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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2 月，不少人感叹 2018“余额已
不足”，各种年终盘点也相继出炉。日前，

《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8年十大流行
语，包括命运共同体、锦鲤、店小二、教
科书式、确认过眼神、退群、佛系、巨
婴、杠精等。这些流行语中，既有“命运
共同体”这样的宏大概念，又有“锦鲤”

“巨婴”“杠精”等小切口的表达，大部分
流行语都是在网络上兴起并通过网络广为
传播。

语言是人类交流、表达的手段，是思
想感情的载体，是一个民族从古至今流淌
不息的文化河流。语言的创新发展是适应
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
文化的活力。《咬文嚼字》评选出的年度流
行语，大多具有语言学上的新结构，或被
赋予新含义。如“杠精”“佛系”，都是汉
语中的新结构；“退群”“巨婴”“锦鲤”

“店小二”虽然是旧词，却被赋予了新的流
行语义；“确认过眼神”“教科书式”则是
汉语中的新用法。

语言是生活的镜子。语言的流变，最
直观、最生动地体现了时代的发展、社会
的变迁、文化的脉动。透过这些年度流行
语，我们可以管窥国际大事在民众生活中
留下的印痕，可以看到期待、疑惑、自
嘲、批判等种种的情绪，可以体悟快速前
进的社会里大众心理的激荡以及价值观的
分化与整合。

“命运共同体”“退群”的流行，反映
了普通民众对国际大事的关注。“命运共同
体”源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指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同
处于一个利益攸关的集体中，各国要在追
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
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说法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和
积极回响，在国内亦为人们所熟知。它体
现了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所具有的大国
担当，也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大同”
观念一脉相承。“退群”原指退出某个社交
平台的交流群组。美国等国家接连退出一
些国际协议或组织，在新闻报道中被形象
地称为“退群”。通过微信、手机客户端等
新媒体，国际新闻在普通民众间得以广
泛、快捷地传播，无形之中增强了人们对
时政信息、世界局势的关注。

“店小二”原指商铺旅馆里服务顾客的
伙计，在电商时代亦指网店客服。今年浙
江 等 地 提 出 “ 政 府 要 努 力 做 好 ‘ 店 小
二’”，为企业提供周到服务，“店小二”
由此演化出新义。发扬“店小二”精神，
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具
体表现，这一提法在群众中引起共鸣，正
是与人们对服务型政府的期待相呼应。“锦
鲤”在民间被认为是好运的象征，今年因
为某选秀新星的走红与某网络平台的抽奖
活动而流行起来。“锦鲤”成为热词，隐含
着人们对奋斗和幸福的向往。

“佛系”是今年颇受关注的一种文化心
态，被部分青年所推崇。支持者认为它代
表着豁达、平和、降低欲望，有利于减少
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摩擦。反对者
则认为这是消极无奈、不思进取的代名
词。不管怎样，这都值得社会学家、心理
学家好好研究。“巨婴”本义是体型巨大的
婴儿，如今人们用来形容心理滞留在婴儿
阶段的成年人，其主要表现是自我中心、
不负责任、不讲规则。杠精，指“抬杠成
精”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提出质疑和
反对，产生负面影响较多。“巨婴”“杠
精”的上榜，反映了大众对负面事件和不
理性行为的反思与批判。

时代的浪潮汹涌，流行语如同被拍上
沙滩的贝壳，值得观赏和玩味。有的词语
将渐渐被遗忘，湮没在岁月的风烟中，另
一些则因其具有长久的价值而保留下来，
丰富着我们的语言之河。每年的流行语盘
点，透过流行语把握社会热点、感受大众
思潮、研判时代走向，已成为当代社会独
具特色的一道文化景观。

