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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文物赴雅典展出

归来汇报展上，一件上绣五
爪金龙的雍正龙袍吸引了
众多观众的目光。虽然这件
龙袍历经 300余年历史，但
依然金光灿烂，像新的一
样。这是怎么回事？现场一
位华发满头的文博专家解

释说：“这件龙袍不褪色的
秘密，在于上面的金龙是用
纯度 99．9％的金丝绣制
的，所以依旧耀眼夺目；而
其他彩色的部分，是用不同
颜色的孔雀羽毛织成的，避
免了矿物颜料漂染后的丝

线易褪色的问题。这样一件
龙袍，从量尺寸，到最后由
工匠完成，至少需一年时
间，耗费工料之巨难以算
计，堪称无价之宝。”

这位为观众揭示雍正龙
袍不褪色之谜的长者就是

著名博物馆专家、文物保护
专家吕济民。

吕济民原本是学师范教
育的，曾在中学任教一年，
并当过安徽省巢县�炀文
化馆馆长和县政府文化科
长。新中国刚刚建立后，百

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
为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
的面貌，高瞻远瞩，向前苏
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
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
学文化和管理经验。这项工
作被纳入我国科学教育发

展 10年规划。“1956年初
夏，安徽省文化局通知我去

合肥，到达后才知是推荐我
到北京参加留苏考试”。

当年一到北京，下了火
车，吕济民就去文化部报
到，手续一完，顾不上去招
待所吃饭、休息，就往故宫
跑，在故宫里转了大半天，

直到闭馆才出来。吕济民回
忆说：“故宫实在太迷人，到
那里参观我简直忘了一切，
没吃饭转了大半天，竟不觉
得肚子饿。”吕济民没有想
到自己日后竟成了这里的
掌门人。

紧接着，吕济民在北京
备课一个多月，每天都到北
京图书馆学习。通过连续４
天的考试和随后的面试，吕
济民如愿通过留苏考核，在

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
学习一年半。

1957年10月，怀揣着
梦想的吕济民等 100多人
穿上了国家发放的中山装
或西装，在《歌唱祖国》的
歌声中离开北京，第一次踏
上了开往异域的火车。“我
分配在莫斯科图书馆学院

学习。”吕济民说，他最幸运
的是，到莫斯科不久，就同
在校的中国学生一起参加
和听取了毛泽东主席在莫
斯科大学所作的演讲。让吕
济民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
的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

年俊贤为建设祖国贡献自

己的知识、青春和热血。
留苏期间，吕济民参观

了数十座苏联大大小小的
博物馆。他深深地恋上了博
物馆建筑及其藏品，同时希
望某一天能投入到博物馆
事业之中。

1961年3月，学成归来
的吕济民已是副博士研究

生，“到北京，教育部安排集
体学习休整两个月后，我被
分配到国家文化部机关，先
是在文化部群众文化局，后
又到文化部政治部工作，曾
到农村对群众文化活动进
行调查研究，并参加了首批

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
吕济民曾被下放到咸宁

向阳湖 “五七干校” 两年

许，他回忆说：“我是 1961
年春到国家文化部工作的，
刘炳森 1962年秋到故宫博
物院。”

1992年12月17日，时
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开始对
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叶

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后的第
一次访华。第二日，当时中国
政府安排他参观故宫博物
院，由时任代院长的吕济民
接待并解说。叶利钦在吕济
民的陪同参观下，在欣赏恢
弘的外在建筑物的同时，仔

细品味每一个建筑所象征的
文化意义，兴趣盎然，情趣隽
永，不仅了解到物化了的中
国文化，还了解到故宫的伟
大，不失是一次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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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敬琏的中学时期，

也就是1941-1948年间。他
跟随母亲搬迁，1941年考入
重庆南开中学，1943年转入
成都高崎初中，1945年考入
成都的金陵中学，1946年回
南京继续在金陵中学读高
中。吴敬琏从小学到高中，

上的尽是些好学校，这是因
为四川是抗战时的大后方，
许多外省著名学校迁来这
里，而且无论是陪都重庆，
还是四川省首府成都，都是
能人贤士聚集的地方，吴敬
琏有幸受教于一些非常杰

出的老师。
就拿名校南开中学来说

吧，它原是张伯苓于 1904
年在天津南开创办的一所
“新学”，1936年又建立重
庆南开中学，名叫“南渝中
学”，抗战开始后，天津的南

开中学正式西迁到此地。
在德育方面，南开的教

育是吴敬琏和他的姐姐们
人格塑造中的一个重要因
素。南开不但再次强化了他
们服务于社会的理念，而且
给了他们不颓废、不猥琐的
“高贵” 精神面貌和气质，
同时却蔑视炫耀金钱和地

位。当时在南开读书的，达
官贵人的孩子多得是，但是

照我二姑妈的话来说：“就
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的儿
子，也得剃光头”，再有钱

