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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基于根深蒂固
的“敬惜字纸”观念，抑或
崇尚节俭、生性吝啬使然，
对无论是否有“字”的任何
纸张都有一种“节癖”———

不舍得随意浪费和丢弃，见有人随手拿
过一张 4A复印纸，涂写几个字
便捏作一团扔掉，甚至见到有人
洗手后一连扯下两三张甚至四五
张擦手纸干手，每每心疼不已，即
便在国外亦是如此。其实这都和
我的荷包没半厘干系，何苦瞎操
心、枉费心？但偏是这样固执！
可以说，社会的用纸品种及

其数量与人们的生活水平成正比
增长。且说擦手纸，在缺衣少食的
年代，别说使用，恐怕连见都没见
过，甚至不会想到这世上竟还有
干手专用纸。而就是在上海这样
的大都市，眼下也不是每个公厕
里都免费供应擦手纸的。不过，毕
竟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擦手纸
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我们周围。
于是，虽然每次取用一张纸即可，
却不时看见有人“豪爽”出手，“刷
刷刷”连扯好几张，反正不用白不
用咯。因此，恐怕这也就是不少装潢考究
的公厕里不放置擦手纸的原因，消耗太
大，投入过多，吃勿消！
若细究起来，小小的擦手纸其实与

“节能减排”“绿色消费”相关，同“碳达
峰”“碳中和”勾连。众所周知，纸张的原
料无非是棉浆、木浆、草浆、废纸浆，因而
和煤炭、钢铁、水泥、铝业、航空、化工、石
化等所有高碳行业一样，造纸业也是高

能耗、碳排放的大户，擦手纸虽不起眼，
而就其庞大的消耗量看，生产、物流、销
售等过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却也绝非
可忽略不计。没检索到国内的数据，意外
地查到美国前些年的一个数据：美国人
每年消费的擦手纸高达 130亿磅。据美

国有识的“心疼之士”计算，假若全
美每人每天少用一张，每年就能省
下 5.7123亿磅的擦手纸。确实曾
在美国多地看到过，再偏僻的公
厕里，也会有擦手纸可随意取用，
难怪消耗总量惊人。而尽管中国
目前的擦手纸使用覆盖面远不如
美国，但其总量想必也不会少，同
样有倡导节省之必要。至少，每次
只取用一张，应该能做到吧。
把节约用纸（擦手纸只不过

是其中一项）和绿色消费挂钩，道
理浅显，但道理最好以更具象、更
实在的形式呈现，让人们能欣然接
受，且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践
行。看到一个小视频，乔·史密斯先
生专门讲授节约擦手纸的方法，将
其归结为两个字：抖、折。他现场示
范，洗手后先对着水池将双手抖
动 12下，然后取下一张擦手纸，

对折起来使用，以增强吸水力，便能把手
擦干擦净。风趣、形象、生动、实用、易学。
貌似小题大做，却委实需要。倘若我们也
能正儿八经地做一些这样的宣讲演示，或
在公厕里张贴以卡通漫画形式制作图文
并茂的擦手纸取用须知，当能营造氛围并
见实效。推广开去，进而丰富扩大“敬惜字
纸”的内涵与外延，有更多的人为“碳达
峰”“碳中和”的艰巨工程操心尽力，多好！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刘 蔚

    说心里
话，东京奥
运 会 开 幕
前，我对它
能否顺利举
行比较悲观。本来已延期
一年，但全球疫情不见好
转，反而日趋严峻，日本
新增的感染人数不断上
升，印象中，日本政府已
多次发布疫情紧急事态
宣言；面对如此糟糕的
形势，民调也显示反对
奥运会举办的日本民众
比率超过了 50%。因此，
我一度认为东京奥运会
很难进行。

然而，东京奥运会还
是在世人质疑的目光中
拉开了序幕。戴着口罩入
场、空场比赛，加
上必须严格遵守
各项防疫规定，注
定了这就是一届
极不平常、非常特
殊的奥运会。不过，随着
各项赛事的展开，我发
现，奥运会开始散发出它
独有的魅力，自己又被它
吸引住了。我开始关注起
一些赛事，尤其是有中国
运动员参加的比赛。有那
么些时刻深深感动了我。

