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是因为阅读了骆宾王 《咏鹅》
的诗篇，也许是因为倾听了王羲之爱鹅
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在动物园观赏了天
鹅游水，也许是因为在江南水乡目睹了
鹅居鸭群……总之，它使我一个西北汉

子喜欢上了鹅这种动物，还购买了一件
形神俱佳的鹅样根雕品予以收藏。今
天，我将它呈现予报刋，同读者共赏
析。

这件作品鹅姿态得意游水，似自在
产卵。神韵自然、尊贵、高雅、自信、
沉稳、平实。鹅体材质为紫薇花木，底
座为黄栌硬木。从工艺上讲，只在头顶
上和嘴部削过几刀，点了眼睛，在翅膀
长羽处动过几刀。

购买这件藏品是2002年的事。中国
科普研究所在湖北省襄樊市举办全国第
二批科普示范县经验交流会，还请了中
国社会科学院著名三农问题学者、专家
陆学艺研究员作专题报告。会后我们坐
车到隆中诸葛亮故居瞻观。一进院子，
冷冷清清，所有的房舍全闭锁着，沒有
游人。转到后院，只見几个农民模样的
人，翻动一堆木柴，有树根、树疙瘩、
树枝杈。在房廊下摆放着一些根雕作
品，有人招呼我们过去看看，并推介我
们选购。

我瞅了好一会，在鹅形的这件根雕
前眼睛一亮，打动了我的心。经过讨
价，花 500 元购买了。随行的同事说还
可以往下砍价，我说扶助一下农民吧，

他们辛苦，挣点钱也不容易，我也留个
念想。沒料想，我还沒回到北京，陆学
艺所长已将此事当做笑谈传给了我的家
人。

根雕属于木雕范畴。但与严格意义
上的木雕又有很大区别。主要有两点:一
是选材。根雕只选择奇特有使用价值的
树根、树瘤、树杈等。世界上沒有完全
相同的两块石头，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两
个完全一样的树根、树瘤、树杈。所
以，根雕作品具有唯一性。而木雕作品
是可以尽力按需复制的。二是作品关注
重点有别。木雕在意精雕细刻、栩栩如
生，高大全美；根雕在乎形似韵神、粗
犷情趣、平实可人。

根雕作品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
亲近自然，亲近平民。根雕作品主要用
途在于摆设。因此，要按自己家室的需
求实际选购。但它又不是一般家什，有
可遇不可求的特性。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

人人都有第六感
不要过度迷信预感
要理性看待直觉
心理学原理——
第六感是人类除了听觉、视

觉、嗅觉、触觉、味觉外的“超
感官知觉”，又称“预感”，通俗
地说就是“直觉”。它是常人的感
官天生功能，每个人都与生俱来
具有第六感！第六感是人类通过
前五觉的刺激，反应给大脑某个
未知细胞或器官所体现出来心理
感觉。目前，第六感对于人类来
说还属于比较陌生的认知领域。

东子解析——
关于第六感，现代心理学将

研究重点放到了意识的深层。意
识有明确的内涵，而潜意识则是
一个集合的笼统界定。所以，第
六感不是意识范畴内的事物，应
属于潜意识。

人们在正常的心理活动中，
总会有一些对未来未知事物的感
知，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预感。
好像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可又
有些表述不清，因为这种意识有
些迷糊。

比如有时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的时候，还没有实施，就有亲友
会说：“干吧！这事保证成！”你
要问他为什么，对方也说不清
楚，或者干脆来一句“第六感告
诉我的。”同样是这件事，也会有
亲友说：“我感觉不妥当，还是别
干了！”追问其详，回答如出一
辙。谁都说不出个子午卯酉，但
就是有各自的一种预感。

在中国，有一句流传了很久
的俗语“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指的是用左右眼的神经运动来预
示凶吉。其实，这种眼皮跳在医
学中就是眼睑痉挛，若偶发不治
可自愈。但很多人依然认为这是
一种凶吉征兆，有着不祥或喜福
的预感。

眼皮跳的这种预感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的。假如应验了，也只是碰巧。因为人的一生
不会只有一次眼皮跳，这次“应验”了，下一
次可能就“失效”了。但有的人哪怕十次之中
有一次应验，他就会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人崇尚迷信，抱着“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来笃定自己的认识。所以，
第六感往往被一些算命的人借此利用搞迷信活
动。当然，如果第六感是积极的美好的，也会
给人们带来某种期待。

