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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直
到 1919年被天文学家对日食的观测验证后，才获
得了科学界的认可和全世界的相信。爱因斯坦由

“立言”（论文发表），到“立信”有一“谨”的过
程。

爱因斯坦发表 《狭义相对论》 时 26岁，发表
“广义相对论”时36岁。德国的《物理学杂志》并
没有主观地认为论文作者年轻、资历浅而不予刊
登，而是客观地从论文内容出发，公正地予以发
表。这就是《论语》中说的：“不以人废言。”

论文虽然发表了，但那只是“言”（言论），
还没经过“堇”（实践验证），所以，此时的

“信”还没能建立。1919年5月29日，英国皇家天
文学会派出两支考察队，在非洲观测到日全食时
的天文现象，验证了爱因斯坦论文中的预言。有
人说，真正使爱因斯坦一夜之间名扬四海的，不
是他的论文，而是英国爱丁顿的天文观测。这又
应证了《论语》中另一句话：“不以言 （论文） 举
人。”

爱因斯坦研究的是自然规律，研究结果写成
的论文，还要经过验证。被验证的，才是可信的。

认一认，比一比：
客观、主观，论文、验证，立言、立信。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谨而信。

（未完待续）

 











































【第七十五课】

谨而信（二）
殷 旵

汉 语 教 室汉 语 教 室

近日，教育部、国家语言委员会发
布 《2013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
央八项规定、棱镜门、土豪、自贸试验
区、单独二胎、中国大妈、光盘行动、
女汉子、十面霾伏等获评年度十大新词
语。新词语是在125万个文本、12亿字次
语料基础上，经过层层筛选而得出，具
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流行词语 连 社 会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着特定的
流行词语，也可以说，流行词语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听到某个年代的流行词
语，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那个时代的
方方面面。

上世纪 50 年代初，毛泽东主席为小
学生亲笔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是那个年代妇孺皆知的流行词语，影
响了一代人的成长。而放卫星、大锅
饭、合作社、赶英超美等词语的流行，
则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变化和人们生
存方式的改变。

上世纪 60至 70年代，政治词语占据
着流行词语的绝对统治地位。工业学大
庆、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
名称成为流行词语，全社会、全民参与
的这些政治运动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
极其巨大的。

上世纪 80 年代，包产到户、计划生
育、万元户、迪斯科等成为流行词语，
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政治经
济领域和人们生活的活跃和改善。

年近八旬的张钟是北京市第一中学
的一名退休教师。提起社会流行词语
时，她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年轻时
的选择很统一，党号召什么，我们就把
什么当作流行词语，比如“为人民服
务”，我们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张老师平时不上网，有时老伴上网
看到有意思的新闻会念给她听听。当被
逐一问及 2013 年度十大新词语时，张老
师有的知道，大多数都不清楚其含义。

多年从事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
心理语言学和语言规划研究的北京语言

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宇
明认为，新词语的产生是语言生活蓬勃
发展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语言智
慧。绝大多数流行词语由汉字构成，说
明这些新词语遵循了汉语构词的习惯。

流行词语 连 生 活

老虎苍蝇一起打、自贸试验区等新
词语，反映了 2013 年社会生活中的重大
事件，单独二胎、十面霾伏等词语则聚
焦百姓关注的焦点。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冉
启斌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
具，语言的“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变化
的反映。因此，新出炉的流行词语反映
出社会各方面的热点和大事也就不足为
奇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苗笑武
则认为，2013 年度的新词大多与国民的
基本生存层面相关，反映出中国人对自
身生存状况的极大关注。但遗憾的是，
精神文化类词语几乎难觅踪迹，当今社
会文化存在感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应该
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进入 21 世纪，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
机的普及，QQ聊天、微博、博客、微信
等公众文字交往方式的出现，使得公众
文字交往有了传送平台，流行词语呈现
出千奇百怪，多姿多彩的局面，产生与
流行的迅速也今非昔比。每个人都可能
成为流行词语的制造者，同时又是传播
者和使用者。

