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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之乐会传染
陈丹燕

    从一个、两个，到一个小
组、再到整个单位，我相信所有
积极的事情都是可以被感染
的，骑自行车就是这样。

回想起来，自己还真不是
运动的料。小学时代，是走路上
学。到了初中，又是住校。工作
之余，那就更没机会了。公安工
作忙碌，虽说会骑车，但自由支
配的时间捉襟见肘，骑车的时
间总的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天。

因为长期坐在窗口的关
系，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接踵
而至，健康成为困扰我日常生
活的一大难题。机缘巧合，恰逢
去年派出所成立社区小组，“实
有人口”和“E 通行”工作需要
我们加强走访，?天走访社区、
扫码、审核、登记、统计应接不
暇，自行车倒成为了最便捷的

交通方式。
社区辅警小 A也给了我很

大启发，他家距离单位 10余公
里，虽有私车，却独喜骑着自行
车上下班。?天和我们吹嘘骑
行的好处，什么减肥、锻炼身材
和强健心脏功能等等，让我稍
微有些心动。后来，我突然发现
所里 竟 然
多 了 4 辆
自行车了，
也就 不 自
觉地 加 入
了他们的队伍。

我兴奋地买了一辆山地
车，第一次从家里骑车到派出
所，45分钟的时间让我充分体
验了愉快与劳累。第一次真正
意义上的骑行，是“骑车帮”集
体驶向“上海之鱼”。浩浩荡荡
从年丰路一路骑行，感觉真好。

渐渐地，骑行成为了我的

习惯。渐渐地，将?次骑行当成一
次小旅行，在感受着四季的变化
中学会将身心调整成在路上的状
态，珍惜?次沿路遇到的风景：银
杏变黄了、香樟落叶了、桂花飘香
了！咦，这里怎么会有一棵樱花
树？哇，古华公园的荷花池开得真
好看！晶莹剔透的露水在荷叶上

轻轻晃动，
微风送爽
好不惬意。
突然从横
里蹿上来

一辆电动车，哎哟！这一跤摔得我
眼冒金星，膝盖淤青破皮……总
之，无论是景色还是其他道路交
通的参与者都不曾让我觉得一个
人锻炼是件枯燥而难以坚持的事
情。

?个坚持总是有回报的，变
化都是悄悄发生的，当初体检不
合格的指标早已不见，工作和生

活积累的压力都能在一个半小时
里被疏解，身体和心灵都充分在路
上接受时间洗礼后完成“充电”蓄
力再出发。我想将如此多的收获分
享给更多人，于是就时常在单位
里、在那些小年轻的面前说起骑
车多好多好。你看：现在到处都有
共享单车，来回 1个多小时的锻
炼都省了去健身房办张卡，何乐而
不为呢？看到不断有年轻同事加入
到骑行锻炼中来，我更有成就感和
动力。

村上春树曾说过：“肉体是?
个人的神殿，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
么，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美
丽和清洁。”如果你正在被渐渐长
大的啤酒肚所困扰，因为工作的压
力不开心而烦恼的话，不妨试试骑
行吧。

李克察人的五个角度

    李克，古书中也有称李悝、里克，是
战国初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
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
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史书记载表
明，魏文侯时期魏国能走上富强之路，
李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贡献在经济
方面，尽地力是他的主要策略，政治方
面“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
有罚，唯才是举是他的主要主张。他还
编订《法经》，在古代法律制度方面作出
过重大贡献。不过，读《资治通鉴·卷一·

周纪一》，看到他建议魏文侯考察人的
五个角度，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惊叹近
3000年前的古人对观察人就有如此智
慧，至今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原文记载：
文侯谓李克曰：
“先生尝有言
曰：‘家贫思良
妻，国乱思良
相。’今所置非
成则璜，两子如何？”魏文侯对李克说：
“先生曾经讲过：‘家贫就想到良妻，国
乱就想到良相。’现在设置宰相，不是魏
成就是翟璜，你看他们两位怎么样？”李
克没有直接回答说谁行谁不行，只是建
议魏文侯从五个角度去观察。他说，考
察一个人，平常多注意和他亲近的人，
有钱时注意和他交往的朋友，显达时注
意他保举的人，穷困时注意他有所不为
的操守，贫贱时注意他不随便谋取的态
度，从以上五个角度观察，就可以判断
一个人的优劣了。魏文侯听了这五个察
人角度，立即启用了魏成。

