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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色基因导航定位，校正时代的价值
坐标，凝聚前行的磅礴力量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这是黄大年
在毕业纪念册上给同学的留言；“爸爸是全
镇最小的人，因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
这是廖俊波多年前对女儿的教诲……这些
优秀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展现出人格的魅
力、饱蘸着信仰的味道，更释放出强大的正
能量，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标杆。

从董存瑞到江竹筠，从焦裕禄到谷文
昌，从黄大发到郑德荣……站起来的浴血斗
争中，富起来的艰辛探索中，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中，总有共产党员为了信念不畏牺牲，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艰苦岁月默默奉献，为
国为民披肝沥胆。一代代共产党人以对真

理与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对国家和民族的使
命担当，矗立起精神的灯塔，激励着亿万人
民同心同行，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形
塑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图景。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这是网友对于“红色”的赞叹。红色基因，融
在血脉，扎根人心。前不久，一张迟到小学
生雨中独自向国旗敬礼的照片，让人们为

“00后”对祖国的深厚情感点赞。“村里的老
人常给你们讲照金的革命历史，这片红色的
土地让你们骄傲和自豪。”今年“六一”节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给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
学生的回信，更让人们感受到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对于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红色基因
蕴藏于人心、作用于精神，是一种最持久、最
深沉的内在力量。

40年改革开放波澜壮阔，与中国现代
化转型相伴而行的，是整个社会如水流活，
生机勃发。走出相对封闭落后的时代，法
治意识、规则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信息化社
会、全媒体时代激活了人民大众的表达，这
让世界的光谱五颜六色、文化的样貌丰富
多彩。然而，也要看到，大河奔涌难免泥沙
俱下，少数人或是解构历史，以奇谈怪论抹
黑英雄；或是极化情绪，用各种噪声撕裂共
识；或是秉持精致的利己主义，以利益为唯
一的标准……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价值不
能错位、心灵不能失衡、责任不能淡漠、道
德不能离席。方此之时，更需要以红色基
因导航定位，校正时代的价值坐标，凝聚前
行的磅礴力量。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气质，但正是

那些坚守信仰、追寻光荣者，构成了一个时代
精神的天际线。77岁的“核弹老人”魏世杰，

“半生为国，半生为家”，面对生活的苦难从未
退缩；96岁的“找党老人”张道干，历经70年只
为寻找一个叫信仰的家，弥留之际的敬礼感人
至深。红色基因中，包含着责任、勇气，孕育出
奋斗、坚守，让个体生命与更远的远方、更多的
人们相连，也让普通人的“平凡之路”能通往意
义的世界。以红色基因打开更多人精神新的
维度，就能在整个社会提升精神的高度、挖掘
精神的深度、拓展精神的广度。

红色基因只有在代代相传中才能焕发光
芒，价值坐标只有牢牢锚定才不会迷失方
向。近日，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揭
晓，无论是用大爱续写他人生命的无私奉献，
还是用汗水书写人生的顽强拼搏，抑或是在

沙场上挥洒的青春和热血，这些年轻人的选
择，靠的都是一种信仰，为的都是一个理
想。这种价值追求，与97年来的革命理想、
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将红色基因融入血液、
浸入心扉，才能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担当起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责任和使命。

上世纪20年代的青年思索救亡图存，
30年代的学生投笔从戎，60年代的学子以
身许国献身戈壁，当代年轻人面向社会追寻
人生意义……一代代青年人的从心而行，何
尝不是一种精神传承？让信仰之火熊熊不
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
力量，我们就能更坚定、更执着、更无畏地前
行，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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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

食品有保质期，其实，“钢筋铁
骨”的兵器也是有“保质期”的，比如
武器装备里的大家伙——导弹。

导弹保质期又称贮存期，是指在
规定条件下贮存后，仍能以较高概率
达到该型导弹设计时的战术技术指
标的时间长度。简单而言，设立贮存
期的意义就是想知道导弹在某段贮
存期内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设想的
目标摧毁掉。所以，导弹出厂时都会
标明贮存期。比如，法国“响尾蛇”导
弹的贮存期是7至 10年，意大利“阿
斯派德”导弹是 5年，英国“海标枪”
导弹是 8 年，俄罗斯 C-300 导弹是
10年。

导弹过期其实也不难理解，导弹
不是个体单元，而是一个庞大而复杂
的系统，其组成部分不乏金属、塑料、
橡胶等材质做成的零部件，所以损
坏、老化不可避免。另外，在潮湿环
境中（如地下洞库、丛林和一些低纬
度地区），裸露的导弹还容易霉变。
弹体内部的印刷电路板和弹上的光
学仪器都会受到霉菌影响。美国军
方的数据显示，库存状态下，由环境
造成的武器装备损坏或失效比例占
到60%。

