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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后，央
视又推出了《中国谜语大会》。这档
由中学生参赛、专家点评、明星加盟
的以猜谜语为核心的节目，一经播
出便备受关注。但也有观众与专家
直指节目中谜语不尽合理，有的缺
乏科学性，很可能对青少年增长知
识产生误导。

谜语文化展现不够
上海职工灯谜协会顾问、民俗

文化工作者江更生是谜语的专家。
他在看了《中国谜语大会》后认为，
有趣的、有文化内涵的谜语很少，换
言之，略有不上档次之嫌，整体审美
情趣也不高。江更生说，电视台能把
谜语文化搬到镜头前向更广大的观
众做宣传确属不易，但遗憾的是节
目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没有把最
精彩的谜语文化展现出来，出的都

是些陈年老谜语、或谜面和谜底相
当牵强的谜题。比如，“风乍起吹皱
一池春水”的谜底竟然是“新浪微
博”，既然是“乍起”和“吹皱”，又何
来“浪”一说？
此外，江更生还表示，节目组既

然将参赛选手设定为中学生，就应
该选取符合中学生知识面的谜语。
但节目中的谜语不是过于幼稚就是
过于艰涩，“有些老谜语现在已经没
有必要再拿出来了，现如今有许多
与时代接轨又接地气的谜语，应多
选取这样具有正能量的谜语，才能
更有利于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

孩子猜谜不应太难
猜谜活动的式微，是当今社会

的普遍文化现象，在大中小学内能
够坚持开展猜谜活动或组织灯谜社
团的学校也极少。据悉，沪上同济大

学就开设有灯谜的选修课，把推广
谜语文化作为开拓大学生知识面、
提高文化素养一个载体。复旦附中
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也曾将班里所
有同学的名字编成谜语，让同学们
互相猜谜，不但能加快新同学的相
互熟悉，又推广了谜语文化。黄老师
说：“谜语能够训练学生的思维，把
各种知识联系在一起，寓教于乐，何
乐而不为呢？”
但是，“谜语大会”毕竟不同于

“汉字大会”般可以靠突击或“认真
准备”就能取得好成绩。因为猜谜语
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需要知识面
的广博，而且还要懂得猜法规则。对
此，华东师大一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陆继椿就认为，有些难度偏高的谜
语，其实并不适宜出现在由中学生
担当主角的猜谜大会上。谜语原本
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文字游戏，面对

文化素养还未达到这一高度的青少
年，谜题的设置应不在于技巧的高
低上，而应侧重于文化内涵、教育意
义和思维价值。

谜面要有正面效应
源自中国古代游戏的谜语，其

中有一种谜面的设置就是巧妙地
利用了汉字的谐音。比如，“增加十
两，打一城市”，答案为天津。此谜
就是借用了“添斤”与“天津”的谐
音。然而，这种谐音谜语如果大量
在青少年中风行，则会与国家语言
文字管理部门的要求有些冲突。因
为，类似“鸡不可失”“一戴添娇”
“衣衣不舍”“朝酒晚舞”等“谐音成
语”，都是被禁止出现在正规的教
育与宣传场合的。
那么，对于有些谜语中利用谐

音、拆字等方式构成的谜面，是否会

对认知程度尚浅的青少年产生误
导，甚至不利于他们正确地学习语
文呢？作为沪上语文界“大腕”级人
物的黄玉峰与陆继椿，对此竟也观
点各异。
黄玉峰认为，谐音或拆字谜语

不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谜语恰好
显示了汉语的博大精深和再生能
力，所谓谐音等可能造成的误解，都
是在教师可辨析的范围内，这样的
谜语既能活跃课堂，又能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
但陆继椿则表示，如果教师指

导不及时，任由谐音等谜语作为“正
统”，很可能使正处于语文学习启蒙
阶段的孩子得不到猜谜文化本应具
有的正面效应，不利于孩子正确识
写字和词，也不利于他们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本报记者 王蔚 实习生 赵一凡

