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人写数字和做运
算，绝对离不开零。11+19=
30，一 个 零 出 来 了 。 111-
11=100，两个零出来了。古
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
都没有零，先民们如何计算？
如何进位？如何用数字表示
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呢？

早期文明的数字符号告
诉我们，即使没有零，一样可
以表示很大的数字，只不过
表示方法要复杂一些。

以古埃及为例，1的符号
是一竖，像一根棍子；2的符
号是两竖，像两根棍子；以此
类推，3是三根棍子，4是四
根棍子，5是五根棍子……到
了10，符号变成一道拱形（据
说这个符号是一只踝骨），好
像字母n，又像集合运算符号
里计算交集的∩。然后呢？
11是一道拱加一竖，12是一
道拱加两竖，13是一道拱加
三竖……到了 20，用两道拱
来表示；30是三道拱，40是
四道拱，50是五道拱……100
呢？被写成一个曲里拐弯的
符号，仿佛缺了左下角的 8，
又仿佛头朝上的小蝌蚪。

比100还要大的数字，古
埃 及 人 也 能 写 出 来 ，例 如
1000像一支火炬（也有人说
这是一朵莲花），1万像一根
手指，10万是一只神鸟，100
万是一个单膝跪地、双手投

降、仿佛被这个
巨大数字吓怕
了的人。

古 埃 及 人
如 果 要 写
1023047 这 个
数字，会画一个
受惊吓的人，表
示 100万；再画
两根手指，表示
2万；再画三支
火 炬 ，表 示
3000；再画四个

拱形，表示40；最后画七根棍
子，表示 7。整个数字写出
来，会是这个样子：

古埃及数字是象形符
号，古希腊和古罗马则用字
母表示数字。在古希腊，1被
写成A，2被写成B，3被写成
Γ，4被写成△，5是 E，6是
F，7是 Z，8是 H，9是 θ，10
是I，11是IA，12是IB，13是
IΓ，14是 I△……20被写成
K，21写成 KA，22写成 KB，
23写成 KΓ，100写成 P。如
果想写108，那就是PH，中间
不需要一个表示零的符号。

相对而言，我们对古罗
马数字更加熟悉，生活当中
也能见到它们。在一些钟表
上，从1点钟到12点钟，分别
用Ⅰ、Ⅱ、Ⅲ、Ⅳ、Ⅴ、Ⅵ、Ⅷ、
Ⅶ、Ⅷ、Ⅸ、Ⅹ、Ⅺ、Ⅻ来表
示。而那些稍大一些的数，
会被写成不同的字母或者字
母组合，例如50是L，100是
C，500是 D。古罗马人想记
录一个数字，先看这个数能
不能对应一个现成的字母，
如果不能，那么分解这个数，
把它分解成几个字母。

比如说，要写 100，用一
个字母C就行。要写200，就
得写成CC。写230呢？因为
230等于100+100+30，而30
又等于 10+10+10，100的对
应字母是 C，10的对应字母
是 X，所 以 230被 记 作
CCXXX。再比如 732，可以
分解成 500+100+100+10+
10+10+2，其中 500用 D表
示，100用C表示，10用X，2
用 Ⅱ ，732会 被 写 成 DC-
CXXXⅡ。像这样的数字系
统，记录繁琐，识别易错，计
算之时更加令人头疼（不能
像阿拉伯数字那样将不同数
字的相同数位对应起来，以
便加减乘除），但自始至终都
不需要有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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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报纸杂志上经常出现
一个词“慎独”，不少人不清楚它
的来历和意思。

“慎独”出自《大学?诚意》
篇，原文为：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
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
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
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
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
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
独也。

曾 子 曰 ：“ 十 目 所 视 ，十
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
润 身 ，心 广 体 胖 。 故 君 子 必
诚其意。

在短短的一段话中就两次
出现“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可见

“慎独”是这段话的核心。那么，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词典
的解释为“在独居时能谨慎不
苟”。这个解释不够清晰，令人
费解。

