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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风

今年的暑假无疑是特殊的，新冠疫情让
许多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之相
对，不少行业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进而进入
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后，迸发出新的增长点，
迎来了新的市场机遇期。

记者在济宁市区采访时观察到，这个暑
假，文化娱乐市场活力满满，阅读、兴趣班、亲
子文化备受欢迎，成为暑假最值得注目的亮
点。文化产业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复苏，让学
生群体在暑假依旧找到自己的平台。

在万达负一层一家书城内，济宁一中的
学生小王和小李，正在阅读自己挑选的图
书。小王告诉记者，因为开学就是高三学生
了，这个暑假比较短暂，她和朋友很珍惜阅读
的闲暇时间。“一般我会读一些文学作品，有
时候也喜欢看看手绘的漫画。”小王说，阅读
能给自己的头脑“充电”，也能放松心情，和朋
友相约书店，比去其他地方更有价值和意
义。临走时，小王又在书架上挑选了一本“5
年高考3年模拟”，准备回家刷题。

书店的售货员告诉《文化周末》记者，暑
假的图书销售中，教辅材料占了不小的比
重。好的教辅材料，就是学生学习的“左膀右
臂”，所以大家购买教辅时，习惯于来书店亲
自挑选。

在这家书店内置的书吧里，正在上小学
的学生小郑正在抄写功课。小郑说，来书店
看看书，通过阅读增长知识，比在家玩电脑有
趣得多。在一旁的郑爸爸则表示，带娃来阅
读，自己也会沉浸其中。“我最近在看刘慈欣
的《三体》，这本书十分有趣。看书的体验比
看电影强多了，有些东西是电影表达不出来
的。”郑爸爸说，现在，小郑受自己影响，也爱
上了阅读。

另一个角落里，宝妈赵女士正给女儿轻
声阅读画册上的文段。“闺女马上就要上幼儿

园了，想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多来书店，通过阅
读培养她的学习兴趣。”赵女士表示，阅读的
成效很明显，她的女儿比同龄小朋友会讲的
话更多，表达也十分流畅。

采访中，很多家长都表示，文化投资是
“软投资”，阅读不一定短期内能见到成效，但
长期坚持下来，对人气质的提升是潜移默化
的。利用暑假带着孩子来书店看书，让假期
变得乐趣横生。“在买书上，花再多的钱也不
嫌多。孩子只要喜欢看书，我们当家长的多
花些钱也高兴。”一位家长这样说。

记者随后来到济宁市文化中心的新图书
馆。记者观察到，前来看书的人群大多是学
生，年龄段以中青年为主。

在东北某大学读临床医学的研究生小
吴，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专业著作。小
吴说，由于疫情的原因，自己已经八个多月没
有回学校了，尽管和老师同学见不了面，但学
业不能荒废。“每天就是早上醒来洗漱完，吃
点早饭就来图书馆学习了。”小吴告诉记者，
来图书馆看书学习更有氛围，这是在家学习
比不了的。“在家可能就昏昏欲睡，一天没学
多少东西就过去了。来图书馆效率能增长好

几倍，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小吴说。
二楼拐角处，学生王文慧正读着一本英

语译本图书。开学即将大四的王文慧，正在
备战研究生考试。“阅读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有的词汇看不懂，就得在手机上查词典，再用
耳机听，心里再默读几遍。”阅读，让王文慧

“痛苦”，同样让她感到快乐。王文慧说，通过
阅读，学到了更多内容，感觉心里更踏实了。
考研之路艰辛，每一步都要走扎实，每天的阅
读犹如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下去就一定有收
获。

家住任城区水景花苑小区的学生小何，
刚用借书卡借来一本《白鹿原》。“这本书是作
家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完成的。小说讲述白
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
现了一个时期白鹿原的历史变化，十分厚
重。”面对记者，小何娓娓道来。阅读名著，就
是读精品，虽然平时他的阅读量并不算大，但
是读的都是精品，同样能收获满满。“现在刚
看了有一半，准备带回家接着把剩下的内容
读完。”

