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北 大
荒 我 所 在 生
产 队 的 菜 地
里 ，品 种 不
少，但没有芹

菜。我不知道其中原委。芹菜并不比别的蔬
菜难种呀。当时，正忙着战天斗地，根本没有
想过这个问题。

来到北大荒第二年的开春，我被暂时借
调到农场场部写文艺节目，一日三餐，在场部
的机关食堂。第一天，买好饭票，去那里买午
饭。售饭处，是一个不大的窗口，窗口旁边挂
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几个菜名，其中第一个
是肉炒芹菜。我买了这个菜，来北大荒快一
年，第一次吃芹菜。那芹菜炒得实在是太好
吃了，五十一年过去了，那味道，只要一想起
来，便还在嘴里萦绕，而且，芹菜那种独特的
香味，带点儿草药的味儿，带点儿脆生生的感
觉，还能格外清晰地记得。说是唇齿留香，一
点儿都不夸张。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怪，当时在北大荒，
也有好多美味或者奇奇怪怪的菜品，比如飞
龙，比如熊掌，比如狍子肉，比如血肠，比如酸
菜炖粉条……我也吃过，但都没有这种感
觉。其实，吃的这一盘肉炒芹菜，用不了多高
深的厨艺，只不过芹菜中加了几片肥瘦相间
的肉片和蒜片，而且，那切芹菜的刀工实在太
粗糙，长短不一，是乱刀下的作品。不过，它

是小炒，豆油很新，很香；芹菜是新摘的，很
嫩，很绿；猪也是新宰杀的，肉很香，很嫩。很
长一段时间里，这盘肉炒芹菜，在我的脑海里
都挥之不去。一直到六年之后，我离开北大
荒，总还时不时地想起这盘肉炒芹菜。

后来，我曾三次重返北大荒，无论是菜地
里，还是餐桌上，北大荒已经今非昔比，那么
多品种繁多的蔬菜，那么多色香味俱全的菜
肴，让我目不暇接。其中，也有芹菜和用芹菜
做成的菜肴。不过，那种肉炒芹菜，显得太家
常，一般不会上得了餐桌，而是将芹菜的丝完
全去掉，把芹菜剥得光光的，像个清水出芙蓉
的美人，然后切成长短整齐划一的条状，整整
齐齐地码在精致的碟子里，在上面放上几个
同样剥得光光的虾仁，再点缀上一颗红樱桃，
真的很好看，和北京的冷盘中的芹菜一样好
看，而且高级，只是吃不出当年的芹菜味儿来
了。

我请教几位老北大荒人，这究竟是为什
么？他们当中好多人都说我怀旧中美化了芹
菜，是青春的一种固执的留恋。他们说的有
点儿道理，但不能完全说服我，北大荒的蔬菜

多了，为什么我独独钟情芹菜呢？它总有顽
固存在我记忆中的道理。

有一个人告诉我，当年我在农场场部吃
的芹菜，是水芹菜。场部离七星河很近，河边
的湿地适合种这种水芹菜，我们的生产队是
平原上的旱地，种不了这种水芹菜。这么说，
是水芹菜格外好吃，才让我难忘了？这样说
也有点儿道理，菜如人一样，各有各的性情和
性格，菜的味道，就是菜的性情和性格。人对
物的选择，和人对人的选择是一样的，也是要
选择那种自己喜欢的性情和性格的菜。

不过，我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什么这盘肉
炒芹菜如此让我难忘，而且如此神奇地一想
起它，就能看到它的样子，闻到它的香味？一
切都已经远去，彻底地远去……人生中，大自
然里，都充满着
秘密，冥冥中，
无法解释和理
解，却无形中映
照彼此，刻印下
生命的相互痕
迹。无论怎么
说，水芹菜，是
我青春岁月里
一帧迷离的倒
影 。

（摘自《今
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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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丹尼尔 · 欧戴发
布公开信称，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瑞德西
韦的三期试验数据已经在著名医学杂志

《新英格兰》上公布。据介绍，三期临床实
验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开展的生物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三期研
究，涵盖了全球约 1060 例住院患者。瑞德
西韦三期临床数据显示，接受瑞德西韦治
疗的新冠患者平均恢复时间比其他药物治

疗的患者快了 5 天，而
占研究总数85％的病情
严重的患者恢复时间则
快了 7 天；此外，瑞德西
韦降低了患者发展到疾
病更严重阶段的可能
性，临床实验的最大一
组病人，因病情严重而
使用低流量氧气的患
者，使用瑞德西韦之后
降低了死亡率。据此，
吉利德科学公司称，最
新数据证明了瑞德西韦
的有效性，这为抵御新
冠病毒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希望。
吉利德公司的上述成果，的确令人欣

