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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人子弟
还是别开生面？

王贤松

日前，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关注，说的

是初二教师周密用网络语言教授文言文，一

时间引起各方争议。叫好者认为，这是对传

统文言文教法的颠覆，值得鼓励与提倡；斥

责者认为，这种用网络语言做噱头，破坏了

古典文学的意境，是误人子弟的表演秀。

我认为，用网络语言教授文言文，是对

乏味的传统教育方法的改进。效果究竟好

坏，学生最有发言权。据调查，周密老师的

教法深受同学喜爱，课堂上，那种常见的老

师滔滔不绝学生鸦雀无声所谓“填鸭式”应

试教育方式不再，而是老师同学互动频频，

你问我答妙趣横生，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这说明，这种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是得到

同学们的认可与欢迎的，因此值得肯定！

其次，对于学文言文而言，许多人觉得

难度较大。问题在于理解。只有理解内涵，

才能记深背透。周密老师这种新潮教法，融

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和互动性于一体,同

学们很容易“入戏”，当然便于记牢，甚至一辈

子也忘不了。因此，从教学效果来看也是值

得肯定的！

不过,有人担心，过多地滥用网络语言

会带来危害性。会把严谨的治学变成嬉皮

士的闹腾。因为网络语言的随意且极不严

肃，长此以往，会误人子弟。我认为，这种

担心也不无道理，打个比方，网络语言就好

比味精，是起鲜和调剂的作用,不宜滥用过

多，否则不但会倒胃口，还会有害身体。另

外，初二学生从年龄上讲，是否能全面地、

准确地理解和使用网络语言，也值得商

榷。就像有人担心“神马都是浮云”到处乱

用，最后连正确的词汇都忘“爪哇国”去了。

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背诵，美国的教

育是索引。中国的学生是生产车间一个模

子造的，美国的学生是自然衍生出来的，每

个学生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这话虽然有

失偏颇，却也道出了应试教育的危害。我

们的教育方法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用网络语言教授文言文，就是一种教育改

革的有益尝试，是与网络相结合的新时代

产物，比那些用题海战术和填鸭式教育肯

定是明显的进步。中国教育需要创新，用学

生们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在掌握必要的

尺寸与度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实画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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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

显示，有1.8亿单身中国人正在为择偶而忙碌，

七成女性认为男性必须有房才能结婚。

“无房勿扰”，这是多么现实的选择。本

来，婚姻是以感情为首要基础的。但是，当房

子的价格越来越高，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时，

爱情也就变得越来越脆弱。于是，一套房子

成为了恋爱、结婚能力的标签。

虽然，调查的结果是个概率，认定有房才

结婚的不是全部。但当七成女性选择房子作

为结婚的首要条件时，我们还是看到社会的变

化以及观念的变化。所以，女性在结婚时考虑

房子是一种务实的选择。但是，如果更多的女

性为了生活的坚实和稳定，而把房子放在择偶

的前提上，我们只能认同，社会也只能接受。

因为，作为个体，她们必须这样做。

其实，理性地想想，那些把房子放在首

位的女性未必是幸福的。什么是婚姻，谁都

不能说得清楚，但是什么是婚姻中最重要的

东西，每个人都知道，那就是感情。那么，当

众多女性因为现实考虑而把房子放在结婚的

首位时，她们真的会觉得幸福吗？她们的选

择其实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屈从。

此时，社会应该反思，为何要把房子和

爱情作为一道单选题交由女性来选择？所

以，我们不如追问一下现实为何会如此坚硬：

若不是房子的价格高得如此吓人，女孩子们

怎会变得如此“势利”？

“无房勿扰”，爱老公还是爱房产证？
李劭强

涉“黄赌毒”的巡警队长何以黑白通吃？
朱少华

16 日，山西省公安

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破获一起涉黑案件。今

年5月，山西省公安厅成

立“5·6”专案组，对阳泉市以城区公安局

巡警队原队长关建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展开全面侦查工作。经过

半年多的努力，一举打掉了长期盘踞阳泉

的以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王红玉为首

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据12月17日

《北京晨报》）

山西阳泉关建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的团体，似乎很难和传统的黑社会相提并

论。关建军本人是公安局巡警队队长，其

手下产业在阳泉都是响当当的企业，关建军

集团共有小车30余部，其本人更有一辆劳斯莱

斯轿车价值840余万元，估计在阳泉拔了头彩

了。

因此对于关建军这个人不仅老百姓

人人谈“关”色变，就是所有官员包括地方

的主要领导恐怕也不陌生。而关建军行

事从不遮遮掩掩，在阳泉市只要看上眼的

实体便强取豪夺，指挥兄弟们拿着各种凶

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作恶。手下的“花贺

天地”娱乐场所更是藏污纳垢，公然成为

吸毒、色情服务的集中地。更有甚者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关建军不去公安局上

班，就在手下的另一个基地——南苑天露

休闲中心开展巡警队日常工作。这简直

嚣张到极点。

涉黑势力之所以能长久地生存，一是

有官方的保护伞，二是善于隐蔽，有“地下

活动”的经验。但在关建军身上这些几乎

都不需要，一切光明正大，一切都可以在

“阳光下作业”。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聚敛

财物达2.5940亿元，并在北京等地拥有房

产27套，价值1亿多元，其领导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更是集非法买卖爆炸物、非法持有

