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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论W weipinglun“神童班”叫停的冷思考

星 雨

7 月 12 日，备受关

注的合肥一中“创新人

才班”、合肥八中“资优

生班”被当地教育部门

紧急叫停。当地媒体

的高调宣传一度让外界对这项改革举措

充满了期待，似乎这是回答“钱学森之

问”的现实路径。可是，最终的结局让人

多少有些意外。（7月 15 日《中国青年

报》）

实事求是地看，社会上确实存在一

些智力、悟性超常的孩子。但所谓的“神

童班”是否依旧是依照应试教育的手段

用分数来衡量学生？因为在当下的教育

氛围里，“神童”的标准过于简单粗暴，无

非是考、考、考和分、分、分。

既然两所少年班的创建目标都是为

了冲击中科大少年班，那么且看少年班

的主持者如何看待少年班。原中科大副

校长、现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认为：

“有朝一日，我国有了较为丰富的高等教

育资源，有较为科学合理的高校自主选

拔学生的方式，社会和家长对人才成长

有较为理性的认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

上看，今天少年班的办学模式，我觉得是

没有必要办下去的。”

程艺的这个假设，也得到了朱清时

校长的认同。朱清时表示，如果我们的

高等教育都跟美国一样，少年班确实没

有必要再办了。但中国的现实情况，决

定了少年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它存

在的价值。

由此可以看出少年班在某种程度上

讲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改革。我们的教育

需要改革，故而，合肥两所中学创建的

“神童班”究竟是改革还是应试教育加强

版还需要进一步考量，急吼吼地叫停难

免有棒打一片的遗憾。为什么就不能将

“神童班”当成教育改革的改革成本，给

它们资源和时间，以观后效？

笔者以为，两所“神童班”的“早夭”

还在于神童的这个招牌太过于显眼。神

童一词勾起了万千家长的期望和无数媒

体的关注，由此才使这两个“神童班”树

大招风。这两个神童班的命运和有神童

之誉的宁铂何其相似；素有“中国第一天

才少年”之称的宁铂就在离江西南昌不

远的一座寺院落发出家，并且担任了该

寺佛教学院的讲师。

其实，“神童”的称号本身就是大众

赋予的，并非他们自己的真正意愿，而所

谓的“天才”发展路径同样也是大众所强

加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理性规

划。庄子曾经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我宁可做一个快快乐乐生活在烂

泥塘里面的乌龟，也不希望被人类高高

地供奉在庙堂之上。”如果这两所神童班

没有过早地被放入大众视线内，或许还

能有一线生机。

不过有意思的是，目标明确、直指应

试教育的重点班、实验班却能在各层次

中学中遍地开花、安然无恙，这是不是一

出黑色幽默？

“比如有人来打招呼、递条子，法官理

不理？他不敢不理啊，因为牵涉到他的升

迁、福利甚至家庭。”

——“讲究法治，首先要尊重法院。”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

院讲座教授於兴中建议，法官实行高薪金

和终身制，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他才能

更好地按照公平、公正的标准来判案。这

就是制度设计上的一个保障。

“法院判得太轻。”

——73岁的付达信老人在2008年曾

为入狱养老故意抢劫被抓。法院经审理

判处其2年徒刑，老人终于如愿入狱养

老，但他在宣判时抱怨法院判得太轻。老

人因家穷一辈子没娶亲，年纪大后又干不

了活，入狱前已两年没吃上肉。在监狱

里，老人什么都吃，3个月胖了10斤。

“村里孩子们早上都不吃早饭，一个个瘦

得让人看着都心疼，现在急需：书、本、吃的！”

——河南嵩县义务支教大学生，由于

经费紧张常没菜吃，支教期间他们吃的最

多的是汤面条、汤面加野菜，上不了两节

课都饿得不行，喝水充饥。但当记者问他

们有什么要求时，他们却作了上述回答。

钱兆成

如何认定
中华文明五千年？

《现代汉语词典》不应该回避“剩男”和“剩女”
姜伯静

许斌

日前，专家有话说，说在距今5000年

左右的牛河梁、凌家滩等遗址发现了高

等级贵族的制作精美的随葬玉器，以及

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说明地方的阶层

分化已相当严重，权贵阶层业已形成，并

强调“据此可以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王

权或其雏形，当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不

无可能，这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

言。”（７月15日《京华时报》）

这番“高论”，恐怕令许多人汗颜。

堂堂中国文明，在特定语境中，竟是以王

权、等级制为主要判定依据么？

我个人比较认同历史学家许倬云先

生的观点。许先生有本书，书名是《万古

江河》，副题为“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

开展”。早于5000年前的古人类遗址，彼

时之社会结构已经复杂到相当程度等，

在许先生的书中都有论及，却不被认为

是文明。许先生其实表述得相当清楚，

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商、周是“中国文

化的黎明”。“黎明”，在这里就是开始的

意思。以商、周并列，不仅因为商代有了

成熟的文字系统，使得中国地区有了文

化核心，更因为周人提出了“天命”观念，

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基本特色。所谓

“天命”，就是承认天地间有自然的正义，

有“大道”。所谓“天命所归”，绝不是对

强权的被动承认，谁拳头硬、杀人多就

“天命”归谁，而是“天命”在上，“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谁不践守天地间的正义，无论其一时一