慰。在科学研究可以探微至人类 DNA 的
时代，抵御新冠病毒、以对症药物及其治疗
手段治愈新冠感染者，只是时间问题。但
是，从此次新冠病毒的扩散速度以及传播
力来看，对许多感染新冠病毒的人而言，时
间就是生命。这也就是说，拖宕过久的药
物研发，对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义。而吉
利德公司之所以能够在第一时间给出成品
药物进行抗病毒临床实验，其实也得益于
其在 SARS 流行期间的对证药物研发投

入。这看似“歪打正着”的投入为人类福祉
带来的巨大增益，给科学研究、药物研制太
多的启发。

10 月 5 日，2020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被授予了在“发现丙型肝炎病毒”方面
作出贡献的哈维 · 阿尔特、迈克尔 · 霍顿
和查尔斯 · M · 赖斯。在全球新冠病毒疫
情仍未被彻底遏制的背景下，今年的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这些在抵御和治
愈人类疾病方面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可谓
正逢其时。人们在感怀科学昌盛、感恩科
学家的同时，当然希望针对新冠病毒的对
证药物尽快问世。

9月下旬，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
刊登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生命科
学研究所所长约瑟夫 · 彭宁格教授研发的
新冠药物APN01（暂名）的实验数据。相关
报道称，一名在ICU戴上呼吸机、命悬一线
的45岁重症新冠患者，在服用APN01药物
2 天后，新冠病毒在肺部和血液中消失，患
者康复出院……与吉利德的瑞德西韦一
样，APN01 的研发同样得益于 SARS 药物
研发的经验。

在新冠病毒致全球超过3千万人染病、
100多万人死亡且仍在蔓延的情况下，对证
药物的研发与疫苗的研发是人类遏制新冠
病毒的希望所在。 （摘自光明网）

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表面存
在液态水的行星。事实上，地球
的组成部分应该是干燥的，因为
它们来自太阳系内部，在行星形
成过程中，那里的温度太高，导致
水无法凝结并与其他固体一起积
聚。人们通常认为，水是在地球
形成的最后阶段，由彗星或太阳
系外形成的水合小行星运送到地
球的。

早期的行星形成模型预测，
年轻太阳附近的星云气体由于太
热而不能形成冰。因此，作为水
蒸气的水不可能轻易地被包含在
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等内存岩
石行星中。只有太阳系外侧的行星，如木
星，含有丰富的水冰和其他挥发物。

但地球是个例外。这颗蓝色星球不
仅在海洋和大气中蕴藏着水，而且在其内
部深处的岩石中也锁着相当于几个大洋
的水。为何同是“太阳之子”，行星间的差
异却如此之大？

要找到答案，研究人员就需要借助太
阳系初期形成的特殊陨石。近日，法国南
茜岩石地质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确定了
一系列球粒陨石的水浓度和成分，并认为
地球上的水可能起源于顽火辉石球粒陨
石等物质释放的氢，这表明地球形成之初
就拥有足够的形成水的基础元素。

顽火辉石球粒陨石被认为
是原始太阳系星云凝聚产生的
物质。研究人员认为顽火辉石
球粒陨石很可能参与了地球的
形成。研究团队测量了13个顽
火辉石球粒陨石中的氢含量以
及同位素氘氢含量之比，发现
顽火辉石球粒陨石的氢含量远
大于此前设想，而其氘氢含量
之比则接近于地幔水平。氘是
氢的一种重形态，与普通的氢
一起在宇宙大爆炸中产生。

结合宇宙化学模型分析，
研究人员认为，地球上的水可
能起源于顽火辉石球粒陨石向
地壳和地幔中释放的氢，其释
放的氢足以形成至少3倍的地
球海水。“这样看来，地球可能
是由一种既含有足够的水，又

具有恰当同位素组成的物质形成的，这些
物质可以解释今天几乎所有的水的来

源。”研究
人员说。

地 球
可能一直
是 潮 湿
的 ，这 对
生命的发
展至关重
要。

（摘自
《中 国 科
学报》）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对 就
业的冲击，使
得 我 国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零

工经济在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些
资料显示，当前我国零工经济从业人员有
2亿左右。其中如快递小哥、滴滴司机等，
均是近些年我国电商等平台爆发式增长
的产物。可以预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员工——组织
类型的传统的劳动关系，转变为个人——
平台类型的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在劳动关系方面发生的变
化，给传统社会保险体系的正常运转带来
了冲击。一是如果大量零工经济从业人
员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养老和
医疗保险，但因逆向选择问题易危及基金
的可持续性。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假
定一个人现在开始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
参保，选择最低的 60%基数缴费 15 年，如
果未来养老金年增 5%，则需要政府存下
15万元，才能让这个人的终身养老金的缴
费和养老金支出平衡下来。这意味着，一
个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将给养老保险基金
带来较大的隐性债务。过去这种参保模
式的人数仅是几千万，压力并不大。如果
未来的零工经济从业人员都以灵活就业
模式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则参保人
数可能达几亿人，这种冲击显然是职工社
会保险难以承受的。