徐特立 （1877年-1968年），原名懋 （mào） 恂，字
师陶，湖南善化 （今长沙） 人，著名革命家、教育家，

“延安五老”之一。他曾题联“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
心事莫为”，在晚年时他又对子孙说“要活到老，学到
老，为人民服务到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
的，并以之为准则身体力行地教育子孙。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奔赴法国。其中有一位已过不
惑之年，他就是徐特立。当时，徐特立已经在教育界享
有一定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但他仍义无反顾地赴法求
学，显然与其勤于学习的品格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密不可
分。他曾写道：我今年43岁，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
无学问，岂不冤枉过了日子？我想今年学起，到 50岁还
有 7 年。一天学一个字，一年可以学 365 字，7 年可学
2555字，到了50岁时，岂不是一个通了的人吗？若一天
学二字，到 46岁半可以读通。所以我决志求学，不怕法
语难学，也不怕学校规则太严。在选择专业时，徐特立
更愿意学农工而不愿专学法文。他认为，世界第一等人
是“作工的人”，作工比“讲空文章”要有益得多。

徐特立这种勤奋读书、不断进取的精神也传承给了

后辈。在儿子徐厚本去世后，徐特立将儿媳刘萃英改名
为徐乾，待她如亲生女儿，帮助和督促她学习马列主义
和文化知识，勉励她奋发图强，警觉惕励，并亲自为她
制定作息计划，要求贴于座右，严格遵守。徐特立曾在
送给徐乾的一部 《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扉页上写
道，“四年前你还是一个落后的家庭妇女，而今成了一个
共产党员，实出我意料之外……希望你真能继承我的革
命事业，我从现在你的行动看有很大的可能性。我爱读

《联共 （布） 党史》 ……你当随时阅读，把它当党的经
典。”徐特立在写给徐乾的信中时常勉励她多读“家国
书”，并提出殷切期望，“我希望你从今日起把学习列为
正式时间，不缺一分一秒。但可把时间减到最少，那怕
一日从一刻到半点，只要有恒。”

徐特立时常告诫子女要多为社会做事，不要总想着
自己。他曾在给女儿徐静涵的信中说，“我希望你们每一
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
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
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胸
怀开展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前进分子。”徐特立从
小就教育孙女徐禹强不仅要常读“家国书”，更要莫为

“无益身心事”。他曾对孙女约法三章，“第一，不要有特
权思想；第二，不要有优越感；第三，不要脱离群众”。
他还时常带她到劳动群众中去，培养她爱人民、爱劳
动、艰苦朴素的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的生活条件虽然大为改善，
但仍一如既往地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时常对子孙
说，“生活上的俭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
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
高贵品质，更加坚定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徐特立的思想行为深深影响着子孙后代。他的外孙
女徐舟曾回忆说：“外祖父谆谆告诫子女要靠自己的诚实
劳动生活，小姨 （指徐特立的小女儿徐陌青） 按照父亲
的教导身体力行，不仅没有非分要求，即使是自己应该
得到的，而组织上没有考虑或有困难，她也从不提出
……小姨常对我说：‘作为老人家的后代，要诚实地劳
动，始终做有益于人民的人，才不愧对老人家，决不要
给老人家脸上抹黑！’”

徐特立要求子孙持之以恒地学习、进步，心系国家
和人民，克己奉公，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其子孙恪守家
训，传承着良好家风，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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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常读家国书，莫为无益事
□郑清坡 王雪丽

复原一代名舰

从中山舰纪念园区大门进入，漫步栈
桥，穿过波光粼粼的金鸡湖，呈现在眼前
的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就是中山舰博物
馆。中山舰博物馆馆长王瑞华对本报记者
说，为了安放打捞出水的中山舰，当年选
址时，按照“史为地近”的原则，最终决
定将博物馆修建在中山舰的蒙难地——武
汉市江夏区金口镇。为使“舰不离水”，
三面环山、距中山舰沉江处 1.5 公里的金
鸡湖成为其安身之处。

从外观上看，采用“舰馆合一”设计
的中山舰博物馆形同一艘战舰，头冲金鸡
湖，好似昂首待航。博物馆由两幢相连的
建筑构成，舰体陈列厅为全钢架构，中山
舰稳坐其中。据介绍，为了在迁移过程中
不对舰体造成损坏，博物馆最初只建了三
面，直到中山舰整体迁入后才封起最后一
面钢构墙。