央视谜语节目引争鸣 专家担心误导青少年

谐音拆字可能混淆“正统”语文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绿色
嘉园资源循环站”日前在同济大学
嘉定校区学生事务中心设立，接受
师生个人废旧物资捐赠，并对回收的
物资分门别类，进行循环再利用。
“资源循环站”回收的物品包括

塑料瓶、易拉罐、纸张、书籍、纸箱、
!"板、喷绘、海报、衣服等。学校将
分门别类进行循环利用：将回收的
衣物统一寄送给偏远地区灾民；将

单面打印的纸张统一送校图书馆阅
览室作为草稿纸使用；对 !"板、喷
绘、海报等重复再利用；保存完好的
书籍将分类加入“图书漂流”计划书
库中；对塑料瓶、易拉罐，以及无法继
续利用的纸张、书籍、纸箱等，将作为
废品统一售卖给废品回收站。
“资源循环站”还实行上门服

务，同学只需在线留下其地址和联系
方式，工作人员即可上门收取物资。

同济大学设立!资源循环站"

! ! ! !“在‘决心’号古生物实验室的尽
头，用黑色布帘隔开形成了一间小
屋，这是超微化石组工作的地方，被
大家形象地称为‘超微小屋’”……
由我国科学家建议、设计并主持的
南海第二次大洋钻探，正在南中国海
面上破风逐浪。参与科考的 #$位中
国科学家中有 %位来自同济大学，
从 &月'#日起，他们每天通过电子
邮件发回 (篇科考见闻，报告航行
中的实时发现和有趣成果。
此次航行是由美国深海钻探船

“决心”号执行的 )*+,$-.航次，是
自 (/'$年底启动的新十年科学大
洋钻探———“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年至 !%!$年）的首个航次，
将历时 0&天，计划于 $月 $/日在
我国台湾基隆港靠岸。

古海浊流很动荡
钻探的第一个站位就设在南海

深海盆的中央位置，距离黄岩岛以
西约 12公里，水深 -(2/米，第一根
岩芯已被成功取出。
船上科学家、同济大学海洋与

地球科学学院刘志飞教授发回的第
一篇科学见闻，完全颠覆了人们印
象中一直平静着的南海“性格”———

!南海海山地形陡峭"极易形成

滑坡等重力流搬运作用" 浊流就是

重力流中的一种#然而"我在船上实

验室的显微镜分析发现" 这些浊流

沉积物中含有大量石英$ 长石等矿

物" 表明可能是来源中性岩或中酸

性岩区" 而南海海山据称都为基性

岩#因此"这些沉积物的来源可能有

更多的可能" 比如来源南海周围陆

地的远距离输运# %

超微化石有点乱
在历次大洋钻探航次中，超微化

石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超
微化石是一种单细胞海洋超微浮游
植物化石，在海洋沉积物中分布广、
数量大、演化快，是用以确定沉积物
形成年代的极佳参照之一。
不过，南海 3-.航次超微化石

地层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船上科
学家、同济大学刘传联教授在科学
见闻中提到：

!当第一个站位第一筒岩芯上

岸后" 科学家们费尽力气几乎浏览

完所有的视域" 才找到一个保存不

好的超微化石# 接下来的第二筒岩

芯样品中" 竟然连一个超微化石也

没有发现#直到第三筒样品出笼"超

微化石数量极为丰富& %

“结果令人惊讶'化石成份极其

混乱" 不同年代的新老化石混在一

起" 既有 &%多万年的超微化石"又

有近 !%%多万年的化石& 难道我们

一下就钻到了 !%%万年前(实际上"

这是遭遇了古生物地层工作者最忌

讳的沉积物类型之一'浊流沉积#浊

流可以把不同地区$ 不同年代的化

石搬运过来沉积到海底" 从而造成

化石成份的混乱# ”
而这些正是揭开南海深海几百

万年以来沧桑巨变的有力线索，有
待科学家们逐一破解。
接下来，“决心”号将驶往位于

南海中部 -(#3米处的第二站位，那
里被认为是南海“最新”长出的区
域。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南海钻探科学家每天发回科学见闻

