我一想也是 ，哑 巴 的刀 这么好 ，生意又
这么好 ，他怎么会骗人吗 ？可是 ，千真万确 ，
我是给 了他一百 元呀 。我只好费尽 口 舌 ，做
了许 多 手势 向 哑 巴 同 时也 向 围 观的人群说
明 ，我给哑 巴 的那张 百元 人 民 币 上有钢笔
水渗上去的痕迹 ，不信可以 拿 出 来看 。围 观
的人 见我这样坚决 ，便有人 支持我 ，让哑 巴

把钱全 拿 出
来 ，看 看到

底有 没 有这
回事 。

哑 巴 看
了 看 人 群 ，
显得 很 无 奈

的样子 ，然后从 口 袋 里把钱掏 出 来 。奇怪 ，
明 明 刚 才装进去 的百元钱硬是没有 ，只有
两张 50元和几张 10元、5元的 ，为了显示
自 己 的 清 白 ，他把所有的 口 袋都翻 了 个底
朝天 。我和妻子都愣 了 ，我们都明 白 自 己被
人宰 了 。周 围 便有人酸溜溜地 甩过一句话
来：“年纪轻轻的 ，连 哑 巴 都想敲诈啊。”

我一下子 火 了 。我惊讶卖刀 人手脚之
利索 ，我愤怒 人们对我的误解 。这时候哑
巴 一脸幸灾 乐祸的样子 ，并有意朝我咧 了
咧嘴 ，似乎在说 ：怎么样 ，没说的 了 ？我怒
火万丈 ，忿忿然收起这把 高价菜刀 ，终于

忍不住狠狠地骂道：“他
妈 的 算我 倒 霉 ，今 天 碰
上鬼了。”

谁 道这 一骂 竟 产 生
了 戏剧性的 效果 ，哑 巴
一 下子跳 了 起来 ，手指
着我的鼻 子 ，大 声叫 道 ：
“嗨 ，你骂谁？！”

秦人秦 韵
□ 文 /王 健

关中农村 ，人们以面食为主 ，一 日 三
餐 ，吃饭都离不开辣子 ，这已成了秦人的
饮食习惯 。人们普遍认为湘人吃辣子凶 ，
他们只是把辣椒 当 作 调味品使用 ，而陕
西人 则是实实在在地把辣椒 当 菜吃 。吃
得嘴都是红的 ，吃出 了秦人那火热 、泼辣
的性格 。那 白 蒸馍加辣子 ，那油泼辣子调
粘面 ，吃得 多 、吃得非常厉害 ，让外地人
感到害怕 。其实 ，陕西人吃辣椒要比湖南
人 、四川人厉害得 多 。

秦椒色红 ，个头尖 ，味极辣 。当 地人
称“线辣子”。秦人的吃法 ，是先把红辣椒
摘去蒂把 ，然后用温火炕干 ，捣成粉状 ，经
过筛罗 ，放上味精 、细盐等 ，最后用较多 滚
烫的菜油一泼 ，就成 了 当 地有名的 “油泼
辣子”。红彤彤 ，油汪汪 ，闻着香 ，吃起辣 。
既用来调面 ，又能夹馍吃 。这种辣子 含有
丰富的脂肪 、蛋 白 质和无机盐 ，具有开 胃 、
增加食欲之功效 ，秦人喜食 。陕西西府眉
县 、渭北耀县一带产的秦椒尤优 。

陕西关中 也是优质产棉区 。在民间 ，
很早就有纺线织布的 习 惯 。改革开放前 ，

土布的确解
决了秦人的

穿 衣 问 题 。

在 关 中 平

原 ，老妪 出
门在外总免
不了给头上戴个帕帕 ，使外地人感到纳闷
和不解 。风大 ，这种头帕很有用 场 。可防

风 、防尘 、擦汗 ，保护人们的皮肤等 。原先 ，
乡 间的头帕用土布做 ，后便是洋布的 。秦
人除“辣子一道菜”，“帕帕头上戴”也算是
一大特点 ，与众不同 。

关 中 土地肥 沃 ，人 口 稠 密 ，所 以 在
住房 上 ，秦人 在讲究实用 的 同 时 ，还 注
重 土地的 节 省 。起先 ，农村 多 盖敞宽 的
大房 ，由 于家大人 多起来 ，负担变重 ，于

