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人爱时尚， 古人亦爱生活。
青铜冰鉴， 战国时代的原始冰箱。

鉴为方体 ， 由铜鉴和铜缶组合而成 ，
缶套置于鉴内 。 像一个方口的大盆 ，
腹深， 平底， 四个足。 冰鉴的工作原
理 ， 即依靠装在鉴内缶四周的冰块 ，
使缶中的酒降温。 这套青铜冰鉴除可
降温冻饮之外， 还可在鉴腹内加入热
水， 使缶内美酒迅速增温， 成为适合
冬天饮用的温酒， 可谓一举两得。 到
了清代， 宫廷已普遍使用以天然冰制
冷的木质冰箱， 当时称作 “冰桶” 或
“洋桶”， 由古代的盛冰容器 “冰鉴 ”
演变而来， 多用红木、 花梨木、 柏木
等材料制成， 箱内一般采用导热性较
弱的铅或锡。 使用时先在箱内放入冰
块， 然后便可以将瓜果、 饮料等食物
镇于冰上。 在古代， 官府在冬天大量
贮藏天然冰块于冰窖中， 一到夏天便
拿出来使用。 箱底有小孔， 可以随时
排放冰水， 保持箱内清洁。 箱盖则雕
有镂空的通气孔， 用于散气通风， 在
保鲜食物的同时， 亦可借助里面排出
的冷气降低室内温度。 由于木质冰箱
成本较高， 使用场合仅限于宫廷和上
层权贵之家。

汉代火锅鼎， 即古人使用的火锅。
从出土文物看， 汉代五格火锅鼎一共
有5个格子， 与今天的九宫格火锅原理
相近， 甚至更好用。 九宫格火锅格子
间相通， 汤料是一样的， 只是每格中
放的食物不同。 汉代五格火锅鼎格子
间不相通 ， 能保证不串味 。 使用时 ，
不同的格子里分别盛放不同种类的肉
食和调味品。 据考证，汉代五格火锅鼎
除了放一些常吃的猪肉、 牛肉和羊肉，
还有马肉、鹿肉等。

古代也有水晶杯。 1990年， 浙江
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的战国墓里 ，
出土了一个高15.4厘米的杯子 。 杯体
表面经抛光处理， 素面无纹饰， 透明，
中部和底部为海绵状结晶体。 这表明，
战国时代就有人用上了水晶杯。

古人也曾穿皮鞋。 甘肃敦煌汉代
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若干大人小孩穿过
的鞋， 经专家考证， 这些鞋由皮革制

作而成。 看来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古人
就已发明了坚韧耐磨的皮鞋。这些皮鞋
从外观上看， 与今天的皮鞋略有不同，
款式单一，每只鞋都为椭圆形，似乎不
分左右脚，而且没有鞋带和鞋扣，但这
种皮鞋完全是采用猪皮或羊皮缝制的，
鞋底也不例外。 从型号大小上看，敦煌
地区男人女人和小孩都穿过这种鞋 ，
可见皮鞋在当时已不是稀罕之物。

古人也穿高跟鞋。 古往今来， 女
性穿鞋并不只是为了走路， 讲究的是
足下生辉。 据记载， 2200多年前， 周
朝女性所穿的礼履， 就是圆头高底的
鞋子。 至清朝， 满族高底鞋的木底高
跟一般高度为5-10厘米， 最高可达25
厘米。 这种鞋的鞋跟形状有两种， 一
种是鞋跟上敞下敛， 呈倒梯形花盆状，
称为 “花盆底”。 另一种是鞋跟上细下
宽 ， 前平后圆 ， 落地印痕像马蹄印 ，
称为 “马蹄底”。

古人也曾染过发 。 苏轼 诗 云 ：
“膏面染须聊自欺”。 这里的须， 是胡
子和头发的总称。 苏轼作此诗， 本意
是对当时染发这一现象的贬斥和批评，
意思是， 满脸褶子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将头发染黑， 看起来年轻点， 也不过
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据记载， 王莽当
了皇帝， 也曾染过发。 王莽那时染发，
固然有想让自己看似年轻的想法， 更
重要的还有政治因素。 当时王莽年岁
渐增， 起义军又揭竿而起， 局势越来
越动荡， 为了稳定民心， 王莽想尽办
法， 让自己外观上看起来年轻。 当然，
王莽染发并没能挽救每况愈下的局势，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 古代的染发膏 ，
主要是用黑大豆制成。 将黑大豆浸泡
在醋中， 一至两天后加热煮烂， 过滤
掉渣子， 再熬成膏状， 使用时直接涂
在头发上。 除了黑豆， 还有一种方法，
用覆盆子为原料， 熬成膏状涂抹， 这
两种方法都是乌发的良方。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古人在时
尚的谷底不停歇地往前走， 现代人才
能在时尚的跑道上往前又跳了一大步。

