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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闻闲趣闲

茅草和青石堆砌的矮墙、
雕刻着人脸的石板、幽幽的蓝
光打在地板上映射出粼粼水色
……走进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
的“秘境：秘鲁安第斯文明探
源”展，让人仿佛置身于神秘
的异域秘境中。

在南美大陆西侧的秘鲁共
和国境内，横亘南北的安第斯
山脉与太平洋之间，形成了由
河谷、荒漠、高原等多种自然
环境并存的一块狭长地带，这
里是安第斯文明的主要发源
地。为庆祝中秘建交 50 周年，
首都博物馆和秘鲁国家考古学
人类学历史学博物馆等 11 家
博物馆共同举办了“秘境：秘
鲁安第斯文明探源”展。

走进展览，仿佛走进秘鲁
古代先民生活。展览分为文明
初绽、多元共存、群雄并起和
帝国绝响四个部分，精美的石
雕、华丽的织物、多彩的陶
器、炫目的金银器……155 组
件秘鲁珍贵文物，系统呈现 15
种秘鲁古代文化，展现从公元
前 1500 年至公元 16 世纪秘鲁
先民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世界。

端着相机，观众娄旭正聚
精会神地拍下每一件展品，并
对 展 品 信 息 做 了 详 细 记 录 。

“我至今还没踏足美洲，对那
里的古代文明比较陌生，但这
些展品真有意思，非常生动有
趣，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娄旭说。

对于像娄旭一样首次接触
安第斯文明的观众来说，这次
展览无疑是他们打开安第斯文
明的钥匙。“我一直认为埃及
是最早制造木乃伊的国家，没
想到安第斯人制作的木乃伊比
埃及人还要早大概 2000 年。”
在两具来自印加时期查查波亚
文化的木乃伊前，一位观众惊
讶地说。眼前的这两具木乃伊
高 度 不 足 1 米 ， 却 是 成 年 男
性。原来，与埃及木乃伊不
同，秘鲁的木乃伊往往将赤裸
的尸体先用细绳固定成坐姿，
之后用大匹的刺绣织物把整个
身体包裹，再将尸体、篮子和
随葬品用更大的无花纹棉布层

层包裹，形成巨大的圆锥形木
乃伊包，有时宽度可达1.5米。

“真没想到，远在大洋彼
岸的安第斯人，也与我们的祖
先一样，采用结绳记事。”在
一条承载安第斯文明历史和记
忆的吉氆面前，有观众感慨
道。吉氆是安第斯人结绳记事
的工具，由于绳结难以记述详
尽的事件细节，对这些绳结的
解释需要智者参与。这些智
者，在当地被称为“吉氆卡马
尤”，他们在吉氆上使用专门
的标记记录的同时，还要将这
些话语归纳总结，再用口头方
式传给后代。眼前这条由多种
色彩、长短的绳子和绳结组成
的绳组，系有垂线 100 多条，
来自秘鲁东北部的莱梅班巴博
物馆。“虽然读不懂这件文物
里蕴含的丰富故事，但我仿佛
找到了人类文明相通相融的部
分。”一位观众感慨道。

展览结束处，观众纷纷留
言表达收获。“展览包罗万象，
让人开眼界、长知识。”“在北京
参观安第斯文明展，让我仿佛
回到5年前到秘鲁旅游的日子，
亲切、震撼、感动。”

参观完展览，一位母亲又
带着孩子来到展览入口处。在

“秘鲁安第斯文明与中华文明
纪年”的展板前，细细讲解起
安第斯文明不同年代对应的中
华文明年代，以及两种文明相
同年代的不同文物特点。“我
想让孩子既了解其他文明的特
色，也了解相同年代中华文明
的璀璨，培养孩子的文化自
信，应该就是在一次次的交流
学习中建立的。”这位母亲说。

在展览出口处的纪念品商
店，陈列着具有浓郁安第斯文
明特色的各种文创纪念品。“这
不就是刚刚展厅里那只可爱的
羊驼吗？”一位小朋友挑选了一
本印有羊驼形状陶器的笔记
本，并盖上一个个展现安第斯
文明的印章。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 8
月 22日。此前，该展已在山西
博物院、天津博物馆、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
和广东省博物馆巡回展出。