印象较深的有，7 月
30日汪顺赢得男子 200米
混合泳金牌的那场比赛。
平心而论，汪顺虽然以预
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
有一定优势，但并无绝对
的实力和把握。决赛时的
最后 50米自由泳，汪顺发
挥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
终于反超对手，抢先触壁。
获胜后的汪顺在泳池中大
吼一声，然后摘下泳镜，跳
坐水线，高举右手振臂一
呼，接着紧握双拳纵情长
啸。这一瞬间，他的眼角一
扬，坚毅动人，那是一个体
育健儿在长期的隐忍、坚
持和付出后终于获得回报
的释怀和宣泄，体现出强
烈的求胜心，放射出了永
不放弃、勇敢进取的光芒。

汪顺配得上这枚沉
甸甸的奥运会金牌。在孙

杨被禁赛、外媒嘲笑和看
衰中国游泳的至暗时刻，
这位三战奥运会的 27 岁
老将挺身而出，勇夺冠
军，显示了一名优秀运动
员的能力和担当。夺冠
后，汪顺高大健美的身
材、阳光般的笑容，一时
圈粉无数。有网友将他的
形象与网上流传的某自
称“高质量男性”搔首弄
姿、油头粉面的照片作了
对比，宣称：“奥运健儿汪
顺，总算是给我洗了洗眼
睛。”没错，一个蓬勃向上

的社会，男性理应
以阳刚雄健为荣。

俗语道：成者
王侯败者寇。但奥
运会颠覆了这种

偏见。德国乒坛名将奥恰
洛夫在男单半决赛中，与
马龙大战七个回合，以两
分惜败，但他顽强坚韧、永
不言败的作风却赢得了无
数中国球迷的赞扬和敬
意。在铜牌争夺战中，奥恰
洛夫三度落后，又顽强地
扳成 3比 3平；决胜局中，

他挽救四个
赛点，绝地
反击，最终
拿下了一枚
宝 贵 的 铜

牌。这场扣人心弦的大战
中，摄像镜头多次出现奥
恰洛夫的面部特写，他那
专注、坚韧和坚毅的神态，
像极了一位不屈不饶、勇
往无前的战士！胜利后奥
恰洛夫抱住教练热泪横流
的一幕，也令人为之动容。

孙一文与罗马尼亚
选手争夺女子重剑金牌
的那晚，两人打得难解难
分，跌宕起伏，高潮迭起，
一路战到 10比 10，直至
决一剑。当孙一文果断出
手，一剑封喉，解说员欢呼
孙一文赢得了女子个人重
剑金牌时，我惊喜地意识
到中国队又获得了一项奥
运冠军。那一刻，孙一文
获胜后脱下头盔绽放美
丽笑容与法国外教扛起
她飞奔庆祝的画面迅速
霸屏，蹿红网络。央视解
说员用诗意浪漫的口吻
赞美她“一剑光寒定九
州”，获得点赞无数。是
的，孙一文就像一个英姿
飒爽的侠女和剑客，持剑
纵横，名震华夏。而赛后

她接受采访，谈及父亲病
重住院，她担心回去后见
不到他，非常纠结，但又必
须去履行自己的使命时，
不禁潸然泪下，令人非常
感动，也让我想起了老杜
的两句诗：“风尘三尺剑，
社稷一戎衣。”孙一文是深
爱父亲的女儿，也是为国
出征的健儿，在亲情与使
命之间，我们看见了她的
爱心，也感受到了她的家
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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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不同的地点看过这条河流———在氧气稀
薄的约古宗列盆地，在深秋的玛曲河湾，在龙羊峡，
在梨花漫卷的贵德，在兰州，在宁夏与河套平原，在
黄土高原，在大风劲吹的风陵渡，在三门峡、小浪底，
在河洛汇流处，在东坝头……当然，也在我居住的这
个城市———河流中下游分界地郑州。

从这里往下走，黄河流域缩窄，河道高抬，河滩
变得极其宽阔。因为两岸已先后筑起了包含抢险通

道与防护林带的标准化堤防，驱车在
堤顶道路上奔驰，会觉得这河流非常
美观。裹挟了大量泥沙的河水流速很
慢。在雨季，河面上布满漩涡，河水仿佛
在旋转而不是流动。我也觉得它是美观
的。它宽阔得不太像一条河流。像一切
有年份的事物一样，这条大河，有某种
见惯世故的从容。

