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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飞

2020 年春节期间，看着铺天
盖地的抗疫报道，谁的心能平静下
来？1 月 28 日的一则宁波电视新闻
宽慰了我的心：“宁波海尔施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新型冠状病毒
检测试剂，已于一周内向湖北、北
京等地免费发送了一万多个试剂
盒。”新冠肺炎暴发，临床确诊最
紧缺的就是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海尔施公司为抗疫前线及时补充了

“弹药”。这条新闻短视频马上在
“309 班 同 学 聊 天 角 ” 里 热 传 开
来，同学们纷纷赞贺。

海尔施公司总裁余剑伟和我都
是恢复高考后的幸运儿，我们在宁
波卫校医士班同窗三年，毕业后都
分配到了卫生防疫系统。记得我是
1980 年 8 月到宁海卫生防疫站报到
的，被安排到防疫科，分管肝炎和
肺结核这两种传染病。由于卫校里
读的教材以临床医学为重，流行病
学不得不“补课”了。好在当时防
疫科主任曹品元是学者型领导，他
为科室同事们争取到了多套 《流行
病学》，精装本厚厚三册，耿贯一
主编，1981 年 4 月由人民卫生出版
社出版。这套书成为我近 10 年卫
生防疫行动的“指南”。时隔近 40
年，其他书不知被我处理掉多少
了，唯有这套 《流行病学》 还在书
橱里好好摆放着，它是我一段难忘
岁月的见证。

这次新冠肺炎暴发，国务院把
它定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说
明了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与危害
性。甲类传染病有三种：天花、鼠
疫和霍乱。依靠牛痘苗的接种普
及，天花在全球已经灭绝。鼠疫也

叫“黑死病”，在历史上有过三次
全球大流行，发生在中世纪的那
次，削减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我曾看过欧洲的一些城市雕塑是以

“黑死病”为主题的，他们至今仍
铭记着那场可怕的瘟疫。甲类传染
病的最后一种是霍乱，在我参加工
作的第二个年头就遇上了。

1981 年 8 月 8 日，防疫站化验
室在送检的样本里，检测到稻叶型
副霍乱弧菌，这一下子让全站职工
的心都拎了起来。甲类传染病必须
马上报告县政府和上级卫生防疫机
构，直至国家卫生防疫部门。我们
一边上报疫情，一边追溯样本。了
解到病人是一位船老大，8 月 7 日
在出海渔船上发的病，反复上吐下
泻，严重脱水，临床症状符合霍乱
的诊断。我身处防疫科，当然冲在
一线。在科长的带领下，我们当天
迅速赶到病人所在的渔村。经流行
病学和接触史调查，这个病人是直
接从船上回家，中途没有停留，也
没有和其他村民有过接触，于是划
定整个院子为疫点。先把病人迅速

隔离，搬移到村口外的海堤边，在
一间独立的闸门管理房里施行输液
救治。抢救病人的活，由科室里既有
临床经验又有防疫实践的老医师们
干了。我是新手，分配到的任务是到
病人住家和疫点进行消杀作业。

盛夏时节，天气闷热，整个小
渔村的空气里弥漫着海腥的味道。
我穿着简单的防护服，戴上口罩，
套上橡胶手套，先用来苏尔消毒液
把病人家里的家具，全部抹了个
遍，再和同事们一起对疫点的地面
喷洒漂白粉液。那时还没有背包式
喷雾器，用的是单管节筒式喷雾
机。两人扛一木桶，喷雾机插到木
桶消毒液里。我在后面叽叽咕咕地
不断抽动喷雾泵，同事在前头喷
洒，对整个院子角角落落彻底地进
行消杀。又沿着村庄道路对外环境
进行了喷洒杀菌，所有水井里投放
了漂白粉。地面处理好后，接着对付
天上飞的，在全村开展了灭蚊灭蝇
活动。隔离点里的住户被暂时限制
了自由，但他们非常配合，自觉服用
抗菌素，在粪桶里投放杀菌剂。隔离

