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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
姬，可以晤歌。东门之池，可以沤
苎。彼美淑姬，可以晤语。”《诗经》
现存的 305 篇中大多都是记载先秦
时期的衣食住行，这篇《东门之池》
描绘男子对东门外水池中浸麻女子
的爱慕，也展示了比岁月更悠长的
中国古老麻布手艺。以苎麻为原料
编织而成的麻布，是我国最早的布，
今称为“夏布”。在“夏布之乡”重庆
荣昌，一双双粗糙而灵巧的手绩纱
整经忙碌不停，一把把精致而光滑
的梭子穿梭不绝完美交织，夏布的
传奇依然在延续。

巴蜀之地，从来苦夏闷热难当，
荣昌自古是苎麻的产地，织成的苎麻
布轻柔胜丝，清凉爽身，正是作夏日
衣料的佳品，所以称“夏布”。夏布，
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布料，织造技
艺代代传承，至今仍在荣昌这片土地
上生生不息。古史载：“古者先布以
苎始，棉花无始入中国，古者无是
也。所为布，皆是苎，上自端冕，下讫
草服。”苎麻，因纤维细长质轻，弹力
大光泽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主要
的衣着原料，有“国纺源头，万年衣
祖”之称，中国的苎麻产量约占全世
界苎麻产量的 90%以上，所以在国际
上又被称为“中国草”。汉朝时，夏布
被称作蜀布，上品细润，价值不菲；唐
朝时，夏布成了贡品，《新唐书·地理
志》记载，荣昌夏布“轻如蝉翼，薄如
宣纸，平如水镜，细如罗绢”。汉唐时
还流行一种“白苎舞”，舞者身着薄如
雾气的白色夏布起舞，在悠扬的音乐
里变幻身姿。“白纻春衫杨柳鞭，碧蹄
骄马杏花鞯。”宋代晏几道曾这样赞
美白纻麻衣。时隔千年，仿佛依旧能
幻化出春衫轻快飘逸的仙游场合，想
必唯有白纻方能配得上吧。

“酿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
山家。”荣昌龙集镇的路边，随处可见
碧绿柔韧的苎麻，苎麻皮和秆之间的
薄纤维，通过漂洗就是夏布的原料苎
麻丝。从事生产的农家，处处是一派
忙碌的景象。“咯叽咯叽”的织布机声
音从一间间民房中传来，宛如时间的
原始语言，神秘而久远。“幺妹要勤
快，勤快要绩麻。三天麻篮满，四天
崩了架。”流传在当地的《麻布神歌》
这样唱道。由于苎麻原料的胶质厚
重，成麻不规则，所以每道工序均采
用纯手工方式，不能以机器替代，从
苎麻到夏布要经过打麻、绩纱、挽麻
团、牵线、刷浆、织布、漂洗、印染等十
几道工序，方成布匹。其中，绩纱是
一道重要的工序，很费工，老妈妈将
一扎扎麻解开，用指甲将麻片劈成麻
丝，卷成一缕缕，放入清水盆中，梳成
一根根苎麻细丝，放在大腿上，用手
捻接成细小麻纱线。而纱线变成团，
需把两个头靠在一起，十字交叉一根

根地接，然后再拧成一股绳。用圆筒
卷成如茧状一样的小团缕，这就是挽
麻团儿，将来作经线。而芋线是织布
的纬线，挽芋线时用一根约三寸长的
竹枝将麻线上下缠绕，挽成两头小中
间大的芋儿，挽好后抽出芋子棒，规
整后的麻“芋子”大小形状要能放进
纺织机上的梭子线盒才算合格。

“编布苦，编布难，一纱一线把我
拴；编落多少日和月，编断多少美姻
缘。东家活路亏得紧，有做无吃泪涟

涟……”织机上多是年轻媳妇们，她
们哼唱的织布谣诉说着织布的辛
苦。在织布之前先要将经纱牵疏入
筘然后上浆，苎麻只有上浆之后，变
得光滑才可以织布。房间里摆放着
古老的织布机，如果没有悬在空中的
一盏盏白炽灯，真的会让人恍惚，以
为回到了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织
造工坐在一台老式木质织布机上，下
腰、踩踏板、双手翻飞丢梭、推筘，手
脚腰并用，不断地重复着这一连串动
作，让人眼花缭乱。随着织布机上下