本版邮箱:zhoumolvyou@126.com

□卜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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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我在村里上小学， 父亲
锄草施肥， 天天在庄稼地里劳作。 那
天， 父亲从农田浇水归来， 把我叫到
跟前， 说： “我来教教你。”

我 “噗哧” 笑出声来， 心想， 父
亲大字不识， 怎能教我？ 父亲端坐在
那里， 指着我的铅笔， 一本正经地说：
“把你写字的铅笔拿过来。” 我真不知
父亲要说些什么， 疑惑地把一支铅笔
递过去。 父亲稍一停顿， 接着朗朗地
问 ； “你知道这支铅笔有几种用途
吗？” 我眨巴着眼瞧着父亲， 一出口就
答道： “写字呗。” 父亲摇摇头， “再
想想 。” 我转了一下小脑瓜 ， 顽皮地
说： “还能当玩具玩， 我能玩上大半
天呢。” 父亲说话像打雷， 高着嗓门一
字一句地说： “别小看这指头长的铅
笔， 必要时， 一支铅笔还能用来做尺
子画线， 铅笔的芯磨成粉还可作润滑

粉。 一支铅笔按相等的比例， 锯成若
干份， 可以做成一副象棋， 还可当作
玩具的轮子。 野外有险情时， 铅笔抽
掉芯还能当成吸管喝石峰里的水。 遇
到坏人时， 削尖的铅笔还能作为自卫
的武器……总之， 一支铅笔有无数种
用途。” 父亲还说： “学知识， 还要懂
生活， 千万不要小瞧这些不起眼的小
事物， 关键时刻都能拿来用。”

一个转身， 好多年过去了， 在城
市安家的我在一个繁华地段摆了一个
旧书摊， 书摊规模不算小， 好多书等
待打折出售。 说是旧书， 其实每本书
都有九成新。 谁知， 买书的人却很稀
落， 好多人瞧上一眼， 连头不回就走
了。 几天过去了， 售书情况仍不见好
转， 我只好在原来基础上又调低了价
格 ， 可一大堆书还是很少有人来买 ，
我急得来来回回直跺脚。

父亲从乡下老家赶过来， 手里还
拿着一杆秤。 父亲在乡下耕地、 锄草、
种菜， 父亲的称是卖菜用的， 是用来
给西红柿、 茄子、 冬瓜、 辣椒称重量
的。 我呆呆地看着父亲， 感到很奇怪。
第二天， 父亲来到旧书摊， 对顾客嚷
嚷道： “旧书不按价， 按斤卖， 20斤
一堆， 价格低廉， 卖完为止， 快来挑
选。” 不到三天， 好大一堆书竟卖了个
精光， 没有亏本， 还略有盈利。 其实，
我这个打折的旧书摊各类书籍都有，历
史类、哲理类、文学类、家庭百科类、学
生书籍等等，适用于各类群体，只要用
心挑选，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书。 我
很纳闷， 为什么以前很少有人光顾，倒
是种地的父亲这样一杆秤提起来一称，
本来买不动的一大堆书， 竟会一扫而
光呢？ 农民父亲的秤也能用来称有标
价的书？ 我好奇地问父亲， 父亲平静

地说： “你让利于别人， 别人才会买
你的东西。 一杆秤称菜、 称粮食， 若
用来称书卖， 看似奇怪， 但这表明你
对顾客的坦诚和最大程度地想着别人，
顾客才会认可你。”

一支小小的铅笔， 不只能用来写
字 ， 它竟有那么多用途 。 谁又想到 ，
农民父亲的秤， 在乡下用来卖菜， 在
城里还能用来卖书。 任何一件不起眼
的小事物， 不要只想着只能做一两件
事， 其实， 它有着无穷的奥妙呢！ 潜
下心来， 走进生活吧。

□张文泽/画 冷冰/文红袄漫话

书正气
心中存正气
文字筑浇生
谁有不平事
笔飞风雨声

高风险
学厨颠大勺
手艺有些潮
落点难猜测
蛋黄砸绛袍

健身练
平日多流汗
健身备迎战
急需若见招
咱有霜锋剑

善看护
买菜带条鱼
狗心善相顾
偷瞧三五回
怕被做糖醋

父亲称书的启示

古人也时尚

□董宁

谷子低着头
简朴着自己的日子
就像农民一样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用虔诚敬意着
滋养自己的土地
汗水和收获
是季节里年复一年
永不停歇的叙事
谷子低着头
站在村边贫瘠的坡地
它守望着村庄
不卑不亢
在阳光下
默默地饱满着自己的籽粒
丰盈着自己的故事
谷子低着头
不言不语
任秋风簇拥着
在耳畔响起归仓的调子
它开始怀念镰刀的锋利
怀念那个低头割谷
挥手擦汗的老农

低头的谷子
□呼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