走进异域秘境
——秘鲁安第斯文明探源展一瞥

本报实习生 孟磊

样民俗花

外人只知黄连苦，哪知这里
有比黄连更苦的苦蒿。

渝东南的酉阳人，却对苦蒿
情有独钟。酉阳是少数民族自治
县，土家族苗族同胞能歌善舞。旧
时青年男女，借物言志，互表衷
情，山歌就是这样唱的：

“这山没得那山高，那山有桃
又有泡；樱桃红泡娇不想，宁愿和
郎吃苦蒿！”

委婉含蓄，不知胜过多少“我
爱你！”生活环境再困苦，有了这
份忠贞的爱情，相伴相守，心中那
个甜就别提了！

从小生长在山寨，这类民间
情歌听过不少，总是激荡人心，令
人神往，但毕竟是精神层面的，看
不见，摸不着。但记忆中的苦蒿，
常如一把有力的大手，帮助解决
了不少实际困难。

小伙伴们追逐玩耍，偶尔一个
不小心，碰得鼻破血流，吓得哇哇
大哭。大人却不生气着急，微笑着
去院坝地角，随手采摘苦蒿，揉泥
成豆，塞进鼻孔：“不怕，又去搞！”
果真出血立止。如嘴里含草的牛崽
羊娃般，复又顶角追耍起来。

有时山上砍柴割草，自伤手
脚，勒把蒿叶，忍苦嚼烂，外敷伤
口；撕下破布，简单包扎，不会感
染化脓，不久生肌痊愈。而那苦蒿
滋味，若尝苦胆，口中长留，久吐
不绝。

那时候，农村生活环境卫生
条件差，每家屋后，都有牛栏猪
圈。每到夏天，蚊虫飞出，势如飞
机凌空，嗡嗡之声，不绝于耳。当
时也没有驱虫剂可买，有卖也买
不起，那时没那个经济条件。寨人
惯常用的土办法，就是在夏夜阶
沿上，家家蒿枝堆熏，如烽火台狼
烟传情，烟气缭绕，苦味氤氲。星
空浩瀚，望着星星眨眼，摆着传奇

龙门阵，有了短暂祥和安宁的纳
凉时光。

药书上早有记载：苦蒿又叫
青蒿，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
多分枝，叶互生。夏季开花，花管
状，开二花，外雌内雄。具有凉血
祛暑抗疟驱虫的药效。据史籍，我
国药用已有千多年历史。

20世纪 80年代，酉阳就办
起了制药厂，专用野生苦蒿，加工
提炼青蒿素，出口非洲创汇，是治
疗疟疾的特效药。当时请来北京
的5位科学家做技术指导，他们
都曾在酉阳潜心研制了好几年。
酉阳这个“老边少”小地方，也对
世界药理作了贡献。

经科学家改良优化，苦蒿由
野生变为家种。良种苦蒿，规模化
种植，科学化管理，茎壮枝茂叶
密，株有人高，每株可产干蒿数
两。

每年秋末，公路边院坝里，摊
晒着捆捆苦蒿，就是寨民们的叠
叠红钱钱。如同有“稻农”“烟农”
一样，酉阳农业还有“蒿农”。本地
农民因地制宜，利用传统资源，种
植苦蒿，收入数千数万元的不少，
成为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重要
渠道。真是时代变了样，山中野草
草，也能成为宝！如此说来，苦蒿
还苦吗？

酉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特殊的气候环境，所产苦蒿，提炼
的青蒿素含量全球最高，也是世
界上最主要的产蒿基地，独受药
理专家青睐，固有“世界青蒿之
乡”的美称。

苦蒿，是神草，又不是神草，
也和万草一样，一岁一枯荣。在今
新时代，必有大作为。

秋风习习，蒿香阵阵；遍地苦
蒿，满坡甜梦。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苦蒿甜情
姚明祥

■ 近日，自东京回国的奥运健儿秀起了丰富而又正能量的隔离生活，其拍摄的小视频因“自律”火遍全网，引来

网友频频点赞。个别地区一些居民曾经有过居家或集中隔离生活，但这样的“暂停键”，没有隔离掉他们对生活的热

忱，相反，他们却把隔离生活过成高光时刻。此组稿件点滴故事，向读者分享温暖与向上的气息。

“这幅字整体感觉不错！”8月 17日
午后，看着第十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书法家卢中南在微信中发来的点评，
中国（澳门）普洱茶健康协会创会会长、
陕西省政协委员陈文吨开心地笑了：“卢
老师点评的，是我今天练习的‘知足常
乐’四个字。”