零工经济的就业关系比较松散，如何

纳入工伤保险是个难题。一些学者提出，
不宜将零工经济这类新业态从业人员纳
入现行的工伤保险中，而是要在现行工伤
保险框架下，专门推出重大职业伤害保
险。重大职业伤害保险保障的职业伤害
要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可采取多渠道缴费
模式，政府适当补贴，费率要压低。这是
一个可行的解决思路。

在社会保险体系中，资金占比最高、
压力最大的还是养老和医疗。如在缴费
负担方面，养老缴费占总缴费的比重为
73%，医疗为25%。因此，解决零工经济的
社保难题，重点也是养老和医疗保险。未

来除将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分类纳入社会
保险之外，还可以考虑用“社保增值税”的
模式重构现行养老和医疗保险，通过体系
的重构解决参保难题。

现行养老、医疗社会保险运转模式，
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收入再分配
和强制储蓄功能交织在一起，使得所有缴
费和待遇都会被参保人视为再分配。在
养老保险中，突出表现为提前退休激励严
重、缴费激励不足、高收入群体参与积极
性较低等一系列问题。零工经济从业人
员的参保，将使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推
进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改革，从激励角度

看就应当在制度设计中把强制储蓄功能
和收入再分配功能尽可能分开，将收入再
分配功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社保增值税模式的基本思路是：降低
社会保险税费率，提高增值税税率，将部
分增值税收入专项用于某类社会保险。
以养老保险为例，社保增值税的具体改革
设想是：通过增值税等间接税筹资，建立
覆盖全民的国民养老计划；降低现有职工
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缴费全部用于建立个
人账户。而这种改革思路，将收入再分配
功能交给增值税筹资的国民养老计划，将
强制储蓄功能交给缴费的记账式个人账

户。推进这一改革，个人缴费激励将得以
保证，是否存在企业组织作为缴费人则不
再重要，从而根本解决了零工经济从业人
员的参保难题。（摘自《探索与争鸣》）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面临的基本国情。截至2019年年底，我
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4亿，占我国总人口
的18.1%，亚洲老年人口的二分之一，全球老
年人口的五分之一。更为严峻的是，少子
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不断降低的抚养
比，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代际
养老压力徒增，传统养老模式面临冲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及“十三五”规划纲
要都对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等提出明确要
求。而全国各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也取
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三张安全
网——经济保障、健康保障、服务保障——
正逐渐织密筑牢。

根据《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
规划》，到2022年，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
城乡、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将基本建
成；到2035年，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成熟
定型，全体老年人都能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未来 5~10 年，新中国第二次“婴儿潮”
的高净值人群将逐渐步入老年。这部分老
年群体学历高、收入高，对健康养生、休闲娱
乐、教育旅游拥有浓厚兴趣。因此，新时代
的老年人对美好老年生活充满期待，对养老

品质的要求也更高。传统、相对单一的“生
活必需型”向丰富多彩的“参与型、发展型、
享乐型”三型养老转变。

可以佐证这一转变的现象包括：一度被
置于风口浪尖的广场舞成功“转正”，被确认
为全运会比赛项目；老年大学里也是一座难
求，不少老年学生不愿毕业，甘做“留级
生”。还有旅居养老，也将是未来养老的主
要选项。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旅游人数占
全国旅游总人数的比重已超过20%，成为仅
次于中年旅游市场的第二大旅游市场。业
内人士分析，十年内老年人将成为我国旅游
市场的主要驱动力，他们当中每年将有约
500万人出境旅游，到2030年该数字将增加
一倍多。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春秋时
期有五位霸
主 ，被 称 为

“ 春 秋 五
霸”，也就是

“五伯”。伯仲叔季，伯是长的意思。打
个形象的比喻，周王是比较随和的“班
主任”，五伯就是不同阶段的“班长”。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有本名叫
《周驯》（又称《周训》）的书，记载了战国
后期东周昭文公对共太子的教诲。昭
文公的训诫包含上起尧舜、下至战国中
期的众多史事。

《周驯》里面有句话：“子以六王、五
伯之念。”其中的“六王”是尧、舜、禹、汤、
文、武六王；“五伯”至少包括齐桓公、晋
文公、秦穆公、越王勾践，可能还有吴王
阖卢。

传统上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
王必属“春秋五伯”，但《周驯》的记载动
摇了这一说法。目前看来，无论哪一
种，齐桓公、晋文公都排在前面，这两人

是名副其实的霸主，其霸业也最为典
型。

成为一个霸主，首先要“尊王”，即
重振周王室的声威，表面上让周王恢复
共主的地位。

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曾平定王室内
乱、受到王室册命。春秋时期，周王室
经常内乱，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公子、王
子因争夺王位屡次引发动乱，最后只能
由霸主出面干预，帮王室平定内乱、扶
立一个新王。

