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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5月14
日发行《“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纪念邮票一套1枚，邮
票面值为1.20元。

邮票设计以论坛
标识为主体，画面中
水纹元素代表了财富
和海上丝路，祥云代
表了路上丝绸之路，
体现了水利万物和包

容、圆融的思想，表达
了“加强国际合作，共
建‘一带一路’，实现
共赢发展”的会议主
题。华表、中国高铁、
中国远洋货轮、中国
大型飞机等元素反
映了中国科技发展
的成就，表现了联通
中外的桥梁和纽带，
同时阐述了此次论

坛的“五通”主线。邮
票下方的城市剪影结
合了天坛、国家体育
馆、甘肃嘉峪关等文
物古迹与现代建筑，
体现了中国愿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一
道携手共建，实现和
平、发展与繁荣的共
同愿景。

据介绍，中国邮
政曾发行过许多“丝
路”题材邮票，2016
年 将“ 海 上 丝 绸 之
路”作为重要题材发
行了特种邮票。为
了展现新丝路对中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
意义，中国邮政还发
行了《玄奘》特种邮
票，并将在今年发行
《张骞》特种邮票。

2005年，伍仕贤自编自导的爱
情电影《独自等待》，获得北京大学生
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主演夏雨也获
得最佳男主角奖。12年后，伍仕贤
再次携手夏雨，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
《反转人生》将于6月30日起在全国
上映。

伍仕贤14日在京介绍，《反转人

生》主人公、保险推销员马奋斗（夏雨
饰）空有满腔抱负却郁郁不得志，在
和女朋友姗姗（宋茜饰）分手后他的
人生彻底跌入谷底。然而，神秘人物
（闫妮饰）的出现却颠覆了他的生活
轨迹，进而引出了一系列爆笑离奇的
反转故事。

中美混血的伍仕贤毕业于北京

电影学院，自编自导的短片《车四十
四》曾获第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评委会特别奖。《独自等待》是其长片
处女作，成为2005年夏天中国电影
市场的一大热门影片，也成为10多
年来一部经典的国产爱情片。

《独自等待》于5月14日起在北
京、上海、深圳、成都、武汉、济南等城
市举行12周年特别展映。伍仕贤
说，他的新片《反转人生》并不是《独
自等待》的姊妹篇，故事不同，夏雨的
角色反差也很大，但还是有一些联
系，比如演员的表演状态类似，也有
一些明星客串演出，也会呈现一些

“伍氏”风格的道具等。

语文课文《爱迪生救妈妈》是“假”的？《地震中的父与子》与
历史记载不符？日前，关于语文课文“假不假”的问题再次引起
热议，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每一点“动作”，都会
引发人们关注。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培养出一代代栋梁之材。不管是教材更新，还是试卷改革；不管
是理念升级，还是教学方式创新，都体现了深厚基础和长足进
步，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关于个别语文课文的争议一直没停止
过。此次，面对课文“假不假”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

争议来源：
语文课文允许“虚构”吗？

“看到第30课的《爱迪生救妈妈》，我惊呆了，这可能是篇
‘假课文’啊！”浙江省杭州市外语实验小学校长张敏在二年级班
上听课时，无意中在语文书里发现。原来，课文讲的是7岁的爱
迪生，为实施阑尾炎手术的妈妈“镜子聚光”，可直到1886年，才
由一位美国医生第一次提出“阑尾炎”术语，那时，爱迪生已经
39岁了。

近日，几个网帖给语文课文挑出不少“刺”：比如《地震中的
父与子》，根据记载，当年的洛杉矶地震发生于凌晨4时31分，
教室里不可能有正在上课的学生；比如《华盛顿与樱桃树》，考古
学家发现，华盛顿童年所住的弗吉尼亚州拉帕汉诺克河边，没种
过樱桃树；比如插图中宋朝八品知县身着紫色衣服，按宋代服饰
制度，只有三品以上才能服紫色……

那么问题来了，语文教材需要这样“吹毛求疵”吗？“教材不
是美文的汇编。”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一针
见血，“教材选用课文，特别是小学语文课文，很多都是经过修改
的，对选文做少量必要的改动，并非显示编者‘高明’，主要是为
了适应教学需要。”

选编进入语文教材的文章，改动很常见：有的是便于学生
学习，将生字、生词融汇其中；有的是受篇幅所限，对原文进
行缩写；有的是儿童接受需要，如删节文言文《口技》中不适
宜内容等。

如果一篇课文各方面俱佳，无论是文学性、思想性还是出于
教学的工具性，那么，就因为其有“不实内容”，一定要受到全盘
否定吗？

不然。“小故事属于文学作品，即使有一定的想象和虚构，

也是可以容许的。”温儒敏介绍，即使是争议很大的《爱迪生救
妈妈》，也并非“杜撰”，“1940年美国拍摄的电影里，就有一段
爱迪生救妈妈的情节，小学语文的这篇课文就是根据这些材
料编写的。”

