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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邑风情

关于白内障，
你不得不知道的事儿
主讲人：王世明
副主任医师 在读博士
简介：王世明，Acta Scientifica系列杂志编委会委员，浙江省科技

评审专家库专家，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白内障分

委会委员，IACLE资深会员，中华医学会专科会员。从事眼科临床工作

10余年。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著2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

著 3 篇 ，发 表 在 中 华 系 列 杂 志 3 篇 。 Acta Ophthalmologica、Plos

One、IJO、BMC等SCI杂志审稿专家，多次受邀在全国眼科学术会议作

大会发言

白内障是全世界致盲和视力损伤的首要原因
眼睛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人体对外界的感知 90%来源于视觉。如

果把眼球比作一架照相机，那么眼球的晶状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

头。如果镜头起雾了，照片就会模糊。白内障就是因为眼球的晶状体

由透明变为混浊，从而影响光线进入眼内，导致视力受损甚至致盲的一

类疾病。

为什么会得白内障
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晶状体在老化过程中逐

渐出现退行性改变，晶状体纤维发生变性。故白内障多见于50岁以上

中老年人。除年龄外，紫外线长期过量照射、遗传因素、全身疾病（如糖

尿病）、眼内炎症、眼外伤、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也易诱发白内障。

白内障怎么治疗
目前，针对白内障尚无有明确疗效的药物，有的药物可以减缓但不

能治愈。迄今为止，手术是治疗白内障的主要方法。现代常见的手术

治疗方法有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小切口无缝合

白内障摘除术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等。

白内障治疗时机怎么选择
旧观点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到完全熟透了，即完全看不见了再做

手术，这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在过去医疗技术的局限性下产生的。

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已有安全高效的超声乳化手术，患者绝不应该等

到看不见了才做手术。过晚手术，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引起

眼睛发炎，或者引起青光眼（不可逆的视力受损）等，会给患者带来难以

忍受的痛苦，日后即使手术也会影响后期的恢复效果。另外，如果有眼

底病同时存在，白内障会妨碍眼底检查和诊断而延误治疗时机。

□邬烈成
小时候，我在老家南渡乡名

山后村生活过几年，夏日傍晚放

学，总喜欢顺便捡些田螺回家。

田螺在当时农村的沟渠及水稻田

里，都有它的身影。它自古就是

农民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满足

了许多劳苦大众的胃。

“天亮天亮，田螺将张；昼过头，

田螺藏过；点心时田螺在脚孔潭；傍

晚时田螺会摆摊。”这一当时盛传的

谚语，正好被当时读小学的我应用

着，于是每天放学后都会利用傍晚

田螺浮在泥水里最佳时间，赤着足

到田间沟渠里捡田螺玩。对此不仅

孩子喜欢，回来时候还有碗下饭菜

带回家，自然也会得到父母的称赞

叫好。捡来的田螺较多，当天吃不

完时，母亲会先找个有青石板的河

埠头搓洗一下，把附着在売上的脏

东西洗掉，然后养在清水里，待第二

天就可再吃。我家吃田螺一般用咸

菜汁煮，吃起来正合我的胃口，颇感

其味鲜美。

捡来的田螺除了吃，老一辈人

还喜欢养在水缸里。那时候的天

水，是供一家老小吃的，听大人们

说，养它的好处，就是能把缸底沉积

的泥土通通吃掉。

如今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这

一切仍会引起我的深切怀念。

捡田螺之忆

□舒志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桥沙

滩街粮站和城里厢资福庙粮站经

常上演这样一幕：每逢周末或月

末，粮站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

孩子是队伍的主力军，快排到时，

家里的大人就会揣着粮证、粮票、

钞票，拎着米袋匆匆赶来，不错眼

地看着秤杆的准星，小心翼翼地

扎紧口袋，匆匆回家给一家老小

改善生活。

在实行计划经济年代里，奉

化与全国各地一样生产物资紧

缺，生活用品供应紧张，吃、穿、

用，什么都离不开票证，五花八门

的票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粮

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糖票、

蛋票等等票证就如第二货币流通

在那个年代，许多生活必需品需

持“人民币﹢票证”共同使用才能

买到。那时的“票证”对每个家庭

来说，是生活中的命根子。没有这

些票证，就买不了生活必需品，就无

法维持日常生活。这种唯凭票的购

物方式在老一辈人心中有着不可磨

灭的记忆。

民以食为天，粮票理所当然地

成为各种票证的“老大哥”，因此许

多票证中也数粮票最珍贵，凭粮票

可买到国家牌价粮食。我清楚地记

得，粮票有“定额粮票”“周转粮票”

