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字序、
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目前出土的大量
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
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字呈横
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
片，可以分为两组，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新需
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我们不难猜
测，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
所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
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二是活动性
质的影响。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竖写，所
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
条件。“持简习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
坐，左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正
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

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
简的习惯，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本身。毫
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
权”，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
用。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绝大
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
出来的文字呈现，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
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上而下的
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甲骨占卜活动的性质决定了行款自上
而下的字序，行序呢？从甲骨材料出发，它
通常可以分为几个对称区域，为此我们常看
到为对称之美而设定的“下行而左”和“下行
而右”两种方式，也就是说，行序是自由的，
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地以“下行而左”，即行
序“从右至左”为主，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对于竹简，无论是先写后编成册，或是
先编成册再书写，从右至左都是比较方便
的，对此，不少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证。对于
先写后编成册的情况，钱存训先生《书于竹
帛》中提到：左手持简、右手书写，便于写好
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形成从
右到左的习惯。

不过，汉字行款基本样式的真正确立，
应是在周代。周代在继承商代的行款中，单
纯延续了竹简行款样式，统一使用字序自上
而下、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极少有例外。
自此，被沿用数千年的汉字行款基本样式得
以完全确立。

（摘自《老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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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
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构建了促
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政策体系框
架，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

展的机会。
在改革发展的转型攻

关期，这份高规格的文件聚
焦社会性流动，蕴含的 4 个
关键词意义重大。

社会公平
要破除阻碍社会性流

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
提升社会公平，才能最大程
度激发社会性流动和经济
发展相互的促进作用。对
此，《意见》明确，全面取消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
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
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
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同时，

《意见》还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让人们走得顺畅，留得心安。

上升通道
对技术技能人才，打破上升通道中隐形

的天花板，是《意见》聚焦的发力点。
《意见》提出，支持用人单位打破学历、

资历等限制，将工资分配、薪酬增长与岗位

价值、技能素质、实绩贡献、创新成果等因素
挂钩。此外，对于那些甘愿投身基层一线、
艰苦边远地区的人，要给他们更加宽广的发
展空间。

兜底保障
有一些困难群众，他们并不是没有流动

的意愿，而是没有流动的能力。为此，《意
见》提出推进精准扶贫促进贫困群体向上流
动、推进教育优先发展保障起点公平、推进
公平就业保障困难人员发展机会、强化社会
救助提高困难群众流动能力等四方面举措，
防止社会性流动失衡弱化，使更多人拥有社
会性流动的通道。

经济发展
有区域协调发展，才有更广阔的流动空

间，而不是以一座座小城人去楼空为代价，
换来个别大城市的发展。有创新创业创造，
才有更澎湃的流动动力。对此，《意见》提
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流动机会、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流动均衡、推进创新创业
创造激发流动动力等三方面举措，推动社会
性流动顺畅有序。

（摘自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

人人有机会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发展

□长安君

近期，我与同事乘高铁出差时发现，自
助取票机前的队伍比以前更长了。细究发
现，以前打印一张票即可报销，但现在需打
印行程单、报销凭证，难免时间翻倍。志愿
者解释称，“这是高铁在推无纸化电子客
票”。

铁路部门宣传称，电子客票“更加环保
与方便新潮”，将原纸质车票承载的旅客运
输合同、乘车、报销三个凭证功能分离，实现
了运输合同凭证电子化、乘车凭证无纸化、
报销凭证按需提供。可以看出，改革目的大
致有两个：一是为乘客提供方便，为窗口减
少负担，直接刷身份证或电子票进站，节省
排队购票取票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厉行节约

环保，减少票用纸张的资源消耗。
初衷是好的。然而，给人的体验不友

好，还是在于细节没到位。
首先，原有车票承担着看车次、查座位、

报销、退改签等诸多功能，功能集成本身就
是便民。但是，车票“拆解”带来了新麻烦。
改革之后，很多乘客要不停地放下行李、掏
出手机翻看车厢号和座位号，还要通过大屏
幕查询检票口；需报销的乘客，仍要打印凭
证作为报销依据；如果要拿座位号，还需打
印长长的购票信息单，一张纸变成“两张

纸”，资源消耗反变多了。其次，车票虽然电
子化了，但报销体系没有电子化。因此，报
销凭据“单飞”意义不大。第三，电子客票离
不开智能手机，部分老年群体的出行可能会
变得困难重重。

