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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1913
年 9 月 29
日， 中国
第一部电
影故事片
《难 夫 难
妻》 在上
海新新舞
台 放 映 ，
引起强烈
反响。 此
前中国电影已有 10 多年的历史，但只是没有情节的动
作和戏曲片段。《难夫难妻》以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描
述了从媒人撮合开始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
洞房的整个过程， 因而又名《洞房花烛》。 全片共长 4
本，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张石川联合导演，亚细亚影
戏公司拍摄。 成立于 1909年的亚细亚影戏公司由美国
人依什尔主持，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公司，曾经在香港和
上海拍摄电影，1912年开始由张石川、郑正秋等组织新
的新民公司承包，《难夫难妻》是承包后的第一部作品。
9月 29日同时放映的还有该公司拍摄的一部新闻纪录
短片《上海战争》，如实记录了“二次革命”时上海围攻
制造局和攻占吴淞炮台等情景。 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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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 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作品

具有许多超越时代的因素，
这使得我们今天读鲁迅的作

品，总感觉到他仍然活在现实生活中。
鲁迅的文学创作有很强的文学性，

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并在世界各国传播。 但
同样，他的深刻性，也还有很多没有被真正理
解，甚至也遭到了很多误解。

时下， 中学校园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造
成学生怕周树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学
生学鲁迅作品多半是为了考试，枯燥乏味；教
师在讲解鲁迅的作品过程中没有从应试的要
求中走出， 支离破碎地讲解很难让学生完整
地理解文章。 学生为什么会怕读鲁迅的文章，
说到底与教师们的教学方法有关。《孔乙己》
《社戏》等课文简单地被演绎成“新旧社会制
度的对比”。 这种生硬的解读，使许多学生难
以理解鲁迅作品的真实内涵， 读不懂也就自
然。

鲁迅作品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不可回避
的内容，那么如何让学生读懂鲁迅，首先要把
鲁迅置于现代中国去理解， 理解他作品思想
的深刻性、象征性。 在我看来，鲁迅之于现代
中国的重要意义，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
尔斯泰之于俄国、 泰戈尔之于印度……成为

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
譬如鲁迅作品中的人性启蒙思想，以

《药》《祝福》《为了忘却的纪念》 等作品为例，
鲁迅对“铁屋子”的呐喊，唤醒沉睡、麻木的国
民，对当今的人们仍然有警示作用。

当下，物质文明取得了空前进步，但各种
困难和矛盾依然并存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从精神文明层面而言， 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

还尚待提高， 对人事人情的那份冷漠似乎又
并未走出鲁迅作品所批判的那个岁月。

从著名学者钱理群的《鲁迅九讲》和刘发
建的《亲近鲁迅：落地麦儿童语文课堂》两本
书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只要社会还存
在瑕疵，我们就需要鲁迅的声音；只要人类存
在精神的虚无和彷徨， 我们更需要鲁迅的精
神慰藉。

鲁迅作品中饱含着浓浓的“立人思
想”，著名学者将它概括为两个方面，即
为“人之子”和做“人之父”。 他的立人思
想在当下，甚至未来都值得借鉴。

从人性的角度挖掘鲁迅作品的人文
价值，完全可以使我们亲近鲁迅。 比如《少年
闰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表现的童真、
童趣，《社戏》 中让我们心动的也是少年纯真
的童心和淳朴的乡情。《藤野先生》主要还是
对关爱过自己的老师的赞颂和回忆，就如《阿
长与〈山海经〉》对淳朴的长妈妈的赞誉一样，
是对滋养过自己情感的人的怀念和感激。

鲁迅有些文章虽然晦涩难懂， 但他在文
章里彰显的精、气、神已经足够我们领悟。 触
摸鲁迅，伴随我们这个民族走得永远。“一个
民族必须有了真的声音， 才能和世界的人同
在世界上生活。 ”1927年，鲁迅在香港演讲《无
声的中国》时指出。

钱理群在《鲁迅九讲》中指出，“能否容
忍鲁迅， 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宽
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 ”我认为，在我们承
认鲁迅作品价值的前提下，如何用鲜活的、自
由的方式去解读和触摸鲁迅。 鲁迅作品不再
沦为标准化考试中只有惟一答案的阅读材
料， 应该是语文教学和考核改革必须思考的
课题。

