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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得有一年，茅山里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雪停了之
后，戒嗔发现山里的好几棵大树都被积雪压垮了，反而
那些矮小不起眼的草木，受到的影响不大，大雪融化之
后，那些被冰雪覆盖的草木，很快便恢复了生机。
戒嗔曾经感慨，强壮的大树也有自身的弱点，暴雨

来临的时候，强健的枝干，反而成了冰雪摧残的靶子。
当然，戒嗔也发现，真正强健的树木依然是可以屹

立不倒的，比如后山那边的一棵老树。老树的枝干生得
极其粗壮，即便是遭受了如此大风雪的
侵袭，天刚放晴，它就恢复了本来的样
子，好像全然没有经历过风雪的感觉。

前些日子，戒傲师弟有次外出，回
寺里的时候，样子很狼狈，不但衣服被
划破了一个大口子，左边面庞还有几道
擦伤的痕迹，有一道深点儿的伤口，还
有血渍。

戒傲的样子吓了戒嗔一跳，仔细打
量戒傲，他身上没有尘土，不像是在山
上摔了跤，反而像是和人打了架，互相
撕破了衣服，抓破了脸。
当然戒嗔知道，戒傲出去打架的可能性不大，虽然

戒傲生性好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家人，但平日还
是很守寺规的，一般来说不会出去无端生事。

所以说，如果这件事的唯一解释就是打架的话，
那么更大的可能就是戒傲师弟单方面被打了。
不过后来戒傲解释说，刚才路过山下的时候，有棵

树倒了，自己没闪过去，被倒下的树枝划伤了。
去房间翻出点儿药给戒傲，戒傲边擦药边向戒嗔

介绍事情的经过。
戒嗔越听越奇怪，奇怪的不是有树会倒下，而是

倒下的那棵树，是后山那棵最粗大的。
戒嗔不明白的是如此强健的树，连暴
风雪都可以扛过，为什么忽然就倒了。
再向戒傲追问一些细节，他所能诉说出
的，也只是自己用矫捷的身手躲过了重
重危险，逃过了更大的危机，至于大树倒下的原因，就
一无所知了。

戒嗔觉得很是好奇，于是去后山的时候便特别留
意了。可能是事发突然，所以知道树倒下的人并不是
很多，也没有施主上山把那棵倒下的树运走。

戒嗔看到那棵大树依然歪倒在山边，曾经茂盛
的枝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得枯黄。上前细看，
大树粗壮的树干上密密麻麻都是虫蛀的印子。树干
中间断裂之处，已经被虫蛀空了。

原来这棵在风雪中屹立不倒的大树，却被小小
的蛀虫击倒。其实在生活中，小事物对我们的影响会
更多一些，就像光彩四射的银饰很快便会在空气中锈
蚀，湖水边曾经棱角分明的石头，也会被岸边的微波
一天天打磨得圆滑。
“小”的危机有时候比“大”的来得更让人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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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工手记
朱诤青

! ! ! !当了一个多月的社区工作
者，我多少了解了一些社工们的
酸甜苦辣。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
坐在窗口为社区居民服务，这其
中不能随便离开岗位，有时候忙
起来水也喝不上一口，要去洗手
间也没时间；中午要轮番值班，
周末也要轮班。这些对于他们来
说都可以克服，至于每天碰到几
位无理取闹的办事者，他们就只
能默默忍耐。心理和生理上的双
重考验，没有些信念和毅力的人
是做不来的。据说在我之前，考
进来的大部分社工，没干几天就
逃走了。

年中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有
招聘社区工作者的广告，当时完
全不了解社区工作者是一个怎
样的群体，只知道是为社区居民
服务的人员，于是本着试试看的
心情报了名，经过重重选拔，十
月份我们这批新进的社工走进
了社区。我从一名外企的员工变
成了一名社区工作者。面对完全

陌生的环境和工作方式，我紧张
而又兴奋。

同事中有九零后刚大学毕
业的年轻一代，也有在这个岗位
上干了多年的老师傅。工作要求
我们对政策了解透彻，然后能够
简明准确地传达给社区居民。我
上岗的第三天，
师傅让我独立
操作更换医保
本的工作流程。
来申请的是个
中年女性，看上去斯斯文文的，
但是第一次总是那么的紧张，我
觉得自己的声音也有些颤抖。刚
开始想登录系统，师傅提醒我需
要扫描申请者的身份证。
“女士您好，请把您的身份

