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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书摘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有
些武将的绰号前面都带一个

“病”字。如宋代平话 《宣
和遗事》 中有个“病尉迟”
孙立；《水浒传》 中有“病
关索”杨雄、“病大虫”薛
永等。为什么“病”字如此
受这些人的青睐呢？

原来在宋元时代“病”是
“赛”的同义词，意思是“比得

上”。如杨雄，在《水浒传》中
被称为“病关索”，而《宣和遗
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中
却称其为“赛关索”。由此可
知，“病”也就是“赛”的意
思。明白了这一点，对“病
关索”“病尉迟”“病大虫”
（大虫即老虎） 之称谓就好
理解了。

据《西安晚报》

古代小说中的“病”字

量子是现代物理学的重
要概念，通俗来讲就是能表
现出某物质或物理量特性的
最小单元。量子力学理论很
多都还只是假设，有待进一
步研究。“量子波动阅读”，
又称“量子波动速读”，是
最近网络上的热议话题。那
么量子、波动又怎么会和阅
读产生关系呢？

“量子波动阅读”其实
是一些培训机构为了圈钱而
贩卖的一个概念。某个“量
子波动速读”比赛的视频在
网络上大火，在视频中一些
小学生都以神速翻动着书
籍，而培训机构号称孩子们
在这样的速度下不仅能在几
分钟看完这本书，更能够进
行完整复述。而之所以能达

到这种效果，是通过运用高
感知力量进行“量子波动速
读”，使大脑获取动态图像
实现的。说简单点，其实就
是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
阅读，显然是没有任何科学
依据的。但不少家长望子成
龙，花钱让孩子学习这种虚
无缥缈的“玄学”，家长的
做法被网友们调侃为“量子
波动式焦虑”——急功近
利，不顾客观规律。

早前科幻圈就曾流行过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的
说法，吐槽遇到不合理的情
节就依靠高深莫测的量子力
学圆过去的处理方式。越是
看似高大上但让人云里雾里
的东西，越要保持警醒，真
理往往是浅显易懂的。 晚综

量子波动阅读

明万历、隆庆年间，有
一种包装精美豪华的“书帕
本”，专门用于官员文人之
间互赠礼品。当时习俗，任
满入觐或奉使出差回京，必
刻一书，以一书一帕为馈赠
的礼品，故名。帕子的价值
要大大高于书的价值，所以

书版刻工拙劣，校勘粗疏。
在贿赂成风的明代官场，竟
然形成一种官场送书的“清
廉”风气。鉴于刻书的费用
基本来自对民间的敲诈，后
来朝廷曾明令禁止“书帕
本”。

据《今晚报》

书帕本

所谓“长编”，就是资
料汇集的意思。在动手做一
部大书前，先把有关资料尽
可能搜集齐备，记录在案，
然后就可以正式动手了。

司马光和他的伙伴们发
意撰著 《资治通鉴》，就先
从做长编开始。鲁迅在1933
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
写道：“我数年前曾拟编中
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
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
即此长编，已成难事……”
长编只是准备性资料而非最
终成果。可惜他忙于“战
斗”，未能编著“中国字体
变迁史及文学史稿”，连长
编也没有动手。

现在得到很高评价的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原

本是丁文江 （在君） 为撰写
梁启超传记的准备性资料汇
编，后来正式出版了。胡适
在 该 书 序 言 中 明 确 指 出 ：

“在君最初的意思是要写一
部 现 代 式 的 《梁 启 超 传
记》，年谱不过是写传记的

‘长编’而已；不过是传记
的原料依照年月的先后编排
着，准备为写传记之用。”
可惜稍后丁氏匆匆去世，梁
传未及动手，而此 《长编》
中多有宝贵的材料，遂单独
问世。

现在有一种倾向，似乎
资料长编就是最好的成果，
而如何在长编的基础上博观
约取、提炼加工，做成“现
代式”的著作，似乎倒有些
被忽略了。 据《今晚报》

关于“长编”

感谢机缘，让我作为一个
追随者得以追随叶嘉莹先生的
两次还乡之旅。

叶 嘉 莹 先 生 在 11 岁 的 时
候，她的伯父对她说：你是蒙
古族人，我们的先祖是源自蒙
古高原上的土默特部，之后往
东方迁徙，来到了叶赫水，因

此这一部分的部族就用这条河
流的名字——叶赫水作为部族
的名字，叫作叶赫那拉。“叶赫
那拉”在蒙文中的意思是“巨
大的太阳”。之后的几十年里，
她一直在想，叶赫水还在不
在？是不是有一天自己可以走
到这条河流的旁边？

几十年了，不只是对于叶
先生，对每一个人来说，要去
寻找自己遥远的原乡都不是很
容易的。一直到了 2002 年的 3
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叶先
生说：“席慕蓉，如果你能够找
到叶赫水，我就跟你一起回
去。”听到这个命令，我心里很
惶恐，我怎么可能找得到？幸
好我的朋友、住在沈阳的内蒙
古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伸出
了援手，他拜托 《沈阳日报》
的记者关捷先生去寻找这条河
流。几个月后，好消息就来
了。我们得知，叶赫水就在吉
林省梨树县，而且还在流动，
还是一条很美的河流。

