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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儿童都是珍贵的唯一
丁爱平

! ! ! !骨干教师优课展示，借我班上课，
科学课，做实验。只要 !"个孩子，全班
共 !#人。我问：“能不能多准备一套器
材？可不可以每个实验组增加几个人？
哪怕去听听？”答复是：“!"个足够了，好
组织，人多容易乱。”
从 !#人中去掉 #个学生？你让我怎

么挑？我没干过这种事！看着我的孩子
们，一个个都是如此可爱！那个小家伙不
好好写作业，但他的思维多活跃呀！他？
理解能力比别人差点儿，可是他多么刻
苦啊！还是她？胆小不善言辞，然而她的
文采多么动人！就他吧，常打闹生事来烦
我，万一公开课捣蛋咋得了，好吧，第一
个就是他！我正欲做记号，“老师，你怎么
不高兴啊？是不是累了？要不要喝我的冰
红茶呀？”唉，惭愧，惭愧啊！孩子们快乐
地游戏，谁都不知道他们亲爱的丁老师

正要为一堂“优课展示”剥夺 #份本应属
于他们的课堂权利！为一位“骨干教师”
抛弃 #个本应一视同仁的天真孩童！我
的胸口堵得慌，难受！

我无法直视一双双纯净的眼睛，逃
到办公室一吐为快。有个老师说：“干嘛
你来选呢？或者参
加其他活动，或者
上课，让学生自己
选。”“万一孩子都
要上课呢？”我闷闷
地回到教室，忽然灵机一动：不告诉他
们上公开课的事，先请教过他们的张老
师来挑选，到她班上去讲故事做游戏，
带着自豪感去！这个点子使我的心略微
好受了一点。不出所料，张老师的邀请
激动人心，在热潮中请了 #个同学，#个
人自觉地排成一队，跟我说再见。不知

为什么，我的泪涌了上来。
上公开课了，!"个孩子在空气和水

的世界里畅游。我一点也听不进去，一
遍遍地想：那 #个同学在干什么？开心
吗？会不会觉得中了圈套？

终于下课了，进教室发现小衣在
哭，他是九分之
一，我预感事情不
妙。“小衣说我们
上当受骗了！”“他
说我们去讲故事

的九个人都是差的！好的都去上公开课
了！”我跌坐在椅子上，深度疲惫，无法
言说。我怎么办？继续编造美丽的谎言？
还是坦白冷酷的事实？我知道，我永远
也弥补不了心头的愧疚：孩子，对不起！
有人说，你至于这么自责吗？#个孩

子这次不上课，以后有的是机会。有人

说，又不是主课，少上一节并不影响学
习成绩。还有人说，优胜劣汰是自然法
则，你能保护他们一辈子么？……有几
个人会掂量这 #个孩子的感受？为什么
我们已经看不见儿童敏感的心灵？到底
是什么灰蒙了我们的眼睛？是“展示”，
是“成功”，是一切从教育者出发的“为
我所用”！
必须坚决摒弃这种无视儿童心灵的

“公开课规则”！被尊重、被爱是每一个儿
童的权利。每个儿童都是珍贵的唯一。只
有我们抛弃功利思想，以发展性的评价
来尊重、唤醒、激励儿童自然成长，儿童
才是真正的“希望着的”儿童，教育才是

真正的“人”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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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书籍装帧
朱争平

! ! ! !上海是中国现代装帧
艺术的发源地。回望老上
海书籍装帧的历史，可以
使我们更加珍惜昨天的光
荣，开拓装帧设计艺术新
的境界。
上海现代书籍装帧设

计始于清末民初。$#世纪
末 %&世纪初，西方先进的
石印、金属活字、照相制
版、三色版、珂罗版等先进
技术传入上海。当时除一
些特殊印本仍然保留部分
传统的凸版木刻水印和短
版印刷工艺外，传统的雕
版印刷逐渐淡出历史舞
台，书籍装帧也逐渐脱离
线装形式，趋向现代的铅
印平装。《申报》、《点石斋
画报》等当时均运用了西
方的先进印刷技术。“五四
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迅速