无论直觉是否准确，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不
吉利的，我们都要客观理性来面对。努力过好
当下，就会越来越好。越努力，才能越幸运！

（作者系著名心理学者、畅销书作家、原浙
江电台“东子心理热线”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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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饭 菜 少 了 小 份 菜 多 了
——餐饮业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观察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记者在
武汉、广州、上海、成都等地的餐厅调查
发现，适量点餐、不剩菜、不剩饭正成为
大部分市民的自觉行为。同时，餐饮行业
也在加快推广“光盘行动”，引导顾客文明
就餐、理性消费。

“勤俭节约利国利民，传承美德呼唤更
多创新。”12日中午，在武汉徐东大街儒家
牛肉面馆，正准备点餐的市民饶煜刚告诉
记者，过去一个人出门吃饭，点两个菜不
够丰富，三个菜又吃不完，商家适时推出
半份菜和小份菜，就能让客人多些选择和
实惠。

记者走访武汉多家餐厅看到，小碗
菜、半份菜、配备打包盒等已经成为各餐
厅的标配，按需点餐、少量多样也是消费

者的自发行为。在武汉小蓝鲸酒店，2013
年至今一直提供免费打包盒，所有餐品都
可以提供半份或小份点餐选择；在群星城
海底捞火锅店，服务员主动提醒有半份
菜、四宫格锅底可供选择，建议客人多选
品种、少点先吃、不够再加……

中午饭点时刻，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动
漫星城里的很多餐厅人声鼎沸，很多在附
近工作的人来这里就餐。在此就餐的周女
士非常认可“光盘”倡议，“希望所有人都
能认真对待每一顿餐食，珍惜来之不易的
劳动成果，做一个行动派。”

除了广大市民正在积极践行适度消
费、拒绝浪费，很多餐厅、饭店等也多措
并举，引导顾客拒绝浪费，从源头减少厨
余垃圾。

12 日中午，记者走进位于上海市黄浦
区的丰收日餐饮连锁店，每张餐桌上都摆
放着“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提倡分餐
制”等宣传标牌。

“观察发现，目前我们门店的消费者大
多还是比较理性。”丰收日 （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邱艳说，为了帮助消费者能
够更有效减少浪费，店内工作人员也会在
点餐环节帮助消费者把握点餐量。

上海品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表示，现
在生活水平提高，菜肴推新的频率也越来
越快。在她看来，大家点餐时对没有看到
过或者没尝过的美食总是充满好奇，但往
往一个不小心就点餐过多吃不完，造成了
较大浪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硬
阻止客人点餐，而是要站在客人的立场

上，引导其从点滴生活细节做起，与浪费
陋习告别，让他们吃出餐饮美感和情趣，
吃出文明修养。”

“我们已经开始设计新的倡导不浪费的
标语，摆放在店里。食物是吃的不是拿来
浪费的，作为餐饮单位，我们需要更积极
引导顾客拒绝浪费。”在“美食之都”四川
成都，网红美食品牌“冒椒火辣”创始人
侯宇翔说，作为一家串串店，他们店推出
了小土豆、鹌鹑蛋等小碗菜，方便顾客适
度消费。

成都餐饮同业公会也向全市餐饮单位发
出了拒绝浪费的倡议。“我们号召更多餐饮
单位提供‘半份’‘小份’的服务方式，带
头不使用一次性餐具，积极提供环保打包服
务。”成都餐饮同业公会秘书长袁小然说。

11日，成都市启动“光盘行动”，并出
台了 《关于开展‘光盘行动’的工作方
案》，号召餐饮单位在菜单上主动标示菜肴
分量，引导顾客文明就餐、理性消费，从源
头减少厨余垃圾。“我们还通过小游戏引导
市民扫码参加光盘群组，‘晒’出光盘行
动。”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记者程思琪、龚雯、田中全、
陆浩、董小红）