通观上下文就不难看出“慎
独”的含义。小人都是两面派，
表里不如一，人前人后两个样，
在“闲居”没人监督时，啥坏事
都做，然而在君子面前则掩盖
其邪恶，装作一个好人。可是，
小人这种演戏是没有用的，他
们的所作所为，别人都看得一清
二楚。

“慎独”是道德规范，就是表
里如一，人前人后一致，不论
在独处“闲居”时，还是在公众
面前，都能够严于律己，言行
符合道德规范。这就是“君子
的真诚”！

德国人的勤奋和严谨世界
闻名，但德国人对休假的热诚
在 世 界 各 国 中 也 名 列 前 茅
——公司或企业的职工每年
大多能享受4周以上的带薪休
假，而学生则一年中就有半年
在休假。

过去，德国人在假期要么
合家去乡间别墅休息，要么远
赴海外观光，要么下乡住在农
舍里领略田园风光，要么不远
百里千里实现家族成员大团聚
……虽说度假的“内容”五花八
门，但追求却无一例外地是：通
过此类较为轻松的活动来缓解
身躯的疲惫，放松自己终年绷
紧的心弦。

但时下，情况出现了有趣
变化：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
德国人，却将以观光旅游或走
亲访友为中心内容的传统休假
方式称作“消极度假”，而“运动
式休假”是他们推崇的“积极度
假”的新代表，其要义是：以一
种紧张驱逐另一种紧张，换句
话说，即是用紧张的体育活动
促使原本紧张的心境获得大幅
度放松。

为了保证运动和旅游“两
不误”，“准铁人休假”往往并不
设在德国本土，而是在遥远又
风景旖旎的西 班 牙 海 滨 区 。
休假者在教练的指导下，首
先接受为期 2周的体能训练
及游泳、骑车和越野跑技巧
训练，最后完成 400米游泳、
14.6公 里 骑 自 行 车 和 4.2公
里 的“ 准 铁 人 三 项 ”。 凡 是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者都可领
到一枚“准铁人”金质奖章。
这些“准铁人”们透露，虽说
比赛下来个个累得筋疲力尽，
但对自己的能力却更为自信，
精神上也获取了前所未有的满
足感。

驾驶摩托车横穿欧洲大
陆也颇具魅力，总行程可达 1
万公里。此外驾驶摩托车“纵
跨”非洲大陆 的 新 线 也 在 设
计之中，据说要比前者更艰
险也更富刺激，因为途中须
穿 越 猛 兽 出 没 的 广 袤 原始
森林。

骑自行车在火山遍布的兰
萨罗特岛漫游无疑比单调乏
味的环法自行车大赛更令人
心动。度假者称，在呛鼻的火
山烟尘中逆风蹬车，心里担心
着身旁哪座火山随时可能喷
发。这种“心跳的游戏”带来
的欢愉和放松简直难以用语

言形容。
登山运动也使得无数德国

休假者心驰神往。如果“世界
屋脊”使业余登山爱好者望而
生畏，那么他们可另作选择，改
去不那么陡峭崎岖的日本富士
山或中国泰山。

去埃及的金字塔绕着狮身
人面像进行越野跑一定风味独
特。如果想换种东方口味，还
可改去中国长城，沿着蜿蜒的
城墙暴走。

在盛夏，去多山的瑞士或
奥地利乘坐木筏或皮艇飞越
险滩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惊险
享受”；而在严冬，不妨去冰封
千里的阿尔卑斯山参加高山
滑雪。

德国休假者还不忘去中国
学“功夫”，去日本学柔道，去韩
国学空手道，去泰国学泰拳，去
印度学瑜伽，去英国学板球，去
美国学橄榄球，去墨西哥学潜
水……

此外，有些体质极佳又有
运动基础的德国人，则更痴迷
于挑战意味 更 强 的“ 极 端 ”
型“休假式运动”，如参加在
巴西亚马孙丛林举行的“魔
鬼 马 拉 松 ”：全 长 达 254公
里，堪称世上最“艰难漫长”
的赛事。