是考虑 简 便 实 用 的 样式
来盖 。人们在使用 鞍间房

的基础上得到启 发 ，不够
住时 ，常常 隔墙使 用 ，后
便 创 造 出 间 口 多 的 厦 子
房 ，对称盖 ，间数 多 ，这就

解 决 了 不

够 住 的 难

题 。人们常
说的 “房子

半 边 盖 ”，
实 际 是 秦

人在住房上的聪明使用 。

关 中 的 生存环境总地说比较安稳 ，
相比而言 ，自 然灾害不会给秦地造成比其
它地方更加严重的灾难 。只要种子入土 ，

基本上都会有 多 多少少的收获 ，所以秦人
很少有为生计而进行大规模迁移的 。他们
的生存圈基本上都固定在某一特定的范
围内 ，本 乡 本土 ，祖辈几代人居住在一起 ，
秦 人形成了 固有的生活方式 ，其民风古
朴 ，以农为本 ，男 人很少远行谋生 ，姑娘大

了也不远嫁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姑娘不
对外”。久而久之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亲缘
关系 。为的是相互好照应 ，走动起来方便 ，
通婚圈大都在方圆十华里左右徘徊 。站在
优生学的角度考虑 ，很有些弊端 。可是 ，现
在随着人们交际范围的扩大 ，娃们的婚姻
自主 ，这种习俗已成过去 。

秦人吃饭时 ，手里端的是比盆还要
大的大老碗 ，这就是人们说的 “碗盆难分
开”。人们经常在一起 “老碗会”。谝起来 ，
吹过五关斩六将 ，那蹲功是一般人难以
招架的 。农闲 ，没事又好“晒暖暖”。五马
长枪地闲侃 ，给凳子也不坐 ，又养成 “有
凳不坐蹲起来 ”的 习惯 。随着生活节奏的
加快 ，时间观众的加强 ，这些个习俗 ，有
些也慢慢在消失 。

特
色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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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情趣

□ 文 /杨 军

提起我收集 风景 名 胜门 票 的
历 史 ，还得从二十 年前 当 兵时说起 。
那时 ，我在河西走廊某部文 工 团服
役 。一次去古城张掖演出 的间隙 ，游
览了著 名 的 “张掖大睡佛”。门票上
拍摄的睡佛卧姿面带微笑 ，神态安

详 ，可 当你面对大佛 ，不论从哪个角
度都找不到门票上印制的神态 。出
于好奇 ，我便将它保存下来 ，并由 此
萌发了收集门票的念头 。

二十年来 ，经过不断收集我已拥有各类门
票近千张 ，几乎涉及了全国 东西南北的 众 多风
景点和名胜古迹 。闲暇之余 ，将这些门票分门别
类地整理欣赏 ，真是其乐无穷 。

要想广集门票需持之以恒 ，细水长流 。多年
来 ，为了收集门票 ，偶遇外出的机会我常常省吃
俭用 ，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购齐门票 。有时一天之
内连跑几处风景区是常有的事 ，虽然累了点 ，也
常常因囊中羞涩 ，不惜在景点门 口 向游人索要 ，

或四处寻觅被扔掉的废票 ，虽在
众人面前有些难为情 ，但我却乐
此不疲 。

广 集 门 票 ，可拓 宽 知识面 ，
使您 足不 出 户 便可尽 览 华夏风
采 ，自 然对陶冶情趣 ，扩大心胸 ，
焕发 向 上的精神起到积极的作

用 。小小门票集知识性 、艺术性 、
趣味性于一体 ，还有较高的鉴赏
价值 。我 虽 不 懂 摄 影 也不善 书

法 ，但门票上形态各异的画面和龙飞凤舞的书
法作品 ，仔细品赏一番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

如今 ，我身边又 多 了一个收集门票的爱好
者 。十 岁 的女儿对这些五花八门 、各具特色的门
票同样爱不释手 ，并能一一道出哪张门票是哪
朝哪代的古迹 ，哪处名胜在哪个省份 ，并由 此对
悠久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多年来 ，这种怡然 自 乐的情趣给我的业余
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

维
生
素
摄
入
过
量
有
害

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缺乏任何一
种维生素 ，人体都会 引起疾病 。可是 ，维生素在
人体内的 含量有一定的标准 ，超过了限度则会 引
起维生素中 毒症 。有人 习惯于把维生素药片 当 作
补品 ，长期大量服用 ，这对身体有害无益 。