茶 ， 除 了 专 家 学 者 考 据 出 来 的
“荼”“荈诧”“蔎”等的说法外，还有个
叫法为水无忧，仅从此名字可以看出水
与茶的关系。

烹茶用水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茶的
色、香、味。明·许次纾 《茶疏》 中说：

“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
也。”明·张大复 《梅花草堂笔谈》 中
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
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
茶，茶只八分耳。”等等，可见水之于茶
至关重要。于是，有了水为茶之母的说
法。

泡茶用水究竟以何种为好，自古以
来，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兴趣。陆羽曾
在《茶经》中明确指出：“其水，用山水
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
泉，石池漫流者上。”

我国泉水(即山水)资源极为丰富。其
中比较著名的就有百余处之多。镇江中
冷泉、无锡惠山泉、苏州观音泉、杭州
虎跑泉和济南趵突泉，号称中国五大名
泉。虽然泡茶用水，以泉水为佳，但溪
水、江水与河水等长年流动之水，用来
沏茶也并不逊色。井水属地下水，一般
说来，深井比浅井好。深井打出的水，
水质好，适宜饮用。雨水和雪水，古人
誉为“天泉”。用雪水泡茶，一向就被中
国的文人所重视。自来水，一般都是经

过人工净化、消毒处理过的江 （河） 水
或湖水。凡达到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自来水，都可以用来泡茶。

历史上关于茶与水关系的典故还真
不少，比如王朦的“水厄”之约。中国
历来有“己所不欲，勿施以人”的说
法。那么，自己认为好的，别人也认同
吗？话说在东晋时期，有个叫王朦的雅
士，嗜茶成癖，而且还官运亨通。于
是，但凡有同僚来访，王朦必用他心中

“天下最美的饮品”——茶来招待客人。
但那时的好多大臣都是来自北方，在他
们的眼里，茶就是一种药物，喝起来又
苦又涩，难以下咽。几次下来，这些人
就把到王府办事称为又要去遭“水厄”
了。可以想见，这位官当得不大不小的
王雅士也真是为茶受尽了“委屈”。后

来，有些文茶客，也就把约人喝茶称为
水厄之约。

于是，就有了水厄中第一厄——绣
茶。现在热播的古装戏中，以宋代为时
间线的占了大多数，从其中我们不难发
现，编剧者越来越喜欢花更多的笔墨来
为观众展现宋代茶文化。这说明，茶在
那个时代是流行的。于是，玩茶者可谓
用尽了繁华之能事，竟产生了绣茶。所
谓绣茶，就是在已成型的团饼茶外表进
行装饰。宋代欧阳修在其 《归田录》 中
称:“庆历中，……，始造小片龙茶以
进。‘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
可得；……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
其贵重如此’”。但此举却成了茶人眼中
的茶厄，乃制茶饮茶的谬误。到了明
代，便有爱茶之人沈德符在其著作 《野
获编补遗》中明确提出:“茶加香物，捣
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
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

很幸运，今天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从
茶叶种植、加工到品饮百姓化的时代了。

泡一壶好茶要满足五个条件，即茶
叶、水、茶具、茶艺及环境。因此，好
水是泡好茶的关键，有些水用来泡茶是
难以体现茶的真味的。茶人把温度不宜
的水、过老的水、蒸馏水、汽水及果汁
等列入不宜泡茶的水的名录中。

生活在城市中的现代人已经没有条

件用山泉、江河之水来泡茶，即使是居
住在山川河流边，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的
今天，也无法直接取用天然的水。但
是，只要避免用以上列举的禁忌用水，
还是可以喝到精心泡制的好茶的。

有了好水，在泡茶的时候还必须考
虑到水的温度与茶的关系。泡茶用水的
温度因茶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乌龙
茶、红茶、普洱茶在水开后立即冲泡，
这样才能泡出味浓而全的茶。绿茶和芽
叶的茶，要在水开后放凉至 80～85℃时
冲泡，否则如果水温太高的话，会把茶
烫“熟”，泡出来的茶汤不仅会有苦涩
味，且颜色也不好看，无法达到养眼的
目的。

朋友们总是很关照笔者，知我是爱
饮者，于是但凡去到一处有好水的地
方，都会不辞辛劳地把水取回，让我试
茶，甚是感谢。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副编
审。中国科协农业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干部
学校成立于 1950 年，这一年的 1
月，第一期学员在京正式开班上
课，在艰苦环境下为国家燃料工业
培养出了一批生力军，这批人之后
被戏称为中国钻探技术“黄埔一
期”。1951年2月，学校从北京迁至
焦作，在原国立焦作工学院校址办
学，解决了扩大教学规模校舍不足
的问题。