德国还有一些“休假式运
动”爱好者则钟情于撒哈拉沙
漠中的“非常马拉松”。对他们
来说，穿越危险的流沙区、巨大
的沙丘、蜿蜒的山丘、干涸的河
床等复杂地形并非意味着受
罪，而相反是对自己体力和意
志的极限挑战。没有绿洲，没
有清泉，只有烈日当空、风沙漫
天、呜呜作响的风暴以及一眼
望不到边的龟裂土地。比赛分
为6个赛段，全程250公里，须
在6天内完成。

这种“以紧张攻紧张”并
最终实现舒缓身心压力的休
假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悠
闲度假”的理念，甚至可能显
得荒诞不经，然而的确卓有成
效。据调查，三分之二的德国
休假者承认，在经历了紧张又
狂热的锻炼、训练或比赛之
后，特别在心理上，长期绷紧
的心弦确实都获得了“最大程
度”的放松。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眼下
世界范围的疫情尚未结束，德
国的“休假式运动”爱好者们也
只得耐着性子，期盼着乌云快
快散去。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
句话把蔬菜品类分成两类，一种
是萝卜，一种是青菜，足见萝卜
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
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萝卜。

最早时萝卜叫“菲”，《诗经?
邺风?谷风》中就有“采葑采菲，
无以下体”。这里说的“葑”和

“菲”，指的是两种根茎植物，
“葑”亦叫蔓菁和芜青，就是潮汕
人称的大头菜，而“菲”就是萝
卜。两种根茎植物，叶子很漂
亮，但吃的是下面其貌不扬的根
茎，当根茎成熟时，叶子就呈衰
败之势。

河南邺城的弃妇，就根据两
种根茎植物的生长过程，发出过
这样的感叹：你采蔓菁采萝卜，
不会不要下面的根茎；我如叶子
一样过了花样年华，可你别忘了
我也是有贡献的，没有叶子，何
来根茎？弃妇用葑、菲自喻，指
责丈夫不应“以其颜色之衰，弃
其德音之善”，此解释见朱熹《诗

集传》卷二。古人说话，拐弯抹
角，把萝卜叫“菲”，诗意得很！

萝卜还被叫做“莱菔”“芦
葩”“芦菔”。从唐朝开始，民间
就正式叫“萝卜”了，至于其他
文绉绉的名字，只存在于文人
的诗文中。还是日本人干脆，
把萝卜叫“大根”，直白又好理
解，也不错。

据专家考证，萝卜的原始种
起源于欧、亚温暖海岸的野萝
卜，是世界古老的栽培作物之
一。远在 4500年前，萝卜已成
为埃及的重要食品。

萝卜为半耐寒性蔬菜，吃到
偏辣的萝卜，那是土壤过于干
燥造成的。看到裂开的萝卜也
不要买，那是水分供应不匀的缘
故。黑心萝卜和花心萝卜也没
法吃，那是时旱时涝的结果。

萝卜以土层深厚，土质疏
松，保水、保肥性能良好的沙壤
土为最好，符合以上气候、水分、
土壤条件的地方，出产的萝卜不

会差。广东清远连州城北、新会
涯门镇甜水村的萝卜就是典型
的优质产品，清甜无渣，或炖或
炒，好吃得很！

萝卜带有一点辛辣，尤其是
生萝卜，那是酵素反应，这种反
应会形成挥发性的芥子油。萝
卜酵素大多位于表皮，去皮可缓
和辛辣，烹煮也可使酵素失去活
性，把辛辣味减至最低并带来甜
味。芥子油虽带来不好的味觉
体验，却能增加食欲，帮助消化，
但也带着一个不雅的后果，就是
放屁。

生吃萝卜，不仅容易放屁，
还打嗝，上下一起来，确实有伤
大雅。据汪朗先生考证，清末伺
候慈禧老佛爷的侍女，举止必须
得体，身上不能有异味，打嗝放
屁之类，更是严惩不贷，因为这
个原因，皇宫里少有萝卜。