编者按： 纪念鲁迅诞辰 135 周年逝世
80 周年暨“2016 鲁迅文化论坛”于 9 月 23
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本次论坛共举行 3 天，
着重提出如下共识：1、 对于鲁迅的文化贡
献应该按照文化的“保存者、开拓者和建设
者”来定位，他并非一个简单的批判者或歌
颂者。 2、强调“鲁普”，要让鲁迅走向大众，
走向社会，走向企业，走向社区，走向国际。
3、要开拓新路，吸收新的力量和新的思维，
培养鲁迅研究的新生代， 使鲁迅精神承传
有序，后继有人。

时代呼唤鲁迅精神
□ 舒绍辉

启示：启发使领。 启事：陈述事
情，多用于下对上；陈述事情的奏章，
函件；公开声明某事的文字，多登在
报刊上或贴在墙壁上。

早在 20多年前， 吕叔湘先生写
过一篇《错字小议》，其中谈到“启事”

“启示”容易误用。 20多年过去了，这
一差错非但没有绝迹，相反还有蔓延
之势。 某品牌刊物刊出了“征稿启
示”； 某知名企业， 刊出了“招聘启
示”。网上搜索一下，该用“启事”而误
用“启示”的，竟多达数百万条。 “启
事”和“启示”至少有 3点区别：

一、表现形态不同。“启事”是一
种公告性的应用文体，是为了说明某
事而在公众中传播信息，一般采用登
报或张贴的方式， 其形态是显性的；
而“启示”则是启发提示，作用于人的
内心世界， 启迪思想或激活思维，其
形态是隐性的。

二、语素意义不同。“事”“示”有别，不必细
说；同一个“启”字，说的也不是一回事。“启事”
用的是“启”的陈述义，即开口说话，它和“启禀”
“启奏”的“启”同出一辙；而“启示”用的是“启”
的开导义，即“启蒙运动”的“启”。前者是向人诉
说，是单向的；后者既可启示他人，也可自己受
到启发，是双向的。

三、语法功能不同。“启事”是名词，不能带
宾语；“启示”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它是可以带
宾语的。

围绕初中生留学
问题展开叙事的电视
剧《小别离》热播，用富
有生活温度和情感力
度的家庭故事，呼应现实诉求、直击观众心灵，以良好的口
碑和较高的收视率，宣告现实题材创作的倾情回归。

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教育观念和西方教育观念有着诸
多差异。 出国留学是否能够成为学历教育的良方？ 出国是
否真的能够给学生带来更为光明的未来？ 这是家长、学生
乃至社会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

《小别离》不回避问题，不掩饰矛盾，不主观臆断，而是
将青春期少年的成长以及教育观念、教育体制等更为深层
次的社会问题仔细斟酌考量。 创作者分别以成绩优异、中
等和一般的三个少年角色来刻画不同学习程度的初中生，
又选取了再婚家庭、和睦家庭和问题家庭来表现不同的家
庭氛围，通过这种颇具典型意义的选材为观众提供观照自
身的镜子， 也为观众提供了关于中学生教育的多样思路。
该剧把客观、典型、真实的现实主义气质贯穿始终。透过生
活细节的捕捉，人物心理的描摹和矛盾冲突的制造，把三
个家庭面对留学问题时的种种情态逐一呈现给观众。

《小别离》用出国
留学的短暂离别，讲
述别离与相守的关
系， 亲情的可贵和伟

大，以及血缘的神奇和凝聚力，提醒观众珍惜身边的亲人和
拥有的一切。在讲述代际关系时，创作者没有做先入为主的
“有罪”推定，机械地站在某一立场去指责另一方，而是站在
善意的角度、用理解的态度，真诚沟通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剧中许多涉及代际冲突的桥段， 让观众有似曾相识的
代入感，似乎每个人都能够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反
观自省，倍加珍惜家庭。 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别离》跳脱了
家庭生活题材创作的局促范围， 向着更为宽广的人间大爱
和更为深远的心灵空间拓展。

