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圆 沙润和

    学校的钟楼揭下了绿
色的布，夜半十二点，“当
当当”的钟声绵长悠远，让
人仿佛置身于百年前的老
校园。但崭新的、表盘白得
发光的钟失去沧桑之感，
大概卡西莫多的守护也只
停留在那年的巴黎。

进入大学后的每一
天，我都会看月亮，这几个
月很少下雨，很多时候只
有静下来，独自走一走才
意识到故乡上海的秋天很
少下雨。当我每次望向深
蓝的夜空时，总有一轮或
圆或缺的月，连接起我和
我温暖的家。第一次离家
的我彷徨、失落，又
有开疆拓土、追寻
人生的向往。远处
的思贤桥上站着手
指天空在说“理念
世界”的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他们连起跨越千年
的时空，智慧的荣光在闪
耀。偶尔有鸟儿扑过水面，
还有远远传来大笑、滑板
撞击地面的声音。我爱热
闹，可我现在更偏爱独处，
内心的落寞让我觉得这或
许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
我时而沉默，这时才

能听见内心的笙箫。我到

底要成为谁？我想一直追
寻知识与真理，直到生命
的尽头。我爱这所心仪的
大学，内心又很迷茫。这短
短的几个月，我走进了丰
富多彩的世
界。这个世
界 里 有 康
德、黑格尔、
孟德斯鸠、哈特⋯⋯这是
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的人
啊。当我第一次深入《理想
国》，第一次阅读《道德形
而上学基础》，当我第一次
走近法律实证主义时，就
像在小小的方寸之间感受
到了宇宙的浩瀚，震惊于

博学、缜密与思想
碰撞。我如饥似渴
地想走近未知，去
探求更多智慧⋯⋯
然而，有时我却感

到很无力。我抬头看着寂寥
的明月，顿觉自己只是一粒
小小的尘埃，吾生有涯，而
知却无涯。凉风习习，我潸
然泪下。

月圆时分，很喜欢独
自倚在桥边，感受河水悠
悠与月光映照。坐在河边，
独自许愿，下一个月圆，下
一年月圆，十年后的月圆，
一定要多学一点。带着期
待，我将乘风破浪。

在寂静的夜空下，我
点开手机上太公留给我的
最后的话。那天，他仿佛
明白大限已近，对我作最

后的嘱咐。“为学最要紧是
静下来，静下来考虑问题
才能有所得，思考才能活
跃缜密。做学问最难的就
是这个‘静’字，这是一辈

子的事。”他
知道我调皮
捣蛋，全身
上下一股爱

动的劲儿，是做学问的大
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
留下家训“万物静观皆自
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注
目我向高等学府迈进。他
希望我能沉静下来，有所
收获，有所成就。随后他就
转身匆匆而逝，徒留我在
求学路上独自迈进。

又是月圆，太公会在
天上看着我吗？
月圆是团圆，是圆满，

我第一次发自内心满怀深
情地望向苍穹，可月圆带
不回团圆，带不回逝去的
亲人，只勾起了我对他们
的思念。月光带回了他们
的爱与希望，爷爷的红汤，
太公的话，此时此刻，他们
在我的心里和我团圆。
圆月，和我一样沉默，

静静地陪我一起听钟声。
我孤独，但我有这月圆，有
哲思，有爱与期待相随，
我，还孤独吗？

在寂静的夜空下，我
和圆月一同幸福。

《小太阳》的联想
潘与庆

    老同事郑老师发来 1963年上海科
影厂摄制的科教片《小太阳》视频。也许
因为有过在青少年科技指导站工作的经
历，加上郑老师的爱人小朱在其中参演，
于是，我饶有兴趣地看完这部科幻电影。
《小太阳》讲述的是四个生活在冰天

雪地里的北方孩子渴望春天早早到来，
在科学家帮助下把“人造小太阳”送上天
的科幻故事。电影中出现了飞行汽车、机
器人门卫、模拟核聚
变、载人火箭、航天
飞机等场景，有一定
前瞻性和可看性。特
别是结尾“小太阳”
放上天了，冰融了、雪化了、花开了⋯⋯
旁白说，小朋友，难道这永远是个幻想
吗？这给观众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我欣喜地看

到我们国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核
聚变研究，成绩喜人。1999年，国家正式
立项建造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也就是“人
造太阳”，并在合肥、成都两地开展了研
制。最近看到报道说“中国人造太
阳”已取得重大突破，等离子体中
体电子温度首次达到一亿摄氏
度。“人造太阳”工程正朝着预期
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看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参与“人造太

