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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不是外在的或给定的，而是内生的
和可生长的，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创
造、去发现、去把握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
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先有寄语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年的掷地有声，后有支持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宏伟擘画，让海南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来了就不想走！”到过海南的游客往往
发出这样的感叹。比美景更诱人的，是改革

开放注入的政策红利。30年前，海南设省建
经济特区的消息，曾引发“十万人才过海峡”
的“闯海”壮举。放眼今日海南，海口高新区
创新创业正酣，三亚国际邮轮港码头人头涌
动，博鳌亚洲论坛牵动世界目光，文昌航天
发射场正准备发起新一次太空远征。正是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久远的边陲海
岛，让这里不断热潮涌动。乘着新一轮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东风，海南必将继续因改革
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

先行先试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条宝
贵经验，也是经济特区的一项重要职责。新
时代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出水平，就必须
把握好改革开放重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
者、实干家的定位。作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

的开放形态，自由贸易港在海南的首发落
地，不仅意味着海南拥有了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的更大权限，更意味着中国在打
造全球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上迈出了坚实一
步。对海南而言，惟有以“敢为天下先”的
精神，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开好头、起好步、探好路，努力
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才不负党和国家赋予海南经济特区的重大
责任和使命。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
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从海南看
全国，发展步入攻坚期，改革突入无人区，
有“更上层楼”的无限欢欣，也有“一山放过
一山拦”的难题待解。无论开新局再创业

还是攻艰险克顽疾，关键抓手都在于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
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机
遇不是外在的或给定的，而是内生的和可生
长的，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创造、去发
现、去把握。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在体制机
制创新和发展思路模式创新上下功夫，推动
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各地就能在新征程上
打开自己的“时间窗口”。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同时
也面临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上升、经济全球
化局部受挫等问题挑战。方此之际，开放还
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可谓重大抉择。中国
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等四项扩大开放重

大举措，作出了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重要宣示，为经济全球化拨云见日
注入殊为宝贵的正能量。致力于扩大开放、
实现融合发展的务实行动，有力印证了“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庄严
承诺，也让国际人士纷纷赞叹，“世界需要像
中国这样的领导力量”。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
展的潮流中发展”。回首过去40年，中国因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世界也因之收获红利。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描绘出
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画卷，为民族复兴
打开了新局面。历史期待，开放热土再展惊
世宏图；人民相约，携手奋进再谱改革华
章。 （据《人民日报》）

走在时代发展潮流的最前列

幼儿也在乎名声

幼儿园的孩子几乎不使用社交媒
体，但他们同样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
最新的一篇研究文章提到，人们对社会
地位的迷恋始于5岁左右，那时孩子已
经开始考虑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并以有
助于提高声誉的方式行事。

研究表明，尽管社会规范和所受到
的期望各异，但孩子对社会地位的认识
会跨越不同的文化。就像成年人一样，
孩子也希望被他们钦佩的人接受。分享
玩具、团队合作和聆听老师等互动体验，
可以使孩子们了解是什么构成了理想的
声誉，以及建立良好声誉的各种策略。

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非常注重形
象的塑造和自我表现，孩子也早早就开
始接触到形象和社会地位的概念。孩子
们对周围人的行为很敏感，包括那些高
度重视自己声誉的成年人。

5岁的孩子不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
名声，还会在策略上改变他们的外在形
象。研究人员认为，孩子会改变行为，以
便在关键的观察者眼中显得道德。研究
人员表示，虽然已经知道成年人使用各
种各样的特征管理和创造印象，但并不
清楚孩子是否理解不同的特征（勇敢、富
有、不服从）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对象是有
价值的，并适当使用它们。因此，科学家
希望进一步研究社会环境和注重形象的
文化，如何影响人们年轻时声誉意识的
产生。 （据《中国科学报》）

