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杵真能磨成针？

在古代，凡属于金属类的东
西都算贵重物品，如果典故属实，
那位磨铁杵的阿婆，算得上有钱
又有闲的人了。不过，制作铁针
的确需要很大的恒心和耐心。先
要将烧红的铁抽成铁丝，再剪成
一段段，将一头磨尖，另一头钻
洞。制作用于针灸的针就更繁琐
了，要先插入腊肉中用油脂来填
补坑洞，尖端还要磨得又尖又圆，
才能避免戳断血管。

古人写错字如何修改？

古人写错字直接用毛笔涂掉
是最简单的办法。王羲之和颜真
卿两位大书法家，就是这样应付错
别字的。而最普遍的方法是：在错
别字旁边（通常是右上方）用毛笔加
点，保留原字继续写下去。还有一
种方法是，把名为“雌黄”的矿物涂
在错别字上，有点类似现在的“涂改
液”，“信口雌黄”就是这么来的。

古代如何刹车？

北宋时，世上还没有汽车和
脚踩刹车。宋朝人坐太平车，车
前有六七头驴骡马牵引。没有刹
车装置，下坡怎么办呢？宋朝人想
了个笨法子：在车后再拴两头驴骡
马，每逢下坡，就在车屁股那里扬
鞭吓唬，逼那两头驴骡马狠命往坡
上蹿，和前面六七头下坡驴骡马抗
衡，以此来完成下坡减速工作。

古人如何航海？

以前，世上还没有全球航海
图时，航海家们每次探沟壑都是
一次冒险，因为不知道是航行在
一条海峡上，一片海，还是一条河
流上。最笨的法子就是：船长指
派一个水手，隔一段就捞点水起
来喝一口，是淡水，就证明航行到
了一条河上；是咸水，就证明航行
到了海峡上。 （据《沈阳日报》）

如今，一日三餐早已成为人
们的共识。然而在古代很长一段
时间里，人们都遵循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为了
配合作息，人们也都习惯于每天
吃两餐。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老百
姓从每天两餐变成三餐的呢？

从商朝开始，人们的日常活
动规律标准分成 8个时段，人们
吃饭的时段分别叫“大食”，即上
午7时至9时，“小食”是15时至
17时。

到了汉朝，统治者为了显示
自己身份高贵、地位崇高，还特意
在一天吃几餐饭上大做文章：按
照礼仪，天子一天可以享受四餐，
诸侯一天可以吃三餐，平民一天
只能吃两餐。

两宋时期，宵禁制度被废除
了，这直接促成了夜市的繁荣。
人们“夜行”完全不受限制，夜行
的时间长了，也就有了在天黑之
后再添加一餐的必要，于是市民
纷纷开设在夜晚营业的茶馆和酒
楼，招揽顾客。北宋都城开封是
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有100多万人口。据统计，城中
沿街店铺有6400多家，如此多的
人口和商铺为夜市的繁荣提供了
充足的客观条件。

北宋末年的蔡绦在其笔记
《铁围山丛谈》中说，全国各地的百
姓都被蚊子所困扰，唯独开封的夜
市上没有蚊子，因为这是整个开封
最热闹的地方，酒楼林立、灯火通
明，蚊子最怕这些了。开封的夜市
不仅在气温宜人的季节车水马龙，
即便在大冬天刮风下雪的时候也
从不歇业，足见开封夜市的繁荣。

夜市的流行，直接推动了三餐
制的普及，而三餐制的普及又促进
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两宋时
期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的繁华。

为了配合夜晚出来消费的人
们，宋朝的休闲娱乐项目异常发
达，出现了大型娱乐场所“瓦子”，
娱乐内容十分丰富：演戏的、说书
的，还有表演杂技的、摔跤的。

餐饮业之间的相互竞争还直
接推动着烹调、酿酒以及酒具、餐
具的发展，宋代各大官窑、民窑所
制造的瓷器堪称中国瓷器史上的
经典，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餐具
和酒具。

