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多数人过
了 50 岁，会觉得
以前有滋有味的
食物，变得越来越
寡淡。人们经常

把这归结为上了年纪之后的清心寡欲，其实这
是年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生理变化。

没有了食欲，也就懒得吃了。吃得少了，
不仅热量摄入不足，更重要的是获取全面营养
就会变得困难，尤其是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
纤维等，会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状态，会加速
身体机能的老化，导致免疫力下降，甚至促进
慢性疾病的发生。

而保健品“补充”的是某些特定的营养成
分。“补充”的成分跟营养失衡导致“缺乏”的成
分往往并不一致，所以也就没有了价值。

最新发布的首个老年食品国家标准《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老年食品通则》（征求意见稿），
针对老年人营养需求设定了一个新的食品品

类“老年食品”。
按照标准中的定义，“老年食品”是指经改

善食物物理性状和（或）调整膳食（营养）成分
的种类及含量，以适应咀嚼和（或）吞咽功能下
降、营养不良老年人生理特点，满足其饮食需
要或营养需求的一类特殊膳食用食品。适宜
人群为咀嚼吞咽功能下降或营养不良、膳食营
养素摄入不足的老年人。

“老年食品”有三类。一类是“老年营养配
方食品”，只吃它就可以满足基本的营养需求，
类似于配方奶粉。这适合于进餐实在困难或
者实在不想吃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这类食品来
保证营养。

另一类是“易食食品”，是常规的食物，只
是改变了食物的物理性状，使得它们容易咀嚼
和吞咽。这类食物不提供均衡集中的营养，整
体的营养均衡还是需要自己把握。

还有一类是“老年营养补充食品”，主要是
补充某些容易缺乏的营养成分。这类食物适

合有食欲、能正常进食的老人。一旦常规食谱
中缺乏某些特定的营养成分，比如优质蛋白、
膳食纤维，或者钙、铁等，就可以通过相应的

“营养补充食品”来补充。
因为健康常识的缺乏，又没有明确标准的

指导，渴望健康长寿的老年人，经常就是从电
视广告中或者保健品直销人员口中获取“营养
知识”。而那些“知识”，要么完全是谣言，要么
经过选择性的演绎去误导人们购买产品。花
了高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解决老年人
的营养均衡完全没有用。这份标准的实施，会
给老年人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向——这类产品
对于满足自己的营养需求更有价值。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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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输入我国的
图书与我们输入美国的比率是 150:7，这个
现状现在并未改观。多数中国学人对此觉
得不好接受，但是这比20世纪80年代初情
况好多了。当时，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图书
馆咨询关于中文文献的资源，图书馆员居然
问：“中文是什么？是不是像拉丁语那种已
经不再使用的语言？”今非昔比，但在英语世
界，中国文学也只是小语种文学。可是我们
没有必要小看自己。明末清初礼仪之争时
期，中国儒教习俗在罗马几乎家喻户晓，儒
家思想的传播在西欧国家有过至深且巨的
影响。从1593年第一部儒经译本问世至今，
大约产生了304种儒经译本。现今，中国许
多学者出版了汉译英译著，销量也被看好。
由此来看，中国图书的输出不存在根本性问
题，但要研究怎样输出，即输出的路径。

例如该翻译哪些中国文献？由王尔敏
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来看，中国的社会科
学文献与自然科学文献都引起过西方的注

意。所以我们外译的题材可以广泛一些。
目前，我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儒家经典或
是其他文化经典的输出上。现在，除了汉学
家或相近领域的学者，西方人很少关注中国
文化经典。历史上西方特别重视了解儒家
经典，这与其启动文化交流的需要有关。笔
者在《当代外语研究》的翻译微论坛等十多
个有代表性的高校外语教师微信群与 QQ
群进行过问卷调查，不少有留学经历的外语
教师在这些群里。问题如“您见过外国人阅
读、讨论中国文化经典吗？”笔者得到了111
个人的回复，只有5个人对该问题的回答是
肯定的，而且他们都在开设汉学专业的大
学，其中一个回复说，在某大学有中国文化
经典的小阅览室，但是常年不见有人进去。