一般来说 ，缺乏维 生素 A时 ，人 易 患 干眼病 、
夜盲症 、气管炎 、肺炎 、皮 肤干燥症 ，并影 响脑 、脊
髓的发育 ，造成神经麻痹与退化 ，甚至 发 生癌症 。
反之 ，若经常大量服用维生素 A胶 丸或鱼肝鱼 ，则
会 引 起 中 毒 。轻则恶心 、呕吐 、头痛 、视象模糊 ，重
则 出 现毛发干燥 ，脱落和 贫血等症状 。另 外 ，摄入
过 多 的胡萝 卜 素 ，如吃过量的柑桔 、木 瓜 等 ，人体
血液 中 的胡萝 卜 素会过分增高 ，可使皮肤变黄 ，该
病欲称 “柑黄症”。

维 生素 D有 调 节 钙 、磷 代谢 的 作 用 ，可促进
钙 、磷在骨骼中 的沉积 ，防止骨质软化 、佝偻病 、牙
龄脱落与蛀牙等症 。但长期大量服用 维生素 D，会
产生厌食 、恶心 、呕吐 、腹泻 、头痛 、思睡 、多尿 与烦
渴 等症状 ，严重时还会 出 现肾功能减退和高血压
等症 。

维 生素 C可用 于防治坏血病 ，具有增加身体
抵抗 力 ，促进铁的吸收 ，保障正常造血功能 ，使血
脂下降 ，维持心脏机能 ，调节脂肪代谢 ，促使胆 固
醇转化 ，防治动脉硬化 ，预防感 冒 和防治癌症等作
用 。但大 剂量长 久 服 用 ，也 会 引 起恶 心 、呕吐 、腹
痛 、腹泻 、泌尿 系统结石 、糖尿病等 。

另外 ，大量服用维生素 B1，会产生头痛 、烦躁 、
浮肿和神经衰弱等症 。

专家们 认 为 ，除 了 在生病时需要服用 维 生 素药片外 ，正常
人的维生素来源主要是谷类 、蔬菜 、水果 、乳类 、鸡蛋 、瘦 肉和动
物肝脏等 ，经常吃这些食品 ，既安全 ，效果又好 。

（ 叶锋　叶忠孝 ）

文 学 家 与 我 的 集 邮 世 界
□ 文 /谭 贤 邦

我喜爱集邮 ，因 为小小的邮票是一扇通
向丰富 多彩的世界的窗 口 。在这里 ，能领略异
国 的情趣 ，能看到古今的兴衰 ，琴棋书画 、文
物古迹 、茫茫宇宙 、微观世界 ，真是琳琅满 目 ，
美不胜收 。

我更喜爱搜集文学家的题签邮票 ，因为
它把我的 集 邮活动 引 到了 一个 更新的 天地 ，

使我的集邮册别开生面 ，妙趣横生 ，充满
了文学性 、知识性 、哲理性 。

我 的 集 邮 活动是从 10岁 那 年 开 始
的 。尽管经过了 “停课闹革命”、“上 山下 乡
接受再教育 ”等风风雨雨 ，却从未 中断 。
1982年 ，我开始给文学家们写信 ，请他们
为我收藏邮票题词签名 。现在我已保存了
巴金 、夏衍 、丁玲 、阳翰笙 、冰心 、贺敬之 、
萧军 、艾青 、孙犁 、冯牧 、杜鹏程 、王蒙 、王
汶石 、胡采 、陈荒煤 、马烽等 386名文字家
的亲 笔题签邮票卡和来信 。这些题词有的
催人奋发向上 ；有的富于哲理 ，充满睿智 ，
耐人寻味 ，给人启迪 ；有的紧贴卡中 的邮
票 内容 ，使之相映成趣 ；有的歌颂了祖国
的大好河山 ，抒发了 自 己 的爱国热情 ；还
有 的把集 邮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 建
设的内容之一 ，在题签和来信中 表示了极
大的赞赏和支持 。

在收到题签邮票卡的 同时 ，我还收到

了乔羽 、成荫 、刘绍
棠 等 26名 文 学 家
馈赠 的 各 国 邮 票 ，
收到了张友松 、李

瑛 、李霁野等 85名
文 学 家 寄 来 的 照
片。我把这些文学

家的生平和主要作

品加以整理 ，在题

签邮票卡下面一一
注明 ，有照片的配
以照片 ，由 此不仅

极大地丰富了我的
收藏 ，使我的邮集熠熠生辉 ，同时也锻炼和提高
了 自 己接受知识的能力 。自 1983年 以来 ，我在
《人民 日 报》、《工人 日 报》、《青年作家》、《陕西工
人报》等上百家报刊上发表杂文 、散文 、小小说 、
游记等达 2600多篇 ，而这一切 ，是与众 多文学家
的鼓励 、支持和鞭策分不开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