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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称呼一些身体障碍者为“残疾人”、
“残障人”，较之以前称呼他们为“残
废”，略为委婉，有所进步，然这样的
称呼还是给人以不快的感觉，我仍觉不
妥。身体障碍者与我们在人格上是完全
平等的，然而他们不幸成为身体障碍者，
在正常、文明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理应
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怀与尊重，这样的关
怀与尊重，首先应该表现在称呼上，有的
国家的人民将身体障碍者称为“身体不
自由者”，较为人性化，值得我们借鉴。
我觉得我们可以将“残疾人”、“残障
人”称为“身体障碍者”，不同的障碍
者又可细称为“视障者”、“听障者”、
“语障者”、“行障者”、“智障者”等。
而诸如“残疾人联合会”之类的组织，

也可以更名为“身体障碍者联合会”等。
有些对不同的身体障碍者的称呼已被广泛使用，

如“视障”、“智障”等，为什么我们在通名上还要使
用“残疾”、“残障”这样的词汇呢？
须知一个“残”字，在汉语中，是个带贬义的，在

价值判断上具有浓厚负面色彩的字眼，《汉语大辞典》
“残”字之下共有九个义项，分别是：!" 毁坏、破
坏；#" 残害、陷害；$" 杀戮；%" 摧毁、消灭；&" 残
忍、残暴；'" 谓暴虐无道的人；(" 残缺、缺损；)" 剩
余、残存；*" 煮熟的肉。这些义项中，绝大多数都
是带有贬义的。而与“残”组合成词的，如残贼、残
忍、残酷、残苛、残刻、残伐、残凶、残虐、残毒、惨烈、残
害、残剥、残杀、残逼、残伤等，大多也是表示不好的、
负面的意思。然则我们何忍用“残疾”这样的字眼，
加之于今日的大量身体障碍者呢！

语言与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残废”、“残
疾”等字眼加诸肢体、器官等身体障碍者，我以为乃是
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专制时代的身体障碍者，大多数
是那个时代刑法制度的受害者，彼时有所谓“五刑”，五
刑的内涵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秦以前的五刑为：墨、
劓、刖、宫、大辟，这五刑除了大辟（杀头），大多涉及
对受刑人肢体的残害，如墨刑是在刑人的额上刺字，
染上黑色；劓刑是割鼻；刖刑是砍断受刑者的腿；宫
刑是对受刑者实施阉割等。还有如髡刑，要剪去头
发；黥刑，在脸上刺字；刵刑，割去耳朵等。封建时
代，身体障碍者往往是受刑之人；而在专制统治者眼
中，那些受刑人都是凶残、凶恶之徒，所以“残废”、
“残疾”之类的词汇也就用在这些人身上。汉语中的
很多词汇，都渊源于先秦时代，“残废”、“残疾”之
类词汇的流行，无疑关乎那个时代的特有文化。
所以，我建议不要再用“残疾人”、“残障人”之类带

有明显贬义的词汇了，而用“身体障碍者”（简称“障碍
者”）来称呼他们。尽管称呼的改变改变不了这一人群
的实际身体状况，但由于
它给我们带来的语感的不
同，或许有利于关怀与尊
重这一人群的风气的进一
步形成，也未可知。

从!黑屋"走向国际
张 浩

! ! ! ! !*)+ 年夏天我第一次踏进大同
校园，由于有一个正规的足球场，学
校给我的感觉就是“大”极了！初二
时我们有了兴趣小组，由于自小就喜
欢思考和推理，在数学上表现出一定
的天赋，自然我选择了数学。
我们的数学老师周继光是特级教

师，他是我以后十多年来迷恋数学的
启蒙老师。当时我们在 %号楼上课，
周老师在底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基
地，我们都戏称它
为“黑屋”，其实那
个房间的条件并不
差，只是年轻的我
们觉得这个名字很
刺激。每天中午吃完饭和下午上完课，
周老师总是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脑袋，
我们就知道不能踢球了，乖乖地来到
“黑屋”。在“黑屋”里，我不断探寻
数学的奥秘，慢慢体会到许多快乐。
高中阶段我们学校的数学小组由

