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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背着整个战场，逆着时光洪流，扯着
历史长绳的一头，背道而驰。

遥想当年可歌可泣的楚汉战争。 万马嘶咽，
项羽回眸凝望九里山， 然后率二十八骑突围垓
下。回想生平:破釜沉舟，彭城奔袭，势拔荥阳，再
夺成皋？ 即使今日将黯然离场， 也十足让人畅
快。 如果刘邦堪称枭雄，唯有项羽才担得起俊杰
之名。 只因他十足的写意，他的豪气盖世，怒指
上天，以及乌江畔的剑吻虎项，义无反顾。

又想起一个消瘦的背影，在烛光暗影下，再
次坚毅地摇了摇手，然后正衣整冠，向南而拜，
从容赴死。 面对历史的必然，面对无力回天的大
宋王朝，面对忽必烈的利诱，文天祥做出了最决
绝的选择。“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是他此生最准确的注解。 后人赞曰:“名相烈士，
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

公元前 480 年，温泉关一战，斯巴达人令不
可一世的波斯王背脊一阵发寒。 当波斯人狂妄
地叫嚣着:“我们射向天空的箭会把太阳都遮
住！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答道:“那我们就在阴
影下战斗!”他在拒绝了波斯王封王的承诺后，毅
然用鲜血挥就了为自由而战的史诗。 面对 50万
虎狼之师，7000斯巴达人无力改变战局， 但是，
他们在史书上勾画了浓重的一笔。 现在，温泉关
的纪念碑上这样铭刻道:“异乡的过客啊，请带话
给斯巴达人，说我们踏实地履行了诺言，长眠在
这里。 ”

大胆假设一下历史: 如果当年项羽渡江，重
整旗鼓，天下未必终姓刘；文天祥若变节，覆巢
完卵，自保何错之有；斯巴达人若扔下武器，王
仍为王，民仍为民？ 但是，在“时务”面前，他们视
而不见，正因如此，人类的历史才多了几分慷慨
淋漓， 多了几分正气浩然， 多了几分不朽的尊
严。

人生若喻为旅途， 这些俊杰无疑都是成功
的旅者。然而，命运微笑着说:“成功，往往比失败
还要贫瘠。 ”这便是俊杰，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
选择，在旁人仰视的目光中，完成自己生来的使
命。

趋炎附势、 见风使舵的思维永远读不懂崇
高圣洁的心灵。 识时务者，或能成事，但绝非俊
杰。

识时务者非俊杰
“识时务者为俊杰”———陈寿《三国

志·蜀书·诸葛亮传》

历史上的今天
1894 年 12 月 31 日，洪深出生在

江苏武进。他从小酷爱戏剧，学生时代
就多次参加戏剧演出。 1915 年，他写
了第一个有对白的剧本《卖梨人》，接
着又创作了《贫民悲剧》，从此走上戏
剧创作的道路， 成为我国话剧运动的
奠基人之一。

1940 年 12 月 31 日，我国音乐家
萧友梅先生在上海逝世。 萧友梅生于
1884 年 1 月 7 日，原籍广东中山（原
香山）县人。萧友梅在音乐创作方面也
有显著成绩， 音乐作品主要有弦乐四
重奏《小夜曲》，大提琴曲《五四纪念爱
国歌》等。

1993 年 12 月 31 日，我国第一张
电子报纸在杭州问世。 杭州日报暨下
午版率先在全国采用电脑及通讯载体
发行报纸内容及要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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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兴起催生
了大量“低头族”，本就岌
岌可危的传统阅读方式在
快速抽拉浏览下更望尘莫
及。 第二届中华藏书文化
论坛日前在京举行， 与会
专家学者认为， 面对新形
势， 经典阅读的地位不可
代替，忙时可刷屏，闲时好读书应被提倡。

“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不下 30 万种，却
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每年人均读
书仅为 5.14本。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虽然“全民阅读”
一直挂在嘴边，但如今已是“读屏”时代，真
正的阅读尤其经典作品的阅读更岌岌可危。

数字化阅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
传统的纸质媒体的阅读不能轻易放弃。朱永
新说：“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还是要尽可能