兴起，新旧思想强烈冲突，
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新式
书籍日渐增多，使上海书
籍的出版印刷方式和设计
形态逐渐脱离传统样式，
形成了现代书籍装帧设
计。上世纪 %&至 !&年代，
随着上海经济的畸形发

展、商业文化的传播普及，
以及国外现代艺术设计理
念的传入，上海书籍装帧
出现了杰作纷呈、百花争
艳的繁荣局面。
提及老上海的现代书

籍装帧，就不能不提到鲁
迅。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
的革命文艺家，而且也是

中国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
者。他特别重视对古今中
外书籍装帧艺术的研究，
提倡向外来艺术包括西方
设计艺术学习。他非常注
重书籍装帧艺术的整体风
貌，主张将封面、版式编
排、字形纸张、印刷装订等

结合在一起整体进行设
计。他提出了“天地要阔、
插图要精、纸张要好”的书
籍设计基本要求。他主张
版面要有设计概念，版面
设计与书籍内容应整体一
致，并对版式、版权页都做
过细心研究。他重视作家、
编辑和美编的合作关系。
他还亲自设计了《呐喊》、
《海上述林》、《引玉集》、
《华盖集》、《野草》等数十
种书籍的封面。
在鲁迅的影响和倡导

下，一批优秀设计艺术大
师和优秀书籍装帧作品应
运而生。陶元庆是中国现
代书籍装帧史上采
用新颖的图案装帧
作为书籍封面设计
的第一人，他设计
的《苦闷的象征》、
《彷徨》、《中国小说史略》、
《故乡》等优秀装帧作品影
响巨大。钱君匋对现代书
籍艺术设计起过重大推动
作用，一生设计的书籍装
帧作品多达 !&&&多件，巴
金的《家》、叶圣陶的《古代

英雄的石像》、茅盾的《子
夜》等五四时期新文学作
家的作品大多由他设计，
享有“钱封面”的雅称。丰
子恺既是一位漫画家和散
文家，也是书籍装帧大师。
他设计的封面以漫画见
长，如《醉里》、《文坛逸
话》、《从军日记》等，具有
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老上
海著名的装帧设计艺术家
还有陈之佛、司徒乔、庞薰
琴、曹辛之等。此外，闻一
多、叶灵凤、胡风、巴金、张
光宇、沈从文、林风眠、黄
苗子、艾青、卞之琳、萧红
等作家和艺术家也都积极
参与了当时书籍的封面设
计。可以说，上海为中国现
代装帧艺术开了先河。
上海书籍装帧设计所

发生的巨变，与当时上海
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有
着紧密联系。西方先进印
刷技术入沪是上海书籍装
帧进入现代化的重要背
景，外国美术运动的传入
促进了上海书籍装帧的变
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
上海现代书籍装帧得以兴

起和发展的直接动
因，上海商业城市
的形成也为书籍装
帧提供了经济支
撑。正是在多种因

素的作用下，上海书籍装
帧逐步走出古籍装帧的形
式结构，开始向现代化方
向迈进。
上海的解放开创了装

帧艺术新的纪元。上世纪
'& 年代到 (& 年代初，上

海的装帧艺术摒弃了复古
和崇洋等不健康倾向，进
入发展提高的新阶段。
$#'# 年中国在莱比锡国
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上争得
了重大荣誉，其中上海的
获奖作品占全国获奖总数
的三分之一。“文革”使得
装帧艺术停滞和倒退。改
革开放又使上海装帧艺术
获得新生。新世纪以来，上
海的书籍装帧出现了生气
勃勃的新景象。

随着数码技术与数码
设计的出现，为书籍装帧
艺术的发展既带来机遇也
带来挑战。如何保持中国
书籍装帧设计的独特艺术
语言，同时又充分运用好
丰富的现代技术表现手段，
不断推动书籍装帧设计艺
术的创新发展，这是需要出
版和装帧界回答解决的新
课题。开中国现代书籍装
帧设计之先河的上海，应
当交出更加完满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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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所谓口号，不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
事情吗？眉头一皱、信手拈来，就能轻易
搞定。若作如是想，可谓大谬不然。