虽然得到了书法家的肯定，但于书法
来说，2019年才开始动笔的陈文吨真的
算新手。“那年，我们在中国政协文史馆
举办‘普洱春秋——普洱老茶系列暨茶诗
书法展’，我邀请卢中南老师题写‘写好
中国字，做好普洱茶’楹联，挂在展厅门
口。卢老师鼓励我自己来写这10个字。”
在卢中南的精心指点下，陈文吨认真练了
两个月，最终完成了既定任务。但他说，
他心里一度很不自信。“那时候写字，还
像‘画’字，只限于努力做到结构、笔画
规整，很难实现神韵兼具。”

让他书法实现突飞猛进的机缘，正是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半封闭生活。特别是

今年6月，他所居住的广州市荔湾区出现疫
情，居家隔离的陈文吨难得放下忙碌的商务
往来，以安静的心态、整段的时间来研习书
法。那些天，居家写字、喝茶，成为他最主
要的生活。

“一般来说，我每天会写七八幅字，每
幅四个字，都当成作品认真完成。21天，
天天写，不知不觉写了150多幅。”陈文吨
说，日复一日的练习，进步不知不觉就彰显
出来。卢中南的“遥控点拨”更是起到了关
键作用。“我会把写好的字拍下来传给卢老
师，他不点评时，我想或许他不够满意，我
就接着再练，再发。总之有了进步，卢老师
会及时给以肯定，某些缺点也会及时纠正、
指点。比如‘茶禅一味’中的‘茶’，他用
红字标注‘稍微大一点更好’；‘厚积薄发’
中的‘发’，他标注‘中间有点挤了’。根据
他的纠正、指点，我再练习，直到他通过

‘验收’，发出‘赞’的表情。”
隔离的时光中，老师在微信中的悉心指

点，自己的闭门练习，让陈文吨感觉21天

并没有那么漫长，相反，倒有些珍贵。“平
时都很忙，难得有这样的时间静下心来潜心
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从这个角度来说，隔离
生活是好的。对我来说，至少帮助我写出一
手好字。”陈文吨笑着说。

从“画”字，到写字；从字是字、人是
人，到人字合一；从横竖撇捺顾此失彼，到
结构神韵可以兼顾……罗列出学习过程中的
这些变化，陈文吨收获满满。21 天的隔
离，让陈文吨从书法中获得更多乐趣。他
说，虽然工作停滞了，生活圈子缩小了，但
这样整段而宁静的时间用好了，是难得的机
会，用不好就是极大的浪费。

看到陈文吨的进步，卢中南也非常欣
慰。他认为，陈文吨的书法基础为零，短
时间内有较大的进步，一方面源于他对写
大字楷书的悟性较高，另一方面是他的勤
奋和坚持不懈。“我多次在讲习书法课时以
文吨的学字经历为例勉励学员，任何学
习，只要喜欢就愿意，愿意就要坚持到
底。”卢中南说。

“你知道吗，我开始临摹老师的字，看
一个笔画写一笔。现在，我看一眼这个字，
就可以用心记住整个字的笔画、神韵，然后
运气、发力，一气呵成。写完字，也会满身
大汗，相当于锻炼了身体。”陈文吨说，隔
离时间，他的书法梦实实在在地落在纸上、
印在了心中。

陈文吨：放空身心 练出好字
本报记者 李寅峰

8月5日清晨，随着一首打油诗打
破“本色酒店隔离人员交流群”的沉
闷，我带着两个女儿也正式开启了自
厦门思明区回宜昌之后的酒店集中隔
离生活。

隔离生活：疫情之下的常态

打油诗出自未见过面的老赵之笔：
“一瓶鲜牛奶，两个大肉包。水煮土鸡
蛋，去壳桌上敲。营养又可口，分文我未
掏。本为隔离客，且当上宾招。”老赵的
幽默文笔引得两个女儿哈哈大笑。

其实，在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
我们全家就在家隔离了整整53天。所
以这次14天的隔离生活，我们欣然接
受，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