市区一家书店内，正在读《天龙八部》的
学生小张笑着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扫地
僧。“扫地僧武功极高，但不张扬。他就是在
扫地之余，把藏经阁的书读透了。”小张表示，
扫地僧这个角色给了他许多启发，只要在阅
读中找到快乐，就一定能“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

或许是疫情打乱了原本的快节奏，也或许
是疫情让更多人静心思考生活的真正意义。
记者发现，许多学生利用暑假阅读，功利性少
了，更多地转向了精品，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
在书香中，文化浸润心田，令人感到欣喜。

兴趣班的“趣文化”，也颇值得关注。随
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济宁的兴趣班又全面
回归了。

在市区一家架子鼓培训机构，小学员们
正在老师的指导下打着鼓和镲。熟练的动作，
演奏出欢快的节奏，让人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家里不能打鼓，太扰民了，且不说邻居
会不会投诉，咱自己也会不好意思。”带着孩
子来学打鼓的蔡女士说，作为家长，都希望孩
子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孩子喜欢，家长肯定
支持。蔡女士告诉《文化周末》记者，平时上
学的时候，就只有周末能来一次，到了寒暑
假，每周可以来两次，孩子高兴得不得了。疫
情得到控制，培训机构达到标准后复课，最高
兴的还是孩子。

在儿童乐园北部，轮滑教练正带着学员
做日常训练。这些小学员，有4岁的，也有上
小学的，装备专业，轮滑姿势特别“炫酷”。在
一旁，围观的家长拿着蒲扇，不时叫好，给孩
子鼓掌加油。“那个蓝头盔的是我孙子，今年
5岁了，一会儿你可得给俺拍好看点。”提着
水壶的张奶奶笑着说，让孩子接触轮滑，不仅
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增强平衡性。每天来
玩两个小时，不仅孩子会出汗，一旁的家长光
看也能热出一身汗。尽管现场一片燥热，大
家却都乐在其中。“疫情期间大人小孩子都在
家憋坏了，现在出来玩可高兴了，都不想在家
吹空调。”家长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亲子文化，也是暑假备受关注和喜爱的。
在儿童乐园中部，李女士正和孩子一起

玩钓鱼游戏。所谓的钓鱼游戏，就是商家在
密闭的充气泳池内放满水，再加入数目可观
的小金鱼，供顾客垂钓。“按时间收费，最后可
以带走两条，孩子还挺开心的。”李女士说，孩
子开学上初一，这个假期算是“童年的末尾”，
要多带孩子玩一玩。

不远处，刘女士正和女儿一起为“机器
猫”上色。对比着图案，用不同颜色的笔在模
具上涂画，既考验耐心，也考验对颜色的感知
能力。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工作忙，陪孩子的
时间少了，有些内疚，希望借着暑假，多陪伴
孩子。

“复工一个半月了吧，生意越来越好，我
们心里也有底气了。”摊位老板告诉记者，这
个暑假，亲子活动项目非常受欢迎，在一起完
成画画、涂绘的过程，不仅让孩子动手能力得
到了提高，也增进了两代人的感情。

文化领域活力竞相绽放，学生的暑假缤
纷多彩。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有条不紊是大
家乐享暑假的行动指南，踏实舒心是百姓文
化生活的心理写照。

乐享暑假：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文化复苏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春节收到弟弟送来的爬蚱，不
禁想起几十年前摸爬蚱的事。

爬蚱就是知了的幼虫，这是山
东西部与河南、河北一带人们的俗
称。这小东西，不同的地方叫法不
同，有的叫蝉龟、爬拉龟，有的叫蝉
猴、蚱蝉，有的叫老蛄蛹、杜老猴，济
宁一带则叫结了龟或知了猴。我的
老家梁山，称之为爬蚱，还真形象，
也不无道理。

