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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代时，中国已拥有十部杰出的数
学著作，合称为《算经十书》。这些著作包
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
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缉古
算经》《缀术》《五曹算经》《孙子算经》。

唐代的国子监内，专门设立算学馆，有
国子学博士指导学生学习数学。《算经十
书》不仅是国家最高学府的算学教科书，也
是数学考试的主要内容。

其中，《周髀算经》为最早之作，成书时
间应不晚于西汉后期。然而，该书的核心
并非纯粹的算学，而是阐述“盖天说”的天
文学著作。就其中的数学内容来说，主要
记载了如何用勾股定理进行天文计算，还
有比较复杂的分数计算。尽管作者不详，
但其中记录的数学知识均属早期珍贵
资料。

《九章算术》则是这十部著作中的重中
之重，其确切作者亦不可考，但西汉初期的
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人曾对其进行过修
订完善，表明该书可能在汉代以前即已初
具雏形，后经多次增补，至汉代趋于完善。

《九章算术》内容十分丰富，总结了战
国至秦汉时期的数学成果，采用问题集形
式，收录了 246个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
应用题，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
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大类。每类
一章，共有九章，故名《九章算术》。其中每
道题都有问有答、有算有术，有的是一题一
术，有的是多题一术或一题多术。自隋唐
以后的 1000多年间，《九章算术》始终是我
国数学教育的重要典籍。

《九章算术》在数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
就，不仅首次系统探讨了分数问题，还记录
了盈不足等问题的解法。其《方程》一章，
不仅介绍了开方术，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
阐述了负数及其运算法则，是当时世界上
最简练有效的应用数学。该书系统地总结
了我国从先秦至东汉的数学成就，其中的
负数、分数计算、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均
对世界数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盈
不足”算法在阿拉伯及欧洲早期的数学著
作中，被称为“中国算法”。此书于隋唐时
传入朝鲜和日本，并被定为教科书。

整理和增补《九章算术》的张苍，曾是
荀子的学生，后担任秦国御史，后转投刘邦
麾下。虽两次犯错险遭不测，幸得王陵说
情，刘邦饶其一命，并官至西汉丞相。张苍
以知恩图报和在数学领域的贡献，名垂
青史。

《九章算术》：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
数学著作

在直播间，一位考生家长
向名师咨询，问孩子考了 590多
分能不能报新闻专业？名师回
答：“闭着眼睛选一个专业，都
比学新闻好。”家长反复解释，
新闻学是孩子的爱好。名师急
了，愤愤地说：“如果孩子非要
报新闻学，我一定会干一件事，
就是把他打晕！”

此言一出，家长愕然，学生
也愣了，新闻专业怎么了？谁
报考，谁就该被打晕吗？随后，
多家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纷纷
发声。一方面，驳斥那位名师
的“谬论”；另一方面，为新闻专
业“正名”。新闻学是重要的学
科，新闻工作是光荣的职业。

尽管名师之言仅为一家之
言，但也折射出新闻专业面临
的挑战：受行业形势发展的影
响，部分传统新闻机构面临经
营性困难，订户、受众、广告、收
入都呈下降趋势，不得不缩支、
缩岗和缩编。这无疑给新闻专
业的毕业生带来了一定的就业
压力。

许多学生梦想通过学习新
闻成为记者或编辑，但现实是
残酷的，众多报社、杂志社、出
版社招聘需求减少。即便进入
相关行业，收入也往往不尽如
人意，工作压力却很大，这导致
部分高考生在选择新闻学时犹
豫不决。

然而，也有很多成功案例
证明新闻专业的价值。一位资
深报社编辑分享道：“我始终认
为，选择新闻是我人生中最正
确的决定。它让我与社会紧密
相连，拓宽了我的视野，锻炼了
我的思维，让我得以游历四方、
笔耕不辍，并与众多读者建立
深刻的联系。”

一位高校教授指出，其指
导的新闻专业硕士毕业生中，
不乏在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互
联网企业及国企等单位获得理
想职位的优秀代表。

