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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的《史记》里写了一个人物，叫吕不韦。
吕不韦（？—前 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

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战国末年卫国商人、政
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丞相，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孙，主
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
当初，吕不韦是个引车卖浆者，“贩贱卖贵，家累千

金”，倒卖发财，成了富商，也就有了名声。编书的事，那
个时候连想都没敢想。

在他之前，有一种养士之风，也就是招养门客，
如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

君……花钱养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哪
怕是鸡鸣狗盗之徒，都管吃管喝，安排住
房。吕不韦有了钱，也效法养士，收纳了
不少书生寒士。
但养士一久，光吃喝闲聊，也不是个

事，他毕竟是商人出身，养这么多食客，
不弄点名堂出来，没产生经济效益，说不
过去。琢磨来琢磨去，想起赵国荀卿虞卿
著书布天下，何不让门客发挥所长，人人
“著所闻”呢？就这样，数百人组成了一个
庞大的写作班子，一人凑一点，就是很有

奇闻异见的宏著，这就是有名的《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旧题乃“吕不韦撰”，其实

是他的门客集体创作。八篇六论十二
纪，汇合了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兼儒
墨，合名法”，史称“杂家”，共有 160

篇，20余万字。
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已经当了丞

相。他很有政治眼光，瞅准了秦国的子楚被扣在赵国作
人质，认定子楚将有升值的前景，于是对他靠近，关心，
给予资助，深得子楚信任。后来，子楚果然回国当了秦
王，吕不韦就这样步入政坛，当了十多年的丞相。
编书一事，轰动了长安城。
传说此书初成之时，吕不韦将书稿公布于咸阳市

门，并公示：“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是不是有人挑出了毛病，领取了奖金？现在已经找

不到记载，但就吕丞相敢于将书稿公示，请路人挑错，
并重赏“能增损一字者”，就可看出此书并非草率成稿，
仅此一点，就说明著述严谨，视错如仇，决不草草付梓。
这部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巨著，从行文流利、结构严
谨、例证充实、逻辑严密、透辟生动来看，似有一个“编
纂委员会”加以润饰整理，浑如一气呵成。

对著述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吕不韦的
智力投资，其效益可圈可点，留下了一部千古不磨的大
作，宝贵的文化遗产。这说明商人的运筹，有时用到著
述上，也有“金不换”的魔力。

七夕会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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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漏网”

童孟侯

    几个老同学知道我喜欢看灯
塔，就说：带你去南方看灯塔，一
趟看三座，其中的临高角灯塔还
是世界 100座文物灯塔之一呢。
我欣然应允。飞机一到徐闻，我刚
下舷梯，就觉得“轰”的一下，似乎
闯进烤箱，烈日炎炎，一丝风都没
有，才五月底怎么就这么个热法？
38度。宪民说：这里是中国大陆
的最南端，怎么会比上海凉快？
在徐闻住两晚，第二天的行

程是茂名。友甫查看手机：不好
了，微信上说茂名发现新冠病毒。
宪民当即找导游：茂名是风险地
区，我们不能去，换一个景点吧？
导游请示旅行社，社总经理最终
同意不去茂名，改去吴川，吴川也
有不少景点。

我们在吴川住进海景房，推
窗即见海，我们还吃了正宗吴川
早点，心满意足。全部旅游行程结

束，我们赶往机场，刚过安检口，
国良就得到消息：今天吴川发现
一个确诊病例，消息绝对可靠！

啥？茂名没有，吴川反而倒
有？我们不是自投罗网吗？我拿出
手机立刻检查我的健康码，还好还
好，绿的。我想还算运气好，把新
冠肺炎甩掉了！

回到上海，
清肠，冲凉、吹着
冷空调美美睡一
觉。第二天自然
醒，打开手机就接到百美转发的
短信：“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办温
馨提醒，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您
近期曾在防控区域停留过，根据
有关规定，您的健康码被赋予黄
码，并列为健康排查和管理对象。
请做好个人防护，尽快到就近的
任一核酸检测点完成检测……”
哦呦，追过来了，她这条鱼没