但是，另一面的声音也不小。有人指出，如果是寓言童话，
虚构夸张无可厚非，如果有着真人真名、时间地点，再去虚构，难
道不误导学生吗？如果孩子发现一件事的基本情节不靠谱，那
么附着在此事上的道德观念，会不会也被怀疑呢？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日前发表声明，表示“明年
后，人教版所有旧版教材将全部更换为新版教材，新版教材没有
选用《爱迪生救妈妈》等有争议的文章”。“在编写新教材过程中，
编写组对选文广泛听取意见，分专题审查，涉及科技内容的选
文，一律送有关领域科学家进行审查把关。”人民教育出版社有
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可小觑：
警惕“作假”的“衍生品”
有这样一个“经典”作文题：“有一种鸟，能够飞越太平洋，而

它需要的只是一小截树枝。它把树枝衔在嘴里，累了就把那截
树枝扔到水面上，然后飞落到树枝上休息一会儿……根据上述
材料作文，不少于800字。”

故事十分动人，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有“好事者”用浮力知
识，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鸟1公斤重来算，那么，木头体积
是2立方分米。也就是说，一只小雏鸡这么大的鸟，要衔着一根
足有两块砖大小的木块，才能“飞越太平洋”。“就算小鸟衔得住，
飞行时风对木块的阻力，也让这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个意在引发哲思的故事，需不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
上？很长时间以来，因为个别人缺乏常识或“想当然”，语文的课

外阅读、练习题、试卷等地方，“大而化之”的地方不少。如果说
不对语文课文“吹毛求疵”尚可理解，那么其“作假”的“衍生品”，
比如一些教学方法乃至观念的偏颇，就不能不引起重视了。

去年，上海曾举办以“我家的传家宝”为题的小学生征文比
赛，令主办方意外的是，在沪上600多所小学、逾两万名学生的
参赛作品中，“外婆留了一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成为相当一部
分学生笔下的“传家宝”。“如今到哪里找那么多的补丁衣衫啊！”
阅卷老师大跌眼镜。

学生作文“雷同”乃至“作假”，早已不是新鲜事。有媒体曾
对2000多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90.6%的受访者觉得现在学
生写作文“撒谎”多，其中，31.8%的受访者觉得“非常多”。问题
究竟出在哪儿？一方面，作文教学中，老师一再强调“真情实
感”；另一方面，作为生活相对单纯的学生，如果不对日常所见

“拔高升华”乃至“编造夸大”，恐怕得不了高分。
有需求就有市场，现在，“作文素材”居然也成了卖点。随意

登录一个作文网站，小学、初中、高中作文材料一应俱全，点击进
入“当我遇到挫折”，立即显示出若干“段子”：遇到数学题不会
做，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攻克难题；参加电子琴比赛，弹到一半忘
了琴谱，脑海中响起老师的话，顺利过关……

“段子”起承转合，扣人心弦，直接“引用”，效果颇佳。可令
人担忧的是，拿到老师布置的题目，习惯于背模板、记范文、搜

“段子”，学生作文还有多少真情实感呢？要是“追求真实”胜过
“作文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现实让人感到遗憾。“我开始不同意让儿子按套路，但过了
一段时间就屈服了。”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五年级家长陈女士告
诉记者，她曾让孩子自由发挥了几次，结果考试分数很难看，“后
来我们套用范文模板，分数就上去了”。

拒绝“套路”：
独立思考是教育根本
一道语文连线题：“细细的小草”“青青的柳枝”，错误；“青青

的小草”“细细的柳枝”，正确。4月7日，拿着孩子的语文试卷，
看着被断然扣掉的两分，在媒体工作的杨女士十分无奈。“怎么
跟孩子说呢？其实我觉得孩子的答案不但正确，而且很美。”

她把自己的困惑发到一个媒体人微信群里，引发了大家共
鸣。有的支招，教育孩子“家里、学校‘两张皮’，知道什么是对
的，但按老师标准答案来”；有的抱怨，“我有一篇小文，被收进上
海试卷，结果阅读理解我都做不对”……

在一些家长不满的同时，老师也有“吐槽”。一位小学语
文教师“诉苦”，她只要让学生以“我的爸爸”为题写作文，
就会发现班里的学生几乎全都病了或是摔了跤，然后爸爸背着
他们上医院。

“我们的语文教育在夯实基础方面成绩突出，但在塑造人
格、培养志趣方面明显不够，很多孩子不具备独立观察、独立思
考、独立表达的能力和习惯。”一位专家举例说，学生作文之所以
出现模式化问题，和语文教学的这一特点有直接关系。