据最新消息，鉴于旅客意见较大，铁路
部门已在报销凭证上增加了座位信息。这
说明铁路“开门改革”征求民意的渠道还是
畅通的，希望其他部门推行改革时能吸取教
训，考虑更周到。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 王俊禄

汉字字序行序是如何确立的

微信一推出用表情评论别人的朋友圈
内容功能，就引发网友“奔走相告”，“朋友
圈也可以斗图啦！”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个消息表示欢
迎。也有朋友在朋友圈里发表评论：这是
文字的悲哀。或许有点夸张，但也有些道
理。现如今，我们连评论别人的朋友圈都
懒得打字了。大概，这就是读图时代不可
抗拒的潮流吧。

不久前，在“年度热词”和“年度弹幕”
出炉时，我就有一种担忧：被高度缩略的表
达方式，会不会让我们的情感也变得单薄
起来？现在看，和表情包比起来，它们只是
小巫见大巫。如果说流行语里好歹还有我
们的真情实感，那么表情包就像被完美编
码的程序。最终的结果，只会是贫乏和单
调。

当然，发个表情包而已，有必要那么较
真？这算不算杞人忧天、无事生非？再说
了，表情包嘛，还不是我想怎么用就怎么
用，难道不是自由得很？

这让人想起，那个显示为“微笑”的经

典表情。在年轻人看来，它可能等同于“呵
呵”。但在中老年人来看，它可能就是友善
的象征。要知道，编码和解码之间要是存
在误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不信，你发个

“微笑”给男/女朋友试试？
可见，表情包的种类再多、图像再丰

富，使用起来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和标
准。进而言之，表情包里的元素再多样、
复杂，也不可能把你心里想说的东西表达
得淋漓尽致。实际上，你正在根据表情包
里的内容调整想要说的话。说到底，从来
不是你在“玩”表情包，而是表情包在“玩”
你。

那么，用表情包来评论朋友圈，会怎么
样？视觉效果更炫目了，表达的内容却更
少了。因为，它们被简化成了 A、B、C、
D……等选项，每一个选项对应的就是一个
表情包。

在表情包面前，恐怕我们也别无选
择。因为，表情包本来就是一种网络社交
时代的“硬通货”。拒绝使用表情包，意味
着你很有可能陷入孤独、寂寞的语境。

于是，我们都忙着在朋友圈里发送表
情包，来一场斗图，只是，屏幕对面的朋友，
倒很可能正在面无表情地例行公事。表情
包和表情的错位，是生活的荒谬时刻。

（摘自《澎湃新闻》）

□李海平

含羞草为什么“害羞”？因为
它的叶枕处有上下两层细胞。日
常情况下，叶枕内的两层细胞都
含水而膨胀，支撑着打开的叶
片。当我们碰它叶子的时候，叶
枕内的上层细胞水分会从细胞中
流向组织，从而使得细胞收缩变
小，但下层细胞不会有什么变化，
于是就出现叶片向一边倾斜的状
况。

通过比较刺激前后叶枕处细
胞形态，我们会发现：叶枕中的两
层细胞在刺激前后，会产生膨胀
压差异，正是这个差异带来叶枕
的变形；而叶枕中的细胞都排列
规整并有一定取向，这个取向结
构又决定了含羞草的叶片只能是
上下开合。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的仿生智能材料研究团队利用含
羞草这种变形的普适性原理，设计出了一
种可控变形的材料。

他们选用一种从海洋褐藻中提取出
来的天然多糖——海藻酸钠来做验证实
验。他们首先制备出许多带沟槽的模板，
把海藻酸钠溶液浇上去，用钙离子进行交
联，钙离子交联的过程就和“卤水点豆腐”
一样，让原本的溶液固化成固
体。通过控制样品与钙离子
接触的时间，就可以让样品出
现类似含羞草的变形，而且是
变形成一个完美的螺旋结
构。利用这种变形，可以研究
出具有生物活性的仿生人工
血管，那将为心血管疾病患者
提供全新的治疗方案。

