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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模拟考古基地启动
中国首个模拟考古基

地本月 17 日在陕西汉阳陵

博物馆启动，旨在揭开考

古专业的神秘面纱，通过

公众与文物进行“零距离”

接触的形式，让更多有关

考古的场景与细节变成公

共记忆。该基地占地面积

1200 平方米，模拟考古探

方有外葬坑、建筑遗址、墓

葬 三 大 类 五 种 共 8 个 探

方。

点评：让民众与文物“零

距离”接触，让考古的场景

与细节成为公共记忆，本身

就是考古的价值所在。考

古寻找的是一个社会的记

忆，搜寻的是那些人类已经

失忆的部分，这部分记忆只

有进入公众的公共记忆，考

古与文物的价值才能彰显

出来。如果考古方式和成

果只被少数人认知，那等于

过 去 的 记 忆 仍 在 湮 没 之

中。认知过去，才能更好地

把握现在和预知未来，让考

古的新发现被更多的人了

解，不仅能让人们了解人类

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也会

让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我

们今天应当珍视的。希望

未来能有一些真实的考古

基地向公众开放。

文化速写

唐宋八大家“后人”着汉服聚会
5月16日上午，自称唐宋

八大家后裔的几位人士齐聚

北京，就筹备“唐宋八大家宗

亲联谊会”进行协商。据悉，

早在7年前自称韩愈、柳宗元

和“三苏”的后人在北京首次

聚会，提出成立“联谊会”构

想。而网友们则笑称几位

“后人”开始“拼祖宗”了。

点评：不反对复兴家族

文化，更赞同对唐宋八大家

的推崇，但穿着汉服坐在一

起“拼祖宗”，无疑是一出滑

稽剧。家族观绝不是打着祖

宗的名号，四处招摇，即使这

些人真是八大家的后代，也

在给祖宗抹黑。如果这样追

溯起来，人人都可能是名人

后代。传承文化靠的是知识

积累和学术见识，和血缘毫

无关系，打着祖宗的名号传

承文化，既玷污了祖宗，也误

解了文化。这种闹剧还是少

点好。

特约点评人

胡谈乱侃

作家“对抗语文”炮轰教材
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日

前发表文章《必须终结“标

准答案时代”》，无独有偶，

作家叶开也遇到了“标准答

案”的尴尬。叶开读小学三

年级的女儿乔乔遇到一道

小学生作业题：“三国时期

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她

认 真 地 写 下 ：“ 孔 明 和 庞

统”。结果却得到一个大红

叉，语文老师的标准答案是

“诸葛亮”。叶开认为小学

教材中多篇文章是对文学

作品的篡改和删减，故撰写

新书《对抗语文》。

点评：这类问题和标准

答案，不仅在侮辱孩子的智

商，也在伤害孩子独立思考

的能力。现在的小学教育，

总是降低教材难度，追求所

谓的理解，这是对大脑功能

最大的误解。理解可以帮

助记忆，但理解不能代替记

忆，而能记住的东西，终有

一天会理解的。中国传统

的私塾教育，最大的好处就

是充分发掘了孩子的记忆

潜能，并不要求孩子理解，

孩子的理解力可以从生活

中学习。现在小学的语文

教育基本属于无效教育，最

大成果就是让孩子认识了

一些字词。

高考新规封杀繁体字及网络语言

点评：高考的目的是让

孩子展示自己各方面的才

能，如果某个孩子对古文确

实有研究，用繁体字和古文

写作，在我看来并无不可，因

为这展示的是特殊才能。而

对网络语言一律封杀，肯定

会给孩子的写作带来障碍。

因为孩子天天接触网络，文

字与语言本身就受生活影

响，与生活中的语言一脉相

承，一定要消除其中的时代

气息，只会有负面效应。无

论古文和网络语言，都有用

得好的，有用得不伦不类

的。用得好的应当给予鼓

励，因为这本身就属于语言

自然的创新和发展。不能为

了语言的规范，而削足适

履。别把高考作文规范成了

新时代的八股文。

繁体字、甲骨文、火星

文、网络语言……今年所有

非现行规范的汉语言文字都

不能写入高考试卷。近日出

台的高考新规，与旧版考务规

定相比，首次将“高考时，除外

语科外，笔试一律用汉文字答

卷”改为“一律用现行规范汉语