延长导弹保质期，第一个办法是
改善贮存环境。例如某型设备在高
原地区和寒冷地区可使用9年，到了
温度和湿度比较高的地方则只能使
用 2 年。第二个办法是改善工艺。
比如，为防止金属腐蚀，导弹上的铝
制构件和铜制构件需要进行特殊处
理，处理后能大幅延长导弹的贮存
期。美军早期装备的“霍克”和“陶
式”导弹的寿命仅有3至5年，引入新
的工艺后，这两种导弹的贮存期都达
到了10年以上。

过期的导弹去哪儿了？有的会
被直接销毁；有的则把状态尚好的零
部件拆出来进行翻修；有些还会被卖
给其他国家。 （据《解放军报》）

导弹也有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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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郑州举办的中原百戏——汉
唐宋元戏曲文物特展上，有一块北宋砖
雕，上面刻有“丁都赛”字样和一个人像，
默默陈列在展柜中。这砖雕虽其貌不扬，
但“丁都赛”可大有来头，《东京梦华录》记
载，她是北宋著名青年女性杂剧演员，曾
在东京的宝津楼上给宋徽宗演过杂剧。

“丁都赛”头戴小帽，脑侧簪有花叶，
身着长衫，腰部系有巾帻一条，腰后插有
圆扇一把，足下蹬平底靴，双手抱拳于胸
前，作打揖状站立。郑州市华夏文化艺
术博物馆李宝宗说，早在2014年，他在
郑州古玩城地摊上发现4块北宋时期砖
雕并买下，上面分别是4个演员的名字
和肖像，其中就包括这块“丁都赛”。

李宝宗介绍，这4块砖雕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早见于史载的戏曲艺人形象，也
是我国目前唯一成组出现的、有名有姓有
演出形态且与文献吻合的戏曲演员形
象。在此次的戏曲文物特展上，这些砖雕
为古代戏曲演出形态提供了实物证据，补
充了文献史料的记载。除了“丁都赛”，其
他3块铭文砖雕分别是“杨揔惜”“薛子小”

“凹歛儿”，且属于目前仅见的孤品。
（据《人民日报》）

史载最早的戏曲艺人长啥样？

我们见到的啤酒瓶大多都是绿色
的，虽然也有棕色、蓝色甚至无色，但还
是以绿色酒瓶居多，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啤酒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把啤酒
装到玻璃瓶里的时间却不太长，大约是从
19世纪中期开始的。最初，人们甚至认为
玻璃就是绿色的，那时候不仅啤酒瓶，墨
水瓶、浆糊瓶，甚至连窗玻璃也略微带点
绿色。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曹乘榕博
士说：“这是因为最初制造玻璃的工艺不
是很精湛，很难清除原料中亚铁离子一类
的杂质离子，所以制出的玻璃都显绿色。”

后来玻璃制造工艺先进了，可以去
除这些杂质了，但成本太高，而且人们发
现绿色酒瓶可以延缓啤酒变味，所以19
世纪末人们就专门生产绿色的玻璃瓶来
装啤酒，绿色啤酒瓶的传统也就因此被
保留了下来。

曹乘榕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
们偶然发现装在棕色瓶子里的啤酒长时
间放置以后，味道并没有变差，这是因为
棕色的瓶子装啤酒更能避免光照对啤酒
的影响。然而，二战以后，有一段时间欧
洲的棕色瓶子供不应求，使得一些比较
有名的啤酒品牌不得不重新使用绿色的
瓶子来装啤酒。由于这些品牌的啤酒质
量很好，一时间绿瓶子啤酒便成了高品
质啤酒的代名词，紧接着又有很多啤酒
厂商跟进，使用绿色的瓶子。这个时候，
随着冰箱的普及以及密封技术的进步，
使用棕色瓶子也并不会比使用其他颜色
的瓶子带来更好的品质，因此绿色啤酒
瓶又兴盛起来。 （据《科普中国》）

啤酒瓶为啥多为绿色？

护肤品功能越少越好

现在，号称具有多种功效的护肤品琳
琅满目。其实，要实现功能多样化，加入
成分要多，每种成分的比例就会减少，导
致每种成分的功能都不会很理想。而且
成分越多，越需要加入更多保持其性质稳
定的成分，如乳化剂、增稠剂等，皮肤更容
易过敏。理想的护肤品是用最少的成分，
发挥最大的功效。 （据《江南保健报》）

