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家过年，高铁、火车、飞机是
现代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如果你
有幸穿越来到大宋的首都东京（开
封），也称汴京，在街上看到飞驰而
过的骑马人，带着大包袱小行李，好
多是回家过年的游子打的“马的”；
还有从你身边呼啸而过的各类厢式
客车，也是很时髦的春运工具。

“马的”就像今天的出租车

那时的交通条件，租赁 1 匹马骑
着回家过年，就像今天我们打的一
样方便，尤其是在东京这样的大都
会，打理经营出租马匹业务的门市
很多。

熙宁五年（1072 年），正是宋神
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前夜，大宋的
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此时有
一个日本僧人叫成寻的来到中国，
来到汴京作旅游访问。他把这次访
问 写 成 了 一 本 书《参 天 台 五 台 山
记》，记载了他此行的收获和感受，
书中对他在汴京的交通情况记载比
较详细，可以例证当时大宋首都的
马匹租赁交易情况。成寻来到京师
开封后，通过记录来看主要以马为
代步工具，而且全部是租赁的。从
住处前往皇宫，一行 8 人加翻译租了
9 匹 马 ，付 钱 900 文 ，合 每 匹 100
文。数日后的一天租马 9 匹，参拜了

几处大寺院，付钱 1 贯 500 文。每匹
约 167 文，大概属于包天的价格。次
年正月又两次租马，每匹约支付 100
文。三月，又租马到显圣寺，价钱是
70 文；租马到吴枢密家，价钱是 100
文；次年四月，“三藏共行寿圣院尼
大师斋所，通事、小师二人同去。路
极远，三十里，北门外院也⋯⋯马人
与一百五十文。”所谓的 150 文，自应
是每匹马的乘骑价格。来回 60 里，
每里平均 2.5 文，看来起步价不高。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成寻之所以
选择打“马的”，主要是便捷，价格不
高也是重要原因。

成 寻 在 中 国 期 间 ，除 了“ 打 马
的”之外，还“打轿的”。据成寻《参
天台五台山记》一书记载，后来他来
到杭州短暂停留，前往灵隐寺拜会
高僧后，被用轿子送回住处，支付轿
夫每人 50 文，共 100 文。

坐车回家过年很时髦

客车在宋代已经出现，那时人们
乘坐客车回家过年已是件很时髦的事。

《宋朝完美生活》一书中写道：
“‘四爷定了先走陆路到万州，而后转
水路回杭州，得先雇车。让大河这两
日去市上的几家车行看看行情。’钱
氏对碧烟道。碧烟想了想，‘奴婢省
得，看这些东西怎么也需要两辆太平

车，三牛厢车一辆给仆从，两辆独牛
厢车给四爷、四娘子和小娘子，还有
随身侍婢和小厮。’”几句话描绘了一
幅宋代“春运”回家过年的出行图。
文中既说明了宋代“春运”的方式是
坐客车，也介绍了用车方式是雇车，
就像我们今天长途客车，分为客车和
货车两种，拉物品的货车叫太平车，
租了两辆；大客车叫三牛厢车，仆从
乘坐；高级点的小客车叫做独牛厢
车，给老爷小姐坐。

不同档次的客车

那时的客车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比较高级的客车，就是上

文的独牛厢车。
二是能坐多人的大客车叫三牛

厢车，而且带卧铺。这种车子多用
于长途旅行，更适合“春运”。在南
宋有一幅名画叫《雪溪行旅图》，虽
然作者已无从考证，但给我们留下
了宝贵的宋代客车“春运”图。画中
前后共有 3 辆 3 牛厢车。从图中来
看，这种车子以 3 牛牵引，力量大，可
载多人，适合于长途运输。双层车
厢，上层低而宽，是卧铺，下层高而
窄，是车厢，整个车子呈拱形。其中
最前边的那辆车有人正从下层向上
层爬去，第二辆车门大开，车上层有
人裹被而卧，下层一人闲坐。最后

