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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家

发烧本身是一种疾病吗？把烧
退了就能把病治好吗？如果我们都
能了解有关发烧的基本常识，很多
医患纠纷就能避免，滥用输液的现
象也能减少很多。

发烧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之一，是人体在调动免疫系统对
抗疾病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
症状，因此发烧不完全是件坏事
儿。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发烧，

体温的高低与疾病的严重程度也
不一定成正比。个人的体质不同，
体温调节的敏感度也会不同，有的
人轻微感冒就可能烧很高，有的人
即使严重感染了也不见得有很高
的体温。这里说的“感染”可能是
病毒感染，也可能是细菌等其他
病原体感染。

单纯退烧只是缓解发烧这一症
状，不能治疗引起发烧的感染本身，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治标不治本”，
要想彻底治愈疾病得针对造成感染
的病原体本身。普通感冒，反复发
烧三四天很常见，吃退烧药就能退
烧，几小时后体温再次升高，这是正
常现象。

我们有自己的免疫系统，如果
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完全可
以把普通感冒病毒从身体里清除出
去。只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和普通感
冒病毒作斗争需要一个练兵的过
程，不是一看到病毒进入身体就能
把它清剿，而是要先花一两天的时
间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然后花一
两天的时间产生特异性的抗体有针
对性地把病毒清剿，所以普通感冒
有时会伴有三四天的反复发烧。

另外，在这场免疫系统与普通
感冒病毒作战的战役中，将病毒赶
走后清理战场（即咳出呼吸道分泌
物以及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则

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患普通感冒
后咳嗽两周左右也是正常的。

由于很多人缺乏对发烧这一症
状的常识性认识，这就给滥用激素
提供了市场。人们在就医时常常对
医生说“我没时间养病，我不能休
息，我得把烧快点压下去”。不少医
生为迎合病人的这一需求，就会给
病人输注激素强行退烧。于是，地
塞米松被当作退烧药加入输液中便
成了十分普遍的现象。

实际上，地塞米松不是退烧药，
它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也就是
老百姓常说的激素。激素能起到抑
制免疫的作用，免疫系统不工作了，
烧也就退了，但它同时阻碍了人体
自身对抗疾病，使得病菌趁机生长
繁殖引发新的感染。也就是说，使
用地塞米松容易使人的体质变差，
可能导致严重感染。

此外，强行退烧会使体温骤降，
大量出汗容易导致虚脱，进而容易
损伤肾脏。因此退烧不能指望速战
速决，更不能滥用激素，这在官方的
文件中也有体现。2011年我国卫生
部颁布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临床
应用指导原则》明确指出，单纯以退
热和止痛为目的使用糖皮质激素，
特别是在感染性疾病中以退热和止
痛为目的而使用糖皮质激素，属于
滥用药物。

跟老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君主
无为。君主无为，理由有三。

首先，君无为，才尊贵。韩非说，
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
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
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
上。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
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
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
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
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
像群臣那样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
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一个国
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
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
件都不做。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
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

最后，君无为，才安全。如果君
主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不置可否，
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
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
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
君无为乎上，群臣竦（悚）惧于下”。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权谋是
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
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
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
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
是弱势群体的代表。

韩非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
着强势的一方。只有中央集权，君主
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
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集权，是
无为的保障。

占据“权力中心”的，是中央集
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
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
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
权的国家，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
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
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
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
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
净”，也很“单纯”。

显然，这是一种专制，然而这种
专制又是无为的。这不仅因为最高
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还因
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治”。
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寄治乱于法
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也就是说，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
君主即便专制，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人不治，法来治；不专制，法
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叫作“法家”的原
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
原因，必须从长计议。但可以肯定的
是，韩非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制度
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
所，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这就叫“圣人执要，四方
来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蚁社会”。
没错。四体不勤、大腹便便还稳

坐中央的君主，是蜂王或蚁后；那些
什么想法都没有，只知道按照法定
程序做贡献的臣民，是工蜂和工蚁。

这样的社会，只有墨家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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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好友聚会，喝酒应酬在所难免，不少人热衷于吃解
酒药。然而，专家表示，解酒药并不靠谱，甚至可能对身体产
生危害。所谓的“解酒药”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药品？记者在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上查询发现，在淘宝网
上销量排名前十的解酒药，均无任何药品或保健食品注册
信息。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郭红表示，目
前市面上热销的解酒药并不靠谱，还有可能对身体产生较
大的毒副作用，“目前还没有一种解酒产品，服用后能防御
或阻断酒精产生的副作用”。郭红认为：目前市场上的解酒
药有化学药物、中药制剂两种，在未经临床验证的情况下，
化学药物和中药制剂在解酒的同时，都会对肝脏、肾脏造成
代谢负担，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据《解放日报》）

康文话健健

杨绛：见利不争寿自高。出生于1911年7月17日的杨
绛，今年将度过103岁寿辰。有人赞扬她是著名作家，她说：

“没有这份野心。”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
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
和钟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杨绛说：“我
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当客厅，但每
间屋子里都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不争、低
调、简朴，这就是杨绛先生的真实生活。

启功：从不温习烦恼。启功是著名书画家，享年93岁。
启功先生坎坷半生，被划为右派，遭遇“文革”，晚年丧妻，最
终彻悟人生，宠辱不惊。他的助手曾问他：“经历了这么多，
您为什么还这么乐观？”他答道：“我从不温习烦恼。”他曾这
样自叙生平：“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
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
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
跷，像博学多闻见识超。”正是启功先生这种谦恭温和、不故
步自封、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性格，使他得以长寿。