爬蚱善爬，从产卵孵化成幼
虫，落在土里，就在地下爬行。它
以树根、木本植物及草木植物根液
为食，慢慢发育成长，在两三年甚
至更多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四次
蜕变，才开始打洞往地面上爬。

这小东西真是地道战的高手，
不动声色，暗渡陈仓，一点土不见，
却挖出一个七八厘米的深洞。在
接近地面的时候，只开一个小孔作
为天窗，警觉地窥探地面，一旦光
线暗下来，迅速爬上地面，就近爬
上树木或其它枝干。这最后一爬，
才逃离那千日黑暗的地狱，去享受
那不到一个月的日光沐浴。最后
一次蜕变，就变成知了，再去完成
交配产卵、繁延后代的任务。

对于孩子，摸爬蚱是一件趣
事。小时候，夏天一到傍晚，就急
急忙忙邀几个小伙伴摸爬蚱去。
我老家村南是一片片的树林，有榆树的地方爬蚱特别多，
天不黑就有许多人陆陆续续往这里赶，一个个低着头，聚
精会神盯着地面摸爬蚱。

我和两个弟弟，也时常混在人流中寻觅。找着找着，
忽见地上有一个小孔，圆圆的，也就豆粒大小，按纳不住惊
喜，立马蹲下，用铲子贴着地面一铲，立现一个大一些的小
洞。两个弟弟一齐兴奋地惊叫起来，有！有！

这时在洞口窥探的爬蚱，早已沉到洞底，就折一根小
树枝伸去，那爪子不断地抓挠树枝，待它抓住不放时，你就
轻轻地往上一提，爬蚱就成了囊中之物。聪明的爬蚱有时
不上你的当，死活赖在洞里不上来，这时就要大动干戈，用
铲子掘洞，把爬蚱挖出来。

回忆那时候这么多人逮爬蚱，便想到上岸产卵孵化的
海龟。那么多破壳而出的小海龟，都拼命地向大海奔跑，
可绝大多数都被天敌捕杀。据说，只有千分之一的小海龟
成为幸运儿，逃入大海活下来。但正如小海龟一样，不管
有千分之几的爬蚱活下来，每年的夏天，那“知了知了”的
蝉鸣，仍然不绝于耳。物竟天择，适者生存，那爬得快，又
会选择时机的爬蚱才是成功者。

晚上摸爬蚱，早晨逮知了，这是每到夏天最快乐的事
了。逮知了可得起五更赶大早，有时夜里两三点钟就起
床。有月光还好，没有月光就全靠手电，在树林里上下照
照，左右找找，看见那刚刚脱壳肉嘟嘟又软又嫩的知了，立
即装进盛水的瓶里，不能让它继续蜕变下去。有的爬蚱爬
得很高才变，就用竹竿或树枝戳下来。有的知了脱壳时间
长了些，一旦受到惊吓就飞走了。你也不用惋惜，这样的
知了已经不好吃了。

又鲜又嫩的知了，可与爬蚱一起腌制，一齐下锅油炸
或文火煎熟。虽没有爬蚱那样越嚼越香，但也称得上美味
佳肴。前段时间，曾在媒体上看到，在河南一些地方，有人
把吃爬蚱喻为吃“唐僧肉”，而且追根溯源，《西游记》中找
到了依据。唐僧是如来佛的二徒弟“金蝉子”转世，金蝉脱
壳而成真灵东土大唐高僧，所以，人们把金蝉脱知了与金
蝉子联系到了一起，吃爬蚱知了也就成了吃“唐僧肉”，这
是对爬蚱知了的高度赞誉。

我进城工作后的头几年，一到夏天都带两个儿子在城
边树林、公路两旁或院子里的树下摸爬蚱，一天能逮十个
八个，就惊喜得他们欢天喜地。现在孙子都十几岁了，他
们要吃爬蚱大都去市场买。可那味道，远不如我们当年摸
的爬蚱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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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报道