一篇课文偶有“不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让
学生遁入“套路”，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乃至习惯于“作假”。
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怎么丧失的？从“细细的小草”“青青的柳枝”
中，恐怕可见一斑。如果孩子们的独立思考在“标准答案”面前
屡受挫折，长此以往，谁还敢“独立思考”呢？

课文“假不假”的问题，还要结合时代性来看。现在的中小
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发现事实真相不费吹灰之力，面对这些
学生，语文教学岂能不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课文改编，鼓励学生寻找正确
答案，进而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比如插图里，宋朝官员着紫
衣，为什么是紫色？让学生课外拓展，使语文书里处处皆学问，
不比“一认真就尴尬”好吗？

另一方面，对这些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绝不可“自说自
话”，而要格外重视学生的接受习惯。假如我们为孩子们虚构出
一件完美的“真人真事”，并力图使其信以为真，万一被识破，教
育引导效果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有专家还强调，在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别让“标准答案”成了孩子创新、思辨能力的“磨刀石”，这
不仅是提升语文能力的需要，更是教育的根本所在。

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北京市某
重点小学学生的一句“伪楚”令讲解
员大感震惊，这个北宋灭亡后短暂存
在的政权是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
对比于此前某京郊中学为了赶回去
吃营养餐而大幅压缩参观时间，讲解
员感慨重点小学的小朋友们的知识、
眼界、表达能力全面“碾压”了中学的
大哥哥大姐姐。讲解员认为，两所学
校师生的表现让他“感受到了中国的
阶级固化现象。”按照他的说法，这所

“北京无人不知的”重点小学的家长
大都是“社会精英、学者名流、政府官
员、驻外使节和企业高管”，而京郊那
所中学的学生家长基本都是普通人。

近年来，有关社会流动性的话题
日益引人注目。但用两所学校的孩
子的不同表现来证明所谓的“阶级固
化”其实是打偏了，问题的实质不是
什么“阶级固化”，而是教育资源的配

置不均衡。重点学校仅仅是师资力
量这一项就不知超过普通学校多少
倍。“名师出高徒”是颠扑不破的真
理。名校的学生在全面素质教育的
滋养下，其眼界视野和素质能力自然
超过同侪。这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衡所导致的，并不能由此得出“阶级
固化”的结论。

尽管近些年有学者根据调查认
为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比改革开放初
期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
流动性还是很强的。父母的职业和
收入对后代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
的。上一辈穷，并不意味着下一代注
定也穷。草根阶层改变命运的机会
非常多。普通人只要肯吃苦，有头
脑，不敢说一定发家致富，但至少可
以温饱无虞。当今中国最有名的几
位企业家如马云、王卫、刘强东等都
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最能说明中国社会流动性的例子
是演员王宝强。王宝强出身于河北一
个农民家庭，没上过几天学，8岁就在
少林寺学武术，从做群众演员开始最
终成长为家喻户晓的演员。要论家庭
条件、教育程度、社会资源，王宝强算
是最差那一档的，但他照样成功了。

实际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
“阶级固化”的国家。这是由中国特
殊的历史文化造就的独特现象。比
如古代中国和欧洲国家同样实行嫡
长子继承制，但唯有中国人在分家的
时候，对家产是平均分配的。如此几
代以后，所谓大地主就自动消失了。

“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和这种充满人
性温情的制度有直接关系。此外，科
举制度也给了普通人通过读书上升
的通道。直到今天，中国每年参加高
考的学子有近千万人，其中有多少是
所谓“精英家庭”的子女呢？

我们不能否认，家庭条件优渥对
孩子成长的确有利，财富和价值观念
的代际传承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
这和“阶级固化”是两回事。在今天
我们更不能以“阶级固化”为借口为
自己丧失奋斗精神找理由。越是普
通人家的孩子就越要自强不息，越要
坚信：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网络文学的精品哪儿去了？”日前，在移动
阅读终端掌阅科技的一场作家签约仪式上，掌
阅副总裁游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了签约更
多优秀作家，游亭近来一直在浏览各大文学网
站的数据，他发现持续付费读者数量在减少，有
的知名作家的作品，愿意持续付费的读者只有
1000人，过万就是非常优秀的了。这与几年前
网络文学所谓“神作”动辄吸引数百万付费用户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网络文学精品力作缺乏的另一个证据是，
近年来市场表现火爆的IP影视剧，其网文原作
大都是5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创作的，如《鬼吹
灯》写于2006年，《诛仙》写于2003年，《盗墓笔
记》写于2006年，《甄嬛传》2007年出版……
2015年以来，在“IP热”的带动下，网络文学的
变现能力令资本格外垂青，作为IP影视剧改编
源头的网络文学作品在短期内被购买、开发，长
达10余年中沉淀的优秀作品在两年内被“消
耗”殆尽，这使得网络文学市场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进行下一轮的沉淀和积累。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精品的网络文学