多出来的这第三餐消费的粮
食和其他副食品，也不再是开封附
近的农户可供应的，而需要将全国
各地的土特产运进京城，于是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又形成了。通往北
宋京城开封的汴河水路成为当时
最重要的交通线路，江淮、两浙、荆
湖甚至是岭南、川蜀的货物大都是
通过汴河运进来的，数目庞大的日
常消费也催生了大市镇的出现。

三餐制到南宋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南宋虽然在军事上软弱无
力，但其社会生产力水平居于世
界前列。都城临安（今杭州）的商
户比北宋开封时期多出 10倍有
余，这些城镇的繁荣与大城市内
餐饮业和娱乐业发达直接相关，
夜市功不可没。

两宋时期夜间市场的兴盛让
城市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局面，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还带来了三餐制的改革，餐数
的增加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刺激
经济的发展，为宋朝工商业发展
带来了商机。 （据《文史博览》）

饮食习惯
与依恋焦虑程度有关

为何有些人会利用多吃食
物来管理自身的情绪，而有些人
则不需要呢？有助于解释这种
差异的心理学改变是“成人依恋
取向”。根据害怕被所爱的人抛
弃的程度，成年人在依恋焦虑的
程度上有所不同。研究者指出，
一个人的依恋焦虑程度越高，就
越有可能出现不健康的饮食习
惯。 （据《中国新闻周刊》）

名字比面孔好记

英国约克大学心理学家们
向24名志愿参试者展示了40张
陌生人的照片，并给每张照片随
机匹配姓名。研究人员给参试
者一段时间记忆照片上人脸以
及与之对应的人名，然后对他们
进行记忆力测试。结果发现，参
试者能够记住 85%的名字和
73%的人脸。将同一个人、截然
不同的照片展示给参试者时，他
们能够回想起这个人是40位陌
生 人 中 哪 一 位 的 概 率 仅 有
64%。在随后的名人测试中，参
试者对这些人名字的记忆比面
孔更加准确。 （据《文摘报》）

运动能力强的男孩
善于解决问题

东芬兰大学研究人员对371
名 6~8岁儿童的运动能力、心肺
功能、体脂率以及认知能力进行
了为期2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发
现，即使是跑跑跳跳等简单的运
动项目，其能力比同龄人稍强的
男孩在认知测试中所得的分数
也更高。研究人员表示，“越动
越聪明”的观点有迹可循，不过
那些运动能力较差的孩子也不
应太过担心，通过刻苦努力，认
知功能也会逐渐得到提高。

（据《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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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最佳际遇就在当下。
抓住机遇，尤应领悟昨天、奋斗今天、
拥抱明天。

领悟昨天，贵在总结谋新。人生
是不可彩排的单程路，过去的每一天、
每一次经历，或是顺风顺水的坦途，或
有鲜花与掌声的光彩，甚或冷雨与失

意的打击，标注着成功的经验、失败的
教训，但都在今天成为历史。我们既
不能在昔日的辉煌中沉醉，也不能在
过去的失败中消沉。一年之计在于
春，在“春耕”前，回望奋斗的初心与历
程，于成败中体悟，在思考中升华，有
助于谋划春华的愿景、坚定秋实的信

念。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火炸药王”王泽山……
他们皆有耀眼的成就，亦有难言的挫
折，但当其走进新的一天时，都能及时
总结得失，在省思中继续前行。实践
表明，智者皆善于鉴往知来。感悟昔
日，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来日。

奋斗今天，矢志超越革新。哲人
有言：“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最重
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
因为它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间。”作别
新春的团圆时光，从时不我待的“现
在”再出发，悠不得、松不得、慢不得。

奔跑在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追梦路
上，惟其只争朝夕，以“又日新”的时间
更新，方可御风奋进；行进在不进则
退、非进不可的征程上，惟其敢为人
先，以“又日新”的作为创新，才能书写
新篇；置身于百舸争流的竞争中，惟其
奋楫争先，以“又日新”的自我革新，方
能化茧成蝶。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
秀企业从名不见经传到跻身“世界
500 强”，就在于日拱一卒、革故鼎
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次自我突
破，就完成了一次不简单的超越。

