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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谈起中国教育，我

想很多人都会说出“我不原

谅”四个字。不和西方教育

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认

识到“君子不器”。这里“器”

指的是器具、工具，意思是把

人的教育与工具性知识分

开。而今天中国教育的本

质，就是要把人教育成工具，

一方面它只重视技术教育，

将知识视为工具，用知识灌

输取代对知识的发现与创

新。另一方面，它忽视人格

教育，强化的是对权威和权

力的服从和接受，将绝大多

数学生培养成了对权力驯服

的工具。这种将人矮化成工

具的教育理念，不仅形成对

人格的异化，让工具凌驾于

精神之上，更使得崇尚个体

尊严和理性质疑的现代社会

精神，失去生长的土壤。90

后都开始出书反思教育了，

我们的教育界呢？

90后出书批评中国教育
人大学生钟道然近日出

版《我不原谅》一书，对于中

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批评

和反思。易中天在博客中

贴出自己为该书所写的序，

称“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

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

是一个奇迹！”绝大多数网

友都对易中天表示支持。

文化速写

郭敬明文章被批错字多

点评：《咬文嚼字》咬到

了作家博客，显然有点过

了。博客写作与正规出版

物不同，并无三审三校，临

屏写作极易混淆某些字形，

有差错属于常态。因此，推

导出一个作家对“语言文字

缺乏敬畏心”，显然逻辑不

周严。作家比的主要是创

造力和想象力，能否规范使

用字词倒在其次。攻其一

点而不及其余，并归类为某

代作家的基础贫乏，我看这

种思维方式比不规范使用

文字还要可怕。

今年，《咬文嚼字》发起

“围观名家博客”活动。而

近日遭到“咬嚼”的“80 后”

作家郭敬明，则被语言文字

专家批评“运用语言文字的

态度很随意，低级差错不

少，对语言文字缺乏敬畏之

心。”有专家认为，这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部分“80 后”作

家的缺陷和不足，即创作思

维活跃但语言文字粗糙，相

关知识比较贫乏。

特约点评人

胡谈乱侃

10元小说能否赢得市场？

点评：从 1980 年成长起

来 的 人 ，都 记 得“ 五 角 丛

书”、“新知文库”这些低定

价丛书。一个正常的图书

市场，本来就应当有高中低

的价格分区，来满足不同的

读者群。我看国家最重要

的文化战略，就是如何让一

些文化基金通过资助出版

的方式，来降低部分图书的

定价。因为提高民众文化

素质最主要的渠道，还是读

书。图书的定价低了，至少

是减少人们购买障碍的一

种途径。

日前“新武侠”代表作

家步非烟等青年作家集体

推出10元小说系列，降低消

费者阅读的成本。参与 10

元小说计划的还包括可蕊、

饭卡、章无计、璃砂翎音、范

小岛、蓝色狮、小椴、白饭如

霜等网络作家。如此大规

模的小说作品组团“降价”，

在国内尚属首次。10 元小

说能否赢得市场，也受到了

业内质疑。

民国幼稚园老课本将上市

点评：民国老课本的走

红，暴露的正是今天新课本

的缺陷。这些老课本浸润

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念，注重对学生日常伦理的

熏陶。这些老课本，对当代

教育是有启示意义的。因

为中国当下的教材多是在

“科技兴国”的时代编制的，

虽说后来经过多次改革，这

个指导思想没变，导致整个

课程设置重理科教育、轻人

文教育。如何改革我们的

课程设置，应当成为当下教

育界认真面对的问题。

近日，一套“民国幼稚园

老课本”吸引了人们的眼

球，不仅仅是因为它延续了

近两年来的民国风，更是因

为它将阅读人群定位在了

幼稚园。翻看其中的剪贴

画、故事、儿歌，都让人能找

到曾经的童年。“民国幼稚

园老课本”将在2月中旬左

右上市，第一次将推出 10

本，剩下的在将来还会陆续

推出。

拆除梁林旧居单位被罚50万
2 月 9 日，北京市文物

局与东城区政府联合发布

了对梁林故居被拆事件的

调查进展情况。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六十六条“擅自迁移、拆除不

可移动文物的，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拟

处以开发单位最高额度的

罚款50万元，同时责令其恢

复所拆除旧居建筑原状。

点评：一直致力老北京

城保护的梁思成、林徽因，

故居竟被“维修性拆除”了，

这大概是此事件最具嘲讽

之处。房地产商敢冒天下

之大不韪，拆除已被认定的

文物，无非是对相关法规早

了如指掌，并不担心拆除带

来法律风险。一面破坏有

文化与历史底蕴的文物，一

面却大量仿制各类拙劣的

古建赝品。记得爱伦堡赞

美巴黎时说过，巴黎不是按

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

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这

使 它 成 为 一 座 奇 妙 的 城

市。这样的城市观，值得国

人重新思考。

城市词典

圣斗士“复活”了
圣斗士“复活”了，星矢“退居

二线”了。人气动画《圣斗士星

矢》的新篇千呼万唤始出来，时隔

23 年将以全新角色全新故事回

归，于今年4月登陆日本荧屏，新

篇最大的不同是星矢不再是“一

号”，而是作为黄金圣斗士登场，

新的主人公是天马座青铜圣斗士

光牙。《圣斗士星矢》再度出新，让

粉丝们激动不已。

@白鸟：我十分敬仰圣斗士，

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也与喜欢冰

河有关。我过马路走横道线时，

从来不踩白色的线，我觉得这是

对冰河的不敬，因为白色是白鸟

座的象征，冰河就是白鸟座的。

@马期门：小时候玩真人版

的圣斗士星矢，大孩子带着当黄

金圣斗士，我们一群小孩当青铜

圣斗士，我每次都选紫龙，因为他

有着中国元素。

龙英文名正名“long”
获赞同

将“dragon”改为“long”。数

十万网民通过投票留言，支持为

中华龙英文名正名，希望能准确

传递出中华龙的威严与庄重。此

前 ，“ 龙 ”的 英 文 翻 译 一 直 为

“dragon”，按 照 英 文 理 解 ，

“dragon”表示的龙比较凶狠，但

中文“龙”所代表的是威严和庄

重，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使得中华

龙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擦肩而过。

@隔壁虎豹：一直认为中国

龙的英文，翻译成 dragon 是不准

确的，不如直接用“long”表示，就

像功夫翻译用拼音那样才准确。

@汉声：中华龙的精神是自

强不息、团结、和谐、仁善，这与西

方常见之恶龙形象大不同。

雅特士
雅特士，英文“yetties”，是基

于 IT的白领阶层。当然，扩而大

之，也可以包括所有高新技术领

域的工程技术人员，浑身电子味

的新人类。随着“e时代”的呼啸

而来，高新技术的浪潮惊涛拍岸，

那些曾被忽略的雅特士越来越吸

引人们的注意力，他们已成为 E

时代的时尚代言人。

但他们依然留恋于轻松随意

的校园范儿，比如卡其布裤子、棉

质T恤、套头羊毛衫、海军蓝外套

……看上去就像“逃课的大学生”

一样。即使穿西装，雅特士也不

喜欢打领带。雅特士不但喜欢不

打领带的“星期五便装”，而且还

流行不用系鞋带的软底皮便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