揉眼睛为何会产生幻视？

当你压住双眼揉一揉，就可以看到
一些模糊的颜色，甚至有一些旋转的视
觉效果，有时还能看到黑白的棋盘。科
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光幻视”。本质上就
是在没有光线进入眼睛的情况下，你也
能感受到光的现象。它们有几种不同的
形式，但最常见的是一种压眼闪光。

通常，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是因为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从光感受器细胞接收
信息，这些细胞是由进入眼睛的光引起
刺激的。

然而，也有可能通过施加压力激活
视网膜细胞。轻轻按压你的眼睛会对视
网膜内的细胞施加压力，“诱骗”它们以
类似于光激活的方式“苏醒”。因为这种
细胞完全无法区分刺激，因此中枢神经
系统也会像接收到光线一样来感知压
力。即使是打喷嚏或咳嗽，也足以让一
些人产生光幻视的反应。

戳眼球不是唯一一种体验模糊的烟
花效果的方式。如果你曾经有过偏头痛
就会知道，偏头痛也会让我们产生这种
视觉体验。科学家们并不完全确定是什
么导致了偏头痛的视觉体验，不过，这有
可能是脑电波活动的局域波动引起的。

一项研究发现，在 59名 NASA和
ESA的宇航员中，有47人被送入近地轨道
时，也会经历突如其来的光幻视，而且主要
是光的闪烁所带来的。这个项目的研究人
员开始相信，这种幻视实际上是由辐射引
起的。其他研究也发现，通过直接电击大
脑视觉皮层以及磁场的剧烈变化，同样可
以诱导出光幻视。 （据《羊城晚报》）

久坐提升血栓风险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
约1.5万成年人的健康资料。研究人员
将研究对象按看电视频率分为不看或偶
尔看、有时看、经常看和频繁看等4组，
结果发现，即便计入体重和锻炼因素，频
繁看电视的人比不怎么看电视的人患静
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平均高出1.7倍。

（据《深圳特区报》

不自私的人更吸引异性

加拿大心理学家发现，利他主义心理
源于互惠，人们的行为无私且不期许获得
奖赏，它可以表现为慷慨、慈悲、体贴等形
式。每个人都希望被喜欢，不自私的人容
易找到伴侣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更关注的
是他人，而不是自己。他们通常友善、谦
虚、毫不自恋且会照顾人。此外，利他特质
可以使人看起来更真实。 （《生命时报》

■知道■闲话

旧时，北京图书市场非常火爆，甚
至在一些胡同和街道附近，出现了相对
集中的书摊。在当时，出版业并不发
达，收售旧书是这些书摊和书肆的重要
业务。而北京城的琉璃厂、隆福寺、东
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大小书摊中，名头
最大的自然是琉璃厂街。清代，这里成
为古旧书籍最为重要的交易场所。民
国时期，尽管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以及近
代书籍出版业的广泛发展，但文人们在
琉璃厂“淘书”的乐趣却长盛不衰。

鲁迅逛了四百多次

1911年，鲁迅还在绍兴师范学校
当校长时，就对琉璃厂非常向往。
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
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五月，鲁迅
随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日记》记载
了到达当日的情景：“五月五日上午十
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
中弥漫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
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
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
一册。”山会邑馆就是绍兴会馆，后来，
鲁迅在绍兴会馆度过了七年的时间

（1912年至1919年）。
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离琉

璃厂不远，这为鲁迅逛琉璃厂提供了
非常便利的条件，他经常是散步就去
琉璃厂。刚刚到北京的五月，鲁迅迫
不及待去了几次琉璃厂。“12日，下午
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
店丛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
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25日，下午至
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量寿佛
经》《中国名画》……”

鲁迅有时甚至一天去一次，据《鲁
迅日记》记载，鲁迅在北京的14年间，
去过琉璃厂的次数竟有480次之多，
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后来，鲁
迅写成《中国小说史略》《后汉书》《嵇
康集》等著作，与他在琉璃厂书肆搜集
的书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爱书的鲁迅来说，一有闲暇就
去逛旧书肆自然是最为惬意的事情，但
这也给鲁迅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当
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约二三百元，每
月几乎要用十分之一去买书。“本年共购
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均约二
十五元八角五分……去年每月二十元
五角五分，今年又加赠五分之一矣。”