这五条察人角度，可谓至理名言。
平常多注意和他亲近的人。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一个人平时跟
什么样的人交往十分说明
问题。贼谋盗，匪谋劫，酒
肉朋友重酒肉，出淤泥而
不染的人毕竟少数。所以
习总书记要求要观察领导干部八小时之
外的生活圈，非常切中要害。有钱的人注
意他交往的对象。现在不少企业家倾心
创新发展，和科技人员交往密切，和企业
产品链条上的企业家交往密切，甚至热
心公益和贫者弱者交往密切。不过，也有
不少有钱人，天天围着官员转，天天围着
酒桌转，天天围着小三转，结果经常听到
这样的人转进了监狱。显达时注意他保
举的人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绝非善

类。奸人举奸
人，佞人举小
人，看看历史上
李林甫、秦桧之
类都是举荐的
什么人。穷困的

时候注意他有所不为的操守。穷则思变，
穷则思贵，穷则思财，都没有错，但是，操
守不正，坑蒙拐骗，为盗为匪，投机取巧，
有奶就是娘，千万不能让这样的人登堂
入室。贫贱时注意他不随便谋取的态度。
人穷志不能短，君子爱财但须取之有道，
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作非分之想，不取非
分之物，不做非分之事，始终秉持这种态
度生活的人，一旦给他位置，委以重任，
一定能为国尽忠，为民尽力。

也许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屡屡看
到不少为鉴之事，为鉴之人，所以一看到
李克的这五个察人角度，立即拍案执笔，
畅叙胸意。愿奇策共鉴之，常鉴之，永鉴
之。

洪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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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在家乡崇
明岛上的农户入厕，
使用的都是土厕和
马桶。土厕的位置按房屋的朝向而定，通常都盖在住宅
的东北、西北或西南角，与住房相隔离。那时，不管谁家
盖新房后，都要搭建一个土厕，俗称“坑棚”。其用料以
家庭经济条件而定，而大多数农家的用料都就地取材，
十分简陋，先是从集市上买回一只坑缸，运回时，需要
2个或 4个人抬。抬回后，埋在宅子的一角事先挖好的
泥坑里，然后在坑缸的四周立几根用竹子或树干做的
柱子，并在三面和顶上用芦苇、稻草覆盖。也有条件好
一点的人家用砖墙和瓦顶盖的。坑棚盖好后，再用木
杆、木板做成一个像板凳一样能坐的坑床，搭在坑缸
上，一个完整又实用的土厕就算做好了。

土厕与鸡棚、羊棚、猪棚、柴棚紧挨在一起，称为
“五棚”。在乡间，当时还有一些坑缸是露天没有棚盖
的，称为朝天坑缸。这种坑缸由于没有棚盖，遇到下雨
天，粪水四溢，臭气冲天。到了夏天，粪坑里
会滋生出大量蛆虫，到处乱爬，以及苍蝇蚊
子满天飞，影响环境。至 20世纪 70年代基
本取缔，全部搭棚加盖。
那时候，我家住在一个拥有 10几户人

家、三井三场心的宅院，都是同宗同族，宅
上共有 10多个坑棚，集中盖在宅院的东北
和西南角。

那时候，岛上人家，不管男女老少，白
天上厕所是坑棚屋。到了夜里，一家人用一
只马桶，置于房间内。早上起床后，家家户
户第一件事是将马桶里的粪便倒入粪池
里，倒完后再到河沟里刷洗马桶，不仅影响
了环境，也使河沟的水质受到污染。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我国推行

农村改厕工程，以使家乡的所有厕所有墙、有顶。厕坑
及蓄粪池无渗漏，厕内清洁无蝇蛆。粪便定期清除并进
行无害化处理，从而，蚊蝇的滋生地渐渐减少，农村的
环境卫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和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世纪，随着乡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告别了低矮破旧、设施简陋的
住房，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款别致、宽敞明亮、设施齐全
的楼房和别墅，厕所搬进了室内，换上了抽水马桶，不
少人家还用上了智能马桶和铺上地砖、贴上墙面砖等
高档的卫生洁具，以使卫生设施齐全，环境整洁优美，
乡间土厕已难寻踪影。
近年来，乡村又进行了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改造，

