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儿歌要不得变味“与时俱进”
□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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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我国工业大而不强
赶超发达国家还需补齐短板

我们有高铁、核电、运载火箭，这

些都可称得上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名

片。但我们工业领域的发展还存在

着诸多不充分之处。工业和信息化

部原部长李毅中提到，工业发展不充

分，集中表现四个字：大而不强。①

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关键技术、核心

技术我们还有一半没掌握；②工业的

绿色低碳转型不快或迟缓；③工业经

济的质量效益不高。

@央视财经

日本兴起午睡空间外卖

日本推出午睡空间外卖服务，将

面包车改装成卧室开往需要休息的人

公司。目前，这项服务针对部分企业

免费提供，9 月 23 日正式面向大众推

行。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日

本人均睡眠时间为 7.37 小时，每年因

睡眠不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15 万

亿日元。 @财经网

□ 张西流

25位孩子23个班干，学校莫成名利训练营

时事乱炖

微声音
电视剧集数拟规定不超40集

有媒体报道，继严厉打击演员高

片酬之后，针对目前国产剧“注水”严

重的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研

究相关应对措施并向行业征求意见，

拟对剧集集数的上限做出规定，上限

为40集。有数家影视剧制作公司人士

证实，这一新规的确正在调研中。

@北京青年报

咬指甲容易咬出5种病

有一种强迫症叫：总想咬指甲。

不幸的是，它可能给你带来 5 种不良

后果：①甲沟炎。一旦咬掉指甲下的

角质层，就易引发甲沟炎。②胃肠疾

病。手上的细菌可能进入口内，如幽

门螺杆菌、大肠杆菌等。③指甲畸

形。咬指甲可能损伤指甲生成层，导

致指甲畸形。④手疱疹。如果有口腔

疱疹，咬指甲可感染手指。⑤牙齿问

题。长期咬指甲会诱发牙龈炎。

@生命时报

近日，一张截图在

朋友圈流传，那首著名

的儿童歌曲《一分钱》被

改成了《一元钱》。有人

感叹，时光飞逝，过去的

“ 一 分 钱 ”成 了“ 一 元

钱”；也有人质疑，这样

改编经典，难道不是恶

搞吗？（9月8日《扬子晚报》）

《一分钱》这首儿歌是由潘振声 1963 年

创作，为一代又一代人耳熟能详，唱响至

今。对于熟悉的儿歌《一分钱》被改成了《一

元钱》，不少网友议论纷纷。支持者认为，与

时俱进没什么不好，现在“一毛钱”都难见到

了，还怎么让孩子去理解“一分钱”呢？反对

者认为，这首歌曲传扬的是拾金不昧的品

德，经典永流传，不需要改编。无论从哪个

角度来理解，笔者以为，经典儿歌不应随意

与时俱进改编，且更须尊重原作者的权益。

也正如不少音乐创作者表示，影响了几

代人的经典，不宜去改动它，这也是对文化

传统的一种尊重。况且，《一分钱》背后故事

更令人赞叹。上海公安博物馆成立找潘振

声要当年的那封约稿信及《一分钱》曲谱，并

开出了 20 万元的收购价，结果潘振声说：

“孩子把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我

当然也要交给警察叔叔，一分钱不要！”后来

经中国文物局鉴定，《一分钱》的手稿、曲谱

被评为“现代革命一级文物”。而这也是《一

元钱》所不能承载的。

其实，当下更当引起注意的是儿歌的创

作。儿歌在文学界长期不受重视，创作处于

尴尬地位。业内专家更表示，近年来能够广

为传唱的经典儿歌找不出一首，多数少年儿

童的日常歌单被流行音乐所取代。事实上，

儿歌不单是歌曲，更是引领孩子成长，助推

孩子向善的精神力量。

总之，经典儿歌要不得变味“与时俱

进”。而在传唱这些经典儿歌的同时，更有

必要对其背后的动人故事给予传播，对于类

似于无偿捐赠创作手稿的事迹，更应该继承

发扬。同时，也应认识到，儿歌创作要不得

功利性。《一分钱》被改成《一元钱》看似与时

俱进，却未尝不是对原作品精神的肆意“篡

改”。于此，对此事件就不能一笑而过，深入

反思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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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炼狱般的两个月假期后，家长

们终于等到了孩子开学。结果有的父母，孩

子一开学反倒崩溃了……因为，班里 25 个

孩子，23个班干部，却没有自己家孩子。“我

家（孩子）就是没入选的之二！ ”（9月8日

《每日经济新闻》）

其实，班干部制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班干部太多太滥，就会出现问题。试想，

一旦大家都是班干部，都拥有了自己的“特

权”，就会心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念，

你在这方面管着了我，我便在另一方面盯住

你，要么“官官相护”，互不干涉“内政”，大家

一团和气，一致对付学校和老师；要么互相

挤压，打击报复，分别向学校和老师打对方

的“小报告”，其结果是既得罪了别人，也让

自己受罪。然而，就学生而言，都是被教育

和被管理的对象，大家都处在同一条平行线

上，没必要给他们派发那么多“官帽”和“权

力”，让他们“互相伤害”。

不可否认，班干部太多太滥，既破坏了学

生之间的团结互爱，又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

习。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

比如，此前据媒体报道，连一年级的小学生，

都学会用零食换班干部，梦想“用一个学期的

零食，换一个中队长”，表明其幼小心灵，已经

过早地受到了功利思想的侵蚀，这显然是个

危险信号，更不是学校和家长想看到的结果。

毕竟，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争名

夺利的训练营。如果学校和老师习惯于向学

生“批发”班干部，过多地依赖于班干部去管理

班上的纪律，甚至让他们记下违反纪律同学的

名字，去打“小报告”，从小处讲，是教育责任的

转嫁；从大处讲，教坏了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

可见，完善班干部制度，关系到学生能力的培养

和健全人格的养成，应注重人人平等和机会

均等的原则，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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