从这个城市北郊流过的黄河，因
为河槽广阔，再大的水流也总是平铺
开来，看上去是平静的。只是，我细看

过这一带的每个河段，也反复看过这段黄河的水利
高清地图和卫星俯瞰地图，知道其中潜在的危险。黄
河出峡谷以后，左岸从孟州以下，右岸从郑州以下，
除东平湖至济南之间右岸有低山丘陵为自然屏障
外，其余全靠大堤挡水，左右岸堤防总长约一千四百
公里。长堤只是大致连贯。因为道路穿插、引黄灌溉
等原因，长堤上有很多缺口。假如有大洪水，洪水会
在第一时间找到这些缺口。

河流也是有生命的。你当然可以否认。毕竟它的
存在形式跟我们太不相同。人类是有智慧的物种，能
够感觉到喜悦与痛苦，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抵抗有缺
陷的天赋。而黄河，一条无论从地理还
是历史角度看都难以一眼见底的河流，
它没有喜怒哀乐，感觉不到痛痒，不会
判断推理。但河流也如世间万物一样，
有它自己的表意符号。

在暴雨季节，河床里涌动的不是水，而是与泥石
流更相像的泥沙流。黄色河水看上去仿佛随时会有
雷霆之怒。那黄色带有不可言喻的灾难感，让我感到
难受。我难以在这样一条河流面前开口赞美。数千年
间，它曾让人类的多少辛苦造就瞬间湮灭。我更难以
在这样一条河流面前心存傲慢。没有它的供给，就没
有我脚下这块广大的平原，这块土地上的人类生活
也就失去了大前提。

从我们脚边流过的这条河流被赋予了太多的比
拟意义。对他者，我们总是抱有“肖我”阐释的热忱。
可惜，比拟往往是屏障。这种修辞有一种骨子里的想
当然与不准确。靠近一条河流或许意味着对自身被
动角色的体认———去“感受”，而非想当然地“观看”。
我甚至不愿意使用拟人的“她”去指代它，虽然它被
人们由衷地尊为“母亲河”。大河永在奔流。作为“它”
的河流，孕育了华夏民族的初祖与文化，但这伟大的
造就只是它的副产品。它的存在还有更为广大的意
义，有属于自然本身的目的。我必须放下全部成见，
以赤子之心去领略它的密语。

唯有洞察，才能和解。
节选自鱼禾新书《大河之上》序

在低碳研究里前行的张振东
唐吉慧

    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材，
配着得体的穿着，文雅的举
止，眼前的小伙斯斯文文。虽
然七月的这个午后，临港的天
气闷热的路上见不到一个人，
我们俩却在户外一边冒着热
气腾腾的汗，一边喝着热气腾
腾的咖啡。

振东是位八〇后，出于对
飞机的兴趣，振东大学念的是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低碳能源领
域，研究飞机的发动机与能源
动力，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考
取了英国剑桥大学。在剑桥，
他的专业是燃烧工程学，比较
宽广的范围是能源与动力工
程，这项研究与航空发动机和
燃气轮机有着紧密的关联，因
为现在的燃机或航空发动机需
要依靠高效的燃烧和低污染物

的燃烧技术，来实现飞行或是
发电。所以他的研究内容为针
对航空发动机内利用替代燃
料，如何取代化石燃料，同时
又可以产生高效的能源转化
和低污染物排放的燃烧原理。

振东热爱这
一门专业，哪怕剑
桥毕业后，他仍然
进行着执着的研
究，2016 年他获得
了“牛顿高级人才基金奖”，这
一奖项用于资助国际上自然
科学领域科研成果突出的外
国学者。2017 年，上海交通大
学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中英
国际低碳学院”在上海临港开
学了，这所由英国爱丁堡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等英国一流高
校参与合作，在上海市大力支

持下创办的低碳技术和碳资
源管理领域国际化办学的学
院，致力于培养低碳领域的复
合型、国际化顶尖创新人才，
组织前瞻性、系统性的低碳产
业高端培训，并开展前沿性、