和“流动粮票”之分。“流动粮票”中

又有“全国粮票”“浙江粮票”和“本

地粮票”之分。大人如果去外省出

差，从单位打张证明就可以到当地

粮站换“全国粮票”，去省内出差，只

要单位打张证明就可在当地调换

“浙江粮票”。农业户口的人如果要

跨地区打工、读书或出差，则要到当

地粮食管理部门打“搭伙证”。那时

“全国粮票”最吃香，其次是“浙江粮

票”，“搭伙证”最低廉。在被人们称

为“饿得荒”的那几年，城镇居民按

年龄大小每月只定额18至25市斤，

加之油气少、底子亏，一般每户人家

吃不到 20天就会断粮。稍有钱的

人家就买议价粮、黑市粮或其他杂

粮。多数家庭则用番薯、土豆、草子

麦果及糠饼当饭，更困难的还得上

山挖树根等，磨粉过滤后做饼充饥。

人们必须的日用票证按户口按

人头发放，城镇居民多一点，农民供

应数要比居民少。但对侨眷则有所

照顾，他们发的是“华侨券”，“华侨

券”不仅可优先买到生活必需品，还

可到华侨商店买一些高档商品。居

民除发生活票证外，还发“购货券”，

“购货券”用于买一些布料、自行车、

手表、缝纫机之类的高档商品。我

记得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大概需要

20张“购货券”，买一块瑞士进口手

表约需 50张“购货券”。我结婚时

用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台三五牌

台钟和一架红灯牌收音机还是托人

在上海起早凭票排长队“抢购”的。

改革开放后，虽然由计划经济

制度逐步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但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物资紧缺

现象还没有很快扭转，居民的生活

必需品还是要凭票供应，一直到

1993年这些票证才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人们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