不过也有反例，据说武则天
年代，洛阳城外菜地产了一个
大约三尺的萝卜，上青下白，

进贡给了武则天，武则天让御
厨们做菜。厨师们用山珍海
味 熬 汤 ，萝 卜 切 成 细 丝 做 成
汤，武则天大呼过瘾，说此萝
卜胜燕窝，此为洛阳燕菜，现
在还在洛阳水席中唱主角，无
他，萝卜丝汤也。

萝卜在民间素有“小人参”
的美称，“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
医生开药方”。一到冬天，萝卜
便成了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常客，
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萝卜营养
丰富，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
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C的含
量比梨高8-10倍。

萝卜的膳食纤维，对身体好
处大大的有。我们追求萝卜清
甜无渣，这个渣，就是膳食纤
维。萝卜老了或者放久的萝卜，
纤维会木质化，影响口感，但正
是这些木质素赋予了萝卜防癌
抗癌的功效。如此看来，有渣的
萝卜又比无渣的萝卜好。

如何处理蔬菜的纤维素，苏

东坡就试验了一番，还研发了一
道“东坡羹”，做法如下：

把大白菜、蔓菁、萝卜、荠
菜 挤 出 汁 ，菜 汁 和 菜 渣 加 点
米，下生姜少许，用油碗盖上，
入锅蒸。这是蒸菜饭，油水都
没有，实在寡淡得很。但苏东
坡却满怀深情赋诗一首，诗名
为《狄 韶 州 煮 蔓 菁 芦 菔 羮一
首》，当是其落魄穷困之时的作
品。从美食角度讲，清汤寡水，
不可能好吃。

萝卜怎么做才好吃，千百年
来研究得颇为透彻。李时珍说萝
卜“可生可熟，可菹可酱，可豉可
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之最
有利益者”。把萝卜的做法大体
罗列了一番。大吃货袁枚推荐了
一种“猪油煮萝卜”，做法如下：

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
之，以极熟为度。临起加葱花，
色如琥珀。

这比东坡羹不知好吃多少
倍！

小区里停着一辆车，前保
险杠是裂开的，右前门是凹
陷的，一块后视镜是碎的，车
身满是划痕，还有一个后胎
似乎在漏气……看这车型并
不旧，该是五年前才上市的
车子。

那天遇上车主，是个中年
人，正在换车胎，备胎还是崭新
的，但他总是套不进，于是我走
过去帮他，顺便为他感叹了一
句：“你这车子要是花个几千元
整修一下，像辆新车。”

中年人自我解嘲：“就是一
个代步车，懒得去管它。三年
前刚买来那阵，天天洗，像伺候
孩子似的……”

想起来我也是如此。几年
前我刚买新车那阵，也是天天
洗，洗一次，车身上就多几条细
微的划痕，于是自己买了磨砂
蜡，慢慢地修复掉。可是现在
呢，满车身都是细细的划痕，我
既没了那份专注，也没办法修
复了。

人一旦对某种东西产生
疲劳和迟钝，就会漠视和疏
离。

我平时代步的还有辆电动
自行车，骑了多年，配件好像散
架了，骑起来很响，也懒得去
修。前几天电池坏了，拖到了
修车铺。我逛了一圈回来取
车，师傅把一辆车推到我面前，
车身上的灰尘洗尽了，一些配
件更换了，像新车一样，真的让
人惊喜不已。

师傅看着我，满有成就感。
想想人的这种疲劳 和 迟

钝感事实上非常可怕，习惯
于接受现状，不愿意做点改

变，而且容易成为一种心态
和情绪，把本来应该美好的
东 西 ，变 得 惨 不 忍 睹 ，甚 至
面目可憎。

七年前我买下现在所住的
房子时，另一楼道的邻居刚结
婚，那女的长得蛮清秀的，打
扮也入时，看看也是赏心悦目
的。可是现在呢，我老是看到
她穿着厚厚的睡衣，拖着棉
鞋 ，披 头 散 发 的 ，一 边 嗑 瓜
子，一边在小区里散步，那个
清洁工阿姨，就在远处朝她翻
白眼。