一日三餐：开盲盒的精彩

隔离生活中，除了三天一次核酸
检测、一日三餐取餐时间，我们都要紧
闭房门。给人感觉，我们是过上了吃了
睡、睡了吃的“猪般”生活。但其实，关
上房门，我们的生活依旧活色生香。

一日三餐有护理人员准时准点送
到房间门口。

要说这投喂的餐食，如果隔离结
束不长两斤肉，真的有点对不起祖国
妈妈。早餐自不用说，这中餐和晚餐，
都是两荤一素，一汤一水果。红烧鱼块
小炒肉、爆炒牛肉卤猪蹄、鱼香肉丝酱
板鸭……

一到饭点，我们这大人孩子都有
一种开盲盒的期待和精彩。

而更刺激的是，每一次用餐，孩子

们都会和隔离在对面房间的爸爸打视
频，“荣升”吃播。要知道，孩子们的儿童
套餐比我们大人的餐食更加美味：番茄
炒蛋牙签肉、糖醋排骨香酥鸡……

孩子们在视频中表演大口吃饭、
大碗吃肉的戏码，简直就是隔离生活
中最快乐的源泉。

隔离生活：有了更多陪伴

于我而言，隔离生活因为没有过
多家务，不用买菜做饭，突然间多出了
许多纯粹陪伴孩子们的时间。我们一
起做作业、练提琴、画画。带来的跳棋、
扑克、黏土、迷你厨房每日可以玩到尽
兴。

最难忘的，是和隔离中度过9岁
生日的大女儿有了一次长达3小时的
谈心。隔离生活，生活空间小了，但是
审视内心的世界大了。我们褪去烦躁，
心灵得以靠得更近。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8月7日，立秋，朋友圈里开始爆
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梗。热心的
好友纷纷致电：能否为隔离中的我们
点杯奶茶，再让护理人员送到房间。答
案当然是不能。

但是，我们依然美滋滋地喝上了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因为全家人都
爱茶的缘故，我们将茶叶、茶具都带到
了酒店。我们颇有仪式感地将桌子搬
到飘窗前，精心慢泡了一壶清润的红
茶，缓缓倒入牛奶，成就一盏香甜浓郁
的奶茶，再佐以零食，竟也是度过了一
个轻松愉快的下午。

如此这样，绿茶、红茶、乌龙茶、普
洱茶，我们度过了数个愉快的下午。

这真就是林语堂的那句名言：“只
要有茶，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是快活
的。”

回家：在最后胜利的时候

要说隔离生活中有没有烦闷焦虑
的时刻？当然有。

自立秋起，宜昌天气一直阴雨连
绵。那是大概隔离至第十天的深夜，孩
子们已经熟睡。封闭的房间里，一丝沉
闷的潮湿之气弥漫。我辗转反侧，无法
入睡。坐起身来，发现窗外依然下着
雨，缥缥缈缈的雨丝在昏黄的路灯下
寂静地抛洒着弧线。路灯下一个人也
没有。我突然觉得此时此刻是如此不
真实，心情烦闷起来，我为什么非要被
隔离在这里？我还要几天才能回家？而

天气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第二天一早，隔离群里又开始聊

天了，有人抱怨核酸检测鼻拭子太难
受，守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在群里一边
为我们解释，一边安慰我们：他们和我
们一样，也要 3天一次鼻拭子核酸检
测，捅鼻子的“酸爽”他们也一样深有
体会。

而通过和医护人员的私下聊天，我
了解到，这次隔离，所有守护我们的医护
人员、酒店工作人员全部都处于隔离状
态，他们就住在酒店二楼，一样不能回
家。

当我们结束隔离，他们还需要继续
战斗，直到本次酒店隔离人员全部清零。
而在清零之后，他们还要继续隔离 14
天，确保无虞才能回家。

哦，就是这样一群我不曾看清过脸
庞、不知姓名的人，默默守护我们的健
康、照顾我们的吃住、宽容我们的牢骚。

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我们有准
确的回家倒计时，而他们，回家只能是在
最后胜利的时刻。

向平凡而伟大的他们致敬！
彼时，群里老赵又抛出一首打油诗：
出游方几日，他乡遇疫情。
隔离十来日，进门未出门。
饱餐无所事，酣睡到天明。
推窗好望远，感言对墙哼。
医检身心健，莫忘谢党恩。
是了，在无情的疫情面前，我们虽被