在 《2013 年 中 国 语 言 生 活 状 况 报
告》 中，就汇总了网络流行的多字格词
语，如普大喜奔、不明觉厉、高大上、
人艰不拆等。

流行词语满足了网友的语言创造欲
望，聚拢了网民的智慧，体现了语言的娱
乐功能。北京语言大学孟凯副教授说，网
络语言的迸发是信息时代语言动态发展
的标志之一，新词语确实拥有很强的冲击
力，但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年几乎
都会有海量的新词语出现。所以，对于
新词语的生命力，需要跟踪观察才能确
定。他预测，在快节奏

的现代社会，这些流行词语中的绝大多
数只会“各领风骚三五年。”

郭莹萍是一名“90 后”。她说：“普大
喜奔等多字格词语能够很贴切地表达情
绪，在我们大学生社交网络上很流行，大
家互相留言、评论时，会很自然地用到这
些词。”同时她也承认，有些流行词语会很
快地被更新出现的流行词语所取代。

流行词语 连 世 界

凭借现代传播手段，现在的中国流
行词语会更多、更快地走向国际。在
2013 年汇总的新词语中，就有大妈、土
豪等词语被国外权威媒体使用，从而引
发了更加广泛的关注。据统计，自 1994
年以来加入英语的新词汇中，中文借用
词数量独占鳌头，增加速度远远超过其
他语言。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年底
统计，《牛津英语词典》 收录的汉语借词
已经多达 245 条。除了已经进入词典的，
还有很多已经在国外媒体中被广泛使
用，并在民众口头交际中使用的词汇，
例 如 gaokao （高 考）、 guanggun （光
棍）、 hukou（户口） 等。

远道而来的外国留学生也对当代中
国社会流行词语十分关注。上海同济大
学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都懂得并且
会用“中国梦”一词，还知道这个词是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他们一批 40 多人获
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中国学习，而这
个奖学金项目就是习主席访问该国后两
国间签订的。同济大学的留学生们对于

“光盘行动”一词可不陌生。因为在同济
大学的食堂里，到处张贴着“光盘行
动”的宣传语，不仅受到中国学生的拥
护，也深得留学生的支持。对于在中国
读临床医学的留学生来说，“H7N9 禽流
感”一词也完全了解。

每年的语言生活中都会涌
现出一批有特色的用字
和用词，它们与
社 会 生

活密不可分，记录重大事件，吸引众人
目光。所以近年来，除了教育部、国家
语言委员会每年发布国家级具有权威性
的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外，每到
岁末还衍生出了一系列与汉语、汉字有
关的评选和发布活动。在这些评选中，
中国 5.9亿网民的积极参与成为一道亮丽
风景，也使得盘点汉语流行词语成“新
年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
究员唐正大教授说，近年来逐渐风靡的
评选年度新词语活动，越来越受到关
注。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词语或直白
准确、或“巧言令色”地指称着特定的
历史事件、社会形态或现象，成为我们
认识历史的索引。而现代社会发达的大
众传媒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则使得这
些新词语的使用频率、活跃性呈几何级
数放大，当然，流行词语的新陈代谢也
越来越快。

如时代的脚步 似历史的足迹

流行词语折射社会热点
本报记者 刘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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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同济大学留
学生文化节开幕。这样的国
际文化交流活动在同济大学每
年都会举办。由于该活动促进了
各国留学生之间、中外学生之间的
交流，因而很受学生的欢迎。

正如留学生在作文里写到的：在
同济，不仅能学习中国文化，而且也能
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

而中国学生则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
和留学生结成朋友，互帮互学。在文化节

的舞台上就有不少这样的中外组
合亮相。（林 希）

也门学生载歌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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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学生其乐融融

学习“揠苗助长”
勉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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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我们学了成语故
事 “ 亡 羊 补 牢 ” 和 “ 拔 苗 助

长”。这两个故事内容简明，
内涵道理也好理解。短短 4
个字，是一幅画儿，是一
个故事，形象地表达了深
远的寓意。我在和学生反

复熟悉课文的同时，非常希
望他们能体会到从故事精炼

到成语的过程中，中国语言的优
美；非常希望他们通过学习成语，

了解中国历史、风俗习惯，还能锻炼和提高
汉语言的表达能力。

在中文学校举办的一个展览上，我提
议班里的同学写一写自己所知道的成语。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互相学
习和鼓励，从而加快了学习成语的进度。布置展览那天，不少同学交来了
手写或打印的图文并茂的作业，我和他们一起阅读观看：坐井观天、对牛
弹琴、朝三暮四、掩耳盗铃……我真为学生们的进步而高兴。