摆动，左右交合，梭子来回飞动，不经
意间，经线和纬线已无数次交织在一
起，搭在柱梁上的夏布一点点地增长
着，光阴悄无声息地爬满夏布的每根
麻线，浸染出的是历史的味道。粗犷
淳朴，又细腻如丝，虽由人造，却返璞
归真。夏布从毫不起眼的苎麻里提
取原料，经过数十道纯手工工序的制
作，造就了它的天然纹理，自然而然，
宛若天成，像极了大自然的未知与随
性，这正是夏布的独特气质。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荣昌
夏布传承人一直在传承和发扬。如
今，荣昌夏布已形成原料开发、创意
设计、生产加工、营销策划、培训服
务、国际贸易、跨界合作为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在传承传统工艺基础上进
行了大胆创新，把时代审美融入到夏
布服饰，用流行时尚的艺术设计、文
化包装去提升夏布的生活指数，赋予
夏布更多的附加值，让它从古老的传
统中活过来，以新面貌活在当下，融
入生活、创造美丽、引领时尚。

□□白白 云云

课文都是在上学路上背完的

1957 年，邓子新出生在湖北省
房县一个当时与世隔绝的小乡村，
家里兄弟姐妹 5 个，邓子新是老
幺。他的父母都是农民，虽然识字
不多，但对读书人始终有一分敬
重，千方百计供孩子们上学。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贴上对
联，邓子新视若珍宝。上学路上，
他每经过一户都要跑到人家门口
细细品鉴，同时还用手在空中比
画，模仿运笔。一条街走下来，家
家户户的对联内容、字体他都已
了然于胸，至今回想，仍觉得“十
分过瘾”。

良好的学习习惯似乎很早就已
养成。课间休息，别的同学都在闲
聊、打闹，邓子新会迅速做完作业，
提前预习下节课内容。

有一次上化学课时，老师正在
黑板上写化学方程式，全班鸦雀无
声，邓子新突然站起来：“老师，你
这个方程式写错了，化学反应不能
发生！”同学们都愣住了，齐刷刷看
向他。邓子新镇定自若地解释：

“按照化学反应金属的活跃程度，
惰性分子不能够置换活跃分子，反
应是不能发生的。”

“课都还没上，你一下子就能
看出来！”化学老师惊叹不已。这
也让邓子新备受鼓舞，对化学的兴
趣大增，化学逐渐成为他在理科中
最拿手的学科，为他多年之后在生
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成就
埋下了“草蛇灰线”。

爱好写作帮了大忙

十几岁起，邓子新已开始为父
母持家分忧了。

哥哥姐姐出去劳动挣工分，邓
子新就负责砍柴烧火。家附近的
柴火都被人拾得差不多了，适合生
火的需要到更远的地方找。这个
农家少年一放学就跑到河里去砸
石子，卖给铺公路的工程队换钱。
但经常一砸十天半月，快堆成一座
小山了，被民工指挥部发现，借“割
资本主义尾巴”之名就一次性没收
了，让人伤心欲绝。

生活艰苦，在邓子新心底，“一
直有个跳出农门的梦想，一直有种
改变命运的渴望”。

从小熟背课文，邓子新的语
文功底一直不错。高中时，他师

从后来被评为全国特级教师的语
文教师党国定，党老师上课出口
成章，写得一手好板书，深受同学
们喜爱。

那个时代还没有追星一说，小
县城里，花季少年最大的偶像就是
老师。党老师也喜欢聪慧好学的
邓子新，经常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
在班上念，这让邓子新很受鼓舞，
对文学写作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1975 年，邓子新高中毕业回
到农村。因为写作的兴趣，邓子
新一边干农活，一边做起了“土记
者”。他拿个小本本四处采访，生
产队的新人新事，农村的精神面
貌，都是他的素材。没有课外书
籍，过期报纸杂志、墙上的大字报
就是他的教材。

渐渐地，邓子新“写出了一点
名气”。县里、镇上有什么干部会
议、民兵工作甚至妇女计划生育典
型，都来找他写报道。

那时候“土记者”投稿不用贴
邮票，邓子新就在稿纸下面垫上七
八层复写纸，手腕上攒着劲儿写
字，写出一式几份的稿子，天南海
北地到处邮寄。

从《郧阳报》《湖北日报》《人民
日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投
了数百篇稿件都是石沉大海。即
便如此，邓子新仍不知疲倦地“铆
着劲写”。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
上在煤油灯下写作。

如今回想起来，邓子新觉得当
时的自己有些“天真好笑”。“但当
时的我，对这些作品可是寄予了极

大的希望，希望能被伯乐发现，得
到一些好的工作机会。”

终于，《郧阳报》采用了邓子新
一篇关于应征入伍士兵家属自强
不息的通讯报道，年底还被评选为

“模范通讯员”。“我自豪得不得了，
从此更是一发不可收，一件芝麻大
的事，也能写出洋洋几千字。”

高考头一天，邓子新还在山上
打眼放炮。考试当天早上，妈妈给
他炒了一碗饭，算是无声的鼓励。
家里没有钟表，邓子新看着天要亮
了，就动身出发，带着开山放炮的
一身泥土，走进破旧不堪的县一中
考场。