的物质匮乏时代，那些曾经是人们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票证也因此成了

历史的记忆。

现在，奉化城乡的粮食及生活

用品、生产物资供应流通政策放

开，超市、商店、广场的货架上货

物琳琅满目，那些生活必需品早已

不再紧张，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一切应有尽有。年轻人对那些票

证，也大多没什么印象，但我相信，

曾经使用过票证的人们是不会忘记

那段岁月的。

票证盈市那些年

□沈永明
它不是溪岸人家，柔情如水，也

并非林间村落，风景如画，却有着丰

盈的古乡贤文化。翻开一本本史

志，犹如打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一

个个贤达之士的千年往事瞬间就鲜

活起来。

隶属于锦屏街道的千年古村山

岭由前山岭和后山岭组成，全村仅

有134户计355名常住居民，论规模

只能算是个“袖珍”小村。但开启尘

封的历史扉页，你就会发现以蒋为

主姓的小小山岭村在宋明时耕读崇

文蔚然成风，蒋氏族人先后出过 10
多位进士及众多饱学人士，令人肃

然起敬。

五代年间，天台有位姓蒋名光

字延恭的人士，因避战乱，来到明州

（今宁波），定居在城南采莲桥蒋家

带。蒋光的次子蒋宗霸，字必大，号

摩诃，出生于后汉乾祐元年（948）。
曾任明州评事，因“评议”不当而罢

官，遂迁居奉化禽孝乡应家山（今锦

屏街道山岭村），即为山岭村蒋姓始

迁祖。蒋宗霸定居山岭村后笃信佛

学，不久便与附近岳林寺“怪僧”布

袋和尚相识并郊游。蒋宗霸见布袋

和尚言谈睿智，便拜其为师，随之云

游三年，时人称摩诃居士，或称蒋摩

诃。布袋和尚圆寂后，蒋宗霸专门

为他造了一个“精舍”，取名“奉师

塔”，作为纪念和奉祀，还作诗《颂布

袋和尚》。蒋宗霸晚年在鄞县天童

小盘山建弥陀寺，庆历四年（1044）
寿终正寝，葬于该地，享年96岁。

据史料记载，蒋宗霸后裔人才

辈出。蒋侃，蒋宗霸之子，一生育有

四子，除了长子蒋浚明在山岭村生

齿繁盛外，其他三子均分别迁居蒋

家池头、长岭、葛岙等地。蒋侃于熙

宁六年（1073）封大理寺评事，淳熙

十四年（1187）赐进士。他生性慷慨

好义，功德及世，士民多沐其惠兼其

才 力 。 其 长 子 蒋 浚 明 任 宣 和

（1119－1125）学士，大理评事，迁尚

书金部员外郎等职，身后赠金紫光

禄大夫。蒋浚明育有八子，均颇有

建树。长子蒋琚，性资聪颖，才思明

捷，过目不忘，爱读书，尤长于诗律，

试魁仕国学录国谕，有诗稿号《南

圆》，杂著《三山》，让人敬仰，以为有

苏湖之风；次子蒋璿，累官至正四品

的中奉大夫；季子蒋珫，历任长安、

咸阳、高陵诸邑令，官至三品宣文大

夫。蒋岘乃蒋珫之曾孙，庆元二年

（1196）邹应龙榜进士，历官至刑部

尚书以宝章阁学士，奉玉隆宫致仕。

纵观山岭村蒋氏，代有英才辈

出，且个个清政廉洁，传承着蒋氏为

官应为国为民、秉持正义的理念。

从山岭村走出去的蒋氏贤达致仕后

大多积德行善，不图一己私利。随

着年代更替，山岭村的部分后裔陆

续外迁，但移居他乡的蒋氏族人依

然情系本土，心系血脉。

至今，蒋氏后裔依然对先祖摩诃

太公崇敬有加。当年摩诃太公在后

山岭所建的摩诃殿被修葺一新，并改

名为摩诃寺。寺内至今还保留着原

迹佛面柱、荷花石板等古物。据寺中

居士介绍，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夕也

来过摩诃殿，作最后的拜别。

古乡贤文化厚植的山岭村

□楼建华
人人都追求幸福，可幸福没

有一定标准，在物质条件基本无

忧的今天，幸福是精神层面上的

感悟。我认为首先要忆苦思甜，

这个陈词并未过时，先嚼小糖后

吃苹果，再甜的苹果也无甜味。

多想想昔日的苦日子，能常体味

今天的好生活。上世纪 60年代，

能穿上一双尼龙袜，戴上一块破

手表，有一辆旧自行车，那是多么令

人羡慕的事；吃上一顿白米饭，简直

胜过豪华酒店的盛宴，这是我们亲

身的经历。所以常想过去的苦难，

幸福感就会长驻心头。其次要控制

欲望。俗话说：“天高不算高，人心

比天高。”“有了千钿想万钿，做了皇

帝想神仙。”可是欲望越高，幸福感

就越低，“人比人去死，货比货得扔”

就是这个意思，其实钱多钱少够用

就好；房大房小能住就好，不攀比，

过好自己的那份安稳日子，那么幸

福感会长伴你的身边。

最重要的是，要体味身边不期

而遇的“小幸福”。年年春夏秋冬，

天天日出日落，平常人总是过平常

的日子，但“小幸福”却会不期而遇，

只要用心捕捉细细体味，陌生人的

一个微笑，远方亲人的问安电话，咿

呀学语的曾孙辈开口叫的一声阿

公，甚至雨霁清晨展现一缕灿烂的

阳光……这都是身边的“小幸福”，

只要长存感恩之心，幸福就会在心

里生根开花。

诚然人生总会遇到各种不如意

的事，甚至厄运和苦难，我们要运用大

智慧，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心

态，尽力向积极的方面去转化，化苦为

乐，化祸为福。总之，人生苦短，追求

幸福快乐是我们老年人的最大愿望。

感悟幸福 做快乐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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