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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多美的样品，真漂亮啊！”“这里还有
个凸起，可能是有孔虫吧？”15日，在“决心”号
大洋钻探船的岩芯室，许多科学家围在一起，
对着刚刚切开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第一管
样品，热烈地讨论着，连连赞叹。

解开“南海天书”的“密钥”
记者好奇地挤进人群看了一眼，只见一根

根对半切开的取样管里，装满了深灰色、好似
水泥一般的沉积物，整整齐齐排列在桌面上。
外行人看来“其貌不扬”的科学样品，科学家们
却“视若珍宝”。许多人俯身低头围着样品，翻
来复去、左看右看，充满了兴趣。

在他们眼里，这些科学样品是南海用自身
“文字”书写的一页页“历史档案”。只要运用
一定的科学研究手段，将这些博大精深的“历
史档案”翻译还原，就能读懂“南海天书”中的
某些篇章。

“决心”号在海底钻得越深，这些“历史档
案”记录的年代就越久远。第三次南海大洋钻
探的目标，就是要在当前的U1499钻探站位，
在3770多米深的海下，钻穿海底800多米厚的
沉积层，钻到南海的基底岩石，从南海形成的
最初源头处“查阅档案”。

从“第一钻”到“第一管”
参加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IODP367航次的

33名中外科学家，抵达南海目标海域的当天，
“决心”号就顺利开钻。当“决心”号上的APC液
压取样设备，将第一根长10米的透明取样管带
回船上的时候，人群里一阵沸腾。取样管里装了
2.5米海水和7.5米沉积样品。这意味着海底的
泥水交界面被成功捕捉，第一钻成功了！

在“决心”号的操作甲板平台，技术人员十分
娴熟地忙碌着。他们拿着一把长尺在取样管上做
好标记，然后将管子连同里面装的样品，平均切成

1.5米长的小段；在每段的两端，盖上不同颜色的盖
子；蓝色盖子表示上方，透明盖子表示下方。

他们拿取样管的手也很有讲究。右手拿
取样管的上方，左手拿取样管的下方，迅速送
到岩芯实验室里，进行“身份证编号”，共有三
种编号方式相互应证。为了防止钻孔里有甲
烷等气体 造成“井喷”，船上的科学家在第一
时间还采集了沉积样品，进行气体浓度检测。

“全身体检”与“深度体检”
放置三、四个小时后，沉积样品的“体温”

稳定在室温水平，科学家开始对样品进行“体
检”。首先进行的是“全身体检”。在“决心”号
的岩芯实验室，他们使用不同功能的全岩芯检
测设备，为它们拍下360度“全身像”，然后再
进行快速、非破坏性的密度、磁性、辐射等指标
检测。

完成“全身体检”后的沉积样品，被送到专

门的切割室，连同取样管一起，被切割成相等
的两半。一半用于取样研究，一半用于存档，
分别摆放在不同的桌子上。

对于存档的样品，科学家对其进行颜色、粒
径、磁化率等概况描述后，就将统一存入岩芯
库。目前，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在全球共
设有三个岩芯库：即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海
湾岩芯库、德国不莱梅大学的不莱梅岩芯库和日
本高知大学的高知岩芯中心。一年以后，全球科
学家都可以申请本航次所钻取的样品进行研究。

而对于另一半的样品，科学家将在“决心”
号上继续对它们进行各类“深度体检”。目前，
他们已分成沉积组、岩石构造组、地球化学组、
古地磁组、古生物组、岩石地球物理组，24小
时值守在越钻越多、越钻越深的珍贵样品身
边，从各个专业角度分析研读南海的“历史档
案”。（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从岩石中读取南海“历史档案”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第一管样品目击记

当冰雪渐渐消融，小草在风
中吟唱，暖风阵阵，季节带我们走
进春天。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一
年，充满生机。我们有满满的365
天时间，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
让我们和春天一起上路，把我们
未曾实现的梦想一一去实现。