无论如何，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经典的实
际兴趣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对于西方人
来说，在纽约街头播出的中国短片的冲击力
远远高于文化经典，也比文化经典表现出的
中国形象现实而可接受得多。翻译中国文
献，考虑效益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外译的题
材可以广泛一些。在选择图书方面，我们可

以请外国出版商来参与，这比我们自己的选
择可能会更准确。

中国学者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现在
在国际上走红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
品，而是网络小说、武侠小说。这些作品颇
受国外青少年迷恋。其实这些小说的翻译
有许多问题，但丝毫不影响其销量，这告诉
我们，比翻译更重要的是读者的口味。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文化走出去路径可以更广泛
□岳峰

科 学
学 术 期 刊

《自然-通
讯》7 月时
发 表 的 一

篇文章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的徐星团队发现了一种来自中
国中侏罗世早期（1.74 亿年前）的梁龙类
新属种——神奇灵武龙。

徐星说，东亚地区中晚侏罗纪时期发
现的动物群，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很大，具
有很强的“地方性”。比方说马门溪龙，基
本就只在中国发现过，其他大陆都没有确
切发现。学者们正是在解释这一现象时，
提出了“东亚隔离假说”。简单来说，就是
指中侏罗世晚期到晚侏罗世，东亚地区由
于板块运动被海水隔离于其他大陆，这样
的地理隔离使不同地区的动物各自演化
出自己的特色。之前在北美和南美都发
现过梁龙类，但在东亚地区却没有发现。
这次在宁夏找到的梁龙类化石挑战了“东
亚隔离假说”。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发现的梁龙来自
1.74亿年前，比其他地区的梁龙类都要早
将近 1500 万年，因此成为梁龙类最早的
代表种类。

8月在科学学术期刊《自然》上的另一
篇文章中，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领衔，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美国菲
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加拿大自然博物馆

学者联合参与的一个
国际合作团队称，在中
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关
岭地区发现了 2.28 亿
年前的原始龟。这副
被称为中国始喙龟的
骨架原始保存于三叠
纪晚期海相泥灰岩中，
体长超过2米，是迄今
为止发现的第一只开
始出现喙的龟，且无甲
壳，仅有加宽的肋骨。

中国始喙龟的系
统位置，在龟类早期演
化中承上启下，弥补了
该类群系统发育中“缺
失的一环”，因此可称
为是一只承上启下的

“过渡龟”——它是一
只半甲齿龟，有满口牙
齿，且腹甲尚未形成背
甲。这是当时世界上
最古老的龟类化石，也
是唯一体现了龟甲形
成过程中某种过渡状态的标本，论证了龟
类的腹甲先于背甲形成。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曾认为，龟在最近的 2 亿多年里，身
体似乎没发生过变化，这与达尔文“渐进
式”的生物进化论相悖。

（摘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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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苗

有 人
问：幸福的
家 庭 是 什
么 样 的 ？
我 看 到 的

最好回答是：幸福的家庭都不争对错。
马东主持节目时曾提及他的母亲，

他说，76岁的老母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就是关灯，屋里灯亮着，只要没人在，她
就第一时间关掉。马东一开始还告诉
母亲，一开一关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
一直亮着也费不了多少电。但在他发
现母亲每次说“好”，紧接着又关上之
后，马东再也不和母亲计较这样的小事
了，因为节约用电已成为母亲的思维定
式。

很多人没有像马东那样，而是为了
自认为正确的小事和父母争得面红耳
赤，伤害了父母的同时，更是让彼此有
了隔阂。

夫妻相处也会有分歧。杨绛在《我
们仨》里曾说过这样的小事：“我和钟书
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
一个法文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
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
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

语的法国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
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

可见，如果一定要争个对错，结果
往往是赢得了结果，却输了感情，自己
也落了个不愉快。遗憾的是，很多人不
懂这个道理，对一些小事也上纲上线：
你想报瑜伽班，他非说买个垫子回家
练；你说大海很漂亮，他非说大海淹死
过很多人……谁对谁错？不过是看法
不同。

生活中，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
人。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你理解我，我
理解你，遇到问题不剑拔弩张，不追究
谁对谁错。

（摘自《广州日报》）

幸福的家庭不争对错

□钱静

港珠澳大桥日前正式全线通车，而建设
这一跨海大桥的梦想早在35年前就生根在一
个香港人心里，他就是香港实业家胡应湘。
早在1983年，胡应湘就首次公开提出港珠澳
大桥具体的修建设想和计划，他的前瞻和远
见终成现实。