疫病从没远离我们，孔子时代亦然。
《论语》记载，孔子弟子伯牛有疾，孔子以极

其沉痛的语气与他诀别。伯牛的病，《论语》中
没有记载，而《淮南子》说：“伯牛为疠”。“疠”又
称疠风、冥病、大风、癞病、大风恶疾、疠疡、大麻
风、麻风等，宋代后统称为“麻风”。

据文献记载，这种传染病至少有两三千年的
历史。《孔子家语》记载“女有五不取（娶）”，其一
为“世有恶疾者”。对于此类瘟疫，古人一般采取
隔离、避疫等措施，所以孔子也只能是“自牖执其
手”。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律》简文中规
定，如发现麻风患者，应送往专门为麻风患者设
立的“疠所”或“迁疠所”。《汉书》记载：“元始二年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

遇到弟子有疫病，孔子与所有人一样，开始
避免不了悲伤、愤懑，所以感叹“命矣夫”。以先
秦时期的医疗水平，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的疫病
应当不少，在孔子的人生历程中也有些记载。

青年时期的孔子曾经做过乘田吏，这是一
份管理、饲养、放牧牛羊等牲畜的工作，地位并
不高。但孔子后来曾带有自豪的口吻谈起这段
经历，他说：“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

矣”。牛羊的宿敌主要是瘟疫，想必孔子应该有
一些管理措施，譬如，要清理干净畜舍，垫上新
的干土，铺上干草，让牛羊不在露天过夜，防止
瘟疫的发生。

《论语》中还曾记载：“乡人饮酒。杖者出。
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人傩”
的“傩”，是当时驱除疫鬼的一种风俗，因为人们
相信瘟疫是因为一种疫鬼在兴风作浪。按照
《周礼》规定，这种官叫方相氏，他自己化装戴着
四个金黄色的眼睛，然后披着熊皮，拿着长矛和
盾牌，率领一百人一起作“傩傩”之声，所以“傩”
其实是个象声词，是用这种叫声来驱赶疫鬼。
当乡里举行这个风俗活动时，正是孔子与民同
乐之际，利用这种活动来促进社会教化。

以上事例，是孔子人生中与瘟疫有关的零
星记载。而面对危害人们生命的瘟疫，如何预
防，如何救治，孔子又能给我们哪些智慧呢？

在瘟疫未发生时，孔子提倡人们要牢记“人
无远虑，必有近忧”。具体到疫病上，也就是古
人提出的“治未病”的思想。《黄帝内经》记载：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
谓也。夫病已成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

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对健康、对疾
病要有远虑，要以预防为主，防重于治。孔子强
调的“畏天命”“敬鬼神而远之”，就有要人们顺
应自然的阴阳变化，调节人体阴阳平衡，远离灾
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思。

病从口入，孔子还提醒人们要“八不食”。
其中“八不食”中，“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
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是说不要吃过时
的、腐烂的、变色的、发臭的等已经变质的食
品。“失饪，不食”，是说食物烹饪不当，也不能
吃。烹饪得当，色香昧俱全，可以悦眼目，增食
欲，胃口大开，促进吸收。

孔子所说的“失饪”，还可以理解为烹饪时
食物的搭配不当，违背了食物的生克禁忌等。

“不时，不食”，可以作出多种理解，从健康角度
说，有两种理解。一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不吃，
即食有定时；二是，“不时”也可理解为不合时
令、不新的食物不吃。养生之道是顺天时，合阴
阳之道。中医认为，万物顺时而生，顺时而长，
所秉受的阴阳五行之气不一，同一种植物，移时
异地，秉受之气的厚薄就不一样了。更不要说
吃了本不该吃的东西，戾气自然浸入体内，产生
疾病。

疫病发生后，作为个人和国家又应该如何应
对呢？孔子思想里也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启迪。