阳”这项造福人类环境和能源伟大工程
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中，看过《小太
阳》电影唱过《种太阳》童谣的少年儿童
应该有不少吧？当今的中小学生又对哪
些科学技术和知识感兴趣？取得了哪些
成绩⋯⋯ 带着这些问题，我来到中国福
利会少年宫，与少年宫副主任、上海青少
年科学教育协会副秘书长郑思晨老师及

少年宫计算机中心原主任、特级教师王
颂赞进行了交谈。
郑思晨老师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

都非常重视科技教育和创新。每年 5月
全国中小学都会开展“科技活动周”，举
办丰富多彩的科普宣传和科技创新活
动，培养科技人才。当年小平同志看了王
颂赞老师的学生李劲的计算机操作表演
后，说了“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如今，李劲已是信
息技术前沿的一
名计算机专家。今
年 1月，他已回国
投身于“之江实验

室”，致力于“钱江源”人工智能平台的建
设。此外，微软“最年轻的经理”李万钧、
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洪锋、世界著名游
戏设计师陈星汉、中国少年科学院士郁
寅栋、入选清华大学“姚班”的施天麟等
都出自中福会少年宫计算机活动中心。
郑老师又介绍了今年开展的“第三

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 STEM创造发明
活动”。她说，我们的“人工智能”
活动开展已有三年，编写了人工
智能的小学版、中学版教材，融课
程活动与科研活动于一体的新科
技活动模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学习和生活的各个
方面，培养了中小学创新人才。
王老师接着补充说，人工智能教材

很受中小学生欢迎。有的小朋友原来沉
迷于电脑游戏，在老师和家长的启发和
引导下，发现人工智能还可以控制电器，
实用又有趣，就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
搭建了一个智能家居的操作系统，给家
里的电灯、洗衣机、冰箱、电饭煲乃至百

叶窗光照系统都进行了自
动调节，提早实现了智慧
家居。

我问郑老师，STEM
怎么理解？郑老师说
STEM是英文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第一个大写字
母，核心是跨学科教育。在
推进过程中，又增加了艺
术、互联网等领域，倡导跨
学科、跨领域的学习，培养
学生整合知识和技能去解
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从而
培养面向未来的全面发展
的创新人才。

王颂赞老师说，全国
创新大赛英才奖获得者朱
晓伟现在清华大学就读，
他就是复合型创新人才。
他在少年宫学习时，提出
通过电脑程序“混搭”手机
与家用电器实现远程控制
的想法，但一直难有突破。
一次新年聚会，朱晓伟请
大家出主意，一位师兄提
到刚时兴的云计算技术。
朱晓伟吸收了这个创意，
完善了项目，参加了有“少
年科学奥运会”之称的“英
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
赛”，取得了大奖及 7 项
专项奖等优异成绩。

我相信，我们的新一
代，这颗喷薄而出的“太
阳”，将在新时代放射出更
加耀眼的光芒和热量。

七夕会

时 尚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9
2019年 12月 16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郭 影 编辑邮箱：guoy@xmwb.com.cn

冬至的仪式感
王丽娜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到了冬至，寒
意也似乎到了极点，阴极阳生，与春天的距离更近了一
步。因为对春的渴望，故此冬至在人们心目中甚为重
要。古人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上
升，是一个吉日，所以值得庆贺。唐宋时，冬至过节的习
俗尤为盛行。在唐代，冬至的大朝会十分隆重，“千官望
长至，万国拜含元。”这样气派的场景具有十足的大国
范儿。宋朝时，冬至如同现在过年一般还得更易新衣，
备办饮食，祭祀先祖。可见，冬至并非只有祭祀的单选
项，即使经历岁月的风尘，依然充满着仪式感。

冬至“进九”后就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因为
寒冷，休养生息成为题中之意。温暖的被窝、温馨的卧

室对每个早起的人散发着诱惑力。对于
喜静不喜动的人来说，冬天有了在家宅
的理由。在家里，依然可以上网办公，依
然能够购物淘宝。而对古人来说，冬至，
开启着生活体验之旅。冬日多寂寞，他们

可以点“九九消寒图”，或者是借一树梅花消减此间寒
意，待得梅花绽放枝头，墨香盈满纸上，那么就是春风
归来之日。消寒图也有高级版本的，就是文字版“写
九”，仅仅画上一抹墨痕不足以记录当日情景，文字版
本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可以用白色细笔在每个笔
画上记录下当日的天气情况。当每个日子都被如此精
心以待时，那么九九归一，可以说是古代版的手账了。
固然长夜无聊，我们不曾消失的是生活的乐趣。在