郑逸梅：不比为贵。郑逸梅是我国文史掌故大家，一生
为报纸副刊写的随笔、趣闻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被誉为

“补白大王”。老先生生前的座右铭是4个字：不比为贵。他
说：“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自感不贫不贱，
就能常处乐境，于身心有益。”正因为有这种良好的心态，尽
管一生充满坎坷，他却始终保持坦然、乐观、淡定的精神，活
到了98岁。 （据《养生保健指南》）

文坛寿星的长寿之道

国内一家权威卫生机构调研发
现，家用套筒洗衣机细菌超标率高达
81%，其中霉菌检出率60%，大肠菌群
检出率高达 100%，套筒洗衣机平均
检出的细菌数达每毫升13692个。在
该机构对上海的128台全自动波轮洗
衣机进行的抽样检测中，有70台洗衣
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霉菌同时出
现超标。

洗衣机内为什么会藏匿如此多的
病菌呢？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专家
卢祖洵说，在洗衣机的内外筒之间有
一个夹层，洗衣时，水在夹层里来回流
动。用久了，其间就附着了大量水垢、
衣物纤维、人体有机物以及衣物带入
的灰尘和细菌。随着洗衣服次数的增
加，污物和病菌也随之增加。这些脏
东西在潮湿的环境中繁殖、发酵，下次
洗衣时会被带入水中，对衣物造成“二
次污染”。

洗衣机夹层
附着大量污垢病菌 卢祖洵说，洗衣机作为家用电器，

间接与人体接触，应该经常清洗。最
常见的清洗方法就是使用专用清洗
剂，在不加入衣物的情况下空洗，即洗
涤、浸泡、漂洗。专用清洗剂在大超市
都有卖，每次用1至2包。每俩月清洗
一次为佳，换季或洗衣频繁时适当增

加清洗次数。
虽然洗衣机里的霉菌对女性威

胁较大，易致霉菌性阴道炎等病，但
霉菌有四怕：怕光、怕氧、怕冷、怕干
燥。针对霉菌的四大弱点，我们可
以采取有效的防霉措施：一是将洗
干净的衣服放在阳光下曝晒，让紫

外线杀死霉菌；二是将洗衣机放在
通风条件较好的位置；三是洗完衣
物后，揭开洗衣机的盖子，保持内部
干燥，霉菌也难以生长；四是霉菌在
偏碱性环境中无法繁殖，用碱性洗
衣液（粉）洗衣服对杀死霉菌有一定
效果。

洗衣机应每俩月清洗一次

皮肤科专家提醒：洗衣机里残留的
霉菌除可致霉菌性阴道炎外，还会引起
脚癣、手癣等多种皮肤病。

为避免洗衣机中的霉菌对皮肤

造 成 伤 害 ，可 以 采 取 以 下 措 施 ：用
50℃左右的热水洗衣服，使用烘干
机，以高温杀死霉菌；使用带有杀菌
功能的洗衣粉；把袜子、外衣与内衣

分开洗涤；不要长时间浸泡衣服，洗
完后尽快在阳光下晾晒；及时清理过
滤网袋里的垃圾。做好这些可在较
大程度上避免霉菌生长。

用50℃左右的热水杀霉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医师田斌群说，我们的外衣上可能沾染
各种病菌，如果将内衣简单地扔进洗衣

机，就有可能染上经接触传染的生殖器
疾病和其他皮肤病。他建议不要用洗
衣机洗内衣，因为即便使用杀菌洗衣粉

也很难保证洗衣机里无菌，所以与人体
关键部位接触的内衣最好手洗。

（据《现代健康报》）

最好别用洗衣机洗内衣

解酒药不靠谱
甚至加重代谢负担

★作者：蒋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继《蒋勋说唐诗》《蒋勋说宋词》之后，蒋勋全面系统梳
理中国文学脉络，以美学视角诠释从先秦到现代近 3000
年的中国文学之美。在书中，蒋勋凭借深厚的美学功底
及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用平实的语言将《诗经》《楚
辞》以及汉朝和魏晋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娓娓道来，以古典
文学特有的意境，观照当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帮助大家回
归心中的田园。

《物语三千：复活平民的历史》

★作者：沈继光 高萍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将镜头对准那些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琐碎物
件：褡裢、火镰、鞋拔子、烟丝袋、煤油灯、犁、耙、锄、石磨、
碾子等，拍摄了 1200 多幅图片。本书选取其中 420 多幅老
物件照片和 13 万字的图片说明及随笔感言，以此记录一种
不能复现的生存形态及生活方式。“收复人类的生活，成为
人类的遗产”，读者可透过具体的物的历史，切实感受到生
活的质地。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作者：厉以宁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厉以宁教授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本书以产权改革为核心，讨
论了土地确权、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民营企业的产权维护、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城镇化、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社会资本的创造等问题；总结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的
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和
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阐明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从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

洗衣机，真的好脏
每俩月，最好清洗
内衣手洗更健康

夹层内附着大量污垢病菌——

到了年终大清洗的时候，家里的洗衣机忙个不停，窗
帘、沙发套、被罩等大件物品以及家人衣物，放进洗衣机里，
插上电源，按下按钮，然后选择程序，就万事大吉了。大多
数人不曾想过，洗衣机洗的衣物真的干净吗？

最近，有媒体通过实验验证洗衣机的脏污程度，当他们
把洗衣机套筒拆开时，“惊人的内幕”呈现在眼前：许多黑泥
一样的东西，黏黏地糊在套筒上。原来，洗衣机这么脏！专
家提醒，洗衣机应每俩月清洗一次，内衣手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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