特级教师巩长安老师辅导。记得在高
二全国数学竞赛前夕，我得了一场大
病，当时巩长安老师对我说：反正要
休息一星期，不如自学一下高二、高
三课程，去参加竞赛吧。当时我并无
信心，可能由于心情平静，竟奇迹般
地在一个星期里学完了高中两年的数
学课程。学校为我们的数学学习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我有幸在校图书馆的
教师阅览室中得到了一本历届国际数
学奥林匹克的考题汇编，从高二开始
这本书便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

历经高二的美国中学生数学联
赛、北美中学生数学邀请赛和 !*)&

年的上海市数学竞赛，终于迎来了高
三的全国数学竞赛，这是参加国际中

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的第一次选拔。当
时，我的压力很大，我也放弃了从高二
直接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的机会。通
过自身努力，最终我如愿取得了国际中
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的入场券。
由于我国是第一次正式参加此项国

际赛事，国家教委极为重视，选派了一批
专家，其中包括许多我国自己培养的第
一批数学博士，对我们专门考察、培训。
当时中科大的单遵教授还特意为我们编

写了一本习题集，这
对我们帮助很大。
选拔是非常严格

的，甚至可以说十分
残酷。记得当时班主

任曾私下对我说：“你来自上海，风浪
见得比较多，为中国得一块金牌，需要
你的努力。”最后我有幸成为上海代表，
来到了华沙。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满
眼望去都是一片绿色，我们和全世界二
百多名中学生一起享受着这个迷人的世
界名城。比赛分两天进行，每天三道
题，四个半小时，每题七分。第一天我
们考得并不理想，晚上我一晚没睡着，
想着这样下去就得不到金牌了。第二天
发挥不错，两个小时不到就完成了，回
来我整整睡了一天。确认得到金牌的时
候，心像要炸开一样，所有的努力都得
到了回报，我想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
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记得回上海时碰
到父亲，他的第一句话是：好样的，小
子！而今，那段拼搏、奋斗的时光已化
成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记忆。（作者

为第 !" 届国际数学

奥林匹克金牌得主）
明日请看《珍贵

的师生情谊》。

年少时的朋友
王人梁

! ! ! !邬敏敏是我年少时的朋友，算
来快四十年没见了，最近在一次朋
友们的聚会上偶遇，他竟说不认识
我，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记得
我这不成了笑话，我俩谈起了年少
时的种种片段，他大笑着对我说，
岁月不饶人，那时的翩翩少年现在
变胖了，与年少时判若两人，还真
是没认出来。这是当然的，人的面
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人的
性情却不易被时间改变，年少时的
邬敏敏就存在着好动与喜静的两
面,至今仍没变。

少年时的敏敏好武喜文擅绘
画。他每天早上去人民公园打拳，
打形意拳。公园里喜欢打拳的年轻
人公认他是一位形意拳好手。他还
喜交朋友，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但
这不妨碍他对艺术的追求，在绘画
的艺术上用笔灵巧，善于用色，画得

极为雅致、宁静。年少时我就问过，
他的回答是做人和艺术是相通的，
他好动喜静，静与动是相对的，绘画
这艺术就是在于这支笔要提得起、
落得下。就如人们所说的，河水静
静地流淌至大海才有了汹涌澎湃之

气。少年时的敏敏绘画就深得江寒
汀、谢稚柳的笔墨之精髓，受到前辈
的赞誉，那时的画展上还常常能见
到他的一些参展作品。后来得知他
到日本去了, 就再也没见到他的画
作。近几年来只听到邬敏敏和几位
知名画家经常一起打打牌，我听了
甚为其可惜，想他怎么把自己的好
东西丢弃了。多年前有几次有人约

我去玩说邬敏敏也在，我没去，却问
了他们是否知道敏敏也是一位绘画
好手，他们说知其会画，不知是好
手，我说他很早就崭露头角，年少时
的画就得到很多前辈的赞美，认为
他将来定会发光。
这次碰到邬敏敏问他怎么不绘

画了，他说还画啊怎么不画，说自
己对待生活的态度一直都没变，就
是打拳改成打牌了，但对待绘画这
门艺术一直是虔诚的，虽然现在社
会人人的脚步都在加快，他却一直
相信艺术能让人在忙碌的社会中，
得到一种休闲的美感，能使人的心
情静下来，享受生活，享受自然，
给人们带来无边的情趣。邬敏敏说
自己也觉得奇怪，每当坐在画桌前
看到笔墨，心一下就静下来了，我
想这可能就是对艺术的热爱与虔诚
的诠释。