长胖后味觉会变迟钝

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过研究肥胖老鼠和
正常老鼠的舌头，发现食用脂肪含量高的
饮食会让味蕾数量减少。味蕾是舌头上的
结构物，包括约100个细胞，老鼠增肥后，
成熟味蕾细胞死亡速度变快，而新生细胞
生长速度变慢。味蕾减少会导致味觉迟
钝，味觉迟钝会让肥胖人群很难固定食用
某种饮食，因为他们要像比他们多25%味
蕾的正常人一样品尝到同样的美味，就得
吃味道更重的食物，这就表明要摄入更多
的糖、脂肪、卡路里。 （据《中国家庭报》）

《说文解字》曰：“夏，中国之人也。”清代段玉
裁《说文解字注》：“中国之人也。以別于北方狄，
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
也。”就是说，“夏”指中国人，生活在北方的狄、南
方的蛮、西方的羌、东方的夷当中，即为黄河流域
的中原也，而居于此地的中国人便自称“华夏”。

目前还没有发现公认的甲骨文“夏”，我们
见到的是金文（图一）。故此，许慎认为：夏，从
夊（sui，音似虽）从页，从臼。臼，两手；夊，两足
也。小篆的“夏”字（图二），虽省减了笔画，人的
身躯部分没有了，只留一只脚（夊），但其义不
变。金文和小篆的“夏”字，都像一个人的形
象。正如康殷《古文字形发微》中所言：“夏字是
一个完美的人，这个形体比起甲骨文中其他表

现人的形态的字来说，确为一表堂堂。
那么，起初作为古代汉民族自称的“夏”字，

又是如何演变为一年四季中的“夏”的呢？
学界众说纷纭，各有道理。上古时期，古人先

以自然界的草木荣枯、原野易色，来区分春秋两
季，直至西周，历法向前进了一步，才能明分春、
夏、秋、冬四季。至于为何假借“夏”表示烈日当
空、绿荫匝地的夏日？这与“夏”字的字形有关。

而更多的学者则从小篆字形分析认为：人
的手脚裸露，且形象完整，那是炎热天气中人以
图凉快的真实形态，可成为假借为夏日之“夏”
的原由。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认为，

“夏，像人当暑燕居，手足表露之形”。
（据《光明日报》）

赤日炎炎且说夏

古代文字中的“吃”，并没有“进
食”的意思，而是指人说话结巴即口
吃。汉高祖刘邦手下有个著名的大
臣叫周昌，《汉书》本传中有“昌为人
吃”的记载，即指周昌是个结巴，绝非
周昌被人吃掉的意思。

古代讲到吃东西，常用的是“食”
字，如：食菽、食肉、食菜等，但又有

“食酒、食水”等词，可见还包括“饮”
的含义。稍后，分得细一些，则以

“噉、啗、啖、哺”表示吃，用“啜、呷、
吮”表示饮。《后汉书》载：“南方有噉
人国”，那倒真是吃人的，而且“首生
子，辄杀而噉之”，父母吃掉自己的头
生儿子，实在太残忍了，不过可能是
无稽的传说。

有趣的是，古今用字已有变化，
所表达的意思有些却一脉相通。《隋
书》上提到有人讽刺被封为宰相的高
颎、杨素“唯堪啖饭”，意即“只会吃干
饭”。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至今仍然沿
用吗？《史记·魏世家》又有一句“欲啜

汁者众”，说的是有人想分得一点小
小的富贵，直译现代语即“想捞点儿
油水喝的人多着哩”。此说至今在某
些场合也常有人用。

古字多通假，如“哺”与“餔”通，
“啜”与“歠”通。《楚辞·渔父》中的“何
不餔其糟而歠其酾”，意即“为什么不
吃那些酒渣喝那些酒汁”。《桃花扇》
里有一句“游戏江湖图餔歠”，字面很
古，意思却很通俗，就是“浪荡江湖混
一个吃喝”。

啮和吮，现在分别表示吃喝的一
种动作，古代也有用作吃或喝解的，
如《九思》有“吮玉液兮止渴，啮芝华
兮疗肌”之句。还有嚼和呷，古人也
用来表吃喝，如苏东坡家中有一年大
麦丰收，即煮麦饭为餐，他的女儿们
因此把吃饭称为“嚼虱子”。

“嚼”字还有个古今相通的词
儿。今人称说废话为“嚼蛆”，古人也
有此说，元人《西厢记》里有“怕不口
里嚼蛆”之句，远溯至《魏书》，有句

云：“卿何处放蛆来”，“放蛆”仍是胡
说八道的意思，与“嚼蛆”义同。至于
近古时习用的“喫”字，现在已是“吃”
的异体字。此字东汉许慎所著《说文
解字》里未收，可见是东汉以后才出
现的新字，到唐代，诗文中常见，如杜
甫诗：“梅熟许同朱老喫，松高拟对阮
生论。”