长期以来，着墨于中学生成长的作品时常缺席。《小别
离》从不同阶层、不同视角全方位观照中学生留学问题，戳
中生活痛点、呼应社会关切。 在玄幻剧、偶像剧充斥荧屏的
当下，《小别离》用足够的魅力把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从
漫天飞舞的神仙侠客和相貌雷同的小鲜肉身边解脱出来，
回归现实生活，关注自我成长，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值得
借鉴的优秀范本。

选贤与能一向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历代以来，人们都为贤能
的被发现或被埋没而为之喜，为之忧。 春秋时代伯乐识千里马于
槽枥，更是引发了唐代大作家韩愈“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
深沉感叹！这叹息是这样久远、悠长，一千多年来还不断有人应和
着，成了许多人的共识。

这种伯乐情结不仅来自韩愈， 就连比他更早的大诗人李白，
受当时“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说的影响，也一收
平日的豪气、傲气，向那位荆州刺史韩朝宗恭敬地表示：“幸愿开
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因为手握大权的韩朝宗是“文章之司命，
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 这份急切盼望伯乐垂青的心
情令人怆然。

李白都如此，何况常人，于是寻伯乐之风，比当年伯乐寻千里
马还炽烈。

伯乐的得名，看上去似乎是他的善于相马，其实更得益于世
间的千里马稀少。当时盛产马群的冀北之野，也如韩愈所说“无良
马也”。 这冀北怎么会无良马？ 细究原因，却是因为伯乐的一再光
临，“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

所以说，千里马的日益稀少，伯乐也有相当的责任，如果他不
是“遇其良，辄取之”，在找出了千里马之后，不急于牵去向秦王献
礼，而是给以时日培养、发展，冀北之野千里马的繁衍，也就指日
可待了！

古今之人一再叹息“伯乐不常有”而忘了其他，这本身就是观
念上的误区。

试想：如果当初无千里马于槽枥，伯乐之名从何而起？ 即便
到了今天，如果没有千里马，即便你身揣一打伯乐资格证，也难以
树伯乐之名。 真正的伯乐决不会指驴为马。

没有伯乐，千里马依然是千里马；离开千里马，伯乐岂能为
伯乐？更何况，真正的千里马毋须朝朝暮暮地等待伯乐，天马行空
一向是步骤不凡。 中

国
首
部
故
事
片
︽
难
夫
难
妻
︾
上
映

细说“十大语文差错”⑤咬文
嚼字

﹃
启
示
﹄
和
﹃
启
事
﹄
的
三
点
区
别

□

苏
丽

格言
新说 世有千里马，然后有伯乐

□ 彭荆风

《小别离》：牵动社会敏感神经
□ 杨洪涛

本报讯（沈轩）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在古代传统书院
中，祭祀至圣先师是回望先圣、返躬自省、传承文脉的重要方
式。今年是孔子诞辰 2567周年。9月 28日上午，岳麓书院举行
祭孔大典。 据了解，从 2013年起，岳麓书院恢复中断百年的祭
祀先圣仪式，每年举行“岳麓书院祭孔大典”。

今年祭孔还是沿用孔庙祭礼中规格最高的“释奠礼”，遵
照传统释奠礼要求，祭孔大典进行了迎神、三献礼、读祝、分献
礼、饮福受胙、撤馔、送神、望燎等环节。仪式完成后，现场还启
动了诵读儒家经典及书院学规活动，全场与会者齐声诵读《大
学》等儒家经典篇章以及《岳麓书院学规》，以经典诵读方式向
先师圣贤及书院古代教育传统致敬。

“慎终追远、传承文脉”是岳麓书院祭孔大典的宗旨，通过
这次活动倡导大家尊师重道，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 伸 阅 读

三献官：官名。 掌祭祀献爵之礼。 古代祭祀时献酒
三次，即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合称“三献”。

佳句分享：
“人不敬我，是我无才；我不敬人，是我无德；人不

容我，是我无能；我不容人，是我无量； 人不助我，是我
无为；我不助人，是我无善！ ” ———孔子

慎终追远 传承文脉
岳麓书院纪念孔子诞辰 2567 周年

文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