我总是感叹，要是给自己
拾掇一下，检点一下自己的行
为，小区里岂不是多了一道美
丽女人的风景。

问题是她自己习惯了，她
的家人的感觉也疲劳了。

几年前，我在老家为父母
造了一幢小洋楼，刚搬入新楼
的时候，家里清清爽爽的，现在
回家，三层洋楼里零乱不堪，地
上全是旧鞋子，破旧的衣服这
里一件那里一件，父母就是不
舍得扔，一些农具甚至放到了
客厅里……

有时我看不下去，帮着整
理，他们还会埋怨我，整理后东
西找不到了。他们说，原先的
那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是啊，习惯是一种主导人
的认知和感受的心态，沉迷于
习惯之中，久而久之，就会导
致精神到行为的“疲劳”，连
向往美好的一点小念想也没
有了。

可怕的是，有一天，你可能
是这样的，我可能也是这样的。

而你我却无知无觉。

以一种紧张驱逐另一种紧张

“休假式运动”在德国

车子满是细细划痕……
□陆 地

□若水悠然 采菊西篱

“慎独”是啥意思？ □石毓智

萝卜在民间素有“小人
参”的美称，“冬吃萝卜夏吃
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撰文/供图 李开周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数字中都没有零

先民们如何计算

没
有
零
一
样
记
数
和
计
算

没有“零”

□林卫辉

苏轼和袁枚烹炒的萝卜

�古埃及数字：1到100万

▲古埃及数字：1到100

▲用古埃及数字表示1023407

�古希腊数字与
阿拉伯数字对照表

谁的更好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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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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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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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

零作为数字的历史很晚很
晚才出现，宋朝的数字里没有
零，元朝和明朝的数字里也没
有零。小说家施耐庵生活在
元末明初，他写《水浒传》，写
到梁山泊好汉人数，通常是

“一百八人”或者“一百八员”。
例如该书第七十回，宋江

先打东平府，再打东昌府，回
到山寨，对众弟兄说：“共聚得
一百八员头领，心中甚喜。”

再比如第七十一回，宋江
率领大家在忠义堂对天盟誓，
誓词是这么说的：“宋江鄙猥
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
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
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
八人……”

还有第八十二回，太尉宿
元景回奏：“宋江等军马，俱屯
在新曹门外，听候圣旨。”宋徽
宗说：“寡人久闻梁山泊宋江
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

近现代说书人演绎《水浒
传》，张口闭口“一百零八条好
汉”，这其实是清朝以后才有
的说法，清朝以前只能是“一
百八条好汉”，没那个“零”。
20世纪初，考古人员在甘肃敦
煌千佛洞发现唐朝数学文献
《立成算经》，里面记录钱币数
字 108文，也是写成“一百八
文”，而不是“一百零八文”。

我们必须说明，中国古籍
里并不是没有零，只不过，那
些零的含义与数字无关。它
们有时是“凋零”的零，有时是

“零散”的零，有时是“挂零”的
零。它们可以有“滴落”的意
思，可以有“细碎”的意思，可
以有“附加”的意思，却没有

“一减一等于零，零加零还是
零”的意思。

偌大一个中国，堂堂几千
年文明，怎么就认识不到零也

是一个数字，并且还是一个非
常关键的数字呢？

其实，不只是古代中国没
有数字零，古希腊、古罗马和
古埃及也没有数字零。在任
何一个古典文明时代，一切数
学概念和数学技能都是因为
实际需要，才不得不发明出来
的，而零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
被发明的必要。什么是零？
不就是空无所有吗？每个数
字都被用来计算那些实实在
在的东西，空无所有的东西凭
什么需要数字呢？空无所有
的数字怎么能够进行计算呢？

数字用来描述实有，虚空
之物不需要数字，这是非常朴
素的想法，自自然然，水到渠
成，认识不到零很正常，认识
到应该有零，那才叫稀奇古
怪、异想天开。

清
朝
以
前
数
字
里
都
没
有
零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
书馆所藏水浒画册，标题就
有“百八人像”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