边的车上下层皆闭门看不到里面的
情况，似乎没有乘坐客人，也许是备
用车辆。这一组 3 辆车一起出行，既
能多拉客人，也便于互相照应。有
了带卧铺的“三厢牛车”，那时的“春
运”已经很便捷了。

三是有一种快速客车被称为细
车。宋周煇的《清波杂志》记载了当
时的一些典章制度、风俗、物产等，
在卷二《凉衫》中说：“旧见说汴都细
车 ，前 列 数 人 持 水 罐 子 ，旋 洒 路 过
车，以免埃盖蓬勃。”另外在周煇《北
辕录》中说，他在出使金国时，路过
淮北也见过这种车子。这种细车每
役用 15 匹驴子，有五六个人把车，由
于役用驴子较多，赶车者又舍得打
驴子，因此车速极快。

再有一种客车叫氈车。是当时
妇人乘坐的一种车子。司马光在其
居家礼仪的专著《书仪》卷三中说：

“ 今 妇 幸 有 氈 车 可 乘 ，而 世 俗 重 檐
子，轻氈车。借使亲迎时暂乘氈车，
庸何伤哉！然人亦有性不能乘车，
乘 之 即 呕 吐 者 。 如 此 ，则 自 乘 檐
子。”檐子，是北宋都城盛行的一种
非常豪华的大型轿子，供贵族妇女
使用。看来那时有些人还不适应氈
车这种新生事物，不敢或者不愿意
坐客车，甚至出现了晕车现象。但
是为了回家过年，相信还会有人毫
不犹豫地选择它。 （据《羊城晚报》）

宋朝人打“马的”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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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医药学学院的研
究者们开展了一项新的实验。参与实验的手
机用户被要求在3天内不使用任何个人护理产
品，但研究者依然可以在手机屏上采集到抗炎
药、抗真菌乳膏、防脱发药水、抗抑郁药、眼药
水、各种内外服的东西，甚至几个月前使用的
驱虫剂也能被查出。

医药学教授彼得·道瑞斯汀认为，人们身
上所有的化学物质都能在物体上留下痕迹。
手机上的分子基本能告诉科学家，主人的日常
生活是怎样的。比如，可以判断用户是女性还
是男性，是否使用高端彩妆、染发,喜欢喝咖啡
还是红酒,是否爱吃辣,是否正在治疗抑郁症,
日常擦哪种防晒霜,是否喜欢户外活动等。所
有的信息都能被用来缩小搜查手机用户的范
围。

研究者们表示，这种对物品化学痕迹进行
质谱分析的新方法潜在用途广阔，尤其在犯罪
调查领域。想象一下，在犯罪现场，警察只找
到一部私人手机，然而它上面却没有留下任何
指纹或DNA信息，有了这个新方法，确定目标
人物的范围就不那么困难了。

该团队预备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实验，将
分子质谱分析的方法应用到其他生活物品中
去，比如钱包和钥匙等。技术成熟后，有望被
应用于医药学、环境研究、机场安检或临床依
从性监测等方面。

（据《北京青年报》）

手机屏幕
“暴露”你的隐秘

许多人认为，人类的记忆就像是一台
摄像机，能把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正确、
完整地记录下来。如果你也这么认为，那就
错了。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认
为，人的记忆其实根本就不是摄像机那样，
而更像是拼图——将脑海中一片又一片的
线索拼凑起来，连接成一个故事。拼凑过程
中，会有漏洞或者错误，这些漏洞或错误可
以被新的信息填补，从而产生新的故事。如
果新信息很适合这个漏洞，能使故事更连贯、
合理，那么它就很容易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将记忆比作可编辑的网页
可能更合适：我们随时可以把一个网页找出
来，并在它上面添加或删除信息。不仅我们
自己可以这么做，其他人也可以对我们的记
忆进行编辑。

研究人员认为，关于我们 3岁以前的生
活的大脑记忆，基本上都是虚假的，几乎所有
的“经历”都是虚构出来的。爸爸妈妈经常会
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故事，然后我们会以这
些故事为基础，在上面盖起“记忆大楼”。