今年83岁的胡应湘精神饱满，几乎每天
都会到位于湾仔的合和中心上班。这栋他亲
自设计的66层大楼，曾是上世纪80年代亚洲
第一高楼。这位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
木工程专业的老人一直以工程师自居。

在办公室，胡应湘每天都会在心爱的绘
图板上设计画图，“这是员工们送我的结婚礼
物，都用了48年了。”就是在这张绘图板上，胡
应湘勾画出改革开放后广州中国大酒店、广
深高速公路、虎门大桥、深圳罗湖和皇岗口
岸、沙角电厂等内地旅游、交通、能源基建设
计蓝图。

“当年，香港经济发达，是转得很快的小
齿轮，而内地经济就像是一个刚刚启动的大
齿轮。改革开放40年来，小齿轮帮助大齿轮
转得更快。今天内地这个大齿轮早已转得更
快，反过来帮助香港小齿轮更好地转动。”胡
应湘说。

1977年，胡应湘和十几位港商到内地考
察，足足待了27天，足迹遍布北京、成都、重庆
和武汉等多个城市。

考察过后，胡应湘开始在广州筹建中国
大酒店，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内地第一家合资
酒店。然而，最大的困难是怎么打破计划经
济年代的条条框框，如何转变观念，胡应湘感

慨，“当时几乎所有单位职员都是分配的，至
于员工素质就没法保证了”。

胡应湘提出，企业需要自主聘请员工并
决定薪酬。他与时任主管领导讨论时，拿刚
刚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举例：既然教练
能自主挑选队员，企业也应该自己选择员
工。主管领导被胡应湘的话打动，同意让胡
应湘大胆尝试。

投资兴建中国大酒店不仅给广州带来了
资金，更具意义的是胡应湘将“BOT模式”首
次引进内地。“BOT 模式”即“建设——经营
——转让”模式，这是国际通行的私营企业参
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的一种常用方式。广州市政府和胡应湘的公
司约定，广州方面免费提供土地，香港方面筹
集资金建设；以20年为期限，其间由港方独立
经营，期满全部财产在正常营业情况下移交
广州市政府。如今，在胡应湘的会议室内还
摆放着一块2004年中国大酒店合作期满纪念
的牌匾，上面写着：“敢为人先，铸就辉煌”。
在移交酒店的同时，胡应湘还将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的“滑模”技术和设备全部赠送给广
州。

胡应湘在美国读书时，亲身体会到州际
高速公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
回港后他就预见，广深一带经济将会高速发

展，车流量一定会迅速增加。因此，他决定向
广东提议兴建广深高速公路。

“我当年写信给广东省省长，要经济发
展，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电力通讯系统是不行
的，国家经济要腾飞，就必须优先发展三项事
业，即交通、能源和通讯。”胡应湘说。当时内
地很多人认为，人们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为何
要建设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胡应湘坚持
认为，没有高速公路就没有经济发展。

从 1981 年签约意向书到 1997 年全线通
车运营，全长122.8公里、总投资122亿元的广
深高速公路成为内地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
公路。胡应湘回忆，尽管当时经历许多波折，
可以说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项目做成
的”，但最终双方合资建成了这条路就是对粤
港乃至整个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推动
力。

“我是香港的第三代，我的祖父从广东来
香港。我一直想看见香港和珠三角更紧密联
系在一起，这是香港的前途。”他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当代“愚公”
□李滨彬 颜昊

结婚摆宴席请大家吃饭，本来是
件高兴事，可新娘小徐却因此有些
不快乐——公司里 18 个同事，大家
合起来给她发了 1314 元的红包，并
祝她和丈夫一生一世。“他们结婚的
时候，我最少也要随礼 300 块钱，可
如今到我结婚，却来这么一出。”小
徐说，自己看到红包的那一刻，顿时
有种被欺负的感觉。