作为个人，遇到瘟疫，孔子认为要有“既来
之，则安之”的正确心态。从思想上入手，把调
理身体和改造思想结合起来。患病后，要有信
心与疾病作斗争。一方面，要正视它，承认它，
认真对待它，积极治疗和休养，取得疗效；另一
方面，要蔑视它，不要被它吓倒，树立战胜疾病
的决心和意志。只有这样，才能治好疾病，增强
体质。

医学心理学研究证实，积极的心理因素，可
以调动人体内在的潜力，调节人体代谢和内分
泌功能，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消极的心理因素
可使人体内的代谢失衡，内分泌紊乱，导致疾病
的发生，并加重疾病的发展。不为疾病所惧，面

对现实，面对疾病，积极配合治疗，对疾病的康
复十分有利。

染有疫病，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都不要
“讳疾忌医”。孔子说：“过，则勿惮改”，身体有
病，如人犯了错误，及早改正就是了，最可怕的
是自己欺骗自己。有人不敢面对自己患有疫
病，不愿意及时到医院去检查。这不仅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机，甚至危害他人。

中医认为，疾病就部位而言，有在表、在里
之分。患病初期，可能邪在肌表，其势轻浅，正
气未衰，容易治疗。若邪在内里，其势深重，正
气虚弱，较难治疗。外界病邪侵袭人体，如不及
时治疗，病邪就有可能慢慢侵犯脏腑，使病情加
重，治疗也就更加困难。我们耳熟能详的《扁鹊
见蔡桓公》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
增强防疫意识，一旦感觉不适，要及时就医。

瘟疫的发生，涉及的不仅是某个人、某个地
方，所以孔子告诫人们，还要做到“危邦不入，乱
邦不居”。这里“危”“乱”的涵义较广，在孔子的
思想世界里，也应包括“不入”“不居”传染病疫
区。在传染病流行时，减少出行，是防止传染病
蔓延的重要措施之一。

得了疫病，在不明的情况下，病人要“慎用
药”。“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
尝。’”季康子给孔子送药，孔子作揖行礼后接受
了，却说道：“我对这个药性不了解，不敢服
用”。有病吃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大
多数人忽视了一个事实，药物具有双重性，是一
把“双刃剑”。要记住，药物虽能治病，也能致
病，有病乱吃药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除了个人，作为国家集体遇到瘟疫，首先要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子之所慎：齐，战，疾”。孔
子提醒管理者，对于斋戒之礼、大规模战争和主
要以瘟疫为主的疾病，这三件事情都要小心谨
慎，认真对待，慎重地做好应对之策。这是孔子
针对当时社会不注重礼节，贵族热衷于杀伐，不
重视百姓疾苦而发出的忠告。

其次，应对疫情，国家更要做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有效控制瘟疫，“利其
器”不仅可以提高治疗效率，也可让患者少受病
痛折磨，最终消灭瘟疫。今天预防瘟疫的最有
效的“利器”就是疫苗，而疫苗接种，在我国已有
千年历史，宋朝就有“人痘接种法”。

疫情发生后，国家应该“市廛而不税，关讥
而不征”。《周礼》中记载，“国凶礼，则无关门之
征”。而之所以在灾荒瘟疫流行时，市场停征货
物税，目的在于降低市场货物的价格，保证必要
物资的有效流通和社会稳定，避免疫情蔓延和
人们心理恐慌。

疫情一旦发生，时间就是生命，个人、社会，
国家均应进入紧张的战斗之中，这种非常时期
更凸显和考验着人性良心。最为关键的是，保
证防疫制度高效、有序的运行。

要知道，再好的制度也离不开人去执行。
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
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等至理名言，则成为人们执行防疫制度的

“硬核”和底线。而这些观念所培育的“仁义礼
智信”等核心价值，更多是平常生活中的积累教
化，这也是传统文化软实力的价值所在。

①身着古装，佩戴香囊和口罩的行人。
②温馨的三口之家里，吉祥如意的鼠年挂

饰和洁净的口罩。 ■心飞扬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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