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评：用哈利·波特来教

遗传学，确实是让人无法理

解的“潮课”。这就好比通

过《西游记》来研究孙悟空

和猴子的遗传关系。小说

写得再形象，也属于作家的

想象，即便作家有相应的遗

传常识，也很难作为科学的

研究对象。因为这会让学

生 混 淆 科 学 与 想 象 的 界

限。可以研究真实历史人

物的遗传基因，比如孙中山

或袁世凯，但以小说主人公

作为吸引学生的方式，总让

人感到不伦不类。虽然我

不赞同灌输和填鸭式的教

育方式，但对这类稀奇古怪

的“潮课”也无法认同。

选修潮课风靡高校
元旦前后，恰逢广东各

大高校“选课季”。一门名为

《哈利·波特与遗传学》的选

修课悄悄在微博走红，被誉

为“神级选修课”。纵览近年

来全国各大高校雨后春笋般

开设的选修课，《三国杀攻略

教程》、《爱情心理学》、《心理

应激微反应》……在国外，这

类“潮课”风靡已久，“魔法

课 ”、“ 僵 尸 课 ”、“ 爬 树

课”……怪招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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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词典

文化速写

传世《尚书》原来系“伪书”？

点评：看到这个新闻想

笑，古文《尚书》是伪书，明

清之时学界就有定论，根本

无需“清华简”来证明。即

便是伪书，因对历代学术产

生过重大影响，依然有它的

经典价值。真正值得辨别

的倒是这些“清华简”的真

伪，因为从发现到清华校友

捐赠，时间极短，而且根本

无法考证它的来源。对清

华来说，眼下关键是让更多

专家参与“清华简”的鉴定，

学界对“清华简”的真伪早

有很多质疑。

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

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

存在真伪之争。在清华大

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

看到失传多年《尚书》的真

正原貌，确系“伪书”。

秦代原有的《尚书》抄本

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

书写。将“清华简”的文章与

传世《尚书》相比较，很多篇

章都不相同，证明是后人编

造。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

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

确的，这也为多年来古文《尚

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特约点评人

胡谈乱侃

童话教孩子保命
“太现实”？

郑渊洁新书《皮皮鲁送你100

条命》里教给小孩子们“保命100

条”。此书一出版即受到追捧，但

有家长也表示，“100条”里有的说

得比较绝对，其实就是教孩子不

要太相信别人，还有的则显得有

点“小残酷”。

有关郑渊洁童话的“成人化”

倾向，近年引起了不少讨论。而

围绕《皮皮鲁送你100条命》几乎

所有的议论基本上还是对于孩子

的告诫是否“过于现实”。郑渊洁

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会把孩子教

坏，反而是家长应该以身作则。

@Liam：过早读太多的书反

倒不利于小孩成长，最好是先想

后读。

@妮妮：童话充满着想象力，

当下孩子最缺乏的也正是这个。

被动阅读充斥着各个层面，心中

的那片净土还在吗？

@许大仙：这不等于让孩子

唯唯诺诺，又不听老师的话吗？

自诊族
随着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都

市人的健康常亮红灯。由于网络

方便快捷，不少年轻人便“上网自

诊”，由于部分年轻人的热捧，许

多医药网站纷纷推出时下较为盛

行的“网上自诊”服务。并按照网

上提供的治疗方法，自我医治。

如今，“自诊族”越来越多，近

九成网友承认自己患上“搜索依

赖症”。专家提醒，“网上自诊”