证给我。”我说道。
“啊？更换医保本还要身份

证？我的医保卡就能证明我的身
份呀！干嘛还要身份证？”那位女
士提高了嗓门。

我和她解释这是流程规定，

她虽然有些不情愿，还是把身份
证递给了我。帮她办理完目送她
走出受理中心的大门，我松了一
口气。当下一个居民来办理相同
的业务要扫描身份证的时候，我
竟然发现刚才那个阿姨的身份
证正安静地躺在扫描仪上……

我的眼睛
瞪大了，好像电
影中连续几个
近景大特写一
样，怎么办？阿

姨已离开十多分钟了，要追赶已
经不可能，繁华地段那么多人，
她去了哪里？还好系统里有联系
方式，我的手在微微发抖，要是
那个阿姨发现她的身份证不见
了怎么办？她能记起来是遗失在
这里了吗？她回来找我理论怎么
办？她会叫我赔偿她的车费吗？
她会投诉吗……她仅留的电话
号码是座机，打过去没人接。实
在不行我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
给她送过去吧，但去她家来回起

码两小时，请得出假吗？领导能
批吗？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师傅让我试试联系她身份证上
所在地址的居委会，说不定可以
得到其他联系方式。终于我联系
到了那个阿姨，告诉了她身份证
在我这里，请她方便的时候是否
能再来取走，或者我可以送过
去。阿姨听明白后说这样吧，叫
个快递到付，还对我说谢谢。

如释重负的我感受到了她
的善解人意。其实是我要感谢
她，她对我工作的包容、尊重和
理解让我的心很温暖。

居民的一句“你好”和“谢
谢”会让我们很有成就感，会让
我们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现
在，作为一名仍在实习期的社
工，我依然忙碌着，为左邻右舍
服务着，在他们的宽容和理解

中学习成长。
! ! ! !明起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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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陆家嘴位于浦东西北部。原指今陆家嘴路两侧一
带，现一般指浦东南路以西，黄浦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与外滩隔江相望。

明永乐年间，黄浦江水系形成后，黄浦江水自南
向北与吴淞江汇合折向东流进入长江入海。河道东折
处，在浦江东岸冲积成一个突出的嘴形滩地。因明代
翰林院学士陆深世居此地，死后亦敕葬于此。故该地

世称陆家嘴。因水流湍急，民间有“船老
大好当，陆家嘴难过”的传说。

明代陆家嘴，每当秋季潮汐时，海
潮倒灌入江，潮水汹涌，是有名的观潮
胜地，民间有“陆家嘴上看潮头”之谚。
古有“黄浦秋涛”之称，为沪城八景之
一。有竹枝词云：“十八潮头最壮观，观
潮第一浦江滩，银涛万叠如山涌，两岸
花飞卷雪湍。”沧海桑田，黄浦江下游海
滨沙涨地扩，陆地向东北延伸，海潮无
法倒灌入江，此景渐失。

陆深及其家族对陆家嘴的发展有
较大影响。明代中叶开始，经清代直至

民国，连附近地名亦冠以“陆”宇。如今陆家嘴路，陆家
嘴轮渡站，其北面原陆家嘴港（现已填平建厂），其南
面渡口称陆家渡，高巷浜亦称陆家渡浜，沿浜的道路称
陆家渡路，!"#$年填浜筑今陆家渡路。

陆家嘴曾遗留有陆深旧居后乐园、
陆深墓，墓址在今海兴路两侧，东侧路
口有陆氏家庙“土地堂”，今花园石桥路
%&弄附近有陆氏宗祠等。现均已不存。
上海开埠后，英、法等国在区境浦西地区强辟租

界，浦东虽不属于租界范围，殖民者和外国商人也看中
隔江相望的对岸，具有地理优越，水陆交通方便，人烟
稀少，土地易于开拓等条件，便在浦东沿岸抢占地盘，
兴建码头，修造工厂、栈房、仓库等。自清同治元年至
&'世纪初，先后建有铁厂、船厂、烟厂、纱厂等；还有太
古浦东栈、江海关栈、太古华通栈、怡和栈、永兴栈、隆
兴栈及码头等，使这一带成为上海早期的工业区。浦东
近郊和苏、浙、皖等地农民、渔民相继来此谋生，人口激
增，遂成集镇。居民搭滚地龙、水阁子，靠卖苦力生存。