随后，小徐把这件事发到朋友圈
里，虽然咽不下这口气，思虑再三她
还是屏蔽了同事们。

在份子钱忽忽悠悠不断走高的
今天，18个同事包了1314元红包，多
乎哉？不多也。一来，这不符合对
等原则。我给你们最少300元，你们

却这么对我，合适吗？二来，这也不
符合面子原则。中国式婚礼最讲究
的是面子。“翻译”出来就是，你收到
的红包越大，给你红包的朋友圈越
大，则你的面子就越是舒展。平时
可能还不怎么计较，在结婚的“人生
巅峰”，却不能不计较。

无独有偶，《这是一篇关于你本
硕博期间份子钱的综述》的文章近
日引起了热议。该文引发众多大学

生反思：“份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还
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有学生表示：

“我拉黑了几个让我去参加婚礼的
同学。”也有学生回忆，一年已经送
出去3000元。

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份子钱都
不是陌生的概念，即将走向社会但
已面临人情世故的学生群体也不能
例外。在父辈眼中，份子钱的本质
就相当于人情置换，送出去的钱早
晚也会回来。而对于学生群体来
说，份子钱问题就相对没那么乐观
了。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实现经济独
立，可承受力较弱。求学历程十几
年，同学朋友的数量相当庞大，结婚
请帖、满月酒等邀请纷至沓来。相
对于父辈来讲，学生群体人情置换
的周期较长，且份子钱的回收率也
相对不高，毕竟大家天南海北，工作
忙碌，没有父辈那种较强的地缘性

联系和交流。
如 此 看 来 ，一 个

份子钱，实在是蕴藏
着传统中国的诸多秘
密 ，很 难 等 闲 视 之 。
想象一下，在未来的
岁月里，这些已经随
出去的份子钱，又会
带来多少对等回款的
期待，以及多少失望
与不满？即以小徐而
言，其念念不忘之前
她随出去的300元，不
也是一种隐隐的放贷

心理？
让人情合情合理，回归健康正常

的状态，是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
要求。我们不必去苛责某一个人，
而是应该尽最大可能减少份子钱的
货 币 价 值 、加 持 其 情 感 表 达 的 成
分。这样的切割当然很难，但却势
在必行。不然，愈来愈沉重的包袱，
必然会压垮一茬一茬的青年。

（摘自光明网）

份子钱是钱还是情分

随着智能手机及智能穿戴设备的出现，我
们日常的行为和位置，甚至身体的细微变化，
都可能成为被记录和分析的数据。社交网络
应用会通过我们的在线活动，巧妙地在我们的
个人页面放上最新的广告。

是否我们的任何行为都会在互联网上留
下“痕迹”？硅谷企业云IT信息平台公司、拥有
十年银行信息系统运维经验的技术主管武超

颖认为，“严格来说的话，所有需要注册用户的
服务，或多或少都抱有追踪用户某方面信息的
目的。服务对个人隐私的读取，事实上无处不

在。”在日常生活之外，互联网技术也能详
尽地勾勒出一个人在工作中的行为习惯。
不过，武超颖表示，“社交化平台的后台数
据并不对其他公司开放，以微信为例，目前
也不存在与公众号和小程序无关的行为数
据统计接口。”

互联网高度发展的其中一个特征，就
是让很多“信息”变得更“透明”。对我们而
言，互联网提供的方便，足以让我们忽略潜
在的隐私危险，很多时候，相关个人信息的
泄露，还会让某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为了应对潜在的危机，不久前，瑞典有
两位开发者打造了一个名为“deseat.me”的

网站，据称只需简单的操作，就能抹掉自己在
互联网上存在过的“痕迹”。但专家却指出，该
网站眼下还是不能彻底“斩草除根”。

最近还有一篇名为《如何让自己优雅地从
互联网上“消失”》的“技术帖”也很火，文章的
作者阿西恩提出了一些保护个人私隐的方法：
尽量少地在社交网络上暴露自己的真实信息；
彻底关闭不常用的社交账号，并对任何第三方
的程序、小应用保持警惕；如果没办法彻底删
除你的存在痕迹，那么至少可以制造一些假
象，例如把生日和所在地改掉，或者用看起来
不像你邮箱的电子邮件地址注册网络服务。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想从互联网上彻底消
失是不可能的，“信息保护的目的不是让信息
消失，而是让正确的信息被正确的人用在正确
的目的之上”。 （摘自《广州日报》）

大数据时代亟须保护隐私
□黄岚

“ 老 年 食 品 ”来 了

□云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