多地鼓励他们阅读纸质媒体。 ”
经典著作是人类精神产品

里的精髓，是人类文明某个阶段
积累的一个结果，这些书籍包含
着作家对整个社会和人本身长
时间的、深入的思考。 一些作品
建立在对人的关怀上，也会对读
者有精神上的一种提升。前来参

加活动的学生家长王女士说：“一般性的阅
读要有，但是会让孩子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读
经典。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家楼宇烈表
示，读书的目的是要通晓人道，明白事理，变
化气质、完善人格，拓展知识、学习技能。 在
浩如烟海的书中， 要选择书籍进行阅读，经
典作品阅读不可或缺。

“回望人类的阅读历史，阅读方式、阅读
内容、阅读载体一直是在变化发展之中。 阅

读先于文字，因而阅读包罗万象。 文字提升
阅读，难道视频就不能提升阅读？ ”韬奋基金
会理事长聂震宁说，阅读社会所要做的是善
待一切阅读方式，也应提倡传统阅读与新兴
阅读的融合。 不提倡时时刷屏，但也应利用
好碎片时间进行即时数字化阅读。

忙时读屏，闲时读书，全民都以读文读
图为快乐生活。 聂震宁认为，如果能做到这
样，全民阅读必将为全民的精神生活升华作
出贡献。

“当下， 推广全民阅读至少有两层重要
意义：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需要
读书学习提供根本性的支撑； 另一方面，要
加强对经典尤其传统、经典作品的阅读。 ”全
国人大代表、民盟安徽省委副主委钱念孙认
为， 读书学习不可缺少经典作品的阅读，经
典阅读的回归，也将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基础。

经典阅读如何应对“刷屏时代”
□ 杨帆 赵瑞希

蒲松龄有个很自负的
邻居。 一天，这个邻居看见
一只小鸡被砖块砸死，想

出了一句诗“细毛家禽砖后死”就得
意洋洋地来找蒲松龄对下联。蒲松龄
一向很讨厌这个邻居的自以为是，就
想治一治他，于是就对他说：“下联有
了，只是我说一个字，你写一个字。 ”
这个邻居急于知道答案，就满口答应
了。 等到蒲松龄写完这句下联，这位
邻居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蒲松龄的下
联是什么？

（名家下联：粗毛野兽石先生）
有人向德国著名画家门采尔诉

苦：自己画一幅画只需要一天，可是
卖掉它却要等上一年。门采尔认真地
回答：“换一下，画上一年，准在一天
里卖出。 ”

（名家之意：要想出精品，就得花
工夫花时间练）

妙语

我眼中的三国，群雄逐鹿，金戈铁马。
这是一个豪情满怀的时代， 名士望族，

摊贩屠夫，无不家国天下、执戈而战；这是一
个混战不休的时代，权贵富豪，贫苦百姓，无
不流离失所、朝难保夕。声声厮杀里，刀光剑
影；残阳暮雪中，豪杰并起。 纵观三国，为其
智所服，为其勇所感，更为其情所动。

乱世之中，烽火之间，何谓有情？ 曰忠，
曰义，曰诚。 三国之情，非风花雪月、百转千
回的柔情似水，而是痛快淋漓、气干云天的
豪情壮志。 有人说，英雄无情，男儿无泪。 其
实不然，一部三国，多少英雄，个个都是情深
义重的好儿郎。

你看那赵子龙于长坂坡下， 七进七出，
甘冒生死之险， 浴血奋战只为救出刘氏孤
血；你看那黄盖一心无二，追随孙氏三代，披
甲转战南北，冒死攻城略地，赤壁之战施苦
肉计，亲往诈降，战时重伤，竟至吴军不能
认，终大败曹操；你看诸葛孔明守候辅佐刘
氏至死不渝，收二川，摆八阵，六出祁山，七
擒孟获，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只为报“三顾
茅庐”的知遇之恩。 这一切，皆因对主君之

“忠”，既为臣属，当效于主，生死相随，这是
大丈夫情之所至，谁能言其不深也？

桃园三结义，兄弟情深浓。 刘、关、张桃
园一拜，情动天地。贩履织席也好，卖酒屠猪
也罢，举酒之后便为兄弟，有苦同受，有难同
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
日死。从弃官而走，到同战吕布，及至共谋蜀
中，无不共同进退，言行相依。 关羽降于曹