点由民兵轮流防守着，住户所需生
活用品也由守护民兵转送进去。

当时是鱼汛时节，原本应该热
热闹闹的小渔村，由于疫情一下子
切换到了“静音模式”。村民们也
弄不清是什么传染病，反正知道很
严重，谁也不敢乱串门。我们在村
里进行环境消杀作业时，一路上看
不见人影，只有几头猪在高低不平
的村路上大摇大摆晃悠着。路上的
猪粪一堆一堆的，颜色却是墨绿墨
绿的。我觉得好生奇怪，悄悄询问
同事。他告诉我，这里猪的喂食饲
料是海苔。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怪
怪的感觉。

我们持续对村庄环境进行消
杀，忘记做了多少天，每天汗流浃
背，反正那时年轻，干活不觉得
累。直到隔离点里的村民两次粪检
为阴性，村庄的阴沟、水井、稻田
里的水样经多次抽检全部为阴性
后，才解除隔离。病人则转送到县
人民医院传染病房救治，最后痊愈
出院。

由于患者是输入性病例，经及
时隔离与环境消杀后，疫情得到控
制，没有发生传染。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霍乱病例的防疫工作，印象特
别深刻。当年全县其他村落也有霍
乱零星发生，但在我们有力的措施
下，霍乱没有蔓延。只记得 1981
年的整个夏天，每当疫情警报拉响
时，防疫科就冲在最前面。当时，疫
情的消息还属保密，不像现在由政
府向全社会发布。在我们防疫站内
部，把霍乱叫作“二号病”，没有直呼
其名，而是把它转换为一种代码。

一晃快 40 年了，我已换了多
个工作单位。如今，看见全国上下
合力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看到那些
罩着脸把名字写在后背上的临床医
生和防疫战士，又让我回想起那段
曾经的抗疫岁月。

19811981年的抗疫往事年的抗疫往事 崔海波 文/摄

2003 年春天，“非典”疫情
笼罩大江南北，全国防治非典指
挥部公布了“八味中药防非典”。
药店里的相关中药在短时间内被
抢 购 一 空 ， 没 买 到 的 人 慌 兮 兮
的。父亲淡定地说，不急，村后
的大山就是一座中药库。父亲种
地之余，常常研究中医，家里有
不少中草药的书。

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我跟
着父亲上山去采药。山间四月，
草木葱郁，鸟语花香。沿着熟悉
的山道行走，听着父亲介绍一些
草药的名字及功效，感觉大自然
就是一间课堂。遍野的植物，认
识是宝，不认识就是草。转过一
道弯，我看到了一株金银花，藤
和叶子恣意铺展在坡地上，有圆
桌面那么大，白的花和黄的花开
得很是热闹，所谓“花团锦簇”，
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象了。我欣喜
地凑近前去，发现藤蔓上还有很
多花蕾，娇嫩可爱。这么多花，
一朵一朵地摘起来太费时了，父
亲递给我一把镰刀，叫我连藤带
花和叶子全部割来。他说，金银
花的藤和叶子，也可以煮茶喝。

林间土地肥沃，千百年来，
树叶落下腐烂成泥，踩上去软绵
绵的。北坡阴湿，林下有很多鱼
腥草。鱼腥草植株矮小，叶子正
面是绿色的，背面为紫色，茎也
是紫色的，叶子形状与番薯叶相
似，只是小了一号。我将它连根
拔起，甩掉泥土，放进篮子里。
鱼 腥 草 的 根 是 白 色 的 ， 一 节 一
节，节头上有细细的须。鱼腥草
具 有 清 热 解 毒 、 祛 痰 止 咳 等 功
效，它也是村民们餐桌上的一道
美味。