人家的小姐照样穿制服，大
家一起接受着朝气蓬勃的

教育。
在智育方面，当时在南

开任教的老师真可谓出类
拔萃，爸爸说他的英文教员

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后来台
湾“行政院院长”的太太；他
的数学教员在黑板上写公式
的时候，根本不用看黑板，而
是面对着学生，手翻过去就
写出来了。学校对学生的要
求也极为严格，实行淘汰制，

不行就刷掉。后来中国科学
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当
中，重庆南开校友多达 40
多人，绝不是偶然。

南开对体育的重视，在
吴敬琏上过的学校里是绝
无仅有的。他身体不好，总

是在“养”病，缺少锻炼，因
此第一学年就因体育成绩
不好差点被南开淘汰掉。他
向学校保证每天晚上跑步
800米，加上优秀的数学成
绩，学校才同意他留下。

1943年春天，邓季惺

决定在成都办《新民报》，
放暑假时将孩子们也接了
过去。吴敬琏插班进了位
于华西坝的高琦初中。高
琦初中和华西联合高中、
弟维小学一样，都是华西
大学的附属学校。吴敬琏

和他的姐姐们，因为从南
开转学过来，水平比成都
这边同年级的学生高。身
体好的二姐在参加插班考

试时，同时考高二和高三
两个年级，甚至同时以同

等学历投考大学，结果被
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录
取，15岁便念起了大学。

入校后，吴敬琏和其他
一些学习好的 “下江人”
子弟组织了一个小团社，
叫“荆芥社”。虽然上面几

辈生活在四川，但他生长
在南京和北平，和社里其
他抗战后迁移到四川的
“下江人”同学一样，由于
在川外见过大世面，看不
惯当地乡绅们的封闭意识
和等级观念。他们少年意

气，郊游、出墙报，写短评，
批评训育主任讲话漫长而
不着边际……这里已经表
现出吴敬琏对学生活动的
热心，多年后在大学里，他
便一跃成为学生领袖。

1945年，吴敬琏考入金

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抗战
期间，全国许多著名大学如
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
女大、齐鲁大学，都临时搬
迁到成都的华西坝，这些大
学又多有自己的附属中学
和小学系统。抗战胜利后，

这类院校又都迁回了原址。
金陵系统的学校于 1946年
迁回南京，那时邓季惺已经
在南京搞 《新民报》 的复
刊，同年她把吴敬琏也带回
了南京，让他在南京金陵中
学继续读高中，但第二年却

又因肺病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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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进食是为了

维持基本生存。他们进食是因
为饥饿，或者可能是为了庆祝
战胜敌对部落。那我们现代人
进食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进
食的原因有生气、无聊、紧张、
抑郁、沮丧、看电影、忙碌、不
够忙碌、与朋友相聚或者与朋

友分离。我们一贯认为进食是
一种情绪性反应———我们会

用巧克力代替沟通，用冰淇
淋代替洗澡，用薯片代替击
打沙包，依靠食物调节情
绪———然而与其将进食与个
性遭遇联系起来，不如说进
食与身体的化学变化有关。

在肥胖问题中，情绪方

面是着墨最少的部分，然而
情绪却是很多人进食过量的
真正诱因。从真正意义上看，
你的下丘脑（请注意，这是你
的饱足中枢所在地）也是人

脑与身体“紧密相连”的部
分。身为下丘脑的挚友，脑垂
体这种腺体发出化学信号，
与身体其他部位沟通。下丘
脑这里真的是瘦身战斗成败
的关键所在———它联系着生
理与心理上的进食需求。

众所周知，情绪性进食
并不会吃芹菜。我们会把所
有的小甜饼都消灭干净，因
为它们看起来很棒，味道更
棒。这是一种对食物的渴求，
人们渴望吃的食品通常富含

淀粉、糖、盐或脂肪。下列大
脑分泌的5种化学物质对我

们的情绪产生主要影响。
请注意，我们有目的地

避而不谈这些化学物质之间
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及其非情绪性影响。化学物
质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在这世上只有极少数人清

楚———确实存在，不过却无
助于你了解导致进食情绪的
化学机制。为了理解导致进
食的一些情绪和压力，你必
须明白人脑分泌的化学物质
影响着我们的饥饿感，而我
们的心情是“为什么”进食

的调节者。
去甲肾上腺素：这是决

定原始人“搏斗还是逃跑”
的化学物质。它决定你与剑
齿虎搏斗，还是拼命逃跑，躲
进自己的安全小屋里。

血清素：神经递质中的詹

姆斯·布朗（灵魂乐的教父）。
它让你感觉良好，是抗抑郁类
药物的治疗重点所在。

多巴胺：人脑的游乐场。
它是一种愉悦型回馈机制，
对成瘾性物质尤为敏感。它
还能让你感觉不到疼痛。

γ-氨 基 丁 酸（GA-
BA）：氨基酸中的“英国病
人”。它让你感觉麻木，对外
部世界的反应性能力下降，是
麻醉方法起效的机理之一。

一氧化氮：类似冥想类
药物。它有助于平复身心。这

种强效的神经肽通常是一种
寿命很短的气体，还有让身

体血管放松的功效。
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

所有这些化学物质，与你吃
不吃“好时”巧克力或果脯，
这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考虑
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很可能
是以血清素为例进行说明。