有漏网。我立刻检查所有微信后，
有点幸灾乐祸，回复百美道：我没
有得到通知，看来运气还算好，逃
脱了，你肯定还没注射疫苗吧？
谁晓得刚过两天，居委会小

蒋就打来电话：你是童孟侯吧？你
刚从广东回来吧？我说：是啊，回

来三四天了。小
蒋说：你把你的
航班号告诉我。
我说：去是东航
FM9359，回来是

东航 MU6332。他说：这就对了，
是广东湛江地区。你到过湛江所
属的吴川吧？我说：到过的。他说：
你要去做核酸检测了。我问：为
啥？小蒋问：你到过吴川市，到过
吴川的覃巴镇下榕村吗？我说：没
到过。他说：那你应该感到高兴。
我说：要我去做核酸检测还高兴
得起来吗？他说：你如果到过下榕

村就不是核酸检测，要隔离 14天
了，那里是重风险地区，村民容某
某刚从广州回来，染上了新冠！现在
你只要做一做核酸检测，快去吧。
几乎是同一天，我和 9个同

学们无一漏网，统统接到街道和
居委的通知：必须去做核酸检测，
必须天天量体温，必须随时向居
委报告，必须在一个星期后再做
一次核酸检测……
终于，我们 10个人的检测报

告都出来了，全阴性。国良说：宁
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我回
复说：改一个字吧，宁可错查一
千，也不放过一个！这是居委和街
道对我们的关心嘛，这是对上海
市民的负责。要是我们 10个人染
上了，还不把上海闹得天翻地覆？
我虽然感到过程很烦，电话

很吵，但我是很感谢他们的。真
的，不可“漏网”啊！

肥胖与自律
可 燃

    “玉貌丰腴胜玉环”，这是古
人赞美胖人的一句诗词，可现代
人对于胖，另有看法了。

人快乐地享受，美食是其中
之一。过度地享受，就会肥胖；过
度的肥胖，就需减肥。

减肥是痛苦的，没有坚强的
意志和毅力，不会成功。肥胖是
生理现象，自律要靠意志，两者有
着密切的关系。
小时候看电影，看连环画，听

老师讲故事，里面的地主、资本家
的形象都是肥头大耳、凸肚圆腰，
而穷人骨瘦如柴。所以，印象中胖
的人都是生活条件好，吃得好，所
以胖。胖，上海话叫壮！壮使人理

解为健康。
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我有幸走出国门，到
了北美，发现那里胖的人很多，有
些人胖得有点出奇，二三百磅的
人比比皆是，四五百磅的人习以
为常，六七百磅的人见怪不怪。按
从小接受到的思
维逻辑，北美人
生活条件好，所
以胖人这么多。
可是生活在当地
多年的朋友对我说：“这些胖人多
数是穷人。”

我听了有些疑惑了。朋友给
我解释，这些胖人因为经济拮据，
平时吃油腻垃圾食品较多，久而
久之就发胖了；胖了之后，思想意
识上缺乏自律，比较懒惰，没有意
志力去坚持减肥。

我有意观察了这些肥胖人的
工作环境，发现超市里工作的收
银员等员工，胖女人相对多一点，
而写字楼走出来的白领女人，相
对苗条的多一点。这说明收入低

一点的人，胖的
比例比较高。
随着改革开

放的发展，我们
的生活条件逐步

好转了，社会上的肥胖人也逐渐
多起来了。人们开始意识到肥胖
对健康的危害，随之而来的是高
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
疾病的相伴。

自助餐是最能使人长胖的
一种餐食形式。人都有贪性的，
在这种场合，多吃是占了便宜。

在多吃多
占的利益
驱使下，人有种不吃白不吃，放开
裤带再想吃的思想行为。一顿自
助餐后，称一下体重，又重了两三
斤。所以吃自助餐也要自律，不能
放纵自己，不能无节制地享用，否
则，对自身是种伤害。
人们清楚地知道了肥胖对健

康的危害，随之而来的减肥措施
五花八门，瘦身、排毒、针穴、减肥
药、手术减脂等。当然，最为有效、
最为健康的措施要靠个人的自
律：不贪吃，多运动。
减肥靠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才