相传，越王勾践落魄，又逢
罕见的荒年，为了和百姓共渡难
关，他曾翻山越岭寻找可以充饥
的野菜。亲口尝野菜过程中中毒
三次，最后发现一种生长力特别
强、割了又会抽芽的野菜可以食
用。越国人就靠它度过荒年，这
种野菜就是鱼腥草，据说鱼腥草
的名字也是越王给取的呢。鱼腥
草有一些别名，什么“猪鼻孔”

“摘二根”等，不过我觉得还是鱼
腥草这个名字最美。

鱼腥草采回家后，茎叶剪下
洗净，加点油盐酱醋，就可做成
一盘凉拌菜。它还有炒、炖、煮
等多种食法，晒干后烤肉也很好
吃。

剪下的鱼腥草根埋进小屋边
的 一 块 泥 地 里 ， 它 的 生 命 力 很
强，根系也发达，第二年春天就
生发出一丛丛一簇簇的嫩芽。几
年之后越长越多，现在已成相当
规 模 了 。 这 些 年 ， 每 当 春 夏 时
节，父母进城来时，总会给我带
一把鱼腥草。

记得那次上山，我们还掏来
很多“狼鸡根”。我不知道人们为
什么用两种动物的名字合起来命
名一种植物。狼鸡就是蕨，嫩时
像婴儿拳头一样卷曲着，可以当
菜吃，老了叶子舒展开来，最适
合当柴脑。过去，初夏时节有一
项很辛苦的活儿叫割柴脑，将山
野 里 的 柴 草 割 来 ， 盖 到 西 瓜 地
里。它的作用一是避免西瓜秧被
晒死；二是固定西瓜藤，免得被
台 风 吹 折 ； 三 是 减 少 烂 果 及 虫
害。据我的经验，狼鸡是一种很

不 错 的 柴 脑 ， 它 的 叶 子 宽 宽 大
大，覆盖面广。在四明山区，狼
鸡比较常见，我们很快找到一大
片，父亲拿起锄头，掏起很多条
狼鸡根。

狼鸡根有清热的作用，在防
“非典”的日子里，母亲每天烧一
锅狼鸡根汤，全家老小一起喝。
她还会另外灌一大壶送到哥哥的
工厂里，请工人们一起喝。

我们樟村是“浙贝之乡”，最
常见的草药是贝母，贝母有止咳
化痰的功效，一直以来，人们只
取其鳞茎入药。为了提高产量，
每 当 三 四 月 间 ， 贝 母 开 花 的 时
候，农人习惯把它的花摘掉，让
养分全都供应地下的鳞茎。摘下
的花扔在路边地头，任其腐烂变
肥料。2003 年春天，“非典”疫
情最为严峻的时候，村前屋后的
农田里，贝母花开得正盛，大家
突然意识到了它的价值所在。同
时还发现贝母花原来也是很美丽
的，淡黄色的，像只小酒盅。在
笔 直 的 茎 上 开 出 五 六 朵 七 八 朵
花，最灿烂的时候也保持着朵儿
朝 下 的 姿 态 ， 曼 妙 风 情 深 藏 不
露。那年，贝母花摘下后不再被
弃之路边，大家将它收集起来泡
茶喝。因为一时间等不到地底下
的鳞茎长大，而贝母花也能止咳
化痰，虽然效力稍逊于鳞茎，但
聊胜于无。

十
七
年
前
，

上
山
采
草
药

桑金伟 文/摄

先进的“有梁有档穿珠算盘”究
竟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种说法：东汉南北朝说、元
末明初说和唐宋说。

一些清代数学家主张东汉南北
朝说。据载，当时已开始把涂有不同
颜色的算珠放在刻着弧槽的木盘
内，运算时算珠在弧槽内移动，算
珠中无穿档的孔。但另一些学者认
为，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
或者只能做简单加减法的算板，因
此它只能称为穿珠算盘之前身。