研究团队将仿含羞草材
料这种可伸缩与舒张的特性
与变色龙皮肤中的周期性纳
米结构相结合，还设计出一种
可快速变色的周期性纳米结
构，变色时间只需要0.2秒。

变色龙能通过改变肤色来表
达情绪，是因为变色龙皮肤中有
这样一些周期性排列的小颗粒，
当变色龙情绪变化时，它就通过
皮肤的收缩与舒张来改变皮肤中
周期结构的距离，进而改变肤
色。比如，当变色龙情绪平静的
时候，皮肤中小颗粒间的距离排
列非常紧密，这时皮肤呈现绿色；
当变色龙兴奋激动的时候，皮肤
会舒张进而使得紧密排列的颗粒
距离增大，这时用肉眼来看，它的
皮肤就会从绿色变为橙色。

会变色的纳米材料有什么作
用呢？团队已研发出一种仿生美
瞳，它不仅像普通美瞳产品那样
可以个性化定制不同色彩，最重
要的一点是，由于使用了这种仿
生结构色材料，它可以及时根据
佩戴者的眼压变化，作出颜色的
反应。

如果让青光眼患者戴上他们
研发的仿生美瞳，当青光眼患者
眼压变化时，眼球表面张力会发
生改变，这个作用力会触发隐形
眼镜颜色变化，比如眼压正常时，

隐形眼镜颜色为红色，当眼压升高时，隐
形眼镜颜色会变成蓝色，那就告诉患者

“需要赶紧滴降眼压药了”。不过，目前他
们的实验还没有进入临床阶段，但他们相
信，仿生智能材料方向的研究最终一定会
造福人类。

（摘自《羊城晚报》）

□易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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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也是在冬季，第一个“北京人”
头盖骨被发现。我们今天参观周口店遗址
可以看到，遗址不远处就是周口店火车站，
山脚下一条铁路逶迤而过。周口店早期发
掘考古工作，正是因为有了铁路才得以稳
步推进。在那个交通不便、通信落后的时
代，铁路为发掘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运
输和通信保障。

周口店位于北京城西南约50公里处，
这里背靠北京西山，面临华北平原，自然资
源丰富，附近盛产石灰和煤。1897年，从北
京到汉口的京汉铁路开始修建。为了便于
运输石碴和煤，又修建了从京汉铁路琉璃
河站到周口店站的琉周支线，长 16 公里，
1898年通车。

考古工作主要地点龙骨山就在周口店

车站西北几百米处，非常方便。
通过琉周支线连接京汉铁路，构建了

从周口店直通北京内城的交通线路。这条
本为运煤和石料而修建的铁路，为周口店发
掘考古持续而稳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周口店发掘考古工作经过初期摸索，
逐渐有了规律。挖掘考古每年分两季：春
夏为一季,大约从清明开始，至小暑结束；
秋冬为一季，大约从秋分开始，至大雪结
束。中间夏日及隆冬停止工作。停工期
间，将挖掘出的化石、石器整理打包，装箱
后从周口店车站装车，沿琉周支线至琉璃
河车站，再转京汉铁路直达北平前门西站，
运至北平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修复和研究。
每季需要运输化石15到20吨，每年共需运
输化石30到40吨。

按照当时铁路货运规则，货物按内容
分为若干等次，每等运费不一样。据考古
学家裴文中回忆说：“我们所出的运费,有
时按‘五等货’计价,有时按‘六等货’计
价。据周口店车站执事人讲,我们所掘的

‘龙骨’,在平汉路运输章程上,没有这一项
货物,不知当列在那（哪）一等。列五等货
时,则系按‘牛羊兽骨’的等级,列入六等,则
系按‘片石石渣’的等级。”按照当时的货运
规则，等级越高，运费越贵。因此按“牛羊
兽骨”要比“片石石渣”运费贵一些。

火车运输量大、安全，是大批量运送化
石的首选。只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没

有通过火车，而是选择了“大车”（畜力车）
运输。这次运输，还出了点小插曲。运送
化石的大车行至北平彰仪门时，被税务官
拦下要求纳税。当时运送货物，官府设卡
收税。之前通过火车运送时，考古队早已
和税务当局商议好了货物免税，因此畅行
无阻。这次用大车运输，免税问题没有落
实好，被拦了下来。裴文中立即去打电话
交涉。