能成功。享用美食是快乐的，减肥
是痛苦的。因此，我们不要图一时
的快乐而去忍受长久的痛苦！

不能小看领子
陈钰鹏

    有一位男青年在某公司应聘面
试，尚未考完，人事部经理突然对他
说：“你可以走了。”然后这位年轻人
的名字被划去了。后来从内部传出
消息，这个小伙子竟然穿了一件领
子很脏的衬衣来参加招聘会，不仅
体现出自己的不讲卫生习惯，而且
说明了他对招聘会的藐视。英国人
曾经有过一句口头语，某某人“在领
子外”，意为没有工作或失去职务。

领子虽然只占衣服的一小部
分，但它能反映人的整个面貌，有条
件的话，每天换衬衣不算过分。明朝
的缔造者朱元璋当皇帝后，采取了
不少旨在巩固政权、减轻百姓负担、
节省朝政开支的措施。他发现仅宫
女所穿的衣服一项费用就很可观，
按历朝传统，宫女穿着必须美观整
洁，但这样势必常换新衣。朱元璋于
是下令一律用纸做护领，每天换一
个，既能保证衣服清洁，又
可省掉许多新衣服，后来
民间女子亦相继仿效。
重视领子不仅出于仪

表的原因，而且因为“领
子”尚有
“生命、性
命”之意。
“事关领
子问题”

即“性命攸关的事情”，“让
某人付出领子代价”，就是
要某人的命。
领子的作用本是保护

脖颈和御寒，但和衣服本
身一样，领子也起装饰作
用，领子基本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和衣服相连的衣
领，另一种是脱离衣服而
独立存在的装饰领。古埃

及男女都戴独立的、宽而低的装饰
领，这种领子系用金属细丝串起来
做成。但西方人认为，和衣服相连的
衣领是从亚洲中部地区的缝在内衣
上的围巾演变而来的。

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
初，西班牙流行复杂的轮状皱领，

1623年，因这种领子太费料而被废
除。以后，肩领开始在欧洲走俏，它
是一种几乎盖住肩的宽领，属当时
典型的时尚，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
世嗜好名贵的肩领，所以肩领又被
称作“瑞典领”。十八至十九世纪欧
洲妇女的连衣裙通常无领，但英国
是例外，可以在袒领的上方围一个

高而尖的皱领，那是伊丽莎白女王
习惯用的服饰。1978年开始流行飘
带领（又称蝴蝶结领）女衬衣，由于
朝鲜人多爱穿，所以又叫朝鲜领。

外衣和外套可以不用领子，由
内衣的立领或叠领来衬托，如毛衣
的一字领实际上只是一个领口而已。
衬衣没有领子不好看，有了领

子又容易脏，为了省料并经常显露
一个清洁领，中外都流行过假领，如
我国清代的礼服无领，只在礼服内
加一假领，谓之“领衣”，此乃一种带
钮扣的硬竖领。此类假领的用料十
分讲究，春秋用缎子，夏天用纱，冬
天用毛皮，戴孝者则穿黑色领衣。我
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假领
热”，它省料、易洗、可常换，穿在毛
衣内最为合适，鉴于假领没有气派，
且不能穿在外面，脱掉毛衣便“露
馅”，终于被淘汰。

听
劳
模
“点
拨
”

葛
昆
元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如果这三人行中
还有两位劳模，那你就一
定有福了！因为此行你一
定会受益匪浅！
记得那是在今年二月

里，应友人之邀，我
与一群朋友到浙江
一家宾馆去品尝体
验一下菜点与服务
质量，然后作些点
评。这群朋友里就
有两位劳模，一位
是上海一家大宾馆
的主厨，大家叫她
“严大师”，曾经接
待过不少重要外
宾；另一位就是著名空嫂
吴尔愉。
那天，一坐下来，互相

介绍之后，我就暗自高兴，
今天可以学到新知识了。
果然，茶过三巡，菜尝一遍
之后，主人诚恳地请客人
们提出宝贵意见。
说心里话，像我这种

外行，觉得每只菜味道都
不错，服务也挑不出什么
毛病。如果点名要我发言

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说什
么好；再说吃人家嘴软，
拿人家手短，即使提意
见，恐怕也是客客气气，轻
描淡写，走过场而已。
不料，就在我胡思乱
想之际，性格爽朗
的“严大师”发言
了。她说，今天的这
桌菜点，如果只是
招待一般客人，也
就可以对付过去了。
但是，如果按照高标
准来衡量，还是有
不少改进的地方。