成为一个霸主，其次要“攘夷”，即
领导中原华夏诸国抵御戎狄的侵袭。

齐桓公就曾经抗御赤狄。有段时
期，太行山地区的赤狄很容易通过太行
山的几个隘口进入平原地区，首当其冲
的就是邢国，还有卫国。齐桓公抵御赤
狄，“存邢救卫”，伐山戎救燕，实为大功
绩。

晋文公则挫败了楚国。南方的楚
国在春秋早期逐步壮大，齐桓公时楚人

已经开始北上。到晋文公的时候，楚国
当政者是英明君主楚成王，他正式开始
北上争霸。晋文公的一个重要功业就
是，在城濮之战中击败了楚国。

成为一个霸主，接下来要“盟会”。
如果在争霸战争中获胜，就要举行

一个盟会。在这个盟会上，按照实力强
弱和地位高低排定顺序，继而歃血为
盟。这个盟誓就像现在签订的“国际公
约”一样。凡是参与盟会、签订公约的，
就不能轻易破坏这个约定。

如果谁破坏了盟约，霸主就有义务
率领大家去讨伐。史书记载，齐桓公曾
经“九合诸侯”，就是九次会盟诸侯；葵
丘之盟上，正式确立了齐桓公的春秋首
霸地位。

葵丘之盟也是自平王东迁后规模
最大的一次诸侯集合。会盟前后进行
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651年夏，齐桓
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襄王派宰孔参
加，并赐予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和大
路”等物。第二次发生在同年九月，订

立了盟约。
践土之盟，是继葵丘会盟之后最为

重要的一次会盟，正式确立了晋国作为
诸侯霸主的地位。城濮之战后，晋文公
在践土（衡雍附近）修筑王宫，欲盟会周
天子和诸侯。公元前632年5月，晋文
公与郑伯盟于衡雍，同时向周襄王献上
楚国的战俘。

周天子派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
父参与会议，并策命晋文公为“侯伯”，
赏赐“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
矢百”等。

清华大学藏楚简《系年》第七章中
也记载了城濮之战和践土之盟的内容，
即“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
师于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献楚俘
馘，盟诸侯于践土”。

从《系年》的描述来看，周襄王是亲
自到衡雍与晋文公会盟的。想来，《左
传》可能为尊者讳，而只写了周天子派
代表参加会盟。（摘自《解放日报》）

古人称“世间
第一补人之物乃粥
也”“粳米粥为资生
化育坤丹，糯米粥
为 温 养 胃 气 妙

品”。喝粥真的既养胃又养生吗？
喝粥不当加重胃病

粥为半流质食物，不需经过大量咀嚼与
胃部蠕动即可快速进入小肠，分解为葡萄糖
并被人体吸收利用，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肠胃
负担，因此人们认为喝粥能养胃。其实，喝粥
养胃并非人人适宜。

加重胃食管反流 粥含有水分较多，短
时间内易引起胃内压过快增高，且不利于中
和胃酸；胃大量分泌胃酸，对于容易反酸、烧
心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来说，喝粥反而会“雪
上加霜”。

不利于胃创面的修复愈合 粥的成分以
淀粉类为主，营养过于单一，不利于糜烂及溃

疡面的修复。喝粥还会刺激胃酸分泌，进一
步加重创面的损伤。对此类患者来说，喝粥
不但不能养胃，反而适得其反。

致使消化功能减退 粥是经过长时间
炖煮得到的食糜，进食过程中常无需牙齿
进一步咀嚼，缺少咀嚼动作。长期食粥会
使咀嚼器官退化，且减少口腔中唾液的分
泌，淀粉酶分泌减少，致使淀粉进一步分解
为麦芽糖减少，直接迅速进入胃肠中，影响
消化吸收。

加重血糖波动 粥在熬制的过程中淀粉
颗粒变小，质地变软，容易被胃肠道消化吸收
而升高血糖；过后血糖又迅速下降，使人体血
糖波动较大，不利于血糖控制。

两类人更宜喝粥
喝粥的确有一定的养胃、养生功效，其主

要作用是易消化，可以减轻胃的研磨负担。
1.老年人胃黏膜萎缩及胃壁细胞功能减

退，胃酸分泌减少，消化能力减弱，胃肠道动
力不足，所以可适当进食粥，以促进胃酸分
泌，减轻消化系统的负担。但不建议天天喝
粥，粥中可加一些辅料食材，以丰富营养，同
时增加咀嚼时间。

2.术后及严重腹泻、呕吐的患者的消化吸
收功能减弱，水分丢失过多，建议适当进食流
质及半流质食物。喝粥就是比较理想的饮
食，可以减轻胃肠负担。

（摘自《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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