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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

评析

翻阅书报，频频遭遇“唇
枪舌战”： 男人女人谁更聪
明？英国学者意见不一，媒体
报道说“男女智商孰高孰低，
英国学者唇枪舌战”； 大学生以辩论的形式宣传环保，
新闻标题是“首都高校学子唇枪舌战宣传环保”；卧龙
生《飞燕惊龙》第三十六回回目名就叫“唇枪舌战”……
看来，“唇枪舌战”的误用，形势已颇为严峻。

查遍各种辞书，没有“唇枪舌战”，只有“唇枪舌
剑”。唇枪舌剑：唇如枪，舌似剑，形容争辩激烈，言辞犀
利。亦作“舌剑唇枪”。鲁迅《“京派”和“海派”》：“……在
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
么分析错了的。 ”陈毅《满江红·送周总理赴日内瓦》词：
“换唇枪舌剑，议倾坛席。 ”

“唇枪舌剑”是个常用成语，怎么会被错成了“唇枪
舌战”了呢？ 原来，都是“舌战”一词搅的局。

舌战，顾名思义即口头
交锋。《三国演义》第四十三
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
敬力排众议”， 可谓妇孺皆

知。前些年大学生辩论赛盛极一时，1993年复旦大学代
表队“舌战狮城”，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上一举夺魁，
堪称年度盛事。后来出版的《狮城舌战》一书，也成为当
年全国的畅销图书。

凡称得上“舌战”的，自然会有“唇枪舌剑”的场面；
既然到了“唇枪舌剑”的程度，自是“舌战”无疑。正因如
此，“唇枪舌剑”和“舌战”常被人们拉扯到一起，拼凑出
一个似是而非的“唇枪舌战”。然而，容易混淆并不等于
容许混淆。“唇枪舌剑”原本是由两个比喻组成的并列
结构，对仗工整，节奏铿锵，有一种形式的美感，“舌战”
一掺和进来，不但这种美感荡然无存，而且在表意上也
显得模糊不清。

“唇枪舌战”是拉郎配
□ 邹佳明

名人故居、旧时会馆既是时代风雨、人世沧桑的见证，
也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信物，更是今人与古人对话的纽带。

今人登门造访于斯，遥想追慕，或领略蕴藉其间的历
史信息、文化信息，或因寄所托，激扬思绪，不免感慨系之。

北京市西城区文委日前表示，西城区已决定从沦为大
杂院的会馆和名人故居保护类文物入手，力争在“十三五”
期间对辖区内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会馆类、名人故居
类文物全部实现腾退保护。

此番北京市西城区表态体现了对历史、对文化的深切
敬意，值得期待。

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名人故居目前只是挂了
一个保护的牌匾，里面仍是一个个大杂院，生活着众多的
居民。 而鉴于产权多样、安置方式、利益诉求等诸多方面的
复杂情形，名人故居保护每每出现“舆论热、操作冷”的尴
尬局面。 很多政府层面的努力，到头来，往往只剩下响亮的
口号与原地踏步的“效果”。

腾退、安置等现实困难确实存在，但以政府目前的财
力而言，若是真的重视、真的推动，似乎也并非无计可施。
既然公共财政可以巨量投向基础设施、办公场所，则同样
也可以在保护名人故居上加大投入。毕竟，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看，
保护真的文物总比营造假的古董更划算，也更符合民众的公共利益。

退而言之，名人故居保护也未必只有政府全包全管一途。 也可以
进行路径创新，引入社会力量，采用更开放、宽泛、多样的保护、管理、
运行方式。 比如采用社区居民、参观者、政府、利用经营方等主体共创
多赢、互动发展的模式进行保护。在很多国家，名人故居的保护除了营
造博物馆之外，还与居住房、餐厅、咖啡馆、图书馆、画廊、展览等形式
结合，实施多样化保护。

无论如何，名人故居保护时不我待，沧桑老宅已经不起几番风雨。
一定要先行动起来，不能等待和观望、在无休止的搁置中听任其无可
奈何地颓败。

名
人
故
居，

穿
越
时
空
的
信
物

□

胡
印
斌

空间的横向跨越，会带来时差；
而时间的纵向演变， 则会带来“境
差”，即历史与现实的环境差异。 不
会倒时差的人，该振奋的时候迷糊，
该睡觉的时候亢奋，生理容易紊乱。
而不会倒“境差”的人，该传承的时
候叛逆，该创新的时候保守，心理必
然迷茫。