许多童年时候的事情也一样。很多人
说他们还记得童年的某些场景，但真实情况
是，这个年龄的海马区（大脑中记忆的主要
控制中心）还没有发育成熟，无法把记忆存
储很长时间。然而，我们却把从别人口中得
知的一些信息当成了自己的记忆。

此外，一个记忆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被
虚构出来的，我们还无法判断，因为它们都
受到大脑同一区域的控制，还没有工具可以
用来辨别记忆的真假。即使是对大脑进行
扫描，真实记忆和虚假记忆的扫描图看起来
也是一样的。 （据《科学之谜》）

你的记忆可能是假的

近日，一项刊登于《科学》杂志的研究显
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北冰洋冰盖缩减步
伐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相一致。人类每排放
到大气中1吨二氧化碳，似乎就能消耗北极地
区3平方米的夏季海冰。这一结果是科学家根
据现有数据得出的简单直接结果。

该研究显示，如果该线性关系和目前的排
放趋势持续下去，到2045年，北极周围海域将
会无冰。

根据新计算结果，美国1个4口之家每年
平均排放的碳，将融化约200平方米的海冰。
该家庭在30年间累计破坏的北极海冰面积相
当于1个美国足球场，这对北极熊等依赖冰雪
生存的生物会产生有形的威胁。该研究还生
动地比较了各国间的差异：1个美国人每年对
冰层的破坏是1个印度人的10倍。

如果目前每年350亿吨的碳排放量持续
下去，到了2040年代中期，北极周围海域的冰
层在夏季将会消失无踪。研究人员还提到，同
样1万亿吨二氧化碳，不仅会抹去海冰，还能使
全球气温升高2摄氏度。这也是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设定的“门槛”。

根据《巴黎协议》，各国将加强对气候变化
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
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研究报告显
示，如果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温升高2摄氏度，
将造成2.8亿人居住的大片陆地被淹没；而如
果平均气温升高4摄氏度，则会造成7.6亿人因
家园被水淹没而无家可归。

不过，科学家们并不确定为何海冰减少轨
迹与温室气体排放如此吻合。但他们给出了
一个潜在的合理解释：随着碳排放为北极空气
加温，海冰缩减到更靠北的区域，而这里接受
到的阳光直射热量更少。 （据《中国科学报》）

2045年北极或将无冰

■百科

冯友兰是中国近代以来泰斗级的
哲学大师，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

“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对许
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

然而，冯友兰的老师胡适对其却颇
不欣赏，1961 年 4 月 30 日，胡适在与朋
友交谈中竟称：“他（冯友兰）本来是个会
打算的人，在北平卖了不少的房地产。
1950 年在檀香山买了 3 个很大的冰箱
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
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
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

其实，冰箱之说是误传，冯友兰确
实从美国买回 1 台冰箱，但后来捐给了
清华大学医院。

“清华的曾国藩”

1895 年 12 月，冯友兰生于河南唐
河县。1915 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

“到了 1917 年，胡适到北大来了。我们
那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而胡适教的
是大一，所以胡只在名义上是冯的老
师。

大学毕业后，冯友兰在河南第一工
业学校任教，次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在
去美国攻读哲学前，他特别咨询胡适，
胡问道：“你要学新哲学，还是学旧哲
学？”冯友兰表示他要学新哲学，胡适
说：那你就不要去哈佛大学，去哥伦比
亚大学吧。

胡适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他
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
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杜威
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
教，但杜威对胡适学业的评价不高，却
称赞冯友兰是“真正的学者材料”。

1923 年，冯友兰获得博士文凭。
1928 年 6 月，国民党北伐入京，蒋

介石派他的秘书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
校长，同年 9 月，冯友兰被清华大学聘
用，冯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此后
他长期在清华，直到 1952 年院系调整
才离开。

在清华，冯友兰展现出善于处事的
长处。1930 年，清华学生发起“驱罗”
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罗的亲信杨振
声、张广舆等纷纷离去，冯友兰却扛过
了“倒冯”风潮，此后梅贻琦当校长，冯
友兰又成了梅的亲信，冯友兰也被人戏
称为“清华的曾国藩”。