新闻专业的魅力在于其能
显著提升写作能力，这是一种
快速思考、快速成文以及高效
产出的能力，为各行各业所渴
求。新闻专业的开放性和写作
的技艺性，使得具备独到眼光
和写作技巧的毕业生能在任何
领域脱颖而出。

写作，作为人类文明的产
物，自古以来就是表达思想、传
递信息、促进交流的重要方式。
无论是公文、家书，还是信息报
告、学术论文，都离不开写作。
它不仅是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基
石，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写作可以开阔视野。写作
的过程，既是观察、了解和积累
的过程，也是分析、探寻和交流
的过程。所有的作品，都会成

为自己的经验和财富。
写作可以提升认知。尤其

是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要表
达一种新鲜独到的意见和建
议，就必须带着批判性思维，去
伪存真，去粗取精。

写作可以洞晓人情。曹雪
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
练达即文章。”凡善于写作者，
必通晓社会万象，洞察人间百
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写作可以保持清醒。大多
的写作者，不会自以为是，也不
会妄自菲薄，不会好高骛远，也
不会过度自卑。身处高位而不
忘乎所以，处于低谷也能自我
治愈。

写作可以打开成功之门。
有多少卓越英才，依靠手中之
笔，创造了人生奇迹？从诸子
百家到唐诗宋词，从历史经典
到现代媒体，不断地演绎着一
鸣惊人和洛阳纸贵的传奇。

我们为什么需要写作？是
因为它能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加
丰富多彩的未来。会写作，才
能创造新生活；懂写作，才能享
受新生活。

我们为什么需要写作
宋国珍

为人师，惧怕之感何来？
当发乎于良心和责任。

年逾花甲，重返校园，即将
在讲台上和面临中考的孩子谈
如何写作时，恐为人师之感竟
十分强烈。据传，现今学生的
应试作文都有固定“模式”，模
写之作，即便不得高分，也能越
过及格线。我自己揣摩的为文

“道道儿”，是否会扰乱孩子的
应试作文思路？倘有误人子弟
之虞，岂能不恐？

当然，恐归恐，倘若用心去
做，一心为孩子着想，斟酌再斟
酌，求益而避害，总会给学子一
点启示。因为恐为人师，进校
园的前夜，推翻已备好的讲课
提纲，重起炉灶，以《让作文出
点“彩”》为题，将重点放在“如
何避开作文的‘坑’”，浅显而实
用，不求高分，但求无误。

前段时间，恐为人师的我，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文作家一
同走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第

四中学。该校坐落于乡村，西
倚紫山，东临干渠，南望丛台，
北眺三山，地灵堪造人杰。步
入校园，但见一群学生正在做
轮滑训练，矫健而轻灵。原来，
这还是一所培养体育精英的特
色学校，多年来坚持教体融合，
文体并进，成绩斐然。

站上讲台，我心生敬意。
凝视着一张张质朴而充满朝气
的脸庞，他们眼中的期待是那
么灼热，渴望得到“高人”点拨。
我算不得“高人”，就越发恐为
人师，恐误人子弟，这驱使我用
心用情，精心准备，向初中生的
实际需求贴近再贴近。讲到最
后，我以长者的口吻嘱咐孩子
们 ，写 作 文 务 必 要 避 开 八 个

“坑”：一忌标题平平落俗套；二
忌开头啰唆不精彩；三忌离题
万里，不符要求；四忌笔尖枯
涩，字数不够；五忌寻章摘句，
堆砌华丽辞藻；六忌虚情假意，
毫无真情实感；七忌人云亦云，

无“我”独悟；八忌认识偏激或
颓废消极。

可以说，这是我为文一生
的教训总结。笔落纸面，沙沙
作响，孩子们认真记录着。而
后，掌声雷动，热烈而真挚。孩
子们的笑脸洋溢着喜悦，这是
对我恐为人师最真诚的回应。

孟子云：“人之患在好为人
师。”而恐为人师，实则是一种
谨慎教学的态度。恐为人师，
方能“谨言慎教”，是否也可算
作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呢？

恐为人师

●张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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