刻的力量多么强大，也必定衰败、崩溃，

化作历史大潮里的一粒尘，被推翻，并遗

臭万年。文明，因此而开启，因此而真正

为文明，因此而浩浩荡荡，如万古江河，

昼夜不息。

此次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许

多大家经常使用的时髦词汇，像“给力”、

“雷人”、“宅男”、“宅女”等等，其中不少都

来自于网络。然而记者观察发现，也并不

是所有的网络热词都被收进了词典，一些

使用频率很高的网友自创词被拒之门外。

（本报今日A2版）

说到《现代汉语词典》，我有必要提一

下《辞海》。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对比一

下 1979 年版、1989 年版、1999 年版、2009 年

版这几版不同的《辞海》，你会发现其内容

有很大变动，有些条目内容消失了，增加了

很多新的条目。以 2009 年版《辞海》为例，

它的自述比 1999 年版增加大约 10%，总条

目比第五版增加 8%，删去条目约 7000 条。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辞海》首先是一部普

及文化、面向大众的工具书，其次它是时代

的见证者。所以，它既要有稳定性，又要兼

顾时代的特色。因为时代的原因，一些新

词要增加，同样因为时代的原因，一些条目

要删去。所以，时代因素是工具书无论如

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辞

海》要定期修正，以期达到工具书与时代记

录者兼而有之的最佳效果。

《辞海》如此，作为更加大众化的《现代

汉语词典》更应该如此，它需要在内容上不

停地补充和淘汰。曾经主持《现代汉语词

典》（新世纪版）编写工作的负责人晁继周

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变迁、进步和丰

富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新词汇的产生其实一直处在一个高

潮中。”这就要求工具书必须要紧跟时代的

脉搏。但是，在紧跟时代的同时，避免出现

谬误更是重中之重。陈望道在主编《辞海》

的过程中曾对各分卷的负责人说：“辞典应

当是典范，百人编、千人看、万人查，因而必

须严肃认真，毫不马虎；必须给人以全面又

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片面、错误的知识，将

遗患无穷，就不能称作‘典范’了。”所以对

“剩男”、“剩女”不能被《现代汉语词典》接受

这个问题，我赞赏《现代汉语词典》编撰者的

谨慎。但问题是，“剩男”和“剩女”更多的是

“中性词”成分，与对未婚男女的歧视并无太

大关系。更何况，“剩男”和“剩女”属于“前

无来者”的词汇，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

的一种社会现象和心理状态，如果不在汉语

进程中加一笔实属遗憾，并且有抹掉社会发

展某一环节的嫌疑。假如说过了十年，“剩

男”和“剩女”现象消失了，我们再次修订《现

代汉语词典》时再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2002年5月《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

有过一个创举，将当时出现的一系列新词

汇用“粉红色”的纸张标注出来，成为美谈，

我感觉那反映了汉语的博大和兼容。今

天，面对“剩男”和“剩女”这些词《现代汉语

词 典》却 有 些

畏 首 畏 尾 了 ，

这未免让人遗

憾。因此在我

看 来 ，涉 及 时

代 特 色 的 问

题，《现代汉语

词 典》还 是 不

回避为好！

浙江杭州城郊一些村庄的村民原以

种菜为生，虽不算富裕，但村庄宁静祥

和。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

后，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的靠打麻将

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很多人因无

度挥霍而返贫。（7月15日《人民日报》）

当前，不少地方对征地补偿还大多是

“一锤子买卖”，普遍缺乏对征地农民正确

的消费和投资引导意识。笔者认为，让农

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

增值的收益，才是化解“拆迁富翁”返贫的

关键所在，这需要政府的政策给力。比

如，实行置换地安置，给予被征地农民相

当数量和质量的土地。这样对于一些以

耕种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农民来说，仍旧可

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实行留地安置，将

部分被征收土地给农民兴办企业、从事经

营活动或引导农民以土地形式入股；实行

社会保险安置，将失地农民转为城市居

民，加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由

社会保险来承担农民的养老问题，等等。

与此同时，要加快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

训。建议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划出

一定比例资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就业

培训，并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为他们再

就业创造条件和提供机会。

徐娟

征地补偿能不能避免
“一锤子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