“吃”字虽多变迁，“吃饭著衣”总
是不会弄错吧？《宋裨类钞》记有“著饭
吃衣”之说，原来是指农民收秋之后，
怕冬天受冻，把口粮卖掉添几件寒衣，
谓之“著饭”；春荒时，断粮了，又不得
不用衣服去换点儿粮食来糊口，谓之

“吃衣”。这个词，显示了古代农民的
窘困，跟统治者“食前方丈”“日食万钱
犹无下箸处”恰成鲜明对比。

至于“吃”究竟应在人们生活中
占什么地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吃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
吃。”这两句名言，大概可以作为一种
答案。 （据《光明日报》）

唐墓壁画《宴饮图》。

■博闻

现代蹦床运动的起源，普遍认为是在中世
纪的法国。杂技演员特朗波兰偶然发现，表演
空中飞人的演员失手跌下，架设在杂技场周围
的安全保护网不仅保护他安然无恙，而且网的
弹力将其高高抛起时，演员借势在空中做出旋
转、翻腾或者滑稽可笑的动作，反倒赚到更多
喝彩声。于是特朗波兰又把安全网拉紧，在上
面弹跳并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腾跃动作，这就是
蹦床运动的雏形。

法国虽然是蹦床的起源国，但其发展速度
及普及程度远不及美国。

20世纪30年代，美国跳水冠军乔治·尼森
在法国无意间看到了这项杂技表演，回到国内
在自家的后院制作了一个弹床，目的是帮助自

己练习鱼跃和翻滚动作。此后尼森发现了其
中的商机，创办公司开始生产，并对器械重新
进行了研究和改良，使其更加安全和易于跳
跃。随后，蹦床运动在美国迅速普及。

蹦床作为体育比赛项目，最早始于美国。
1947年在德克萨斯州举行了首届全美蹦床表
演赛，1948年在全国体操比赛上，首次被列为
单独的比赛项目，当时的蹦床被称为“反弹翻
腾”。但没过多久，一拥而上的“蹦床热”惹来
了麻烦，在美国一些私设的商业化蹦床运动中
心，由于教练员的失误，出现了多起因错误训
练或者冒险动作而致人受伤事件，刚刚兴起的
蹦床热潮渐渐退去。

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退烧”后，蹦床又

将热浪传至欧洲，特别在意大利、法国、瑞士等
地更是风靡。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在英国举
行的一次欧洲蹦床比赛中，虽然只有奥地利、
丹麦、荷兰等8个国家参赛，但此次比赛废除了
原来“反弹腾跃”的名称，正式更名为“蹦床”。
随着蹦床运动的日益普及和影响的不断扩大，
1964年国际蹦床联合会在瑞士成立，同年在英
国伦敦举行首届世界蹦床锦标赛。

直到1999年，国际蹦床联合会成为国际体
操联合会的一个协会，并在2000年第27届悉
尼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设男、女个人两
个项目，产生了2枚奥运金牌。无疑，此举对这
项历史并不悠久的运动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
推广是极大的促进。 （据《北京日报》）

蹦床运动源于中世纪杂技

人类是当今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
型哺乳动物，截至今年7月 11日“世
界人口日”，全球人口数量介于 75
亿-76亿之间。地球是否可以无限期
地养活这么多人？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一直
在不断增加。1800年左右达到约10
亿；1927年约为20亿；1974年，全球
人口增加到40亿。2017年6月，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发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新增约8300万
人。全球人口将在2023年左右达到
80亿，在2050年达到98亿，到2100
年达到112亿。

该报告囊括了233个国家或地区
的人口信息。报告预测，从现在到
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增长的一半将
集中在9个国家——印度、尼日利亚、
刚果、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坦桑尼
亚、美国、乌干达和印度尼西亚。印度
人口预计将在7年内超过中国；尼日
利亚预计将在2050年前超过美国，成
为全球第三大人口大国。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路透社的报
道称，据估计，60岁或以上人口将从
目前的9.62亿（占全球人口的12.3%）
增加到2050年的21亿（约占全球人
口的22%）。

物理学家指出，人口不断增长也
给地球带来了极大负担。在数万年或
更长的地质时期，人类一直在不断动
用地球的不可再生资源“储蓄账户”，
消耗和污染资源，包括含水层、冰盖、
肥沃的土壤、森林、渔业和海洋等等。
而且，富裕国家的消费也与其人口不
成比例。为了满足生活所需，地球上
每人需要1.9公顷土地，而美国人平
均用地约9.7公顷。如果都以美国人
的标准生活，那么，地球最多只能养活
目前约五分之一的人口——15 亿
人。 （据《科技日报》）

地球究竟可以
承载多少人？

目 前 ，全 国
多处是“赤日炎
炎如火烧”的炎
夏酷暑。不过，
《说 文 解 字》中
“夏”的初字，与
这里所说的夏日
之“夏”字，却不
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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