拥抱明天，勤于赋能迎新。有未来

学家预言，当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
时，一个人若无新观念、新知识、新能力
的内存，“一不留神就会成为时代的落
伍者”。学习是跟上时代、为己赋能的
强大引擎。我们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
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奋进新时
代，无论团队还是个人，都需要在学习
赋能中更新自我、重塑自我、完善自我，
以新知识新动能为羽翼，抵达“昨夜江
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的佳境。
红学家冯其庸不甘落后，于古稀之年学
习电脑知识，借助信息技能理清了海量
研究资料。有位著名企业家本是网络

“门外汉”，潜心追寻“互联网+”的打开
方式，终成当代电商的巨擘。将学习融
入逐梦的年轮，在奋斗中学习、于学习
中赋能，带着眼光、思维、知识、本领奔
跑，才能拥抱明天的梦想。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
民在奋斗中收获了更多自信和勇气”。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
的讲话言犹在耳，激励着奔跑在追梦路
上的亿万人民。不忘昨天的初心、奋进
今天的征程、奔向明天的憧憬，把团圆
亲情化为奋斗激情，新的辉煌正等待着
我们去创造。 （据《人民日报》）

领悟昨天 奋斗今天 拥抱明天〖接力奋斗〗

〖智慧〗

一位友人致贺新春时说，追梦中的出彩人生，需善待“三天”：昨天、今天、
明天。昨天成功与否，可为镜鉴；今天机不可失，须倍加珍惜；明天咬定目标，必
达“诗与远方”。

从鼓掌到投票，从投豆子到按电
子表决器，两会表决方式的“进化史”
见证着民主法制的前行步履。

“金豆豆、银豆豆，投在好人
碗里头”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
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三
三制”的政权模式——也就是说，在政
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
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
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

在有关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
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
厚、朴实的农民举行“豆选”。几位乡
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
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
豆。他们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
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
谁身后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
人当选。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
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
头。”这句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
地区的民谣，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
在艰苦环境下运用“豆选法”进行选举
的场景。

这种选举方式简单易行，既可以
减少选举成本，也可以避免候选人对
选民意志的影响甚至操纵，能更充分
地体现民意。

豆选连同烙票、划杠等淳朴的投
票方式，演绎着生动的草根民主，为日
后人大表决所借鉴。土改后农民选举
人民代表，因为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
也多用“豆选法”。

“别人都齐刷刷举手，唯独
你不举手，就难免尴尬”

到了1949年，政协普遍采用举手
和鼓掌的方式，表决选举任免和重大
公共决策等。1954年后，法律规定全
国人大会议选举、通过议案和基层直
接选举采用举手、无记名投票方式（又
称票决，源于公元5世纪古希腊、罗马
以球投票，白色球表示同意，黑色球表
示反对）；间接选举人大代表和县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机关
人员必须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进行其他表决时，举手逐渐代替鼓掌。

但是，1958年后，除了选举和任
免，鼓掌又成了主要表决方式。直到
1979 年，才恢复了举手和无记名投
票。

实行无记名投票后也有弊端：若
代表同意选票上的候选人，在选票上
可不画任何符号；不同意选票上候选
人的，可在选票符号栏内画“×”；对选
票上的候选人弃权的画“√”。这种表
决方式导致代表投票隐私不保。那些
要投反对或弃权票的代表必须动笔，
这样一来，一旁的工作人员很容易获
悉。直到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才扭转这一态势，会上表决通过
了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无论
是投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需
要填写选票。

他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
反对”

和举手相比，票决还是在民主的
形式上前进了一步。1982年，弃权票

渐渐浮出水面。当年12月4日，五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
现了 3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当
时，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
报道，但大会秘书组有些担心。据李
尚志事后撰文回忆，有位同志耐心地
向他解释说：“过去党和国家召开重要
会议，通过一些重要决议、决定，都在
新闻报道稿中写为‘一致通过’了什么
什么。我们总不能把不同的意见公诸
报端吧？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
嘛！”