在文化传承上，倒“境差”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面对中华先祖
传递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如果
倒不好“境差”，我们很容易误传错
用。

第一种错用：拿着“遗产”当终
点———死板。 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
从未停止过， 但有多少真正彰显传
统文化魅力的普及化成果？ 又有多
少能够真切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大
多数传统文化的研究都高深莫测，
成果存在于图书馆，存活于学者圈，
佶屈聱牙、民众难懂；停留于经典器
物、典籍、礼仪等文化载体的静态研
究，却不关注文化本身的动态演绎，
最终研究出的只是死知识， 而非活
智慧。 这样的研究等于把先贤智慧
样品化，再深入再精确，也是对而无
用，难以体现传统文化的应有价值。

拿着遗产当终点的结果就是：传统文
化薪火相传，却在我们的死板膜拜中
只消耗、不创造，结果越传越微弱、越
传越走样，把传统文化给玩儿死了。

第二种错用：拿着“遗产”当卖
点———肤浅。 当下各种国学热、复古
潮、曲解史实的历史剧等乱象纷纷出
场，有的或许意在通过市场的力量推
广传统文化，更多的则是借传统文化
之壳捞金获利，浮躁的心态导致错位
的追求，包装、作秀的分量超过了对
传统文化真谛的领悟，很容易打造出
文化幌子下的口水鸡汤，看上去华丽
优雅，实则营养匮乏。 机械背诵古经
就领略了古智慧？穿上古装就有了先
祖气概？ 复制古礼就体现了禅心？ 偶
像化先祖就表达了敬拜？扪心自问就
有答案。 拿遗产当卖点，不但是把利
益排在了道义前面， 违背传统文化

“以义取利”的代偿规则，而且把传统
文化肤浅化， 恰是曲解祖意的做法，
与祖宗背道而驰。

第三种错用：拿着“遗产”当废
料———忘本。 有那么一部分人，没有
悟透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怀疑传统
文化的价值所在， 甚至干脆下结论：
传统文化在当下不适用，该修改或淘

汰。于是乎，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承
载着炎黄后代的基因信息，却开口洋
腔、满脑西方，忘记了自己的祖宗是
谁，叛逆自己的民族属性，漠视自己
的传承责任。 这样的人挺可怜，因为
他们的命种变异了。 叛逆祖宗，背弃
源起，自然失去了文化传承的资格。

怎么才算倒好了“境差”？
广义历史包括昔、今、未三个时

空，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传承
的，是能够贯穿昔、今、未万变而不更
改的智慧之宗———文种。唯有把握文
种， 明确自己的中华民族后裔身份，
才能与古智慧接轨，不至于因时空的
变换而迷茫。 从物中、从经中寻找祖
宗的身影、心声，追寻祖宗在创造、创
作时的境界、心态，从而聆听祖宗对
我们的寄望和教诲，我们才能和祖宗
对上频道，对古智慧“来电”，走在以
悟性引领感性、理性的路上。

本报讯（记者 付康松）日前，由文化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十一艺节”闭幕式在西安举行，10 部文华奖获奖剧目、10 位
文华表演奖获奖艺术家揭晓。 湖南省参评剧目《月亮粑粑》主演王阳
娟荣获文华表演奖。 王阳娟系湘剧表演艺术家，曾获梅花奖。

著名剧作家盛和煜创作的《月亮粑粑》 写了一个乡村女教师从
1985到 2015年 30年间的乡村坚守。 全剧通过 1985年至 2015年 30
年间的几个片段，巧妙地将《月亮粑粑》的思想内涵融汇在秦雅云 30
年执教山村的动人故事中， 把这首古老的童谣升华为一位乡村女教
师的中国梦，以正能量弘扬了人间大爱，以跳跃的手法实现了舞台的
推、拉、摇、移，呈现了时代在舞台的自由转换。 谈到《月亮粑粑》的与
众不同，著名戏剧导演张曼君说：“戏曲的生活化、古老湘剧的现代化
是这部戏的最大特色。 ”

《月亮粑粑》主演王阳娟
获文华表演奖

文化传承需倒“境差”
□ 萌 思

细说“十大语文差错”⑧
咬文
嚼字

文讯

文学名著阅读，不仅为学生打开了通向世界
的一扇窗，也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更能促
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然而，初中学生轻忽文
学阅读的现象十分普遍， 老师在批改试卷时，常
常埋怨学生的阅读得分太少。笔者根据二十年的
语文教学实践经验，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强对初中学生阅读文学名著的教学指导。