1929年12月2日，发现第一个头盖骨，
6日，裴文中即携带头盖骨乘坐长途汽车回
北平。1936年11月15日，贾兰坡发现两个
头盖骨，16日，负责化石研究的中国地质调
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即开车
到周口店。此时一个头盖骨已经发掘了出
来，另一个头盖骨挖掘处理较慢，魏敦瑞先
携带一个头盖骨返回北平。贾兰坡连夜工
作，处理完第二个头盖骨后乘火车将其运
至北平。25日，贾兰坡发现第三个头盖骨，
也是及时乘火车送至北平。

铁路还为考古工作提供了通信保障。
裴文中回忆说，周口店有一个邮政代办处，
每天有一个邮差收信、送信。北平和周口
店之间，信件往来，“快则四日，慢则五
日”。比写信更便捷的是发电报，当时只有
火车站有电报设施，而且可以向社会大众
提供代发代收电报服务。不过裴文中先生
也曾吐槽“译码常常错误，令人难于解读”。

（摘自《北京日报》）

从运煤线路进城的周口店“龙骨”
□李子明

老北京的冬季很冷，每到数九寒冬，水
面结成一尺多厚的坚冰，像北海、什刹海、
昆明湖、护城河等地就是最热闹的戏冰游
乐场了。老北京最初都是滑野冰，后来才
有了管理比较好的溜冰场。我记得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北海和什刹海就有了设备齐
全、服务周到的溜冰场，可以提供租冰鞋、
磨冰刀等服务，也有了换鞋的场所。

老北京玩冰的花样儿可多了，除了穿
冰鞋溜冰的，还有租用冰床的。环城的护

城河就是滑冰床的好去处。那时的护城河
环绕京城，今天的2号环线地铁和它基本是
同一位置。坐上冰床，在冰面滑起来，速度
也是飞快的，所以冰床也成了冬季交通工
具。有人就把拉冰床作为自己冬季谋生的
职业了。

冰床也叫冰排子，它的构造简单，先用
木板拼成一块长五尺宽三尺的床面，下面
用木板做支架，在木板支架的下面钉上铁
条，就像冰鞋下面的冰刀一样。在木床上
面装上椅子，铺上毛毯或羊皮，舒适又保
暖。大的冰床，可坐三四个人。租用冰床，
讲好目的地和价钱，客人坐在软暖的椅子
上，撑冰床的站在他身后板沿儿上，用三米
多长的木棍子戳在冰面上，向后用力一顶，
冰床就向前飞快滑动起来。这有点儿像水
中撑篙行船一样。他拿的这根棍子还可以
控制滑行的方向和速度。朔风呼呼吹着脸
颊，护城河两岸的景色飞快向后掠过，十分
惬意。当时有诗里说：“河头冻合坐冰床，
偷得舟行陆地方。”可知冰床作为另一种交
通方式，也是很受欢迎的。

乘坐冰床最初是作为京城冬季各城门
间的交通工具，因为它十分好玩儿，渐渐演
变成了娱乐方式。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曾

用文字记录过民国年间什刹海冰场：“冬天
护城河、什刹海岸旁放着许多冰床招揽乘
客，在新年正月，坐着冰床，驰骋冰上，虽不
用足溜，也很有意思。前几年，我每到正二
月，常在一溜胡同（现在的烟袋斜街里面）
广庆轩听杨云清说《水浒》，傍晚散书，由银
锭桥到德胜门，坐一个来回冰床，然后地安
门桥上喝上二两白干，也是闲适有趣的。”

供娱乐玩儿的冰床有两种滑动方式：
一种是在冰床前面拴上大粗绳子，由两个
或一个人在前面拉着跑，为了防冰滑摔倒，
一般都在鞋底上套上草编的鞋套，这种方
式又累人速度又慢；还有一种改良型的，就
是用杆子撑，就像上述的样子，速度快，有
如骑马奔驰，但必须人少场地大，如果冰面
人多像煮饺子一样，那是万万不可快速的。

现在这个行当早已消失了，冰场上有
租冰车的，就是在小椅子下面加装二根铁
条，用两根木棍自己杵着冰面滑动，速度当
然和护城河载人的冰床没法儿比了，但作
为冬季的户外运动，这沿袭了当年大冰床
的小改良型，也给孩子们带来很多乐趣。

（摘自《北京晚报》）

滑冰床□何大齐

车票无纸化，别急着“一刀切”

表情包评论让社交更孤独

□李勤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