村村建起了污水处理场所，实行统一管理，并采用微动
力高效生物膜技术，创造性地使用离子交换树脂吸附
除磷技术，使得整个处理过程无需化学药剂无化学污
泥产生，无二次污染，并做到了磷资源的回收利用，从
而有效地改善河道营养化情况，使乡村的环境得到根
本改善，河沟的水质变得清
澈透明。乡村厕所的变化是
社会变化的一个小小的见证
和缩影，它将永远写进辉煌
的历史画卷里，它将永远留
在人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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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的《论语》
     从东京出发，向西南
驱车一千多公里，才能到
达九州佐贺县多久市。这
地方偏远了点，对中国旅
游者来说自然有些陌生。
然而，这里的日本人

对《论语》的热爱，却让我
们感到无比亲切。
去得巧的话，你可以

在体育馆看到一场比赛：
许多日本孩子席地而坐，
围成一个个圈；?个圈的
地板上，都铺有百来张“论
语牌”。当主裁判用日语说
出一句《论语》语
录———如“恶紫之
夺朱也”、“知者不
惑”、“苟志于仁矣，
无恶也”———孩子
们就会在大量“论
语牌”里把这条语录抢出
来。反应快的孩子，一场比
赛可抢得几十张“论语牌”。

这样的“《论语》纸牌
大赛”，多久市已举办几十
届。?次大赛前，主办者都
会击响一面大鼓。那深沉
的鼓声，传出隆重的仪式
感，也传出后世对孔子的
敬畏。孔子在多久被尊为
神圣。日本“孔子之乡”就
在这里。

多久
市 民 对
《论语》的
尊崇，是
出于内心
的。他们把它看作“道德圣
书”。在东部学校里，《论
语》是传统教材。一到六年
级课程还较浅显，而七到九
年级的《论语》，则有了一定
深度。然而不管怎么深，熟
读语录、出口成章，被多久
人认为是掌握《论语》的基
本功之一。

锤炼这个基本
功，多久市民延续
了数代。许多学校
都重视“口占《论
语》”，连保育院幼
儿都学得有模有

样。他们有“《论语》游戏
课”：当保育员讲出“任重”
两字，孩子们就能接上“道
远”；当老师说出“三人行”，
孩子们就能接读“必有我
师”；在“默而识之”后面是
“学而不厌”，孩子们都能做
到无缝对接。可见这已不是
一日之功。
保育院院长山口令子

说：“有很多句子，孩子们
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

他们会储
存在大脑
里，长大后
遇到什么
事，就会感

悟：‘啊，原来小时候学的
某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论语》的人生真理，对孩子
们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
多久市长横尾俊彦，对《论
语》也很有研究。他的十卷
本《论语》，是“东英文库
版”的；在这套书旁边，还
供奉着孔子像，字为“历代
帝王师，天下文官祖”。他
说：“《论语》是一本修身养
性的启蒙读物。它的语句蕴
含力量，对人生肯定会起重
要作用。”多久市的教育官
员福岛健说得更实在：
“《论语》里许多话，说的并
不是什么人生大目标，而
是日常生活的自我反省。
《论语》是反省的源头。”

走遍世界各地，寺庙
都讲究安静，稚童也不会

太多，但在多久圣庙，却常
有许多孩子在老师带领
下，列队向孔子敬拜，并大
声齐读《论语》语录。圣庙
有三百多年历史，是日本
著名的孔庙。有人问圣庙
理事服部政昭先生：“您最
喜欢孔子哪句话？”服部先
生说：“德不孤，必有邻。”
是啊，认准一件事拼命去
做，就不会觉得孤单。别的
不说，?年举行《论语》大
会，许多幼儿园孩子远道
而来圣庙，和大人一道大
声诵读《论语》，单这场面，
就够迷人的了！
看到这里，有人以为

我去了日本。没有。我是在
上海纪实频道看了吴四海
主持的系列片《论语与算
盘》，才了解这一切的。这
部片子真实反映了在《论
语》浸润下的中日民间文
化交流。日本电视台也准
备播出。说实在，我很乐意
再看一遍。