隔离，但是我们全国所有抗疫的兄弟姐
妹始终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终将迎来胜利。

隔离生活的点滴
程芳

七月下旬，新一波疫情突然来
袭，古城扬州的平静生活再次被打
乱，扬州人立即投身到紧迫的防疫抗
疫中来。

身为非遗项目 （文人香制作工
艺）的传承人，面对疫情，我首先担
心的是一线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的
安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
捐赠的祛疫辟瘟香囊得到扬州支援武
汉医护人员的广泛好评，因为此香囊
制作依据的是清代扬州老香方，能很
好地保护上呼吸道，兼有提神醒脑作
用，花香气宜人。我立刻组织加班，
选料、碎料、合和、装绢袋、入锦
包、PP密封，大家有序分工，抢时
间为就近的邗上社区、宝应商会等捐
赠了一批祛疫辟瘟香囊。

随即疫情有了社区化传染的倾
向，赶制香囊的风险太大，香堂安排
提前放假，员工都居家安心防疫。

这次疫情是由一位来扬的老太太
引发，居民们关注的是疫情排查的来
龙去脉和花边消息，对以往行之有效
的个人和家庭的防疫措施反倒重视不

足。我利用文人香公众号，推出了
《还记得，我们一起防疫的方法吗？》
一文，重新梳理了传统防疫方法，主
要介绍香囊的制作佩戴和居室空间的
香熏杀菌。很多媒体认同这种传统的
居家防疫方法，联系我为大家做个分
享。我在家中带着孩子们一一示范、
讲解，并拍视频、图片，《现代快
报》对此做了专题报道。

随着居家时间的加长和社区管理
的严格，这时候有一种焦虑的气氛在
蔓延，多些排解渠道很是必要。在扬州
市图书馆的支持下，由我主讲的《博山
氤氲——扬州汉代的熏香文化》视频
在《扬图讲堂》线上平台播出。两个小
时的丰富内容，为居家的人们解读千
年香都的前世今生。园林学家陈从周

先生曾将扬州的园林风格提点为“雅
健”，这其实也是扬州的城市性格，是
两千年繁华与风霜积淀，这时明晰自
己城市的历史，有振奋人心的意义。

在此期间，《中国国家旅游》杂
志第七期以四个版面，详细介绍扬州
的文人香制作工艺，题为《文人香的
精神世界》。为了此文顺利面世，杂
志社编辑早在6月份开始与我多方面
沟通。通过这样一个令人欣慰的事
情，说明用心耕耘，定会有心想事成
的收获，时间的变量会给到答案。扬
州作为运河文化之都、世界美食之
都、东亚文化之都，这些“人们心目
中的扬州”魅力是代代扬州人勤劳、
勇敢和智慧的结晶。

依照往年的安排，我都会利用暑

假相对空闲的时候，去拜访各地香农。
因为用来制香的原材料都有道地产区，
分布在全国各地。收集各种香料的年份
资料，联络与香农的感情，是数百年来
扬州制香艺人的传统。

而如今空出来的暑期时间，我则可
以静下心来修改第二本书稿。暂名为
《一庭花树：中国文人香》的书稿，在
两年前已经完成。近年忙于文人香体验
基地建设，平时也没有稳定的改稿时
间，就耽搁了下来，现在则可以充分利
用这段时间。居家防疫，来自媒体和网
络的信息错综复杂，身居其中，推己及
人，很多的看法和感想不同以往。书稿
也重新做了调整，改变以时间为线的叙
述，分为“观”“醒”“构”“合”四大
章节，即香学中的鼻观之境、醒悟之
用、空间之构、合香之工，从多个维度
解读文人香的意涵。

身为文人香项目的传承人，深知是
古城的文化底蕴滋养着我们。扬州特有
的雅健性格，是这一方人走出迷雾、迎
接馨香满园的底气。

（作者系扬州文人香工艺传承人）

渡尽劫波馨香在
王其标

隔
离
生
活
的

隔
离
生
活
的
﹃﹃
自
律
自
律
﹄﹄
清
单
清
单 ▲程芳女儿练提琴的欢乐时光

◀陈文吨的书法梦实实在在落在纸上
▶王其标演示居家熏香防疫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