我们属于第二期学员，也是学
校迁至焦作后的第一批学员，条件
自然还是很艰苦的。鉴于当时国家
经济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1953
年5月，我们这批为中南燃料工业局
代培的学员提前结束学校学习生
活，毕业走上社会，被分配到江西
萍乡中南军政委员会地质调查所第
一调查大队。

当时的中央燃料工业部主管
煤、电和石油，其下属的干部学校
遂成为我早期正规职业教育的母
校，我之后也一直关注这所学校的
建设发展。1953年，即我们毕业的
那年，学校的煤炭工业部分迁回北
京，在北京通县定福庄建立新校
址，后发展成为北京煤炭管理干部
学院，该校1998年9月并入中国矿
业大学（北京校区）。留在焦作的校
区1958年9月成为新建的焦作矿业
学院班底，1995年学校恢复焦作工
学院校名，2004年更名为河南理工
大学。

1958年，我出差路过焦作，回
过一次学校，见到了当年曾教我们
地史学的一位姓严的老师。如今67
年过去了，河南理工大学已成为中
央与河南省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
的河南省特色骨干高校。光阴冉
冉，物是人非，衷心祝愿母校兴旺
发达，人才辈出。

我毕业分配到江西萍乡中南军
政委员会地质调查所第一调查大
队，后改名为萍矿钻探队。中南煤田地质局成立
后，我们大队又改为128队；再后来，大队被地质
部“收编”，改名为如今的901地质大队。901地质
大队是江西省从事煤、铁、铜等多矿产资源勘查的
最早一支综合地质勘探队伍，大队部先是驻扎在萍
乡市，之后先后转战东乡、莲花、安福等地。

我们是第一调查大队建队以来迎来的第一批专
业技术人员，尽管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学生娃，没有
任何工作经验，但还是受到了萍乡矿务局和大队领
导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欢迎。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
矿务局何伟局长亲率大队党、政、工、团、技的一
把手，为我们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领导们的高度重视和郑重其事，使我们产生了
“重要人物”似的感觉，我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再
也不是学生娃了，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国家工作人
员，理应承担起重任、为国效劳了！

在欢迎仪式上，何伟局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当
时的矿区情况：萍乡煤矿是当时江南最大、最现代
化的煤矿，国民党撤退前的滥采以及技术人员的撤
走，使得其下属的四大矿井中最大的安源矿（八方
井）已被水淹，无法开采；而龙虎矿已无煤可采，
王家园矿尽管当时是生产主力矿，但按其储量可供
开采期已不到两年了，未来最大的高坑矿还在建设
之中。此外，其时最为困难的是，各种采矿必需的
地质资料残缺不全，全矿一万多人面临停工失业，
而国家建设又急需煤炭，供需矛盾紧张，形势可谓
十分严峻。

何伟局长说，中南军政委员会为了加强萍乡煤
矿的建设，已把第一调查大队下放到矿务局直接领
导。而第一调查大队目前还是一个空架子，除队长
兼书记左元鸿是一位长征老干部外，其他干部都是
从萍矿工人中提拔上来的，矿区既缺专业技术人
员，也缺管理干部，因而困难重重……

讲明情况后，何局长对我们提出了殷切期望。
他说：“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你们都是有
知识、有能力、有干劲的青年技术人才，希望你们
运用知识、能力、干劲，为萍乡煤矿的建设、为国
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参加欢迎仪式，听完何局长讲话，我们深深感
受到了形势的严峻和肩上责任的重大，个个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去，为煤
矿、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左元鸿队长是老红军出身，没什么文化，欢迎
会上的讲话直截了当、干脆利落：“你们这些娃娃
好好干！勘探队今后主要就靠你们了。我既不懂技
术，又老了，也该休息了。”

果然，没多久，他就离休了。
对我而言，这个欢迎会，可谓印象深刻。它是

我从此步入社会的一个开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庄
重的“成人礼”。从那一刻起，我仿佛一下子长大
了，心里开始有了清晰的责任、集体国家的概念，
人生也有了清晰的目标，那就是：努力工作，干出
成绩，报效祖国，不负父母养育恩！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
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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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香 茗 遇 见 了 水
□□ 童 云