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推动低碳
技术的成果孵化，实现产学研
一体化协同发展，打造低碳领
域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为
推进上海乃至全球低碳产业
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振东
被学院的发展宗旨所深深吸
引，他期待能在低碳领域有所
作为，于是向学院报了名，经过

面试，2018年9月，作为临港第
一批引进人才，他来到了临港，
加入了这所新学院。

初来时，临港新片区还没
有成立，眼前的临港没有市中
心的喧哗，只有宽阔的道路，

环绕的绿色，他说
他喜欢这样的环
境，安安静静的。
正是这一年，他获
得了东盟基金会

授予的“杰出东盟科学大使”
荣誉，表彰他在气候变暖、节
能减排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第二年 9 月，振东受聘为
学院副教授兼硕博导师，平
日的工作除了教书再做科
研。他为他的学生们开设了
新能源系统、热力学、燃气轮
机燃烧原理等课程。科研则聚

焦于相关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如新型的无碳燃料取代化石
燃料的新能源，同时也有对污
染物的控制等项目。他有着两
个心愿，要为低碳人才的培养
多尽一些力，要在低碳研究里
继续前行。

在他眼里，上海是一座国
际化的大都市，开放包容，又友
善亲切。倏忽三年过去，他见证
了临港的发展，设施齐全的人
才公寓，便利的交通，宜居的环
境，他与太太，他们一家，已然
幸福地生活在了临港、生活在
了上海。

蜻蜓 （中国画） 宜 人

消 暑
胡觉明

日中呼后羿，

梦里咏沧浪。

壮汉喜衣少，

佳人怨袖长。

片云遮皓月，

骤雨洗骄阳。

愿借蟾宫雪，

来消酷暑凉。

    成功者
总是多声部
的， 像交响
乐那般雄浑
壮阔。

“夏
，中
国
之
人
”

沙
水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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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从立
夏开始，气温渐升，雨水犹多，夏播夏
收都得赶时抢晴。“立夏种半田。”不
抢，哪来好收成？及至盛夏，人人对“赤
日炎炎”避之唯恐不及，但农家仍然不
敢“躺平”。这个炎暑之“夏”，又是依据
什么构造的呢？
字源显示，远古贤明之士“近取诸

物”，不出意外地把“夏”字的构造与节
气特征以及农事联系起来。图画般的
线条符号，充满农耕时代的卓越想象
力：有画成一个赤脚的人在烈日下干
活劳作的；有突出人的头部，再添上双
手、双脚以及农具和占卜符号，表示观
测天象，根据节气节令谋略相宜农事，
勤奋劳作的；也有突出手脚忙碌，垦荒
农耕的。总之，农耕时代相宜的节令
气象，跃然如睹。这般农忙时节的景
象，如同一组电影镜头，表示的就是四季中的夏季。
字形简化后，保留了人的面首之形和脚的特征，即

“頁”和“夂”。这是不是一直饱受争议的汉字“讹变”呢？
字形作进一步抽象并简化后，“讹变”不可避免。

即使这样，也提供了多种解读空间，可谓言人人殊。一
说面首之形表示持久向南，脚趾之形“夂”是冬的省
略，有止步之意，合起来会意为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呵
呵，自圆其说就行。一说脚趾之形，恰如向右拉的牛轭
和木犁，也表示农忙。一说像一个人在祭祀活动中跳
舞，借用四肢伸展的人的伟岸之形来指称四季最热的
季节。诚如是，何不直接用“大”来指称夏天？要知道，
“大”的本义就是一个大写的人。还有的直接指认“夏”
就像一个农人弯腰赤脚在水田里插秧。仔细看看，再
比附一下，确乎像一个背负青天、面朝土地的农民在
水田里，且插且退。汉字的魅力不正是包含了天、地、
人之间相互感应的气象和气息吗？
“夏，中国之人。”在中原一带建立部族国家的夏

代，正是以农耕见长。这也切合了“夏”的字源所提示的
节气和农事特征。传说，大禹之子“启”在建立王朝时，
取万物生长最为旺盛的季节也就是“夏”，作为部落的
图腾标志，寓意幅员辽阔、繁荣昌盛。因此，夏也有强大
的义涵。
上古时期，中国是中原之国的简称，中国又称作

“夏”。同样，古代汉民族也自称“夏”。以一个“夏”字为
纽带，其间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渊源，可谓妙哉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