枪支、非法持有毒品、抢劫、故意伤害、寻衅

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开设赌场、组织

卖淫、破坏生产经营、非法采矿等20多种罪

名合为一身，可谓五毒俱全，十恶不赦。

很难以想象，关建军领导的这么一

股涉黑力量就在地方政府官员的眼皮底

下，晃荡了十年之久。如果说其他部门，

其他官员不知道，最起码公安部门应该知

道吧？关建军不仅在公安部门工作，更是

拉公安局的虎皮做自己的大旗，而且长期

把自己的巡警队搬到了“南苑天露”，这些

难道公安机关都不知道？关建军之所以这

么胆大，那就是他早已经不把阳泉当成一个

政府和社会，而是当成自己任意驰骋的江湖

了。关建军的倒台大快人心，但如果不把这

个江湖彻底捣毁，不把那些官僚与江湖大佬

双重身份的幕后人物一个个清理出来，关建

军就不会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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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城北，山清水秀，这块被誉为龙山

凤水之地孕育了邓石如、陈独秀、邓稼先、严

凤英等许多重要人物。刘文典也是其中一

位，但他长期被历史忽略，即使在知晓他的

人的心目中，也总是一副“狂生”模样。

刘文典（1889～1958年），字叔雅，笔名

刘天民。1909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

发后，满怀激情的他在上海于佑任、邵力子

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

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

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1916年，再次回

国从事高校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

刘文典的确很“狂”。他只看得起学术，

看不起文学。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

对作家出身的沈从文甚有偏见。当联大提升

沈为教授时，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

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

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

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这份“狂”的确很清

高，不过也折射了他高深的学术建树。

刘文典最“狂”之举是怒视权贵。因他

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并不

顺着蒋介石的竿爬个风光显赫的位置，相

反，因为学生运动的事，作为安徽大学校长

的他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

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

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他不甘示弱，

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此举让儒

林为之痛快，一时声名大振。

刘文典的狂还表现在他对社会道德的

淡然，对世俗观念的漠视。他的课堂不拘一

格，有时甚至上到一半改到另外的时间与情

境下再次进行，个性极其张扬。

狂放的刘文典是极具传统士大夫傲骨

的，虽然，因时代弄人他无奈妥协过，但他内

心追逐的永远是一个学人的独立与尊严。

追求独立与尊严的狂放者
周玉冰

江淮掌故
jianghuaizhangguJ 安徽“被争议”历史名人点评之刘文典——

谁会想到，理发时剪下的头发中富含

氨基酸，将其提炼出来以后，再往里兑水

兑盐，就成了市民日常食用的酱油。（12月

17日《城市信报》）

用头发做酱油，听起来就令人作呕，而

且，一些经过浸染的头发中含有致癌物质，

提炼出氨基酸后也就含有大量的化学有害

成分，人食用之后就可能患上癌症等多种

致命疾病，直接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

国家对于酱油等调料中的氨基酸含

量有严格的标准，一些黑心老板为了让调

料中的氨基酸含量达标，便用头发制成氨

基酸液，俗称毛发水。用头发来造酱油，

一是不需要长达几个月的发酵时间，二是

可以大大节约成本。无良商人为了赚钱，

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只算自己的小

账，而把公众健康的大账抛之脑后，真该

严厉打击。

不法商人用头发来制造酱油，也提醒

消费者不可贪图便宜而轻易“打酱油”，对

那些没有明确产地和注册商标的“疑似酱

油”，不但拒绝购买，还应积极举报。在此

过程中，工商、质监等部门应当做到守土

有责，不能作壁上观“打酱油”。

其实，用头发制造酱油并非新闻，几

年前就有，只是风声一紧，生产者便会藏

匿起来，风声一过，又死灰复燃。由于他

们大多处于偏僻的城乡接合部，生产出来

的产品也主要销往农村集镇以及城乡接

合区域，给查处和打击带来一定难度。但

只要有关部门本着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

精神，从源头抓起，监控住头发销路，一定

能发现蛛丝马迹，再顺藤摸瓜，找到制假

窝点，重拳出击，绝不给不法商人以可乘

之机，从而还消费者一个健康的市场和放

心的产品。

头发造酱油，监管部门不能“打酱油”
叶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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