抗日战争时期，陆家嘴毁于日军战火，几成废墟。
日军在这里设立集中营，关押各国侨民。抗日战争胜
利后，居民重返家园，才稍露生机。
现在的陆家嘴早已今非昔比，它是亚洲金融中心，

也是中国发展的见证，真可谓“陆家嘴上看潮头”。

何谓!作弊"#

马以鑫

! ! ! !前不久，一则关于 (''多
名内地学生在美国（高级）中
学入学考试成绩被取消的消
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据悉，
中国考生在这次考试中出现

了高分考生较多的情况，让考试委员会产生
了怀疑，认为考生背诵培训学校的真题答案
是作弊，让人怀疑学生的真实学习能力。但
是，很多内地学生及家长却不买账，不背诵，
如何积累知识？
于是问题就来了：何谓“作弊”？
《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弊”是这样定义

的：用欺骗的方式做违法乱纪或不合规定的
事情。大概也太耳熟能详了，很奇怪，《辞海》
就没有对“作弊”的定义和解释。刚刚懂事，父
母和老师就会谆谆教导，任何一种学习和活
动，都不能作弊———那就是造假、说假话，或
者是不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完成一件事。上
了学，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考试、测验，老师
们总要同传纸条、抄答案等等形形色色的作
弊进行不倦的斗争。当然，也有教师对学生的
作弊眼开眼闭、装聋作哑，而被一些学生当作
“善人”而叫好。

其实，种种作弊，自古有之。我到过南京
夫子庙旁的贡院，其中还保留着当年各种考
试的场所，那可是一个仅能容身的格子间，没

有门而敞开。边上有介绍，说是为了防止考生
的作弊，那可是严防严查无所不用其极。考生
们也真是动足了脑筋，有把答案写在外衣内
里的、有把答案写在手臂大腿上的，更有一寸
长宽的“小书”夹带在鞋袜中。当然了，所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干脆，进入考场必须
裸身检查。清代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
史》对此有很多生动、令人感慨的描叙。
种种作弊，也许都已经是见怪不怪。前些

年，作弊终于走上了“现代化”：先是 )*机、
后来是橡皮卷笔刀———其中的机关堪比
''+；而后是手机耳麦，场外电波输入答案。对
此，用上一般的屏蔽没有作用，就有了功力最
强大的屏蔽仪。
看来，要写一部考试史，就必然伴有作弊

史和反作弊史。那可真是相辅相成了。
我注意到，我们的作弊其实都和所谓的

答案，或者是教科书的有关内容有关。所谓的
答案，,、%、(了了分明，只要背出了这些，及
格以上绝对没有问题。于是，一些学生可以不
读应该读的名著代表作，只要背诵了答案或

者教科书的有关内容，就可以安然过关。
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答案风行一时。这

么一来，背诵就成为通灵宝玉。为了确保过
关，还要大量收集各种考卷———没完没了的
题海战术，就是这么产生的！在这里，有谁会
想过，学习是为了学到真正的本领？有谁会想
过，学习是为了自己知识的真正收获？有谁会
想过，学习是为了得到成长中的快乐？
那么，美国人把背诵答案认作作弊，又如

何解释？我以为，美国人提倡的是开放式考
试，如果真的是纯粹背诵答案，无法考验学生
是否真的掌握了知识。另一方面，面对大批中
国的高分考生，美国人傻了眼，他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中国学生考试成绩能超过美国本土学
生。

应该承认，传统考试发展到今天，背诵、
记忆还是一项重要手段，有些重要的、基础的
知识还是要记、要背。但是，如果只是在背诵
记忆上下功夫，那是肯定不够的。学习的关键
还是在于掌握知识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我以为，关于背诵答案之争，关键还在于

考试题目的设定。如果一张试卷全都可以通
过背诵而得高分，那么，这份试卷本身就有问
题。如何在试卷中考出学生在知识运用中的
本领及其可能的前景，这就要看试卷本身的
出题方法和水平了。