全球气候变暖，夏季显得特别长，
刚进入 5 月份天气就有点热，进入六七
月份气温不断攀升，8 月份许多地方甚
至高达 38℃以上，直到 9 月底 10 月初，
天气才有点凉意。在酷暑逼人、口干舌
燥之际，时不时喝点绿豆汤倒是很好的
选择。

绿豆也写作菉豆，别名吉豆、文
豆、青小豆，因豆粒的皮呈绿色而故
名。其种植和食用历史在中国已有 2000
多年。三国时期杨泉的 《物理论》 里提
到“菽”时，说“有黄豆、白豆可食，
有绿豆可粉”。唐以后的历代医书及农
书，多有绿豆入药、食用和种植的记
载。唐代陈藏器说：“用之宜连皮，去皮
则令人小壅气，盖皮寒而肉平也。”宋代

《开宝本草》 载：“煮食，消肿下气，压
热解毒。生研绞汁服，治丹毒烦热风
疹，药石发动，热气奔豚。”元代《王祯
农书》记载：“北方唯用绿豆最多，农家
种之亦广”；“南方亦间种之”。明代李时
珍的 《本草纲目》 甚至赞之为“真济世
之良谷也”。

绿豆作为夏令保健品，最受人们欢
迎的莫过于绿豆汤。其烹制方法一般是

将绿豆淘洗干净，在冷水中浸泡1～2小
时，放入锅内加入适量清水，煮至豆粒
开花，加入白糖搅拌均匀后即可饮汤吃
豆。如加入百合、薏米、桂圆、莲子等
配伍，可煮制成绿豆百合汤、绿豆薏米
汤、绿豆桂圆汤、绿豆莲子汤等；放入
冰箱冷藏以后再饮服，更是清凉爽口，
生津止渴，沁人心脾。

药理研究表明，绿豆具有很好的清
热、消暑、生津、止渴、利水、解毒的
功效。尤其是在夏季应用，更是一味理
想的居家良药。天热容易出汗，体力消
耗大，喝一碗甜凉的绿豆汤，既解暑清
热，又可补充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熬
夜有了火气，或者喉干肿痛、心烦口
干、大便燥结，绿豆汤又成为治疗这些
症状的良方。农民“三夏”大忙期间上
了火，有了热，习惯煮绿豆汤代茶喝以
解之。

但绿豆清热之力在皮，在煮制绿豆
汤时，由于绿豆皮会自然脱落，许多人
将其捞出扔掉了，这实在可惜。如果只
是为了消暑，可将绿豆放在开水中煮成
绿色的清汤，使汤、豆分离，这被人们
称为绿豆水。即在绿豆尚未煮开花之

前，见煮出来的汤呈碧绿色、清澈透明
时，立刻滤去豆粒留下豆汤饮用。这种
绿豆汤汁，所溶出来的物质主要是豆皮
中的活性成分，氧化程度最低，食疗功
效价值最高，清热解暑的作用也最强。
剩下来的绿豆粒，当然可以用来煮粥、
饭和做其他用途。

传 说 中 医 鼻 祖 扁 鹊 为 救 民 以 疾
患 ， 防 病 强 身 ， 普 济 众 生 ， 创 制 了

“三豆饮”，后人称为“扁鹊三豆饮”，
其中就有绿豆。《本草纲目》 记载其方
为：“用绿豆、赤小豆、黑大豆各一
升 ， 甘 草 节 二 两 ， 以 水 八 升 ， 煮 极
熟。任意食豆饮汁，七日乃止”；可

“治天行痘疮。预服此饮，疏解热毒，
纵出亦少”。因绿豆性寒凉，脾胃虚弱
的人不宜长期喝绿豆汤，煮绿豆汤时
最好用砂锅或不锈钢锅，不宜煮得过
烂，也不要放碱。同时，绿豆汤容易
变馊，饮用时应加以注意。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炎 夏 绿 豆 汤 当 令
□□ 谈宜斌

悠 闲 自 得 鹅 形 根 雕
□□ 居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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