朱自清买字典当掉大衣

与鲁迅四百多次逛琉璃厂相比，
朱自清逛琉璃厂的次数相对少很多，
但是朱自清在北京购书的经历也颇为
独特。

朱自清在《买书》一文中提到了他在
北京逛旧书摊的故事。1916年，朱自清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
学系。入读哲学系后，他对佛学类的书
籍非常感兴趣，当时，佛学类的书籍都在
卧佛寺街的鹫峰寺，一个阴沉沉的秋日
下午，刚来北京不久的他，一个人去了鹫
峰寺，买回不少心仪的书籍。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提
前毕业。毕业那会儿，他又去了琉璃
厂，在华洋书庄，他看见了一本新版韦
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 14元。可是
14元对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朱自清来
说，也不容易凑齐。最后，朱自清想来
想去，只好硬了心肠，拿着结婚时父亲
给他做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一般
的外套，大衣），当了14元，买下了那
本字典。朱自清本来是想着将来赎
出来就是了，结果后来朱自清离开北
京多年，而那件大氅一直没有赎出
来，朱自清每次翻那本字典时还常常
感到遗憾。

阔别五年之久，朱自清回到北京，
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的朱自清仍然
念念不忘旧书摊。有一年的正月，他
去琉璃厂逛厂甸庙会。他去的时候，
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他买了一本《伦
敦竹枝词》，当时花了3元钱，买来以
后，恰好《论语》找他约相关的文章，他
便选抄了一些竹枝词寄过去，加上一
点说明，后来居然得了5元稿费。朱
自清说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
钱”。 （据《北京晚报》）

淘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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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暂行条例》正式出台，并于今
年5月1日起施行。事实上，“快递”在中
国出现的时间相当早，一套完整的国家
邮政系统在古代中国就已经建立了。

八百里加急却不接民间订单

古代的国家邮政系统叫作“驿传”或
者“邮驿”，是古代政府为了传递文书、接
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
组织，官办官管官用。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负责政府的公文往来和军情传递，也
承担一些物资的运输工作。这套系统的
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汉代马递的最快速度是日行四百
里。唐代则规定，每天车行至少一百二
十里，骑马一百八十里，皇帝颁布的敕令
须日行五百里。

到了清代，由于军机处的设立，文书
传递的速度被提高到一昼夜六百里甚至
八百里。咸丰和同治时期，由于战火不
断、军情紧急，出现了“红旗报捷”，一旦
前方打了胜仗，就立刻以八百里的速度
飞递，沿途驿站秣马以待，一听到铃声立
刻飞身上马，驰往下一站。

然而，这些“快递”业务虽然高效，普

通百姓想要享受却非常困难——国家邮
政系统不接受民间订单，所以民间通信
大多靠私人捎带。

若想避免遇到“不靠谱的快递小
哥”，古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常选择派
专人送信，做生意的就自己负责货物运
输。还有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办法，比
如苏武鸿雁传书，到唐代又有了飞鸽传
书。明清时期，逐渐产生了专营民信业
的民信局，货运方面则出现了镖局，不过
镖局只运送贵重物品，且押运价格不菲。

古代的“生鲜速递”和“海外购”

古代的物流虽然远不如今天这样便
捷，但也有了蔬果生鲜的“快递服务”，甚
至还出现了最早的“海外购”。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载：
“平原郡贡糖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
贡，斩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即
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毡密束于
驿马，驰至于京。”这是从山东进贡的海
鲜，为了保证新鲜，捉到以后就直接用毡
子密封，然后用驿马速递到长安。明代
于慎行也有类似的诗句“六月鲥鱼带雪
寒，三千江路到长安”。