这个冬天，对付寒意最好的方式自然是美食的力量。记
得父亲说过，在冬至，诸暨是要舂麻糍的。他们在农村
插队务农的时候，麻糍是冬天最好的期待。年轻小伙们
七八个人合作，准备糯米细细淘洗后，再浸泡。时间是
最好的发酵剂，糯米涨起后放在木制酒桶中蒸，米饭带
着酒香，也带着灶火的温度。趁糯米热的时候就在石臼
中舂。这个舂是考验臂力的，一般得两个
人轮流换着舂。糯米舂到一定程度了，平
摊在竹制圆匾上。圆匾上撒满了刚炒好
的黄豆粉，白白的糯米可谓黄袍加身。这
个时候就可以直接食用了，绵软细腻，让
人似乎拥抱着甜蜜的云朵。有的人家比
较讲究，还会包进去红糖、豆沙、芝麻，这
就属于高配版本了。当时的农村，麻糍可
以说是相当奢侈的食物。父亲说他有个
舅父生病感冒，只要吃几块麻糍就马上
生龙活虎。他的话语有点夸张，但食物的
力量可见一斑。现在有时候他也会想吃
麻糍，寻找美食的记忆，也是寻找那种集
体合作的感觉，当年青春的热情。
冬至，因有了生活的记录，让冬天多

了色彩；有了美食的制作，让冬天充满能
量。冬虽至，心怀春，年未远，红福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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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欧阳修《醉翁亭记》的首句是：“环滁皆山也。”醉
翁亭所在的琅琊山西南 20多公里处为神山，在滁州下
属的全椒县境内，峰青峦碧，林壑优美，为国家森林公
园。唐韦应物任滁州刺史时写的名诗《寄全椒山中道
士》，其“山”即神山。山深处有建于唐大历年间的神山
寺，1200多年来历经风火劫难，几经修修葺，大雄宝
殿、观音阁、法王殿等大部分建筑现仍保
持原貌，错落有致，古朴肃穆。

上世纪末我去神山寺是在莽莽林海
中的山路穿行，不时会有野兔野鸡从眼
前蹿过或飞过，野趣十足。今秋再访，沙
石山路已易为柏油公路，野物也不再在
路边显身，不过，快速地行驶在浓荫如盖
的绿色长廊中，山幽木香，莺飞蝶舞，水
声潺潺，鸟语阵阵，大自然美好的气息仍
令人心醉。

进入神山寺山门，一条长长的石径依山势盘桓而
上。石径两侧古木参天，遒劲苍然，旁多葛藤，攀树而
上，形成各种不同的形态，别有情趣，其中两根粗壮的
络石藤，沿着一株檀树攀援而上，直插云天。名为“登天
揽月”，游人多驻足观赏。

寺也依山势而建，我们拾级而上，见该寺建筑有一
特别处，其石阶刻有龙纹。特别是大雄宝殿前庭院的石
壁上刻有 5条飞龙，其模样经岁月的洗淘虽有些模糊，
但灵动之势仍清楚可见。有人介绍，这是极为珍贵的历
史文物。

寺院怎么会出现象征皇权的龙？原来有两位皇帝
驾临过神山寺。五代十国时，后周显德三年（956），周世
宗柴荣为了统一南北，命大将赵匡胤率兵破南唐军事
重镇滁州，柴、赵均一度驻跸神山寺。柴荣死后，赵匡胤
“黄袍加身”，成了宋朝开国皇帝。后世为了纪念这“两

条龙”，建有柴王碑、宋太祖殿等文物，其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殿东侧的一口古
井，为柴、赵领兵驻扎神山时，为解决军
士饮水问题而开凿。由于神山多石，此井
是凿石穿透而得甘泉，深七丈，工程极为

艰巨，传说工匠凿一升石头就可得一升钱，造价之高、
凿石之难可见。井名柴王井，历经千余年，井水依然丰
盈，仍在饮用。我们在井旁盘桓，见井圈为一整块大石
凿成，保存十分完整，只是井圈内壁被上下打水的绳索
磨出十几条深深的沟痕，显示着岁月的印记。