操，却时时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论是金银珠
玉，或是美女珠宝，皆不能动摇其决心。曹操
以赤兔马诱之，关羽却喜道：“日后若有大哥
的下落，便可一日内相见”；其后更是不顾曹
操厚待，“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只
因“义”字当头，不改当初之诺。待关羽死后，
张飞每日以酒浇愁，困闷之极；刘备火怒攻
心，茶饭不思，举兵犯吴，最终二人先后为复
仇而身死。有兄弟如此，人生何憾？刘、关、张
三人的兄弟之情， 几乎贯穿了整个三国，也
让这乱世多了一份温暖和感动。

君臣之情使人敬佩， 兄弟之义令人感
动，而友人之谊更让人向往。三国时期，最令
人动容的莫过于周瑜和鲁肃这对生死至交。

周瑜任巢长时，闻鲁肃之名，携数百人请求
其资助粮食，相谈之下，二人意气相投、惺惺
相惜，鲁肃将家中半数粮食赠之，遂结为莫
逆之交。 此后，周瑜将其荐于孙权，称其有
“才宜佐时”， 从此鲁肃为孙权所信任和重
用。 赤壁之战，周、鲁二人协同作战、配合默
契，大破曹军；周瑜病危，留下“鲁肃忠烈，临
事不苟，可以代瑜”的遗言给孙权，将身后事
尽托与鲁肃方无可牵挂而去，这何尝不是对
朋友最大的信任与真诚？ 你待我以真，我必
待你以诚；你以性命托之，我以真情回报，纵
然世事纷乱，此情此谊却不变不移。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三
国已是遥远的过去，岁月无情，轮回辗转，是
非成败不过一瞬，然而那藏在历史缝隙中的
真情和感动，却是冰冷的史书中一点温暖的
光，无论过了多少个年代，依然透着属于那
个时代的光彩美丽，也让这历史有了更人性
的温度。

方言

方言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 每一
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 它传承千
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方言问题
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应当引起语言学界的
重视。

教育部、 国家语委今年正式启动中
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在全国范围开展
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
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山西、
浙江、福建、重庆 4 省（直辖市）的语言资
源保护工作已经展开， 湖南是全国第五
个启动该工程的省份。

拟设 99个方言调查点
12 月 25 日，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湖南工程项目启动会在湖南省中小学
教师发展中心召开， 会上公布了湖南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整体规划， 按照此次
公布的规划，湖南省初步拟设 99 个方言
调查点，将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 该工程
将分阶段对这 99 个方言点进行调查和
数据处理，计划在 5 年内完成，今年将在
21 个调查点开展语言资源调查、采集工
作。

由湖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湖南科
技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大众传
媒职院等高校的专家教授组成的核心专
家组，将指导项目的实施，并对结果进行
验收。

湖南语言保护工程项目专家、 湖南
师范大学陈晖教授介绍， 湖南具有得天
独厚的语言资源优势。 湖南境内不仅有

湘语、赣语、西南官话、客家话等多种大
区方言，还有湘南土话、乡话、平话等系
属暂未确定的方言。 湖南境内还分布着
瑶语、苗语、侗语、土家语等少数民族语
言。

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高速进程中，
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发生变化， 在湖南尽快启动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已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从田野调查获取语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调查中将在每

个调查点招募 4 名方言发音人（包括老
年男性、 青年男性、 老年女性、 青年女
性）。方言发音人分为老年发音人和青年
发音人。

从 1997 年的《长沙话音档》、《湘潭
话音档》到 2015 年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中所承担的湖南 3 个濒危方言点
（泸溪乡话、 通道本地话、 宁远平话）、3
个语言文化调查项目（宁远、 衡山、双
峰），湖南的方言研究者已取得一批有声
语言资源研究成果。

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夏教授曾在湘西
泸溪、保靖开展土家语、苗语的田野调查
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通过与
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接触， 才能和群众
建立感情、认识社会，并知道该如何服务
社会。 ”戴庆夏说，田野调查能为我国理
论语言学发展提供坚实的语料基础，否
则我们的认识不过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沙
滩上。 他建议必须大力开展语言田野调
查，获取新鲜的、真实的、有价值的语料。

从田野调查中获取方言鲜活语料
本报记者 杨元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