步入气势恢宏的博物馆大厅，记者来
到中山舰舰体陈列处。未见中山舰全貌，
左舷尾部镶嵌的铜板鎏金“中山”二字先
映入眼帘。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25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易名。1997年，打
捞中山舰时，潜水员首先探摸到这“中
山”二字。可以说，“中山”是中山舰的
身份证。

顺着楼梯往上走，视野变得开阔起
来。二楼平台环绕中山舰一周，整个铁灰
色的舰体一览无遗。中山舰是钢木结构的
潜水型炮舰，长 62.48 米，最大宽度 8.9
米，吃水深 2.44米，排水量 780吨。武汉
会战期间，中山舰甲板上的设施几乎全部
被炸毁。本着“整旧如旧，恢复原貌”的
文物修复原则，中山舰恢复了 1925 年改
名时的历史原貌，包括舰体外观及舰载装
备、设施和部分舱室。“虽然中山舰看上去
不大，但有 110 个大大小小的舱室，可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山舰博物馆社
会教育与公众服务部副主任田梦莹说。

据介绍，除了后期修造的部分，舰尾
部的尾轴、托架、舵板都是舰上原物，还
保留了 1938 年与日军浴血奋战时的两处
创伤痕迹。顺着田梦莹手指的方向，记者
清楚地看到右舷钢板上裂开的弹坑，还有
驾驶舱上方炸弹炸开的大洞。两处伤痕仿
佛在诉说着当年的战争情景。

中山舰在 1997 年被打捞上岸后，又
历经了十余年的时间，才成为人们今天看
到的样子。1997年 1月 28日，经过 100天
的打捞，中山舰终于露出水面，锈迹斑
斑，裹满泥沙。1999 年 11 月，漫长而又
艰辛的修复与保护工程在湖北船厂开始。
2001 年 9月，修复竣工。2008 年 5月，中
山舰才从湖北船厂整体迁入目前的中山舰
博物馆舰体陈列厅。

“在浮船坞的承托下，先走水路，逆
江而上到达博物馆附近，然后破江堤，走

旱路，把 20 多个高压气体填充皮囊放在
舰艇下，用大型卷扬机带动钢绳在前面拖
拉。”田梦莹介绍，短短数百米的距离，
花了五六天时间才走完。从获得打捞权、
整体打捞成功，到修复舰体、选址建馆
等，中山舰的打捞、修复、陈列凝聚了无
数人的心血与智慧。这个曾经看来不可能
完成的工程，终于变成了现实。

诉说历史风云

作为中国现存的唯一一艘有近百年历
史的军舰，中山舰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
幻。在26年的服役生涯中，它经历了护国
战争、护法战争、孙中山蒙难、“三二〇”事
件、武汉金口血战等事件。步入博物馆二
层的史迹陈列大厅，中山舰的故事在记者
眼前铺陈开来。

1910年，清政府为重建海军，向日本
长崎三菱造船所订制了永丰舰，也就是后
来的中山舰。但当1912年6月永丰舰建成
下水时，清王朝已经覆灭，永丰舰由民国
政府接管。1913年，永丰舰被编入北洋海
军第一舰队。之后，它参加了孙中山领导
的护国讨袁运动和护法运动。1922年，深
受孙中山信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叛
乱，孙中山登临永丰舰指挥平乱。在激烈
的炮战中，永丰舰载着孙中山冲出叛军包
围，九死一生。正是因为这段历史，1925
年孙中山去世后，广州革命政府将永丰舰
易名为中山舰。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次
年，武汉会战打响。时任中山舰舰长萨师
俊奉命率中山舰移防金口至嘉鱼、新堤沿
江一带。10 月 24 日下午，6 架日军轰炸机
突然飞临中山舰上空，轮番对其展开轰炸。