虽没做过调查，我却有胆子说：持有
这种大谬不然的观点的，定有人在。因为
种种不谬不然的口号，已经让我受够了。
高考年年有，今年奇闻多。奇闻之

一，就是在某些中学里，对考生提出了诸
如“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考过‘高富帅’，娶得‘白富美’”
之类的口号，劲头十足却情绪偏
激，全然没了读书求知是人生的
理想、进步的阶梯这样的正能量。
在江苏六合镇某街道拆迁办

的大门上，悬挂的口号是：“拆天
拆地拆天地，安民安心安民心！”
对仗还算讲究，只是请问：如此不
分青红皂白地大拆特拆，民心能
安否？
改革发展诚为第一要务，可是湖南

邵阳市提出的“发展口号”居然是：“谁不
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历史的千古罪人！
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人民的不孝
子孙！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今天的
混世魔王！”好一副居高临下、权力傲慢
的口吻！
还有贵州毕节市的环卫部门，公然

在垃圾桶上刷出了“严禁人畜入内，违者

责任自负”的口号，低俗得
到了人畜混搭的地步。牲
畜无知，何以负责？身为万
物之灵的人，则情何以堪？
像这样雷人、误人的

口号，只能让受众目瞪口呆、不胜感叹，
招致不同程度的逆反心理和负面效果，
真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是的，口号的确只是一句话、
两句话的事情，不过看似简单，却
大有讲究。不管是系统工程抑或
便民举措，所提出的口号，应当是
对其内涵的正确概括和高度浓
缩。这犹如画龙之点睛，窥豹之一
斑，或者借用孔老夫子的话是“一
言以蔽之”；列宁还说过：在历史
急剧转变的关头，有些口号在昨
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
任何意义。（《论口号》）而我们所

遇到的种种雷人、误人的口号，除去粗制
滥造、随意出手的通病之外，或思维陈
旧，或态度偏执，或口吻霸道，多少给人
以恍如昨日之感。这是不是言重了？！
我们的生活和事业离不开必要的口

号。期盼握有口号发布权的主政者、主事
者们，力求为我们构思和提出科学正确、
入心入脑、提神鼓劲，与民主、法治、和谐
社会相向而行的口号来！

刍议!题联"

吴家龙

! ! ! !最近在夜光杯上拜读《题联》一文，很受启发。楹联
是中华民族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学形色，士农工学兵商
都喜爱。常见于春节几乎家家户户贴春联：新年纳余
庆，嘉节号长春；青年男女大婚新房贴门联：兰房生贵
子，秀户育麟儿。这些家喻户晓的名联人人耳熟能详。
但是喜爱联不一定会做联，会做联不等于能做好

联，见诸报端的不合格联常常被眼球吸引。笔者不揣谫
陋，作楹联应遵守几条基本规则：一是上下联字数相

同，指的是整个
上联与整个下联
字数相同且相应
的分句字数必须
相同；二是内容

相称，指的是对仗，既要句型一致又要内容匹配；三是
平仄相反，虽不要求每一个字平仄相反但关键字必须
相反。楹联的平仄一般上联的末字应仄声，下联的末字
应平声，偶有例外，由于内容无法调整之故。
现在来看《题联》的两副联，都是嵌名联。第一副为

其友人孙子题联，名为“冠宇”，这是一副七言联，联曰：
“为人忠孝夺名冠，处事智勇驭广宇。”嵌的是上、下联
的第七字，谓“雁足格”（亦称七唱），从上面几条规则可
见这副联的问题一，上、下联的末字“冠”、“宇”均为仄
声，凭这点联的内容再好，对仗再工也不能算作楹联。
问题二，不符合上下联平仄相反要求，关键位字平仄没
有相反。尤其是下联七个字都是仄声。第二副为其外甥
女的女儿“可铭”题联，联曰：风花雪月皆可意，经史子
集要铭心。嵌第六字谓“凫胫格”（亦称六唱），粗看其句
型乃是“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但对照
原句问题就来了，请看上联
第六字应为“平”而“可”为
仄声；下联“经史子集”乃
“平仄仄仄”，“铭心”为“平
平”不符合上下联关键字位
平仄相反的要求。故这两副
联均为不合格的对联。
题联的作者开宗明义

