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3年6月10日 星期六
编辑/江亚萍 组版/李 静 校对/陈文彪 03博物大观

家庭是社

会的基本细胞，

是 亲 情 维 系 、

道 德 养 成 、价

值观念形成的

平台纽带。家

庭和睦则社会

安 定 ，家 庭 幸

福 则 社 会 祥

和 ，家 庭 文 明

则 社 会 文 明 。

“家”字的下面

为 啥 是 头 猪 ？

“家庭”一词，最早出自《后汉书·郑均传》:“均好义笃实，养

寡嫂孤儿，恩礼敦至。常称疾家庭，不应州郡辟召。”这里

的“家庭”是“家中”的意思。

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家”这个字。上部是一座房子的

造型，下部则是一头简化的猪，意思是“房里养猪即为家”。

这个字的结构，原来早在3000多年前就基本确定了。

“家”字的下面为啥是头猪？这就反映出古人造字的智

慧。与牛羊不同，猪是圈养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生

猪便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所以“家”的本义，就是指蓄养

有生猪的稳定居所，这也反映出我们祖先农耕文明时期的

定居生活。

“家”这个字，其实就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

一个美满的家庭中，父母、孩子和伴侣都是不可或缺的。

不知你是否发现，一个人无论年龄多大，无论看起来多

么顶天立地，无论是否已成家立业，只要父母健在，他们就

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就可以感受到来自父母最无私、最

深沉、最厚重的爱。老舍先生曾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

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

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

里是安定的。”有人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

只剩归途。所以，请善待你的父母，因为有他们在，你的奋斗

和努力才更有意义和价值。

有妈妈说，带孩子劳神伤财，又伤筋动骨，尤其在辅导作

业时；有妈妈说，有了孩子，从此就有了始终割舍不断的牵挂

和担心；还有妈妈说，有孩子之后，失去了很多自由，失去了

许多潇洒的底气，甚至还为他忍受过许多无奈和委屈……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那么需要孩子呢？

我们需要孩子，需要他们帮我们找回童心，找回好奇心，

找回最单纯的快乐和初心；我们需要孩子，因为他们可以成

为我们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能找

到人生的安慰和支撑；我们需要孩子，因为无论我们对他们

如何，哪怕偶尔生气争执，在他们的心里，父母永远是他们最

爱的人。

有人曾说，孩子经常不知道，父母有多么爱他们。其实，

父母可能也常常不知道，你的孩子究竟有多爱你。

网上有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你才更懂得伴侣的重要

性？有个高赞的回答说：在升职后踌躇满志却无人倾诉时，

在良辰美景却无人分享时，在生病了急需一杯温开水时，在

人生低谷最需要陪伴和鼓励时。其实，即使你的另一半再完

美，生活中都会有许多矛盾，需要互相包容、理解和体谅。于

大多数人而言，婚姻是一种风雨同舟的担当，是一份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的承诺，也是一种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

黄昏的平淡相守。看过这样一句话：“婚姻的纽带，不是孩

子，不是金钱，而是精神的共同成长。”在你最无助和软弱的

时候，在你最沮丧和落魄的时候，有一个人扳直你的脊梁，要

求你坚强，并陪伴你左右，共同面对风风雨雨。

因为家是我们身心的港湾，是我们人生的支撑点，更是

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满足和快乐。因为有父母在，我们才会感

到更加安心和坦然；因为有孩子在，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丰

富多彩；因为有伴侣在，前行的道路才不再感到孤单。

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也是我们拼搏奋斗的

最初动力，更是我们生命中最强的盔甲和最柔的软肋。

来源：人民日报

冰窖

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有冰啊！所以古

人为了保存冰，就出现了冰窖。冬天结冰时，将

天然冰凿出来，储存到挖好的地窖里，这活脱脱

就是一个天然的低温储存室。据考证，在周朝

时，朝廷甚至还专门设立了“凌人”这种官职，专

门负责取冰、用冰等事宜。《周礼》中曾记载：“有

冰人，掌斩冰、淇凌。”注云：凌，冰室也。

在《诗经·七月》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

三之日纳于凌阴。”其中凌阴指的就是“冰窖”。

但冰窖的形成，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只

有王公贵族能够享有“冰”的待遇。因此这种储

存食物的方法，平民百姓也学不来、没条件学。

普通老百姓仿照冰窖来了个低配版——地窖。

冬天将收获的萝卜、白菜等食物放进地窖内，地

窖内放一大桶水，利用水的比热容效应，食物可

以保存至来年开春。这种接地气的方法，我国

东北地区现在仍在使用。

制冰

每年大寒季节，官吏带领下属到冰冻河上凿

采，再将冰块运送到冰窖里，用新鲜稻草和芦席做

铺垫，将冰放铺垫上后，覆盖稻糠、树叶等隔温材

料，密封窖口，待来年享用。另外，在唐朝末年，人

们生产火药开采硝石时发现，硝石溶解于水时会

吸收大量热量，使水温降低，甚至结冰。于是，在

大盆里加水，再放一个装水的小盆在大盆里，然后

往大盆里加入硝石，小盆里的水就会结成冰。

冰鉴

这个是现代冰箱的始祖。冰鉴是古代暑天

用来盛冰，并置食物于其中的容器。冰鉴箱体

两侧设提环，顶上有盖板，上开双孔，既是把手，

又是冷气散发口。《周礼·天官·凌人》：“祭祀供

冰鉴。”可见周代当时已有原始的冰箱，只是冰

并不是一年里时时都有，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

冰可谓弥足珍贵。

具体方法是将冰块放在一个木制或青铜制作

的箱子里。功能明确，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

气，使室内凉爽。不过冰鉴的使用阶层多为皇宫

贵族或是王侯将相，普通老百姓基本用不上。

水井

用不上高级玩意，冷水总是有的！夏天的时

候，古人把食物放进木桶里，然后把木桶吊进水井

里，让木桶的一半沉入水里，再盖上井盖。夏天的

井水一般在20℃左右，这个温度远低于炙热的气

温，剩饭剩菜保存一个晚上还是没问题的，偶尔冰

镇一个西瓜也是可以的。直到今天，在一些水质

清澈的溪流里，人们依旧喜欢将啤酒、饮料、西瓜

等消暑食物放进清冽的水中进行“冰镇”。

食物加工

当前面几种条件都不满足的时候，还有一种

办法也可以延长食物保存期，那就是对食物进行

加工，比如：脱水、熏制、腌制、泡制等等……

总而言之，不能改变世界，那就改变自己！

不过，这些办法只能是保存，而不是保鲜了。后

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道光十四年（1834

年），第一台现代意义的压缩式制冷装置成功

被发明出来，人类开始逐渐进入电冰箱时代。

冰箱的出现终结了皇亲贵族吃“新鲜”事物的

专利，老百姓也终于不用购买冰块或是用什么

土办法来保鲜了。 据大象新闻 河南卫视

看中国吃货的保鲜进化史

不知不觉，六月已经开始了，随着夏日

一天天临近，食物保鲜可是必不可少的。现

在我们常用冰箱保鲜，那么在冰箱发明出来

之前，老祖宗们都有什么保鲜方法呢？

“家”字的下面为啥是头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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