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主张元末
明初说，即算盘出现在元代中叶，到
元末明初已普遍使用。其主要依据
是：在明朝永乐年间编的《鲁班木
经》中，已有制造算盘的规格、尺寸
之记录；还出现了徐心鲁《算珠算
法》、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等著
作。另外元末的文学、戏剧作品中也
提到了珠算。因此，算盘在明代已被
广泛使用是无疑的。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又形成了
算盘起源于唐、流行于宋的第三说。
其依据是：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的
一家药铺柜台上放有一架穿档算
盘；在河北巨鹿县挖掘到一颗出于
宋人故宅的木制有孔算盘珠；在元
人谚语中已有“算盘”的词语；元代
的蒙学看图识字课本《相对四言》
中，有一幅九档算盘图⋯⋯较多的
算学家还认为，算盘之诞生应可上
推到唐代，理由是唐代中叶出现的
一些算法是缘于有梁穿档算盘的使
用，由此创立了“唐代创始算盘”的

学术观点。
总之，现代式有梁有档穿珠算

盘的历史已越千年。
现存传统算盘的形状以长方形

为主，周为木框，内贯直柱即“档”。
档多为小竹杆，档数总为奇数，一般
从 9 档至 15 档的为多，所谓“13 档
算盘档档算进”，已属“强硬”算盘
了。41 档算盘是我所见最长的，能
适于多人并列操作。档中横以梁，梁
的上部每档有 2 粒木珠，每珠作数

“5”；梁下每档有 5 粒珠，每珠作数
“1”。若按 13 档计，这一架算盘共有
珠 91 粒，其计算能力超越亿数。

除了长方形算盘外，还有少见
的圆形、扇形、拱形、筒形、宝塔形等
异形算盘。

传统算盘材质多为木质，其中
杂木属低档材质，梨木、松木、沉香
木、柏木属中等，紫檀、花梨木等为
上品。除了木质外，金、银、铜、铁、
玉、象牙、水晶、大理石等材质的算
盘也偶有所见。

现在，传统算盘已成了收藏品。
清代以前的算盘属罕见，流传至今
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异形
算盘因为其工艺考究、妙趣横生，深
受藏家追捧。

记得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读小
学五六年级，学校开设有珠算课。小
学生用的大多是 9 档算盘，算盘太
大无法放入书包，我们就在算盘两
端系上带子，这样就可像书包一样
背着上学。为了在运算时便于定位，
几乎每位同学在算盘的横梁上贴有
一条白纸，上面写着“个、十、百、千、
万”等字样。纸条易被磨损，我干脆
将这些字刻在横梁上。

我不喜欢算术课，当然珠算课
也不例外，因此算盘“笃”不快，母亲

常笑我“笃算盘像搬二尺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偏偏我进了

银行工作。银行真是算盘的“海洋”，
不消说柜面、台子上摆着算盘，就连
各科室也人手一架。“老银行”平时交
谈也离不开算盘，说着说着就在手边
的算盘上拨几下，以助语势。我们银
行过去一直强调“三铁”信誉——“铁
款、铁账、铁算盘”，意为银行的钱款、
账目、数字是绝对信得过的。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算盘开始
从银行的柜台上撤离，逐步代之以
各种计算器，特别是须用乘、除法的
利息计算，计算器更显其优势。但那
时在招工、定级和业务比赛中，仍保
留着珠算的测试和考核。那时的算
盘已做了大的改进：材质改为轻质
金属和塑料；梁上每档的 2 珠减为 1
珠，梁下每档的 5 珠减为 4 珠；珠的
剖面由椭圆形改为菱形，这样减小了
珠的厚度，更利于拨动；安装了清盘装
置，只要摁下框上的按钮，就能使全盘
算珠恢复到原状，即清零。改进后的算
盘更轻巧、牢固、好使。后期的年轻员
工都选用这种新型算盘。

用算盘来计算称“珠算”，珠算
能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简单的开
平方和开立方运算。珠算对各种运
算都有对应的法则，统称“珠算法
则”。在法则下，人们总结出许多计