就讲：“我钟情于祖国的传
统文化，尤其是意味深长
的对联。”诚然这两副联用
意很好，“既要望子成龙，
更须教子有方”。遗憾的是
作者对诗词格律、楹联的
基本要求知之较少，相信
在这方面下些功夫一定会
读到锦绣篇章。一家之言，
祈教方家。

目光的所在
释戒嗔

! ! ! !前几年，有位姓李的太太经常
来天明寺进香，李施主的家境不错，
除了穿着考究以外，身上的首饰也
比一般的女施主要多很多，有时候
站在阳光下和李施主说话，都会被
她身上夺目的首饰晃得眼花。

戒嗔第一次见到李施主的时
候，李施主正在和智缘师父聊天，李
太太当时问智缘师父，刚才佛堂里
有个可怜的小和尚是谁？
听到这个问题，戒嗔和智缘师

父都很意外，那几天，戒尘师弟不在
寺里，所以李太太所指的佛堂里的
小和尚应该是戒痴师弟。
只是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李

太太认为戒痴师弟很可怜。
后来李太太说：你看，小和尚的

衣服都破了。
被李太太说得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李太太是误会了，虽然
天明寺只是小地方不知名小
寺，但也不是穷得没有钱给
戒痴师弟做衣服，只是戒痴
太调皮，平日喜欢在寺里上
上下下地乱跑，有时候，还跑到茅山
里爬树摘果子，从树上摔下来很多
次，却执意不改，更有甚者，他还当
着外来的施主们的面，趴在地上嬉
闹。所以，不管多么新的衣服，戒痴

都可以用惊人的速度把它们穿破。
寺里没有条件给戒痴经常做

新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智惠师
父看见了就帮他补补，没有看到，
便只能任由他穿着破衣服在寺里
乱跑，有的衣服甚至连袖子都少了
一只，之前也有过施主形容戒痴师

弟很像是同时加盟了丐帮和少林
两个门派的武林中人。

向李太太大概解释了一下戒
痴的情况，李太太听了直笑，事后，
智缘师父还是觉得戒痴的行为有
些不妥，他叮嘱戒嗔去给戒痴换身
衣服，顺便再次叮嘱他以后不要再

穿破衣服乱走动了。
给戒痴换衣服的时候，

他一样很不老实，手脚兀自
不老实地在新衣服上拉扯，
好不容易替他穿上，戒痴忽

然问，上午那位可怜的太太是谁？
戒嗔追问了几句，才发现戒痴

口中的可怜太太，居然说的是李太
太。
戒嗔很奇怪，李太太家里的富

裕程度在来往的施主们中是数一数
二的，她脖子上的项链成色比佛像
上的金漆还要货真价实，戒嗔实在
看不出戒痴师弟有什么可以可怜李
太太的地方。

可后来戒痴说，你看她虽然穿
得好，样子富态，但她的眉头一直
皱着。
戒嗔回想起，李太太和师父聊

心事的时候说过，自己的先生最近
在事业上不顺利。

所以戒痴师弟观察得并没有
错，李太太一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眉头深锁，看不到笑容。
有时候，看一件事物的方法确

实很奇怪，即使是对同一件事情做
评价，又即使在同一个角度望过去，
戒痴师弟的目光如果落在李太太眉
头上就会觉得她很可怜，如果目光
落在李太太的衣物或金链子上，可
能反而就觉得自己可怜了。
或许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应该

盯着它的某一点看。用自己的长处
看别人的短处，容易让你滋生无谓
的自大情绪，若看到别人的长处恰
恰是自己的短处，或许又会让自己
觉得自卑，唯有看清了所有，才能
正确地评价自己，自大和自卑也不
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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