龟柔与蚁性
任万杰

    老年人注意学龟柔，与
人和蔼相处，不要一点小事
就动怒，更不要出言伤人。若
常与人争、动肝火，容易患高

血压，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患有高血压与冠心病，极容
易发生脑溢血与心肌梗死。人到中年，其性格往往变得
比较孤僻，步入老年，更易患孤僻症，不大愿意与人往
来。这样，烦恼就容易缠身，从而衰老现象也就来得早
些。如果像蚂蚁那样成群活动，平时多与人接触，多与
人谈谈心，相互交流，可以使自己过得轻松愉快。由于
闲聊也有益健康，谈话要用脑，可促使大脑运动加快，
脑力活动加多，从而促使大脑思维，防止大脑的衰老。

蜻蜓为啥不见了？
吴兴人

    不知各位
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在天空中，
很少见到蜻蜓
飞舞。在 10多
年前，在下雨前后，总会有
很多蜻蜓在我们的头顶上
飞过。“蜻蜓蜻蜓飞，底下
有人追；蜻蜓蜻蜓落，底下
有人捉。”小伙伴对这首童
谣都不陌生。那时候，?到
夏天，孩子们哼着歌谣，一
起去捕捉蜻蜓。捉到了蜻
蜓，开开心心，在脚下系一
根线，让它在天井里飞舞。

但是，现在蜻蜓少见
了，有些十几岁的孩子甚至
不知道蜻蜓是什么东西。

蜻蜓，是一种古老的
生物。它出现在 3.2?年
前的石炭纪，比人类的历
史要久远 80倍。那时，地
球上有许多巨型的节肢动
物，蜻蜓老祖宗的翼展有
70厘米，有化石为证。蜻
蜓这种遍布世界的节肢动
物门昆虫，不管是从哪方
面来看，都是作为益虫而
存在于世。蜻蜓从幼虫开
始，就是自然界中各种害
虫的天敌。据统计，一只蜻
蜓在幼虫阶段，一年能吃
掉几千只蚊子，而蜕变成
成虫的蜻蜓，凭借着高超
的飞行技能、灵活的身躯，
一小时能吃掉近 1000 只
的蚊子和大量的苍蝇。厉
害吗？蚊子和苍蝇看见蜻蜓
飞来，好像战狼遇到了 F-

22“猛禽”战斗机，吓得赶紧
逃生。蜻蜓又是忠于职守的
天气预报员。天要下雨，空
气中湿度较大，蜻蜓就俯下
身子，低空来回飞旋，殷勤
地通知人们：天要下雨，请
赶紧带好雨具。
蜻蜓的幼虫叫“水蝎

子”。“水蝎子”是一种高蛋
白的水产品。有人发现了
其中的商机：将它加工成
一种油炸食品，颇受食客
欢迎。“油炸水蝎子”、“油
炸蜻蜓串”、“烤蜻蜓”，这
些看似花样百出的蜻蜓小

吃，成为不少路边摊和小
餐馆的“招牌菜”。于是，渔
民们把它捕捉上岸，分拣
出来，放到水产品市场里
出售。倒霉了，可怜的蜻
蜓。同时，农民为了给庄
稼、果树防虫治虫,?年都
要大量喷洒农药, 一些较
小的昆虫中毒死去。它们
被“水蝎子”捕食 ,也导致
“水蝎子”中毒死亡。酸雨
和工厂排放的污水，加上
人们排放的生活污水，都
影响了蜻蜓在水中的繁殖
和生长；而旱地季节性增
多,水域面积减少,一些“水
蝎子”因失去水源，尚未变
成蜻蜓就被干死。农村的
池塘和水田也是“水蝎子”
栖身之所，自从农民在河
里大批养鸭和养鹅, “水
蝎子”也成为它们的“美
食”。生态环境的破坏，是
蜻蜓大批消失的主要原
因。

我们要设法保护蜻
蜓，我们要保护蜻蜓不受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杀手的
侵犯。保护蜻蜓就是保护
自然，保护蜻蜓也同样是
保护自然界的光明。

彭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