和今天一样，古代物流也会输送很
多来自国外的商品，那时的“快递”输送
着最早的“海外购”。

西汉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出
“丝绸之路”。隋唐时期，除了陆路以外，
还可以走海路，东到日本，西到波斯湾。
到了宋代，海运和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
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和密州设置了五
个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彼
时海外的商品多达几百种，有香料、宝
物、皮货、食品等，其中光是香料就有一
百多种。

明代的海外贸易虽然时开时禁，但
总体上十分繁荣，很多我们现在常见的
作物都是这个时候才有的，例如南瓜、玉
米、番茄、烟草等。

古代物流业——遍布全国的邮政网
络主要为公文、军情以及基本的物资运
输服务，有时候也会奔驰着装有荔枝或
海鲜的骏马，扬起一路烟尘。那时，普通
百姓能收到一封信就能乐上半天，想快
递贵重物品只能拜托镖局，而“神秘的远
方”时常会运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装点着人们的生活……

（据《解放日报》）

500里加急的快马被用来给杨贵妃运送新鲜水果，普通百姓却无法享受“快递”业务。

■四十春秋

陈一民正在民俗活动的非遗集市展示着
斫琴这一工艺，他一手拿着木槌，一手拿着半
圆凿，卖力地凿着。每凿几下，桌面上那个1
米多长的木块就跳出木屑，木块表面已经按铅
笔的笔迹斫出了1个凹槽，琴面的轮廓在不断
的敲击下逐步清晰起来。

陈一民，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斫琴工艺
的传承人，原是广州一棉厂的员工，认识并走
进古琴斫制和修缮这个行业非常偶然。起初
只是一个香港的朋友迷上古琴，向陈一民打听
广州有没有古琴可买，他就带着朋友在以前的
乐器一条街大新路寻找。遍寻无获之下，经多
方介绍，才认识了岭南派古琴一代宗师杨新
伦，他的朋友才顺利买到一把琴。当时杨新伦
家中有很多古琴，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他
就指着一把琴对陈一民说：“这个角坏了，你能
不能修？”在一棉厂负责修理维护织布机的陈
一民看后，觉得非常简单，就应允了，没几天，
做出的小零件得到了杨新伦的肯定，此后就追
随杨新伦修琴。那年是1984年，当时一棉厂
实行的是四班三运转，有很多的业余时间，陈
一民没事就到师父杨新伦家里修古琴，耳濡目
染之下，自己也开始斫琴，做得差不多的时候
拿回去给师父看。

“其他乐器是悦耳的，古琴是悦心的。”这

句师傅说过的话，陈一民一直牢记于心。
1990年师父杨新伦去世，陈一民当时在杨新
伦家里斫制并得到师父指导的古琴“古岗”更
被他视为传家宝。这把“古岗”是陈一民斫制
的第二把古琴，因为对音色近乎完美的要求，
他1995年和2003年曾分别将之剖开，将面板
刨薄后再加一层面板，所以现在的“古岗”是有
3层面板的。

在修琴斫琴那段时间，陈一民窄小的家里
堆满了各种木料器具，家里的空间被各种乱堆
的古琴器具材料堆满了，后来陈一民不得不把

“工作台”搬到门口楼梯的拐角处。到了2010
年，妻子李桂珍也学起了弹古琴，还报了同在
杨新伦门下的岭南古琴艺术当代大师谢导秀
开办的古琴班。

现在，陈一民每周分别各花1天时间在广
州、佛山开设的3个教学点教授斫琴技艺。自
从2009年开办梓元琴坊收徒至今，他已经带
出了不少年轻的古琴斫制传承人。

随着年岁渐长，陈一民不像之前那样，一
年可以做出10多把古琴，现在他把更多的精
力和时间都放在教学传承这个传统手工艺上
面。他希望用这一份坚守，让更多的年轻人接
触古琴认识古琴，并将这种传统技艺一代一代
地传承下去。 （据《广州日报》）

匠心斫制
悦心古琴

陈一民拿着做好的琴在试音。

指导徒
弟做琴。

展示斫琴技艺。 手把手教徒弟在木板上画出琴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