说到这里，她
停顿了一下，然后

笑着对宾馆经理说，比如，
就说那道油煎臭豆腐吧，
太咸了！再蘸上那又咸又
辣的辣货，让人怎么吃得
下去！当然，这可能是你们
当地人的口味。但是，今天
来的是一批上海客人。厨
师在烹饪前首先要了解客
人的口味，并设法满足，这
才是一个合格厨师应具备
的素质。好家伙！这说话真
是直来直去，不留情面，直

指要害！然后，严大师话语
一转，支出一招：假如，你
们在了解上海客人的口味
之后，将臭豆腐放入冰水
中浸泡一小时，去除部分
咸味之后，再放入油锅里
煎，味道就不会这么咸了；
另外，要将辣货放入锅中
用油和蒜泥煸炒后，再滴
入些许生抽；然后将煎好
的臭豆腐蘸着这种特制的
辣货汁吃，味道就好多了！

严大师的一番话说得
入情入理，批评有据，点拨
到位，博得一阵掌声。

这时，宾馆经理转头
请吴尔愉点拨评论几句。
吴尔愉微微一笑，谦逊地
说：“我说不出严大师那么
有见地的话，但是可以在
服务方面提几点建议，希
望能引起大家注意。第一，
我觉得服务员只要一上
岗，就应当穿正规的工作
服，而不应当随便穿着。比
如，刚才为我们上菜的女
服务员就穿了一件大衣，
这既不合规定，也不方便
工作。第二，服务员不仅衣
着要合规，还必须梳妆打
扮，这既是尊重顾客，也是
对自己的尊重。刚才我注
意到一位女服务员的后脖

颈处头发散乱，这是不允
许的。”吴尔愉说着站了起
来：“第三，刚才服务员送
茶水的动作错了。”大家听
了都“哦”了一声。只见吴
尔愉走到一位坐在
桌旁的客人右边，
认真地说道：“正确
的送茶动作应该是
走到客人的右后
侧，用右手将茶杯连同下
面的杯碟一起端起来，慢
慢地放到客人右侧的桌子
边上，而后用手轻轻地推

到客人的右边，并顺势将
茶杯的把手向右下方转到
45度，以方便客人端杯喝
茶。”吴尔愉边说边示范，
言语亲切，动作优雅。立即

引起大家的点赞，
直呼简直上了一堂
服务示范课。
在大家的一片

掌声和赞叹声中，
我忽然觉得，从表面上
看，两位劳模是在点拨这
家宾馆的烹饪和服务，但
实质上却是对我心灵上
的一次重要“点拨”。首
先，她俩都待人以诚。说
真话，真帮忙，没有丝毫
我的那些杂念。其次，她
们都有一手过硬的本领，
眼高手高，出手不凡。能
听到她们一次点拨，确是
一大幸事。最后，在她们
的心中，顾客永远是第一
位的。为顾客服务好，让
顾客满意，永远是她们追
求的最高境界！严大师烹
制臭豆腐如此，吴尔愉讲
的服务员的衣着打扮和送
茶水也是如此。
我暗忖：就此三点，我

欲倾一生精力学之，恐怕
也难得其一二。因此，要做
到“择其善者而从之”，也
不易！

执 著
龙聿生

    我们常常看见报刊上一会儿写“执著”，一会儿写
“执着”，似乎都不错，而且后者出现的频率还高于前者。

无论“执著”还是“执着”，它们表达的意思是一致
的———专注于某一事物而不能解脱，或，对某一事物坚
持不放。如果按着这个意思
回溯，那么就应该写作“执
著”才对，因为这个词是从佛
教用语里化用的。小乘佛教
以追求“成果”为目的，矢志
不渝，是为“执著”，如丁福保在《佛学大辞典》中解释：
“执著，术语，固著于事物而不离也。”事实上，中国古代
典籍里几乎只有“执著”而少见“执着”的写法。
“执著”变成“执着”，倒也不是莫名其妙。繁体字流

行的年代，“着”往往写作“著”；等到简体字流行时，
“著”“着”的使用变乱。《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
典》(增补本)并不绝对排斥“执着”，允许两者并存。但正
规辞书一般会主张以“执著”为主条，“执着”属于“备
选”。故较真一点的话，我以为还是用“执著”为上。

璀 璨 （摄影） 王晓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