季节的春天，唤醒我们心灵
的春天。问一声自己，你的内心
是否充满了希望？你的人生是否
有了新的计划？

繁花满树，春光正好。季节
的春天，那是外在的美景。而人
生的春天，才是我们迈步前行的
动力。

走进希望的春天，喜看一窗
山海，春风荡漾。走进希望的春
天，聆听布谷声声，播种美好。

站在季节的春天，笑迎人生
的春天。因为心怀梦想，希望在
前。我们的人生，便如春天一般
绚丽多彩。

走进希望的春天，不惧怕曾
经的失败，你的人生将无比灿
烂。走进希望的春天，抓紧时间

去实现心中的梦想，你就拥有一
个充实的人生。

不要害怕失败。成长路上，
有一天你会感谢人生路上的所有
磨难，因为它磨练了你的意志，让
你变得无比坚强，能够笑迎风雨，
像海面上骄傲的海燕一样，高高
飞翔。一句话，没有磨难，成功的
滋味就不够甜。毕淑敏曾这样说
过：“你不能要求拥有一个没有风
暴的人生海洋，因为痛苦和磨难
是人生的一部分。一个没有风暴
的 海 洋 ，那 不 是 海 ，是 泥 塘 。”
走在阳光里，花香袭人。心如晴

空，静谧安详。
很喜欢这首小诗：“爱我的，

我报以微笑。恨我的，我报以叹
息。无论头顶是怎样的天空，我
准备承受任何风暴。”坦然面对
你的人生，静静地等待风雨之后
的那道美丽彩虹。你的脚步会
更坚定，目光更深邃，思想更深
刻，心灵更纯洁。

坚定地奔向前方，最美丽的
你在路上。

（摘自《民族日报》）

最美丽的你在路上

在朱元璋执政的明朝初年，史书记载有四大案件
轰动一时，其中的“郭桓重大贪污案”更是震惊朝野。
郭桓曾担任户部侍郎，任职期间，他利用职权勾结地
方官吏，其作案的招数就是利用空白账册大做假账，
通过篡改数字大肆侵吞钱粮，其贪污的数量累计达两
千四百万石精粮，这个数字差不多与当时全国秋粮的
实征总数相等。案件涉及的朝廷高官达12名、6个部
的大小官员和全国许多地方官僚地主牵连其中。

朱元璋对“郭桓贪污案”大为震怒，亲自下令将
郭桓等同案犯数万人斩首示众。为反贪树廉，朱元
璋还制定了严格的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
务管理上实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把记载钱粮数字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百千”，改为难以涂改的大写“壹贰叁肆伍陆柒
捌玖拾佰仟”。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金额数字
大写的首创者应为朱元璋。

也有人认为金额数字大写早在明太祖朱元璋之
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明末清初考据家顾炎武的考
证即可作为印证。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岱岳观造
像记》中曾推断：“凡数字作壹、贰、叁、肆、伍、陆、柒、
捌、玖等，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顾炎武认为，武则
天除发明了“曌”等很多“自制字”，数字大写也是她
首创的。因为武则天时期所立的石碑，上面多有大
写数字。此外，那一时期的诗文中也常见大写数
字，如白居易的宋版《白氏长庆集》中《论行营状请
勒魏博等四道兵马却守本界事》有这样的记述：“况
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贰拾漆（柒）捌万贯。”由此可
见，武则天的大写数字比朱元璋早了近 700 年，距
今已有1300多年。到了宋代，朝廷的官府文书所用
计数数字都得用大写。据宋代学者程大昌《演繁
露·十数改用画字》一书中记载：“今官府文书凡计
其数，皆取声同而画多者改用之。于是壹、贰、叁、
肆之类，本皆非数，直是取同声之字，借以为用，贵
点画多不可改换为奸耳。” （摘自《人民日报》）

我国古人发明的金额
大写开始于何时？

哲思

公园里两位老人下围棋，他们下棋的速度非常
缓慢，令围观的人感到不耐烦。

第一位老人说：“嘿！是你们在下棋，还是我们
在下棋？我们一招棋考虑十几分钟已经是快的，你
们知不知道林海峰下一颗棋子要一个多小时。”