算口诀，如“逢四进一，逢八进二，四
二添作五⋯⋯”背熟口诀，使珠算速
度更快，尤其在加减法运算中，熟练
者的算速不逊于计算器。

在明代，出版了不少有关珠算
的书籍，其中流传至今影响最大的
是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他的
这部算书，共有 17 卷、595 道珠算应
用题，并举例说明如何按口诀在算
盘上演算。其中开平方、立方的珠算
法，也是程大位首先提出来的。20
世纪 80 年代，我去黄山屯溪时拜谒
了他的故居。

老人们普遍怀有算盘情结。算
盘过去是“计划”“打算”“精打细算”
的代名词。如“你算盘真好”；《红楼
梦》第五十三回：“我心里却有个算
盘，还不至此田地。”将动词“谋划”

“盘算”说成“打小九九”，“小九九”
的由来是《九九乘法歌诀》。

在民间习俗上，也常能见到算
盘。如旧时流传于江南一带、给小儿
佩挂的吉祥物“百眼筛”，其筛上就
有算盘形象；在婚嫁上用的“六证”，
就是斗、尺、秤、剪子、镜子、算盘六
件东西。

过去，珠算是一种实用的职业
技 能 ，因 此 在 家 庭 教 育 中 少 不 了
它，哪怕是贫寒门户，也要竭力引
导小儿“写大字”“打百子”。“打
百子”是珠算里一道著名而简单有
用的练习题，即要求在算盘上把自
然数从 1 加到 100。“打百子”目的
不是追求它的总和，而是通过“打
百子”训练，掌握熟练的指法和牢
记珠算加法口诀。

除了“打百子”外，练习加减
法的还有三盘成、九盘清、百子图
等，练习乘除法的有狮子滚绣球、
凤凰展翅等。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银行取
消在招工、定级和业务比赛中对珠
算的测试和考核，这意味着算盘的
辉煌年代已告结束。不过，算盘和珠
算依然受到部分人的喜爱。

慈溪鸣鹤的珠算教育远近闻
名。2019 年 6 月，在一些“神算子”的
指点下，我到鸣鹤采访了“神算子老
师”和“小神算子”。在鸣鹤幼儿园，
我观摩了 8 名幼儿的珠算演示。而
鸣鹤小学是浙江省珠心算教学示范
学校，学校花园正中耸立着一尊钢
雕，展现的是男女同学的憧憬之态，
其中女同学手托一架 15 档算盘指
向苍穹。这一雕塑凸显了鸣鹤小学
的特色和成绩。

看完 10 名小学生的珠算演示
后，我请教老师：珠算教学在今天意
义何在？老师答：打算盘需要脑、眼、
手的密切配合，是锻炼大脑的一种
好方法。让珠算和心算、笔算结合，
能提高人的运算能力。

算
盘
算
盘

千
年
千
年

甬城绘·博物馆

回 味

宁波茶文化博物院
宁波茶文化博物院简称“茶博院”，坐落在月湖景区花屿上的

清代官邸袁宅内，庭院优雅清幽，为市级文保单位。茶博院是宁波
对外宣传茶文化的窗口，主要功能为展示宁波的茶史、茶事、茶
叶、古茶器及相关古董、艺术品，并进行茶文化相关的研究推广、
互动体验、学术交流及培训等。

（丁安 绘）

慈溪市鸣鹤中心幼儿园慈溪市鸣鹤中心幼儿园
的老师给的老师给““小神算子小神算子””作测试作测试

渔村旧影渔村旧影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陈列在亳州南京巷钱庄陈列在亳州南京巷钱庄
的异形算盘的异形算盘

咬文嚼字地说，本文介绍的算盘全称应为“中国有梁有档穿珠算盘”。在世界各种

古算盘中，中国穿珠算盘是最先进的，人们往往将它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越越

老照片

掌 故

广东恩平市歇马村里的广东恩平市歇马村里的
一架大算盘一架大算盘

早年生产队算账的老把式早年生产队算账的老把式

贝母花贝母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