读 书
陈鹏举

! ! ! !换了电脑，鼓捣原先的储存，发现
了一段文字，名为“读《前辈》”：“商
羊是剧界聪慧之人，她用剧的形制描写
人间。这回她写了洪伟成，写得真好。
对洪伟成，我一直青眼有加。因为在看
他的时候，我会感到自己很可爱。我和
他同是商羊所说的那辈人，
可以沉醉到死的那辈人。生
命不枉的主题，灵魂不怯的
纯正，沸腾的男儿血，还有
永远凝固在心灵深处的那一
丁点儿的理想和完美主义。我们一辈人
用青春和决心，把这些一一换到和竭力
去坚守了。我们曾经荒唐，也未免玩
世，可心底的泪，总在提醒我们正义和
崇高。一条鸿沟隔着两辈人。我们花去
了说不清的岁月和深情，腼腆和笔直地
站在了那一边。我们不悔，我们无从悔
起。”文中说“感到自己很可爱”一句，
是因为洪和我都是高度近视，看
到他的举止，就明白自己是怎样
了。之后我因为开了白内障而新
生，可惜他依然在黑暗中摸索。
因为这段文字，想到了自己

的读书经历，感觉对自己很抱歉。认真
读过的书，委实不多。有本 《牛虻》，
是从头读到底的。被一张悲剧的脸，震
撼了很彻底。爱情原是这样，生活原是
这样，人生的苦难原是这样可以让人心
甘。还有就是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这是一本大书。这本薄薄的大书，讲述
了一个男人所能经历的有价值的毁灭。
海明威之后自杀了。他只能这样，因为

他再也写不出《老人与海》那样的文字
了。写不出这样的好文字了，为文字活
着的海明威，还有什么热情和执著活在
这个世界上？还在读的是《太平广记》。
这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这么多的篇幅，
讲这么多的奇迹和珍闻，而且讲得淡定

和安详。因此想起了黄永玉
说过的他家乡人摆的龙门
阵。黄永玉说，他家乡人摆
的龙门阵，是把真实的事和
自己的想象混在一起津津有

味地讲出来。《太平广记》也是龙门阵
吧？我一边读一边这样想。
最近有位小朋友推荐我读南派三叔

的《盗墓笔记》。于是网购了一套。这
是一本怎样的书啊？读了没几页，手心
出汗，蓦然悬起了一颗少年时曾有的英
雄心。这书捡到了许多出奇的人，找到
了许多陌生的空间，南派三叔拽住了自

己的头发，真的离开了地面。一
口气看了两本，感觉自己胆子大
起来了，平生所有可能的担惊受
怕，从此都不在话下了。那个小
朋友又说了，得把这书读完，因

为它是一个大故事。我相信他的话，渐
渐读下去。
最后要说，所有的书里，最不敢读

的是自己写的书。一是怕自己校对疏
忽，会有错字和错处在那里对我挤眼。
二是纠结这样的书是不是对得起出钱买
它的读书人。读书人是写书人的衣食父
母。对于他们，我一直怀有感激和不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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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来汗颜。多少也算
个文化人吧，然而对拥有
六百多年历史、被誉为
“百戏之祖”的昆曲却一
无所知，空白一片。曾听
过京戏，也看过淮剧，甚
至还懂得一点沪剧唱腔，
却惟独漏了昆曲。这不能
不算是一个缺憾。
友人是十足的

票友，时常论及昆
曲之高古。诸如文
辞华美，曲调典雅，
舞姿飘逸，云云。
几番游说，亦令吾
心向往之。一日周
末，终抵不住诱
惑，随之驱车五十
多公里，赶往朱家
角的课植园，现场
体验了一回实景园
林昆曲《牡丹亭》。
何为“实景园

林”？说白了就是把戏台
搬到户外。俗话说，内行
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
此一来，我等这类门外汉
也被吸引了过来。坦白地
说，笔者是冲着“实景园
林”四个字去凑热闹的。
这个由谭盾、张军和黄豆
豆联袂打造的传统经典剧
目，当它走出死气沉沉的
剧场，离开惯常的镜框式