没有多少时间复习，但好在长
期的新闻写作锻炼，让邓子新在文
笔和政治嗅觉上占了优势。高考
成绩出来，邓子新凭着语文、政治
比别人高几分的优势，达到了湖北
考生参加初选的标准，成为所在公
社6个农业大队唯一首批初选的考
生，被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
学）微生物专业录取。

邓子新感慨，倘若没有当初的
“土记者”，大概也就没有后来的
“邓院士”了。“现在想想，我为改变
命运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当时大多
付诸东流。但长远来看，正是这些

‘胆大包天’的行为，让我受益匪
浅。所谓功不唐捐，大抵如是。”

逆境中自强，顺境中自律

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

子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抓紧一
切时间学习，从来没有给自己放过
一天假。

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邓子新深
谙逆境对人格塑造的深远意义。
在实验室里，他常鼓励学生：“不要
害怕失败，失败有时也是一种美妙
的体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变成
财富，要相信自己，耐得住寂寞。”

1984 年 ，邓 子 新 在 做 细 菌
DNA 的电泳实验时，观察到一个
现象——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有
些细菌的 DNA 发生了降解，另一
些则没有。这在微生物领域似乎
已经司空见惯，很多文献对此都有
同样的解释，即认为是人工操作中
不小心污染了核酸酶造成的，但邓
子新却想“刨根问底”。

在他看来，整个 DNA 的提取、
电泳等过程中都是同一个人操作
的，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操作方
法和实验条件下，不同生物来源的
DNA 会出现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
情况？这不应该是 DNA 提取过程
中人工操作的问题，倒像是由不同
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

带着这个疑惑，邓子新回到了
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回到了母校
的狮子山上，希望在这里证实自己
的猜想，为祖国作出贡献。

刚回国时，国家给留学人员
免税指标买回的“稀罕物”——冰
箱、微波炉没有被邓子新搬回家，
而是放进了实验室里存试剂和融

化试剂。
当时在武汉很多试剂买不到，

他就自己坐 20 个小时的火车跑到
北京、上海购买。试剂怕高温，邓
子新每次都要找列车长商量，把试
剂放到餐车的冰箱里保存，即便如
此，试剂还是经常因温度不合适而
损坏，“当时做事是真难啊！”

更困难的是新颖的想法并不总
是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或支持。

20世纪90年代中期，邓子新实
验得到初步数据，分析这种现象可
能与硫有关，但因为想法太新，国
际国内都不认可，曾经广受关注的
学术新秀在这个项目上数次申请
都“名落孙山”，论文没处发，也得
不到像样的资助。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邓子新
试图在各大国际会议上通过回应
专家的质疑获取支持。每面对一
个提出的质疑，邓子新和他的团
队都要经历一两年的实验过程才
能解答。

就是这样一个“非共识项目”，
被邓子新在痛苦与执着中“放下又
捡起来，反反复复无数次”。

没有经费，他从别的项目里
挤出经费来。最困难时候，甚至
实验室里的学生都在悄悄告诫新
进师门的学妹，“这个项目就是一
个天坑”。

终于，经过近20年在黑暗中的
摸索，2004 年，邓子新的团队在实
验中证实了细菌 DNA 分子中第六
种元素——硫元素的存在，改变了
全世界对DNA的认知。

次年，邓子新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 士 ，这 一 年 ，他 才 48 岁 。 2007
年，硫修饰的精细化学结构得以阐
明，这一发现被评为“全球十大科
学新闻”。

一个石沉大海的谜被解开了，
邓子新将冷板凳坐热，在国际上开
创了表观遗传学一个崭新的分支
领域。“就像站在上海东方明珠电
视塔上一样，一切都那么开阔，可
以看得那么远。”

“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大的
作为。”邓子新寄语青年一代，每
个人的一生其实大多都是在逆境
中度过，顺境的时候比较少，“要
记住一点，逆境中自强，顺境中自
律，有敢于把冷门焐热的勇气、执
着和毅力。”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只有极少数生物可在
“解冻”后存活

可以肯定地说，“凿冰救
鱼”这种“营救”行为是无效
的，因为鱼已经死了。

为什么这么肯定鱼已经
死了？

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绝大
多数生物都是可以被冻死的，
而 且 它 们 在 冻 死 后 无 法 复
活。之所以冻死无法复活，是
因为细胞内细胞质的主要成
分——水在低温环境中结冰
后，会产生冰晶。