那年9月，在吉林大学的帮
助之下，我们跟着叶先生到了
叶赫水。叶赫水虽在，但是叶
赫那拉部族的旧城已经消失
了。我们到那个地方后，看到
的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玉米
田。秋天玉米的叶子有点干
了，所以风吹过的时候还有声
音。那天有一轮很大的红太
阳，但是因为有雾霾，而且到
下午了，所以那个太阳有些模
糊的感觉。

据说，叶赫那拉的旧城就

在玉米田中间微微高起来的一
个土坡上。有人担心叶老师走
冤枉路，就先跑到那个平台上
去看，看完后回头跟叶先生
说：“您不要上来了，这上面什
么都没有。”幸好叶先生没有听
从这善意的劝告，还是自己慢
慢地走了上去。我们都觉得不
应该跟着叶老师，就站在平台
底下，看着她一个人站在那儿。

在叶老师的后方，高大又
茂密的玉米已经长到平台上来
了，就紧贴着她。当叶老师转
过身来，这些玉米枝干就像墙
一样逼近到她眼前。叶老师静
静地看了一会儿，大概有 10 秒
或者 15 秒的时间，然后就忽然
侧过身来，对站在平台底下的
我们说：这不就是 《诗经》 中
的那首诗吗——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
迈靡靡，中心摇摇……

就 在 这 个 看 似 荒 芜 的 地
方，叶先生却遇见了那一首三
千年前的诗。这次相遇，又一
次照亮了这首诗。因为这次原
乡中的相遇，叶先生赋予了三
千年前就被写就的那些文字新
的意义。原来，诗可以是这样
的。那个时候你可以是一位真
真切切受到感动的读者，你也
可以是这一首的作者。

叶先生用她自己的生命、
用她一生的坎坷、一生的坚持
来向我们证明，你可以在一座
一无所有的平台上遇见一首诗。

本文选摘自《我给记忆命
名》

席慕蓉：遇见一首三千年前的诗

《我给记忆命名》是台湾诗
人席慕蓉的一本回忆之书。从
年 少 时 得 到 的 一 本 日 记 本 开
始，席慕蓉就养成了以书写来
整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习
惯。在这本书里，席慕蓉打开
岁月珍藏的宝箧，诚挚地与读
者分享她的记忆图册。其中有
她在绘画上的困惑与拼搏，对
诗的痴迷与信仰，以及对原乡
的思念与牵挂。

《我给记忆命名》
席慕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书简介

古往今来

世说新语

《一个数学家的叹息》
【美】保罗·洛克哈特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常常会有人为辅导孩子做作

业而呈崩溃状，其中，最让人崩
溃的是数学。如何才能摆脱当下

“刷题”“背公式”的教学桎梏，
让孩子真正爱上数学？

在《一个数学家的叹息》一
书里，作者认为，就像绘画、音
乐和诗歌一样，数学是一门艺
术，我们的灵感需要被激发；数
学又与游戏一样，要基于好奇
心去探索。在本书中，作者既
替孩子所接受的数学教育感到
愤 懑 ， 也 替 数 学 本 身 感 到 惋
惜，因此呼吁教育者反思和尝试
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带领孩子

能够真正走进数学的世界，领略
数学之美。

作者保罗·洛克哈特，是一
位杰出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数学
家。大概 14 岁时，他对数学产
生浓厚兴趣。为专心研究数学，
他从大学退学，靠编程和当小学
老师为生。1990年在哥伦比亚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洛克哈特先
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
科学研究中心 （MSRI） 和布朗
大学任职。2000年加入纽约的独
立学校圣安学校，教导从幼儿园
到12年级的数学课至今。

翻开这本书的目录，很不
“数学”，更像哲学。作者从哲
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以人
才成长的数学知识与能力体系
建构的视域，以“叹息”这一
独具一格的表达方式，诉说着
数学之美。他说：“数学不是在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直觉之间竖
起屏障，也不是要让简单的事
情变得复杂。数学是移除通往
直觉的障碍，让简单的事情维
持简单。”他还很嫌弃“标准”
数学课程：“人们将数学当作是
创造力的反面事物而远离它，
这是多么讽刺的事呀！”言语犀
利，但观点耐人寻味，非常值
得老师及家长阅读。

据《广州日报》

让孩子爱上数学绝不能靠刷题
△所 谓 强 者 是 既 有 意

志，又能等待时机。
——巴尔扎克

△我总是容易忘记我的
收获，却只记得所有失去
的。我用前半生努力让自己
变成一个成年人，也许后半
生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小孩。

——琼·安德森
△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

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
——钱钟书

△我注意过，即使是那
些声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的，而且我们无力改变”的
人，在过马路前都会左右看。

——史蒂芬·霍金
△有一种人，他穿时尚

的衣服是为了让别人看，他开
的车也是为了让别人看，他居
住的家装修也是为了让别人
看，他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为了
让别人看，他的孩子送名校也
是为了让别人看……他一切
的一切都是为了展现给别人
看自己的品位或成绩或格
调，这种人我称他为“橱窗
人”。

——朱德庸
△如果你觉得生活很无

聊，那说明你的生活都是由
父母埋单。

——比尔·盖茨

箴言

教子有方只言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