言文字答卷”。这一变化提醒

高考考生，今年答卷中，特别

是写作文时，不能再使用非现

行规范汉语言文字。

城市词典

《舌尖上的中国》热播
没人预料到，一部以美食为

主题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竟

然成为最近电视屏幕的热点，让

众多早已“发誓”不看电视的“吃

货”们，纷纷锁定频道准时收看。

@乔苏：吃对于中国人是一

件重要的事。我们从小被教育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这一点首先体

现在饮食上。在世界版图上，做

饭好吃的民族为此总是十分自豪

的。在全球化的今天，美食输出

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对世界

的头一桩贡献。

@阿拉暴暴：很不错的纪录

片，习惯用看电影的方法看纪录

片，能吸引人看下去并且有所回

味，就是好纪录片，何况这还是一

部色香味俱全，让人垂涎到回味

无穷的纪录片呢！

@方轶：作为一个夹生的文

青，一个忌口的吃货，一个未遂的

厨子，自认为，舌尖，不只为了吃

而存在。

代理相亲
代理相亲，是指都市男女（尤

其是大龄男女青年）工作繁忙无

暇去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其父母

通过各种途径替他们相亲，寻找

适合结婚对象的现象。

21世纪初，中国北京、上海等

大中城市市民已经自发形成了单

身男女相亲的聚集地，例如著名

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以往每

逢周末，青年男女来到这里，结交

朋友，寻觅爱情。如今，渐渐发展

到成百上千的父母带着子女的

“简历”来到这里，或将其张贴在

墙上、树上，或互相交换照片，或

在婚介机构登记“找对象”。“为女

征婚”，“替儿觅友”这样的父母

“代理相亲”已经成为申城一道独

具特色的“婚恋风景线”。

“六月”飞驰而到，春天已渐

行渐远，夏日来临。六月，水自

然会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关注的

东西。本期“话·时事”，我们敏

锐地关注了“水”这一话题，透视

日益加重的水危机。

本期“说·人物”，我们加大了

篇幅，可谓篇篇精彩。“红人馆”

中年仅17岁的美国女孩塔莉亚·
勒芒，已经有人将她视为未来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但致力于慈

善事业的塔莉亚另有志向，在她

的眼里：“即使不当总统，我也可

以改变世界。”

本期“知·过去”发文 11 篇。

《刻在岩石上的大唐梦》对龙门

石窟的建成与影响作了诗性的

描绘，好看好读；《契丹民族文化

衰亡之谜》在有限的文字里，追

寻一段充满狼烟的历史。

“品·生活”选文18篇，文章依

旧感性、柔和、精彩。《旧日时光》

与《当时年少春衫薄》可联读，年

少轻狂，可谁的青春不曾美好

呢？六六的《关于善良》在朴素的

叙事中表达对善良的态度。

本期“赢·财富”有比较好的

看点，在未知的未来和现实的利

益之间如何应变，《柯达，战胜对

手却不能战胜命运》很好地诠释

了这一商业命题。

六月，不妨展读本期杂志，

它或许会在你的心间溅出一朵

小小的浪花。

附：本期目录《时代发现》2012年第六期抢鲜读
心•发现
1 年轻时应该去远方

说•人物
8 刘路：22岁教授的“修行路”高欣

10 城市忍者 徐立新

11 一边弹琴，一边短信 吴虹飞

12 在街头卖艺的那些日子 汤唯

知•过去
16 神秘的“中国黑室”毅军

19 历史字典邓字 谭汝为

20 高力士：男版杜拉拉生存计

宗承灏

品•生活
30 旧日时光 李娟

32 当时年少春衫薄 张曼娟

33 爸爸，请不要再早到 张小娴

34 关于善良 六六

行•天下
48 泰国培养纯爷们僧侣 马帅

51 从现在开始相信 何炅

赢•财富
60 柯达，战胜对手却不能战胜命

运 刘戈

63 不做隐忍的土豆 积雪草

64 百分之一和万分之一 裘山山

探•未来
74 3 个与未来通信的疯狂计划

Drink-Me译

75 米粒有多大 微曛

76 未来人有四条命 李端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