树立大语文的教育观
阅读是“学习之母”，是“智慧之星”。 古人很

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提高语文水平有效的方法和
途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和“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读书的重
要性。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充足的“源头活水”；只
有多读书，才能“腹有诗书气自华”。

现实中成功的事例也很多：鲁迅、郭沫若、茅
盾等哪一位文学巨匠不是通过大量潜心阅读而
取得辉煌成就的？哪一位高考状元在谈到学习经
验的时候不是把“多读”放在第一位的呢？ 因此，
我们必须树立大语文的教育观，明确语文学习的
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紧紧抓住文学名著阅读
这块重要阵地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开拓学生
学习视野，把学语文、用语文放到社会大课堂的
广阔背景中去。课内学方法，课外得“营养”，课内

向课外延伸、拓展，教育和教学双向丰收。 然而，
一些陈旧的教学方法却制约了学生阅读能力和
空间想象力的发挥，教师一味“以教材讲教材”机
械地喂养学生， 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动机和思想，
只有让学生多阅读才能增“营养”。

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才会产生强烈的

求知欲，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得到最大程
度的发挥，学习才会有成效。

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我尝试了以下做
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悬念法：在开学初，我就给学生讲明阅读的
意义、要求和方法，把悬念留给学生，同时开列
了 80 多部作品书目，简单介绍情节，以及那些
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艺术价值、思想价
值等等，使学生有个初步的印象，激发学生阅读
的兴趣。

正面引导法：我利用教科书上的名著选段引
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例：在教《杨修之死》时
推出许多三国的人物，课后布置学生列出《三国
演义》中的一系列英雄人物，要求学生写出他们
不平凡的事迹等。

电视辅导法： 社会上许多正负能量均来源

于电视等媒体。 如果利用好这些媒体教学，可取
得事半功倍之效。 在教学中，我利用《戚继光》、
《郑成功》、《正者无敌》等电视剧，激发学生的阅
读情趣。

给学生拓展阅读渠道
加强学生名著阅读的教学指导，往往存在阅

读渠道不够多的问题，农村中学这一问题更为突
出。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因此，给学
生拓展阅读渠道也很重要。 我的方法是：

建立班级小书库，让班上每位同学分别购买
一本名著，相互交换阅读，无形中就在班里形成
了一个小型书库。

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 在开学的一周内，罗
列出学生必须阅读的文章，要求学生阅读时务必
做好记录，特别强调记录好文中感人的事迹和让
自己感动的语句。

充分利用网络查询资料， 让学生健康阅读、
文明学习。

利用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悟名
著中的精髓，让学生说名人、讲名事、道名趣、悟
名道。

以博读精读加强阅读指导
课堂拓展，课外延伸，要求博读。在课外阅读

初期，我们可利用课堂适当延伸，以起到示范与
抛砖引玉的作用。 例如：在讲《出师表》时，在了解
诸葛亮生平事迹之后，重点分析他身上那种忠心
报国的儒家思想，所以才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然后要求学生课后找到《后出师表》和范
仲淹的《岳阳楼记》进行比较阅读，深刻地体会仁
人志士那种身怀天下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心。

指导学生自我咀嚼阅读，要求学生精读。 读
书切不可走马观花，我要求学生每月阅读一本文
学名著，要求他们反复诵读，多动脑筋，然后认真
完成读书笔记。 笔记的内容可评论作品主题、人
物性格、人物的行为价值取向、人物的评价、篇章
结构、语言特色，甚至可改变情节、续写结局等。

组织学生相互交流，同学之间互相检查读书
札记，共同欣赏，看看谁读得多，读得精，读得投
入； 四人小组或八人小组举行读书笔记交流会，
诉说阅读过程中的真话、实话，真情实感，看看谁
的收益最多。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阅读时，要竭力要求
学生“留下宝石”，“引向深处”且“把书读薄”。 语
文老师在努力强调学生加强阅读之余，要教育学
生勤于思考，抓好理解、理清、提问和表达这四个
重要环节，让阅读成为提高语文水平的催化剂！

文学阅读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邵阳市新宁县高桥镇中心小学 周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