被鲁迅称为“安分守己”

1930 年后，冯友兰学术成绩不断，
他在清华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成为梅贻
琦、叶企孙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胡适此
前因《中国哲学史大纲》闻名，冯友兰的
哲学史研究后来居上，令二人关系微妙。

1934 年，冯友兰到英国讲学，经法
国、瑞士、德国后到苏联访问，最后在捷
克的布拉格参加国际哲学会议。回国
后，冯友兰突被何应钦部下特务捕去，
原来特务们得报告称有中共代表赴俄，
带回重要信息，误认为冯友兰就是中共
代表。经清华校方斡旋，第二天将冯放
回，何应钦并电令相关人员道歉。

1 个 多 月 后 ，鲁 迅 在 给 友 人 信 中
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
以推知其他了。”

让蒋介石潸然落泪

不少人认为冯友兰因 1934 年被捕
而倾向左派，其实后来冯友兰与蒋介石
颇有来往。

蒋介石想利用哲学统一思想，曾 4
次接见哲学家贺麟，此外蒋在重庆办中
央训练团，请冯友兰来讲“中国固有道
德”。蒋介石思想趋传统，更青睐马一
浮、冯友兰、钱穆、萧公权等国学功底深
厚的学者。

1943 年，舆论界对蒋介石专制统
治的不满之声日趋激烈，蒋梦麟让冯友
兰写信劝说蒋介石，由陈雪屏代转，陈
雪屏称该文为“当代大手笔”，雷海宗也
说“即使你（指冯友兰）写的书都失传
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据
陈雪屏说，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为之
动容，为之泪下”。

1945 年 1 月，蒋介石再度宴请冯友
兰，听说冯母去世，蒋说：“我不知老太
太去世，如果知道，我要叫刘主席（当时
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去吊祭。”蒋还亲自
为冯母书写了墓碑，让冯觉得“很有面
子”。

因与蒋介石来往过密，联大学生画
漫画讽刺冯友兰是“政治哲学家”，并称
冯的《贞元六书》是为了阿谀蒋介石而
作。

冯友兰与蒋介石来往密切的信息
传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耳朵里，使胡对
冯的偏见日深，他曾说：“冯友兰虽曾出
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指冯友兰、钱
穆等）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
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据《北京晚报》）

不肯剃胡子的
冯友兰

美国当选总统 特朗普
疯狂大亨本有名
角逐总统任我行
黑马一战定乾坤
入主白宫步青云
原载于美国《幽默世界》

韩国总统 朴槿惠
政治豪门出巾帼
自诩以身许祖国
干政丑闻声名裂
方知民心不可夺
原载于奥地利《小报》

巴西前总统 罗塞夫
也曾投身游击队
也曾政坛显“雌”威
反腐风暴弹劾至
落得一身落寞归
原载于荷兰《人民报》

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
菲国政坛出奇人
能使毒贩皆断魂
随心所欲搞外交
开口放炮惊鬼神
原载于菲律宾《宿雾日报》

古巴领导人 卡斯特罗
美帝后院插红旗
硬气称雄加勒比
一代强人撒手去
英雄难与命来敌
马丁·卡缅斯基（斯洛伐克）

德国总理 默克尔
大开国门迎难民
平等博爱圣母心
祸起萧墙多纷乱
功过留与后人评
奥地利《小报》

英国前首相 卡梅伦
欲将英伦留欧盟
奈何民意不与同
功不能成身可退
莫以胜败论英雄
汤姆·简森（荷兰）

哥伦比亚总统 桑托斯
和平虽未竟全功
诺奖不让当属公
苦心奔走天不负
经年战火有望终
阿尔卡迪奥·埃斯基韦尔（哥斯达黎加）

印度总理 莫迪
打击黑钱出奇招
一夜新币换旧钞
亿万财富冰消去
举国不安怨声高
泰勒·琼斯（美国）

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
政坛谋略手段高
清理异己善借刀
一朝政敌皆扫尽
枭雄再开新王朝
原载于瑞典《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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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十大热门政治人物

（据

《讽刺与幽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