旁边的老人起哄：“拿自己比林海峰？”
第二位老人，看起来很有修养地说：“你们不知

道，围棋要慢慢下才好，下得快则杀气腾腾，不像是
朋友下棋。何况，当第一个棋子落下，一盘棋就开始
走向死路。一步一步塞满，等到围棋子满了，棋就死
了，要撤棋盘了。慢慢下才好，慢慢下，死得慢呀！”

旁边的老人都沉默了，看完那盘棋，不再有人催
赶或说话。

围棋要慢慢地下，生活要细细品味；不要着急把
棋盘下满，也不要匆忙地走人生之路。

（摘自青年文摘网）

下满的围棋

美国生物学家维恩·坡茨把 100 余只老鼠分成
两组进行喂养，一组喂以加糖的食物，另一组喂以低
糖的普通食物。结果，喂加糖食物的老鼠，其生育能
力、生存能力和健康状况远不如喂普通食物的老鼠。

为此，维恩·坡茨把糖归类为一种慢性毒药。当
然，维恩·坡茨所指的糖的毒，主要是从糖的功能和
成分来分析的。但我认为，糖的毒，主要来自糖的
甜，是糖的甜惯坏了我们的胃口，惯坏了我们的行为
和性情，让我们变得只知道享受，并在享受中消磨了
我们的意志和斗志，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弱不禁风，不
堪一击。

生活中，有多少人因贪图一时的“甜头”，而最后
尝尽了苦头。 （摘自青年文摘网）

甜头与苦头

某日，与一位在商场十分得意的朋友在世界贸
易大楼顶层共进晚餐，看着下面万家灯火，车水马
龙，他感慨地说：

“人生就像这车马灯火，明明灭灭，飘游虚幻，何
必争名逐利呢？”

我没有附和，却问他：“你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
地方吃晚餐？”

“因为这是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东西好吃，
视野开阔，服务周到。”

“很贵吧？”我又问。
“当然！相当不便宜。”
“当你说何必争名逐利之时，岂知自己却正在名

利之中啊！” （摘自青年文摘网）

名利中人

一
那时，正处在人生挫折期的他，

请教一位长者，如何去战胜人生的
苦难？

长者说，看看旷野中的树吧，看
懂了它们，就知道如何去战胜人生
的苦难了。

他看着旷野中的树，可并不能
看明白什么。

长者说，在烈日下，在冰雪中，树
有房子为它们遮日御寒吗？在风暴
中，在雷雨中，树可以拔腿就逃吗？
不能，树没有房子，没有腿，它们无法
回避，无法逃离，它们只有独自承受，
独自与苦难抗争，正是这种对苦难的
承受和抗争，使它们变得更加坚忍和
强大。也许，这就是树能活上千年而
人难以活过百岁的原因吧。

当他再去看那些旷野中的树，
看着那些没有房子没有腿的树时，
似乎明白了许多。

二
邻居家的房前有两棵树。为了

方便晾晒衣服，邻居在两棵树间挂
了一根铁丝，铁丝的两端分别在两
棵树的树干上各箍了一圈。

随着树干的长粗，铁圈越箍越紧，
慢慢地勒进了树里。再后来，铁圈越
勒越深，树干被勒出了一圈深深伤
痕。到最后，铁圈竟完全长进了树里，
看不见一点铁圈的痕迹，只是在树干
的表皮留下了一圈淡淡的疤痕。那
时，每次我看到这两棵树，我就担心它
们会不会被铁圈勒死。可一直到现
在，这两棵树不但没有被勒死，反而越
长越高大，越长越枝繁叶茂。

随着我年龄的增大，随着我对
生命和苦难理解的加深，我似乎明
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对于这两棵
树来说，当它们无法摆脱苦难（铁
圈）时，它们就用生命去包容苦难
（铁圈），把苦难（铁圈）“长”进生命
里，把苦难（铁圈）看成是自己生命
的一部分。

当我们无法回避苦难时，去学会
像这两棵树那样，去正视苦难，去用
生命包容苦难，把苦难“长”进生命
里，把苦难看做生命的一部分，这不
仅有利于我们生命的成长，而且还会
让我们一路走向坚强。