井旁有一棵奇特的佛珠树，其根袒露地面，似佛珠
串连。据传当年凿井向外冒木头时寺僧以佛珠计数，当
梁上工匠喊“够了”的时候，计数佛珠便随手落地，后长
在树根上破土而出。这自然是传说，但这样的佛珠树却
极少见，它又紧紧依偎着柴王井，游人纷纷拍照留存。

神山寺东侧有凤凰涧，沿涧东行数百步，为天然石
景区，起伏跌宕的群石，形态各异，似象立、似狮吼、似
龟爬、似蛇行，犹如一座动物群雕博物馆。石为白石，质
地精细如玉，煮石可食可药。《全椒县志》记载：“山中道
士居神山石洞中，尝煮白石子为餐，滁州太守韦应物寄
以诗。”

此石洞现名仙人洞，原本从山顶攀登入洞，现在山
脚另辟洞门，门旁山体上大字刻着韦应物的《寄全椒山
中道士》五言诗：“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
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
山，何处寻行迹。”韦应物是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官员，他
的“邑有流亡愧俸钱”名句显示他的心声。他挂念这位
山中道士，不仅因为这位道士束薪煮石，生活清苦，还
由于这位道士每当社会发生瘟疫时积极煮石为药救治
百姓。煮石需要水，道士自己煮石用水，洞中泉水即够，
但要为百姓煮石制药，则需大量的水，现在仙人洞门前
存一古井，传为道士当年为煮石制药而开凿。

我们进入仙人洞，洞甚幽长，洞中有洞，光线暗淡，
凭借手机微弱的光亮，依稀看到道士当年的石榻和经
台，洞顶挂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也许由于全椒秋来多
日不雨，天旱地干，未见洞内有用来煮石的泉水，但有
同伴看到一处洞壁里的一物，说是当年的承水石盘，不
知确否？

出仙人洞后，我们来到半山腰的韦公祠，“漫忆当
年煮石心”。一位年轻朋友乘兴吟咏了韦诗“今朝郡斋
冷，忽念山中客⋯⋯”后，又激情低吟了欧文“环滁皆山

也⋯⋯”，声情并茂，大为
此行增色。有位文史专家
近年称，古代写滁州地区
的诗文，就是以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和韦应物的
《寄全椒山中道士》最佳。
我以为，这不仅由于这两
篇诗文具有特别出众的艺
术表现力，更因为它们饱
含着欧、韦两位文人太守
刺史那种民乐也乐、民忧
也忧的为民情怀。

冬之曲 （摄影） 春 涌

美人在骨
积雪草

    美，是一种稀缺资源，无论内在
美还是外在美都一样。所不同的是，
内在美是一种后天的努力和修为，
而外在美是上天的眷顾和青睐。
外在美虽然得天独厚，但却会

随着岁月流逝而失去，因此很多人
会努力抓住岁月不撒手。去外地旅
游时遇到一个熟人。熟人是一位熟
女，但是穿戴打扮像二十岁。同她聊
天，回想往事，心中泛起淡淡忧伤。
我八岁时，她二十岁出头，穿碎花连
衣裙，梳两条长长的麻花辫，丁香一
样的姑娘，吸引我和大家的目光久
久追随。青葱年华透出的健康、开
朗、自信，那是自然纯真的美。
她笑了，瞬间把我拉回现实，她

用与年纪不相
称、甜度过浓

的声音介绍自己用的高级粉饼⋯⋯
人都会变老，这是亘古不变的时间
法则。也许变老之前，我们会变得恐
惧、担忧、心绪不宁。时间是残酷的，
默默地雕刻着一切，不管我们愿不
愿意接受。没有人能够打败时间，至
少生理上如此，不管是男人还是女
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时间从不会
为谁停留。能够与时间抗衡的，是精
神，是文字，是艺术⋯⋯在时间的长
河里，它们沉淀成人文精华。
时间是指缝间的小沙砾，脆弱

易逝，对于大多数来说，可能无法用

精神和文
字打败时
间。我们
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丰富
生命的内涵，提高生命的厚度，让生
命璀璨盛开，不跟自己生气较劲，不
和别人作无谓之争，把生命的刻度
印在从容与踏实之中。
美人在骨不在皮。想起在电视

里看到大学生电影节上一个精彩镜
头，80多岁的黄素影老师上台揭晓
最佳女演员奖，忽然有了某种久违
的感动，感动于那种执着的劲头，仿
佛在说，我不老，我还年轻。
“若有香气藏于心，岁月何曾败

美人。”岁月能带走许多东西，能带
走美丽的容颜，却带不走生命的内
涵，真正美丽从不会败给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