而随后的剧情有了戏剧化的转
变，当他们来到另一间休息室，向邓小
平、胡耀邦汇报了情况后，胡耀邦爽快
地说：“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
道中去！”邓小平也笑着点头。随后稿
子原样发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境外媒体把它视为“中国在邓小平先
生领导下，改革、开放、建立民主政治
的生动体现”。

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代表都从
来想不到可以投反对票。而这种局面
的改变，是因为一个名叫黄顺兴的人
大代表。

黄顺兴的政治生涯，是在海峡对
岸开始的。他是台湾彰化县人，生于
1923年，是一位农业专家。在国民党
戒严期间，他竞选成为三任台东县议
会议员、两任台湾“立法委员”，因敢于
直言而得名“黄大炮”。台湾代表团选
他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当选人大
常委会委员。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通过
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时，黄顺兴
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讲了
反对的理由：主任委员周谷城先生学
问很高，我非常钦佩；但他89岁了，这
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
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发言
完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虽然周谷

城还是当选了，但这是自1954年召开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第一
次公开出现了反对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
的反对票就多”

1990年，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每
张桌面上，都安装上了一个巴掌大小
的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这是七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
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
权则为黄色。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
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
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
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

从近些年的情况看，一般都采用
按电子表决器和无记名投票这两种方
式。在诸如对宪法修正案的表决，决
定国务院总理，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时用纸
质投票方式。而其他决议草案，如法
律案、预算案等等，则采用按电子表决
器的方式。

使用电子表决器，从表决开始到
表决结果揭晓，仅需短短几秒钟，表决
结果通过会场前方的两个大电子屏显
示出来。计算机系统只会对赞成、反
对、弃权和未按表决器这4种结果进
行数字叠加，不会留下代表的表决记
录。相较于传统的举手、鼓掌等方式，
电子表决投票更加客观、真实。

对于表决器的安全性，这套系统
的总设计师林达亮曾说：“我可以负责
地向全国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
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一开始
设计，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领导人就明
确交待：这套系统必须是无记名的。
不仅表决之时查不出，表决之后也要
查不出投票人。”

“初次与表决器‘亲密接触’的代
表们，也曾对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感
到疑惑。1999年的一次政协常委会
上，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故

意不按按钮，在其他委员都按完了以
后，他才按下表决器，这时屏幕上的

‘未按人数’减了一位，‘已表决人数’
增加了一位，表决器就是这样通过委
员们的亲手检验才被接受的。”全国两
会整体会议系统供应商曹忻军说。

“一些地方人大、政协在初次使用
电子表决器的时候，为了证明其可靠
性，在预备会上专门有项议题就是测
试表决器，所有人都按赞成或反对，核
实统计结果是否相符。”曹忻军说，“代
表委员们自己使用过一次，心里就有
底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电子表
决的模式，很快在32个省级人大常委
会，少数市、县级人大常委会推开，个别
地方人大会议也开始使用电子表决。
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遭到否决。当宪法学家把
它誉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标志性事件”
时，我们不能忘记电子表决器的功劳。

2002年 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新年论坛上坦率地说，“哪里有
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
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电子表决器也经过了逐步改进。
原来的电子表决器系统启动，按下哪
个按钮哪个灯就变暗，另外两个还在
闪，这当然会令代表们顾虑重重。改
进后，只要按下一个按钮，所有灯全灭。

到了2010年全国两会，又展开了
一场表决器要不要加盖子的讨论，当
时有代表反映“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
间隙太宽了，你摁哪个键别人都能看
得到”。随后就有关呈远、韩方明等多
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为投票表
决器加上盖子。对此韩方明介绍说，
虽然现在的电子表决并不会记录每个
委员投的是什么票，但旁边的人可以
看得到，更何况直播表决现场的时候，
还有摄像机扫过来。

（据《解放日报》）

两会表决演变史
〖七十巨变〗〖博闻〗

〖百科〗

“一日三餐”始于何时？

1954年9月，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合影留念。 （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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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兔儿爷版画。（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