萨师俊随即率舰攻击，但舰首的厄力
肯炮在连续猛烈发射后发生故障，左舷中
弹，接着锅炉舱、机器舱也被炸起火。萨
师俊双腿被炸断，左臂受重伤，仍坚持指
挥，不肯离舰。但此时中山舰已失去动
力，进水严重，舰身大幅倾斜超过 40
度，已无望得救。在部下的再三要求下，
萨师俊方才和受伤官兵登上舢板离舰。然
而，载有伤员的舢板遭到日机扫射攻击，
萨师俊中弹，当场殉难。当日，和萨师俊
一同殉难的还有 24 名官兵，全舰战士仅
有 18 人生还。在战斗结束 10 分钟后，中
山舰缓缓下沉消失在江面，结束了 26 年
的壮烈航程。

为了纪念这 25 位抗日阵亡将士，在
金鸡湖对岸的牛头山顶，建有中山舰抗日
阵亡将士纪念碑。25 根剑指蓝天的雕塑
柱，象征着在中山舰上英勇迎战日本军机、
不幸阵亡的25名将士。这25根参天立柱，
也与停驻在博物馆的中山舰遥相呼应。

传承爱国精神

金鸡湖早已褪去了战争年代的纷乱动
荡，呈现一片安宁与静谧。目前的中山舰纪
念园区由中山舰博物馆、中山舰抗日阵亡
将士纪念园和游客服务中心三部分组成。

博物馆第三层陈列着出水文物。当
年，随着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5000余件/
套文物也得以重见天日，其中珍贵文物
1716 件/套（含国家一级文物 60 件/套）。
在出水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电报纸、装
满汽水的玻璃汽水瓶、电取暖器、西门子
电风扇，还有乒乓球拍、飞机模型、棋牌
和“国光”牌口琴，生动展现了舰上战士
们的文娱生活。此外，还有用于战斗的炮

弹、子弹和步枪。在出水的“北伐军铭文
步枪”上，“革命军为主义而战，不怕死
不爱钱”这 14 个字依稀可见。虽然经过
59年的江水浸泡、泥沙淘洗，依然能让人
感受到当年中山舰将士誓死抗击日寇、为
民族而战的英勇气概。

因中山舰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中
山舰博物馆每年都会迎来大批海内外游
客，其中不乏各界名人和台湾友好人士。
2017 年 11 月，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赴中山舰博物馆参观。黄埔军校老将军、
中华四海同心会等民间组织成员都曾专程
从台湾赶来。

中山舰博物馆是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2014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
设施、遗址名录。在采访过程中，来自武
汉市新城小学的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
观展。王瑞华说：“2016年和 2017年，中
山舰博物馆每年都会接待逾 60 万参观
者。除了红色教育基地外，这里还是武汉
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实习与实践
基地。”为了与中山舰相呼应，馆内讲解
员都身着仿海军军服式样的服装，显得英
姿飒爽。

眼前伫立着的中山舰，仿佛在向世人
无声讲述着中国近代海防和革命抗战的艰
苦历程。中山舰经历的苦难、艰险、悲
壮，被定格为舰体上的两处伤痕。而伤痕
与苦难背后，展现的正是中华儿女百折不
挠、自强不息的精神。

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

十年磨一“舰” 英气传千古
本报记者 何欣禹

中山舰舰体 本文配图均由中山舰博物馆提供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北武汉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晚清重臣张之洞在此创办汉阳兵工厂，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首义于
此。1938年武汉会战（又名“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会战期间，一代
名舰中山舰被日军炸沉于长江金口水域，携着历史的沧桑印记和战士的热血英魂没入江底，直到近60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代名舰，千古流芳”——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曾为中山舰题词。在今天的武汉市金口古镇、金鸡湖畔，中山舰博物馆
巍然矗立，经打捞修复后的中山舰停驻于此。作为专题性纪念性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山舰博物馆生动再现了中山舰的传奇经
历，将80年前的历史风云拉到人们眼前。

中山舰缆绳发射器

中山舰上使用的电取暖器中山舰上使用的电取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