了？”游亭认为，根子在于今天的内容生产已完
全被用户主导了。“通过大数据，平台很容易就
知道用户的偏好，用户喜欢看什么，平台就生产
什么、推送什么，大量同质化的作品纷纷出现。
用户的时间是有限的，你看过一本霸道总裁爱
上我，可能就不会再花时间去看同类的作品
了。”游亭说，大量同质化作品泥沙俱下，造成了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少数优秀作品反而被
淹没在海量劣作之中。

百度文学总经理许斌1998年进入网络文
学行业，他认为商业力量对网络文学的成长是
一把“双刃剑”。早期“能赚钱就是好作品”的粗
暴标准促进了市场竞争，使好作品得以涌现；但
在商业压力之下，网络文学行业也会有所扭
曲。在他看来，现在的网络原创文学有点两极
分化。一种是纯粹为了商业去创作，这种作品
在商业价值上也许并不低，但是从口碑甚至未
来10年是否仍然有生命力来看，很多作品是没
有的。另一种就是不那么在乎商业回报，不追
求短期要赚很多钱，而更追求读者是否说写得
很好，的确与众不同，几年后还有人看。

许斌说：“实际上，‘IP热’起来以后，影视
圈青睐的是这样的优秀作品。再过几年，所有
的从业者都会发现，纯粹的商业化创作，所谓的
模仿、同质化，不会是你获得最大利益的来源。
只有那些有体力但没太多创作力的人才会选择
那条路。更多的人会选择把自己的作品写得更
好，更有口碑，更加精品化。”

游亭也表示，作为平台，其实并不希望平台
上只剩下缺乏特色的同质化的商业作品，他们
在与作者签约时也会重点考虑作品的质量和生
命力。

那么，谁能在精品化的创作道路上坚持下
去也许就决定了未来的高度。

由于网络文学创作模式与传统文学不同，通
常都采取边写边放上网的方式，为了维护一定的
点击量，写作者要不断更新。如果隔一段时间没
更新，读者就会不停地催，“挖坑不填”“太监帖”
等抱怨就会大量出现。如果点击率下降了，帖子
没人提了，作家的压力就更大。知名网络作家天
下霸唱曾表示：“网友是不管你的身体、工作等等
情况的，你必须不停地写、写、写。这样就可能会

有很多口水产生，也可能在情节的构思方面出现
纰漏，作品的粗糙就是难免的。”

早期网络文学作家大都出于爱好和兴趣而
投入创作，这与今天大量直接冲着赚钱而来的
商业写作者不一样，前者的作品更具个性和文
学追求。签约掌阅的网络作家天使奥斯卡入行
已经10多年，一向以更新慢而被读者抱怨，他
说在创作中最看重的一点是“写得让自己开
心”。尽管写得慢，还是有大量读者耐心等待更
新，追着看。

曾以穿越小说《回到明朝当王爷》获得大量
读者的网络作家月关则认为，作为创作者当然要
有自己的坚持，但网络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网
络作家其实是在和读者一起玩，互动过程必然要
有。他说：“即使东西是自己写的，不需要考虑别
人的意见，但是读者的反应必然要潜移默化影响
你的作品。我们不是对读者的意见言听计从，哪
怕多数读者的态度，你也要有自己的取舍。”

由于工作关系，许斌接触过不少网络文学
作家，但顶尖作家和优秀作家乃至和普通作家
之间有一个区别令他印象深刻。“顶尖作家会情
不自禁地谈起他的创作，他会眉飞色舞地和我
说接下来的故事是什么，人物是怎么回事，哪怕
我根本没提起这个话头，他还会讲自己的创
作。而别的作家，哪怕就是比他们略低一点点
的作家都不会聊这些事，除非你自己跟他提。
那些大神级的作家，你不想跟他聊，他都会跟你
说下一本书会怎么样。这就是所谓的热情。”顶
尖的网络作家具备了天赋、坚持、健康以及热
情，“我还没见过谁具备了这四点而没有起来
的。”许斌说。

想看啥就给你提供啥，结果悲剧了——

“网络文学精品哪儿去了？”
●张贺

★★ 中华传统礼仪中华传统礼仪★★

据《人民日报》

新版人教版语文教材不再选用争议文章——

课文“假不假”，关乎学生“真不真”
●张烁

伍仕贤夏雨12年后再携手
●白瀛

“伪楚”伤了谁的心
●张贺

我看我说 中国邮政发行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念邮票
●赵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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