三
很多甘甜的果实，其果核却是苦的。

一颗苦涩的核，为什么能拥有
甜美的果肉呢？

直到我读到一位诗人的诗句，
才有所启悟。诗人说：每一颗珍珠，
都有一粒痛苦的内核。

诗 人 的 话 ，让 我 想 起 了 小 时
候。那时，见圆圆的珍珠，像是一
粒粒种子，于是，便把珍珠作为种
子种进地里，并不断地给它浇水、
施肥，祈望它长出一棵珍珠树，结
出满满一树珍珠果。而母亲告诉
我，珍珠不是地里种出来的，不是
浇水浇出来的，不是施肥施出来
的，不是关爱呵护出来的，而是蚌
经受千般痛苦，用生命的心血把一
粒粒制造苦难的沙子变成了一颗
颗闪光的珍珠。

对珍珠来说，那粒痛苦的内核，
就是给它灾难、给它不幸、给它泪水
的沙子。但你再看看珍珠的表面，
像不像一张灿烂的笑脸？

哦，我明白了，当你用欢笑包容
泪水，用快乐包容痛苦，用喜悦包容
忧伤，你就能成为一颗光彩夺目的珍
珠，成为一枚甘甜美丽的果实。

（摘自文摘网）

苦难是一场生命的修行

每 年 高 原 最 冷 的 时 刻 ，有
“仙女眼泪”之称的普莫雍错封
冻成冰湖，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
堆瓦村牧人迎来最佳的羊群转
场时机。

今年的转场定在2月9日，时
间是按照藏历推算过的，之前也
对冰湖进行了实地勘查。前一
晚，牧民把羊群赶到湖畔的羊圈
里。当启明星从雪山顶上升起，
堆瓦村全村的羊已聚集到湖边
——牧人要赶在太阳爬上房顶
前，趁湖冰还算结实，把羊群引到
湖心小岛，靠那里的牧草度过春
回大地前“青黄不接”的日子。

此时，村里的妇女们忙着为羊
群画出一道冰面上的“羊肠小
道”。她们在普莫雍错冰面撒上牛
粪炉灰，防止羊蹄打滑，这条连接
湖岸和湖心岛总长3 公里左右的
灰色小道，成为羊群的安全通道。

8点一刻，浩浩荡荡的羊群启
程踏上冰面。承受如此大的重
量，羊群经过的冰面不时发出“吱
吱”的响声，一些冰面出现了裂
缝。牧人们神经紧绷起来。羊群
变得躁动和缓慢，有些羊不敢往
前走，需要牧人从后慢慢推，不时
有小羊滑倒在冰面上，牧人索性
抱上一段路。

路程过半的时候，太阳开始

升起，普莫雍错四周的雪山泛起
金色的光芒，宛如仙境。可对于
转场的队伍，升起的太阳犹如警
钟，必须加快步伐。

牧人赶着羊群、太阳赶着牧
人，抓紧“可见光线”和“冰面承受
力”双保险的短短两个小时，承袭
着祖辈相传的方式前行。

这是一场充满了危险，也充
满着希望的转场之旅。

太阳渐渐升高，羊群的影子
变得短小。当最后一只羊踏上小
岛，牧人们悬着的心才彻底放松
下来。

“一般我们要在这里度过一
个月左右，在冰面解冻之前返回
陆地。”牧人贡桑次仁说。

西藏浪卡子县堆瓦村坐落
于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蒙达岗
日雪山脚下，海拔约 5070 米，全
村 43 户 159 人，都是牧民，共有
3000多只羊。

由于海拔高，夏季时间短，陆
地上的草场无法满足牛羊过冬的
饲料。村民选择在每年的隆冬时
节，让羊群冒着危险到普莫雍错
湖心岛上过冬，度过产仔期。

这 种 转 场 牧 业 方 式 ，在 这
片离天最近的地方已延续了上
千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与太阳赛跑的转场
西藏冰湖上的千年牧羊路

1.村民们去湖心岛上给放羊者送
生活用品（2月9日摄）。

2.转场前一天，牧人在湖边清点
羊群（2月8日摄）。

3.羊群在牧羊人的带领下走上普
莫雍错冰面，沿着牛粪炉灰小道走向
湖心岛（2月9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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