邹雅与抗战木刻
王树和

! ! ! !姐夫邹雅离开我们
-'多年了。,"+-年，时任
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他率
队到山西阳泉煤矿体验生
活不幸遇难，享年 .$岁。

为纪念他，人民美术
出版社和北京画院去年举
办了“文峰静雅———邹雅
回顾展览”，出版了
《中国近现代名家
画集·邹雅》。当时
要操办这些事情，
年迈的姐姐特意把
她女儿駖和我召回北京。

姐姐的家不算小，此
时到处都摆放着姐夫的
画作和使用的物件。家人
围坐一起，见物思亲、触
景生情，仿佛他又回到了
人们中间。

姐夫邹雅 ,"/$ 年进

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
系学习，后来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往日的爱好加上
鲁艺的深造，邹雅如虎添
翼，从此他就以木刻为武
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
恶、讴歌抗日军民的胜利
成果，成为抗战文化大军

中的一员。对刚进鲁艺的
邹雅，他的同学罗工柳是
这样描述的：当时他（邹
雅）的才华很引人注目，他
能搞漫画、连环画、木刻和
宣传画，不但是多面手，而
且是个快手，在鲁艺木刻
研究班主编的鼓楼墙报上

邹雅发表过不少作品。
抗战期间，他听从党

的召唤，从事过政治部的
宣传干事、美术干事，新华
书店的美术设计、战士画
报的编辑，木刻班的教员
等工作。无论走到哪里，邹
雅总是携带着被他称为

“像武器一样须臾
不可离开的全套
木刻工具”。当年
邹雅和他的战友
们就是靠着几把

木刻钢刀和梨木板块、自
画自刻自印，借助书刊、报
纸、墙报乃至传单等途径，
把这一批批作品送到广大
工人、农民、子弟兵手中，
成为当时普通百姓喜闻乐
见的一种宣传形式。
说起当年要在出生入

死的环境中搞创作，不管
是姐夫生前和家人的交
谈，还是后来他的同学、战
友、同事们的追忆，至今令
人动容。当年在解放区、敌
后抗日根据地，绝
大多数的人不识
字，即使是比较形
象的木刻版画作品
要让大多数人能看
懂接受，他们也必须认真
地创作才行；白天大多是
行军、打仗、宣传群众，木
刻常常被放在深夜进行，
几个人靠一只小油灯照
明，油用光了，自己就用省
下来的菜金去买；平时的
伙食有一钱油二钱盐、一

斤小米，困难时却只能吃
糠咽菜，就连军装有时也
会补丁摞补丁；至于脚冻
伤、手磨破对这些城市里
来的年轻人算是平常事

了。这次回京姐姐
说了一件和别人从
未提起过的事：为
对付日伪军的一次
大扫荡，邹雅随部

队转移。夜行军伸手不见
五指，高度近视的他不慎
从悬崖上坠落，先是被一
棵树挡了一下、后又落到
一匹马的身上，两次缓冲
救了他的命，倒地的姐夫
不顾伤痛却急忙寻找自己
的眼镜、对他来讲眼镜是

创作必须的，找到后他如
释重负，似乎忘记了刚刚
那惊险的一幕，拍了拍马
背就急忙去赶队伍了……
姐姐说，姐夫的这段经历
颇具传奇色彩，从此他便
开始喜欢上了骏马，作品
中画马、收藏中有马；甚至
给女儿取名“駖”也都是寓
意着那份永久的纪念。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
邹雅的许多富有影响力和
生命力的木刻作品诞生
了，对团结人民、打击敌人
发挥了积极作用，只可惜
战争的残酷和“文革”的破
坏致使作品流失许多，让
现存作品显得尤为珍贵。

邹雅创作这些木刻的
时间离我们已经久远，其
作品的功效也从宣传抗战
精神转化为传承抗战精
神，这些被中国美术家协
会前主席江丰称之为“用
血汗凝成的作品”，至今仍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民
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林阳在
画集中介绍邹雅为“从延

安走出来的艺术家、出版
家”，并表达了他对这位
出版社老领导的尊重与
怀念。难能可贵的是，作
为后来人，他还细数了邹
雅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
者为抗战胜利所做出的
卓越贡献，在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让
我们共同铭记。

破
碉
堡

%版
画
&

邹

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