请把你的大脑想象成一台小
型弹球机。人脑有数以百万
计的神经递质，它们彼此之
间相互传递消息。当血清素
神经递质（从鳍状弹球板）
发出信号时，全体神经递质
会把你感觉良好的消息传递

到大脑各处。然而，一旦弹球
板未接住弹球，任其滑落（也
就是说，脑细胞截获了血清
素，将其分解），你就会丧失
刚刚那种无比欢畅的感觉。
那么你的大脑会怎么做呢？
再往机器里投一枚硬币，再

玩一次。对于我们很多人来
说，这“再玩一球”往往是能
够自然地（并且迅速地）带
给我们美好感受的食物，以
抵消机体感受到的血清素水
平衰落带来的负面影响。

YOU提醒！化学性情绪

衰落让你处于焦虑状态，迫
使你四处搜寻食物，以期重
新回到化学性兴奋水平。了
解你的情绪如何引导你的食
欲，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抵制
贪吃的冲动，并且在理想情
况下，彻底避免贪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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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子仪是在一次大学的

讲座上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小
女生。

丘子仪刚从美国回来，筹

划着在国内发展。这天晚上美
国时的老朋友马大伟打来电
话，说他任职的大学明天有个
讲座，主题是企业融资与证券
市场，本来安排好主讲的那位
社科院专家临时被中南海招
了去，一时没合适人替补，只

好请他这位曾在国外大投行
干过的精英给救救场。

丘子仪说这个时候你想

起我了？不行不行，我没时间
准备。老马说你还准备个啥，
扯扯华尔街，讲讲纳斯达克，
再分析几个案例，不就结了？
都是你亲身经历过的事，信手
拈来，不会有问题的，你就当
是帮我个人的忙吧。老马是个
教育学Ph.D，地地道道的“海

龟”学者，在洛杉矶时曾和子
仪同租一套房子，相互照应，
关系不错，他比子仪早回来两
年，现在已是大学的副校长
了，他的面子丘子仪磨不开，
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讲座基本上是成功的。

丘子仪尽管没当过老师，可
口才不错，肚子里又装着现
成案例，两个钟头一通侃，把
学生们都给侃晕了，不时掌
声响应。

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个

面容姣好的小女生走了上
来，说她正在写一篇中国证

券市场的调查报告，丘老师
能不能谈谈国际成熟股市与
中国股市的异同？

丘子仪对中国股市虽然
没有多少感性认识，可这个
市场他也还是一直关注着
的。小女生听得很认真，不时
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丘子

仪不由心中一动，她很像一
个人，像谁呢？他搜肠刮肚，
乔虹飞！他当年热恋过的女
友乔虹飞，一样的透着灵气。

小女生伶牙俐齿，唇枪
舌剑，她的问题连珠炮般脱

口而出。直到上课铃再次响
起，大家纷纷回到自己座位
上，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下课之后，收拾讲台上的
东西时，丘子仪发现一个白皮
笔记本，她就把它落在讲台上
了。他朝正在离场的学生们望

去，却找不见那女生的身影，
便问老马：“课间那个挺能提
问的女同学是谁？”
“你是说冯灿灿吗？”看

来马大伟也对刚才的舌战印
象深刻。“国际金融系的。怎
么，你想找她继续探讨？”还

没等子仪开口，他就朝一个
四十出头的眼镜女人喊：“张
老师，你们班的冯灿灿呢？”
“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肚子

疼，她提前退场，陪着去医务室
了。”眼镜女人很是殷勤。

冯灿灿，名若其人。回到

家，丘子仪拿出笔记本，翻了
翻，最后几页是今天的课堂

笔记，是他所讲的，有些地方
还画着大大的问号，小女生
想必是另有自己的看法。

在稍后的一页上，他发现
一幅圆珠笔素描，画的是一个
瘦高男人，神采飞扬，唾沫星
子飞溅，十分夸张。他认出，这

人就是他自己。这女孩可真够
调皮的，他会心地一笑。

忽然，他心头有点不自
在起来，未经许可就翻看一
个陌生女孩的本子，这算什
么？他赶紧将笔记本合上，决
定明天就把它给小女生邮回

去。她叫冯灿灿，是国际金融
系的，地址和邮编应该和马
大伟的一样，笔记本邮到她
手里不会有问题。

第二天让“小红帽”快
递笔记本的时候，他一时心
血来潮，往邮袋里插入了一
本自己新近出版的专著《企

业融资全攻略》，并飞快地写
了一张字条：冯灿灿同学：现
将你落在讲台上的笔记本邮
回，同时附上本人拙著一本，
但愿能对你撰写调查报告有
所帮助。

想了想，又不由自主地

添上了个落款：一个唾沫星
子乱溅的人。

邮件发走之后他如释重
负，很快就把这件事给淡忘了，
因为他开始忙了起来，他当上
了安吉文化公司的常务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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