虽然印象中的冰晶都是
晶莹美丽的，但它会像一把把
利刃，无情地刺穿细胞膜，加
上水变成冰晶后体积会变大
涨破细胞，导致细胞死亡，而
一旦细胞全部死亡，生命自然

也就不复存在。
显然，本文开头提到的鱼

在冰雕中已经有几天了。通
常来说，它体内的细胞应该已
经全部“暴毙”，就算将其挖出
来放在温暖的环境里也无济
于事了。

当然也有例外。
少数生物在被冻成“冰棍

儿”后仍能“死而复生”，例如
某些林蛙。林蛙有很强的抗
寒能力，当气温降至零摄氏度
以下后，它会被冻得硬邦邦
的，但待气温回升后，又会逐
渐“解冻”。

这是因为林蛙有一个“看
家本领”——它可以在寒冬将
至时，将提前储备好的葡萄糖
填充进细胞，这些糖分起到了
防冻剂的作用，使细胞中的水
分不会因低温凝结，以保护细
胞的完整性。北极地区有一
种毛毛虫，也是通过这种方法
挨过寒冬。

◆河湖结冰为何鱼没被
冻死

既然自然界的绝大多数
生物都没有林蛙这种绝技，那
为什么每到冬天，江河湖泊的
表面冻结后，里面的鱼还依然
活着？

鱼是一种变温动物（俗称
冷血动物或凉血动物），其体
温会随水温而改变。人们根
据鱼类对水温的适应情况，将
鱼分成三类：冷水性鱼类、温
水性鱼类和暖水性鱼类。只
要温度没超出它们的耐受范
围，鱼儿们就不会有任何生命
危险。

在纬度较高的地方，如我
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就有
很多冷水性鱼类，它们甚至能
够 耐 住 零 下 20 摄 氏 度 的 低
温。在高寒地区，某些鱼类体

内也会产生“防冻糖蛋白”，以
避免细胞膜和细胞组织破裂。

可能有人会问，在我国东
北地区冬季室外温度动辄就
低于零下20摄氏度，甚至低至
零下40摄氏度，而冷水性鱼类
最多能耐住零下 20 摄氏度的
低温，那它们是怎么生存下来
的呢？

与我们常说的“热胀冷
缩”不同，水在结冰时体积会
变大，同等质量的冰就比水
的密度小，冰自然就漂浮在
水面上了。这层冰就像是给
河面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
无论外面温度有多低，除了
紧 挨 着 冰 层 的 零 度 水 温 区
域，更深层的水，其温度都是
4 摄氏度左右，因此鱼儿照样
可以在冰下的水中生活，只
不过活动量会减少。

作为变温动物，鱼不需要
用自身能量来控制体温，这样
能减少抗寒时损失的能量，但
是它需要氧气维生。

当江河湖泊被冰封后，氧
气就无法进入到水中。冰层
变厚或雪覆盖冰面后，阳光进
入量变少，水中植物的光合作
用也会减弱，释放的氧气也就
随之减少。包括鱼在内的水
下生物等会大量消耗氧气，而
鱼一旦缺氧就可能会死亡。

这也就是为什么冬天凿
个冰窟窿，会有很多鱼蜂拥而
至的原因。生活在寒冷地区
的人们利用鱼的这个弱点，在
冬日里进行捕鱼活动。

除了因缺氧而死和被捕
捞走的鱼，还有少数鱼会因
为温度骤降、被其他物体牵
制无法脱身等原因被冰封成

“标本”。更倒霉的会连冰块
一起被采冰人拉走，然后做
成冰雕。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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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家家

荣昌夏布荣昌夏布
““中国草中国草””盛放的奇迹盛放的奇迹

非非
承承传
遗遗

从“土记者”到海归，从地地道道的山里娃到中国科学院院
士，今年65岁的邓子新感慨：“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改变命运的
博弈。”

前不久前不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人在冰有人在冰
雕中发现了一条鱼雕中发现了一条鱼，，然后这条可怜的鱼就被全然后这条可怜的鱼就被全
网围观了……之后网围观了……之后，，网友们开始寻找各地冰雕网友们开始寻找各地冰雕
中的鱼中的鱼。。还有一些还有一些““热心群众热心群众””用铲子将冰雕用铲子将冰雕
里的鱼里的鱼““营救营救””出来出来。。

那么那么，，凿开冰雕凿开冰雕““营救营救””出的鱼还能活吗出的鱼还能活吗？？
还是像一些网友说的还是像一些网友说的：：这条鱼成了这条鱼成了““薛定谔的薛定谔的
鱼鱼””，，处于死鱼和活鱼的叠加状态处于死鱼和活鱼的叠加状态？？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

千丝万缕理成行，排线刷浆露异香。
漂染罗纹工艺巧，三江夏布数荣昌。

——荣昌民谣

邓子新现场分享邓子新现场分享

邓子新院士邓子新院士（（中中））详细了解金徽酒制曲曲块详细了解金徽酒制曲曲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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