! ! ! !上海中小学已经开学。这几天，福州路上海书城里教辅类读物书架前人头攒动，
其中有不少是学生家长，他们也抓紧时间为孩子选购教辅书。书架上小学、初中、高中
各年级的教辅书籍一溜排开，琳琅满目，不下百种。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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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大学园区的一次招聘会
上，记者遇到华东政法大学的硕士
毕业生小胡。他说，自去年 .月起，
就开始跑宣讲会、招聘会，投了几
十份简历，工作至今还没落实，“现
在研究生太多了，以前的优越感荡
然无存。现在单位更看重的个人能
力，而不是只看学历了。”小胡告诉
记者，由于研究生人数众多，很多热
门的企事业单位并不关心求职者研
究生学历的学校、成绩，很多招聘人
员反而会问，“你的本科是哪儿毕业
的”，这样一来，又让一些从二流大
学通过考研升入名校的研究生面临
尴尬。小胡同学有个总结：研究生与
本科生的竞争激烈，如果心态过
高，就很难找工作。

招聘会上，许多企业明确表
示，在新入职员工工资待遇方面，
研究生基本工资会相对高于本科
生。但总体讲，本科、硕士、博士不
同学历层次的毕业生待遇差异并
不大，而日后提升主要依据实际工
作能力和具体工作业绩，招聘单位
注重的是员工的技术操作能力而
不单单是学历高低。这与前些年，
博士、硕士拿着文凭可独行天下的
局面已经全然不同。
从(/#-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降温，亦不难发现研究生的就
业压力现状。去年底，教育部首次取

消报考硕士研究生“不超过-/岁”的
年龄限制，但报考人数并没有明显
增加，北京、湖北、黑龙江、辽宁、河
北、青海等地均出现了近年来报名
人数的首次下降。人力资源机构麦
可思与腾讯教育频道合作的(/#3届
毕业生流向调查显示，从(/#(年#/

月(.日至(/#3年-月#/日，被调查的
(/#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04，
低于本科毕业生53246和高职高专
毕业生53&76的比例。

高学历已“贬值”
研究生缘何就业难？教育专家

熊丙奇指出，'..-年，我国研究生
招生规模仅 -8%万多人，如今已超
过每年 0/万人，&/年间，研究生
扩招疯涨了 ''倍，甚至超过了本
科生，而如此扩招的背后，一方面，
学术型硕士教育没有提高学生的
学术能力，另一方面，高校由于缺
乏专业人才，专业硕士培养仍处在
零起步的状态。研究生就业势必遭
遇“高学历泛滥”困境，因为，所谓
的高学历其实是“贬值”的学历。

熊丙奇说，&//1 年金融危机
时，许多高校为了增加本科生的就
业率，纷纷提高了研究生招生规模。
久而久之，不少本科生也开始用上
这一招，因就业难而选择考研，把考
研作为就业“避风港”，延缓两到三
年就业。其实，眼下的研究生就业

难，正是考研热带来的就业压力释
放；而高校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由
于缺少相关的职业教育，所以，许多
研究生毕业时除了手拿一张文凭，
并没有提升自己的求职能力，相反，
还因为自己多接受了几年教育，就
业预期比本科生高。凡此种种，最
终增加了研究生的就业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地还
频发研究生考试舞弊事件。不少单
位在招聘研究生时，显得更为谨慎。

调整求职心态
相比 .12、&''高校，一些二本

院校的研究生就业压力更大。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就业中心负责人徐
阳认为，从用人单位的结构分析，
如今中小企业是主要的就业岗位
提供者，但对研究生的吸引力不
大，许多研究生仍片面地认为，“苦
读多年，一定要当公务员、进大公
司”，而这个观念，正是影响研究生
就业的主要原因。

徐阳说，想要转变硕士生“产能
过剩”的现状，要从高校、个人和市
场三方面入手。高校应转变研究生
培养观念，以“社会可用的高水平人
才”为培养标准，研究生教育不再只
是学理论；而硕士生在加强实践能
力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求职心态；市
场则要为高水平专业人才提供更多
岗位，而不再仅仅是“学历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