虽然快捷方便，但终究不能代替

医生当面诊疗，因为不科学，“误

诊”率高，有可能留下疾病隐患，

甚至带来生命危险。网络的虚拟

性也会给“自诊族”带来求医问药

的诚信风险，比如网上搜索出的

有些是不专业的医药网站和一些

个人提供的信息，让缺乏医疗知

识的患者很难分辨其真实性。

都市冷感族
在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喜欢看四格漫画，喜欢说冷笑

话，开口必“冷”的一族人。他们

从爱说冷笑话起家，一路搜寻最

冷的笑话，并且把这些笑点融入

了自己的DNA。凡事都能透过现

象看本质，找到最冷的一面。喜

欢玩无厘头的游戏，说起“谁比谁

更冷”的话题，他们倒是显示出热

情。

除了笑点很冷以外，“都市冷

感族”还有另一种特性——个性

里总有让人捉摸不透的冷淡，他

们不是为了装酷或者内心冷漠，

而是习惯了用淡漠的表情伪装内

心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慢慢接

触“都市冷感族”，你才会发现他

们个性里也有热情、暖心的一面。

作家维权联盟向苹果索赔千万

点评：一方面，网络期盼

实现公众在数字时代知识

共享的自由，另一方面，对

很多著作权人构成了权利

伤害。网络知识的共享概

念和眼下著作权保护模式

都需要反思，如何选择一种

恰当的方式，即能保证网络

信息共享，又能让著作权的

利益受到一定保障，这是整

个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考虑的

问题。当然，只有在出现大

量类似作家维权联盟和苹果

公司的侵权官司，人们才可

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边界。

日前，作家维权联盟对

外透露，其诉苹果公司侵权

一事已正式立案。此次维

权涉及沧月、慕容雪村等 9

位作家的37部作品，索赔金

额共计1191万元。

在苹果商城上，一些作

品被盗版使用，供iPhone手

机用户下载阅读。去年，作

家维权联盟曾向苹果公司

发出律师函，要求苹果公司

停止侵权、删除盗版作品、

赔偿损失，但遭拒绝。作家

维权联盟一纸诉状将苹果

公司告上法庭。

拍出1.4亿的“千字文”是假的？

点评：我当然相信专业

博物馆的判断。对像宋徽宗

这样的经典藏品，如果是真

迹，历史上一定留有记录，只

有极少可能从民间突然冒出

一件绝世藏品。对古董来

说，物件的作假、作伪很简

单，但在来源和身世上造假，

却很艰难。这类赝品之所以

能在拍卖市场上成交，显然

是拍卖行的“明知故犯”。造

假者和拍卖行敢以身试法，

也是因为大陆法律对此类行

为并无相应的惩罚措施。这

是赝品大行其道的根源。

日前，一件宋徽宗瘦金

《千字文》书法作品拍出了

1.4亿元天价。然而，时隔仅

一日，便有人质疑这件书法

作品的真伪。质疑者是收

藏有宋徽宗《千字文》唯一

真迹的上海博物馆！

有报道称，上海博物馆

方面表示，目前存世的宋

徽宗瘦金体《千字文》只有

一 件 ，收 藏 于 上 海 博 物

馆。拍卖方坚称“上海博

物馆的藏品是手卷，我们

的拍品是册页，是完全不

同的形式。”

范曾诉郭庆祥案维持原判
画家范曾诉郭庆祥名誉

侵权一案近日二审结束，法

院驳回了郭庆祥的上诉，维

持对郭庆祥依然维持书面

道歉和7万元赔偿的原判。

郭庆祥曾在《文汇报》鉴藏

版争鸣专栏发表《艺术家还

是要凭作品说话》的署名文

章，对范曾的“流水线”作画

提出未点名的批评。

终审的判决并未给这个

大案画上一个句号。郭庆祥

举行媒体见面会，对终审判决

书提出诸多质疑，称这是“流

水线作业”打败了艺术批评。

点评：如果让我用一句

话来评价，我只能说，这是

一个让艺术与法律双重蒙

羞的判决。郭庆祥的文章

在我看来，写得理性平和，

批评的不过是艺术界流行

的市场意识与包装手段。

范曾的“流水线画法”，如果

成为一种艺术常态或价格

极高，就可能损害到真正的

艺术精神和艺术市场。在

这种案例中，如果不保护民

众的知情权和批评权，真正

受损害的就可能是那些收

藏家与整个艺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