由于大多数学生生长在美国，缺乏基本的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的知识，常常在学习成语时闹出笑话。在学“拔苗助长”时，为了让学
生加深理解和记忆，我安排他们两人一组，进行父子对话表演。每每演
到最后一句：“什么？全死了”时，男孩子们总要顽皮地倒在地上装死，
引得全班哈哈大笑。我不得不提醒：“是苗死了，不是人死了。”其实，
学生对这个成语的理解还是很恰当的，对父母让孩子马不停蹄地上课外
补习班很有意见。他们说，老是学，没时间玩，就是“拔苗助长”，要把
孩子累死了。

我计划在以后的教学中，给学生创造更多学习成语、使用成语的机
会，也希望在
他们的中文表
述和中文作文
中 ，成 语 能 起
到画龙点睛的
作用。

（寄 自 美
国）

（本文作者
系美国亚特兰
大现代中文学
校教师）

图为勉尔老师和她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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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的成语展览

我6岁的时候来到德国柏林。那

时候爸爸妈妈刚来德国不久，没有

多少钱，我们一家只能住在一个小

房子里，我也没有什么玩具。

爸爸妈妈在一个很大的购物

中心开了一家快餐店，很快就赚

到钱了。我 8岁那年，我们搬进

了一个很舒服的大房子里。爸爸

给我们买了很多玩具，有小汽车、

电动飞机等。姐姐也从国内外婆家

来到柏林和我们团聚了。我和姐姐妹妹

每天一起做家庭作业，一起玩喜欢的玩具，

一起看电视，在大房子里跑来跑去地玩捉迷藏。

在德国上小学很轻松，尽管每天玩得很多，学习很少，可

是我的成绩还是全班第一。到了四年级，老师推荐我到一个快

班上课。爸爸妈妈高兴极了，买了一个很酷的黑色游戏机奖励

我。新学校课程很多，也很有难度，所以从那时候开

始，我努力学习了。但是仍有很多时间玩我的游戏机。

我在中学 4 年的学习成绩很好，还当上了

班长。13 岁生日时，妈妈送给我一个新手机，

它可比游戏机有意思多了，我可以用手机跟小

学的同学们经常联系。每当这时候，就让我很

开心。到了星期天或者节假日，我会约上好朋

友一起出去开开心心地玩一天。

我的童年充满快乐！

（寄自德国）

去年 7 月，我们全家去非洲
旅游，我们去了坦桑尼亚的塞伦

盖蒂国家公园。
非洲的天气和我们这里相

反，我们的夏天是他们的冬天，
所以说，我们去的时候是“冬
天”。可是那边的“冬天”气温还
有二三十摄氏度呢。

进入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眼
前是无边无际的黄草地，还有各种

各样的动物：斑马摇晃着它的大屁股挡在
我们汽车前；猴子开心地在我们面前跑来跑去地玩耍；成
群结队的野牛在路边吃草；河马在河里避暑；大象排成一
队，静静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很惊讶，那么大的动物
走起路来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还看见了鳄鱼、狮
子、豹子、犀牛、长颈鹿等。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草原
上特有的树木，直径竟然有3米多宽，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就像凝固的雕塑！

可能由于游客多了，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里的好多动物
并不怕人，在我们面前悠闲地走来走去。即使是狮
子，看到路边的游客以后，也只是眯着眼睛瞟
一下，然后再继续睡觉，还把白花花的肚皮露
给我们看！狮子的睡相很可爱，让我有
一种想上去摸它们的冲动。

从这些现象说明，近几年来塞伦盖
蒂的动物保护工作做得很好，人不猎杀
动物，动物才不怕人。人和动物在非洲
的大草原上和平相处，这是多么祥和的
画面呀！

（寄自德国）

游塞伦盖蒂公园
严子宜（14岁）

游塞伦盖蒂公园
严子宜（14岁）

快乐的童年

詹凯欣（1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