舞台，回归原生态的江南
园林，究竟会呈现咋样的
视听效果？揣着这种猎奇
心态，同时也感受一份假
日游园怡情的心境。
位于朱家角古镇北隅

的课植园，是一座大型的
庄园式园林建筑。园内环

境幽雅，书香扑鼻。
移步换景、人景合
一的园林景致，是
一个无需雕琢的天
然“舞台”，也成
就了《牡丹亭》还
于园林的选址创
意：亭榭石桥，回
廊假山，一弯湖水
环绕其间……最妙
之处，当属那宽不
足十米的湖面，在
“舞台”与“看台”
之间形成一道分水
岭，倒影清澈，相

映成趣。几排木质条凳搭
出的露天坐席临水摆放，
尽显几分野趣。
月色昏暗，眼前漆黑

一团。-./ 显示屏闪着
蓝光，跳出的“惊梦”二
字格外夺目： 《牡丹亭》
第一回目即将开演。人们
凝神屏气，只闻风吹树叶
的“沙沙”作响和偶尔的
几声蛙鸣，煞是死一般的
寂静。少顷，一束霞光渐
渐泛起，映红了树林，照
亮了石桥和廊柱，勾勒出
亭台水榭妩媚动人的线
条。云烟氤氲，雾霭升
腾，忽聚忽散，如梦如
幻，园林似乎恢复了生
机。远处，箫声响起，古
琴应和。粼粼波光中，一
叶孤舟缓缓映入视线。船
头，端坐一吹箫女子，箫
声呜咽，凄婉可诵；船
尾，蓑笠老翁摇着桨，水
声伴着琴箫声，如歌如
泣，不绝如缕，仿佛诉说
着官宦之女杜丽娘与贫寒
书生柳梦梅之间起死回生
的爱情故事。实景园林昆
曲《牡丹亭》以这样的场
景拉开了序幕……
对于昆曲，我曾有过

一次近距离的接触。那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
供职于一家房企，项目部
正好紧挨着上昆，午餐便
在那儿的食堂搭伙，与昆
剧演员一起排队打饭，时
常围成一桌，边吃边聊，
有说有笑。听着演员们从
好嗓子发出的声音实在也
是一种享受。同事小谢一
有机会便轻声对我说：
“你看，排前面的那位是
团长蔡正仁，在他身后的
是王芝泉，还有梁谷音，
正在与别人逗噱的叫刘异
龙……”哎哟，可都是些
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

哦！我与他们在一个灶头
吃过饭的，还聚在一起搞
过联欢呢，但却一次也没
去剧场看过昆曲！现在想
想真有点后悔了，何不抓
住机会跟着哼上几句，哪
怕学一两个唱段装装门面
也挺好的，不至于像今晚
这样傻坐着看热闹了。
散场了，全场亮起了

灯。忽然发现前来赏戏的
多半是俊男靓女，时尚可
人。瞧着他们欢快的朝气
劲儿，让我对这一古老剧
种的延续与光大产生了些
许乐观。可友人却道：
“这是局部繁荣。曲高和
寡，你看才多少人啊！”
随后一声叹息，流露出无
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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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烧火的科学名称是“燃
烧”。燃烧有许许多多不同
的方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
下，燃烧是个极其简单的现
象。空气中的氧气必须与某
种能够燃烧的物质结合。
这种反应便产生了热。如果反应过

程进行得异常迅速，我们就可以看到火
焰或者强烈的光辉，或者实际上还能感
觉到如爆炸这种炽烈的燃烧。当木头或
者纸与氧气结合的时候，通常就会有火焰产生。此
外，在我们的汽车发动机里也有燃烧发生。此时汽油
与空气中获得的氧一起燃烧。
在汽车发动机中，燃烧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从

而我们可以称它为爆炸。相反，还有一种燃烧进行得
特别慢，以致在几年中仍无法察觉到。例如，当铁生
锈时，事实上就是所发生的一种缓慢的燃烧过程！

燃烧中必不可少的氧是自然界中普通的元素之
一。我们周围的空气中约含有 #!0的氧。这些氧随
时都有可能进入燃烧过程。

不过，可燃物质也
像氧一样是发生燃烧所
必不可少的。我们称这
些物质为“易燃物”。
准备用于燃烧的易燃物
称为“燃料”，像木头、
煤、焦炭、燃料油和某
些气体都是常见的燃
料。
在燃烧过程中，来

自于空气的两个氧原子
与来自燃料的一个碳原
子结合成一种叫做“二
氧化碳”的新物质分
子，你可曾知道，我们
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是在
我们人体中进行燃烧过
程所产生的热和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