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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旧闻”引发了公
众关注。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10
万元——这是中国文字博物馆曾
面向社会发出的“悬赏令”。2018

年，有一人拿到了这 10 万元，他就是复旦大学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其获奖
论文是《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
据悉，他也是目前唯一拿到这笔奖金的人。

在新闻不过 24 小时的当下，5 年过去了竟然
还能走红，确实有些出乎意料。“破译一个字奖励
10万元”固然有一定的“标题效应”，但另外两个因
素更为重要。

一是学者的钻研精神赢得了公众的由衷敬
佩。板凳要坐十年冷，学术研究需要甘于寂寞，才
能厚积薄发。蒋玉斌在获奖论文中提出，甲骨文、
金文中用在某些方国名字前的“屯”字，应该释读
为蠢动的“蠢”字。例如，“屯夷方”应解读为“动乱
的夷方”。“当时在商王国的周边，方国林立。有些

方国不服商王朝的管治，兴兵作乱，就被称作‘蠢
某方’，加以征讨”。经过这样解读，文句一下子读
通了。看似简单的结论，背后是多年考证之功，网
友们纷纷表示要向耐得住寂寞的学者致敬。

二则是时隔 5 年，“一字十万”的大奖依然只
有一位获奖者，刺痛了公众眼球。泱泱大国，人才
济济，何以如此后续无人？据学者统计，目前已发
现的甲骨文单字共4000余个，取得共识的破译字
约占三分之一，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要想破译，
需要详细论证考据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专
业性的要求极高。破译难度固然是一个不容回避
的客观因素，但这不应该成为无法逾越的拦路
虎。“一字十万”却鲜有人能“揭榜”，这样的尴尬，
怎能不令人感慨？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长，国人的民族自豪
感也随之增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传承中华传统文明受到了高度重视。近年来，国
家非常重视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在中华文明传承

中的作用。中国文字博物馆面向社会发出“一字
十万”的“悬赏令”，其用意就是让更多的公众了解
甲骨文的破译工作，鼓励更多的人投入中华文明
的挖掘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有蒋玉斌这样的资
深专家学者，更期待能有年轻力量加入。

一些人以世俗眼光审视考古专业，认为没
“钱”途。其实不然。考古和古文字研究等在就业
发展和薪酬回报上，成为“大富大贵”的概率确实
不高，但基本的就业和待遇并不是什么问题。倘
若能在专业上潜心钻研有所积淀，无论是收入还
是成就感都会水涨船高。

“冷门不冷，绝学不绝”。年轻人在选择时要
避免被偏见误导，敢于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相
关部门也要善于利用热点事件进行宣传，打破世
俗的陈旧观念，并通过提升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等
吸引青年才俊。期待“一字十万”的溢出效应激励
更多年轻人投身古文字研究。

（据《北京青年报》胡欣红）

去年2月，浙江临海的小学生陈
一逸发现课文《鹿角和鹿脚》的配图
和内容不符合，于是写信给人民教
育出版社，希望换一张课文贴图。

就在上周，母子俩发现新教材真改了！
小学生“挑错”，课本及时“改错”，网友

纷纷点赞。无论插图最终修改和那封信有
无直接关联，这个小学生给语文课本“挑错”
的行为都值得肯定。敢于质疑比依赖课本
更重要。面对相对权威的教材，对孩子来
说，善于发现问题，敢于质疑并仔细求证，本
就难能可贵。莫要小瞧学生成功挑出的一
个个错，其背后闪烁着求真精神的光芒，有
助于学生个人成长成才，也有益于教育发展
进步。

学生善于发现、求知求真，有关部门和机
构认真以待、知错就改——课本“改错”展现
出的良性互动，正是教育该有的样子。近两
年，中小学生给课本挑错且被采纳的报道屡
见报端。例如，成都小学生推翻数学课本上
的“标准”答案，其建议获教材编写组采纳；沈
阳有学生指出英语课本上的蜜蜂配图配成了
食蚜蝇，出版社编辑为他点赞；上海有小学生
发现美术课本上的“树叶”应该是数亿年前的
古生物“海百合”，出版社第一时间将错误进
行溯源并上报修订……对待学生的“挑错”，
回以善意的鼓励，给予尊重与呵护，这无疑是
积极正向的教育现象。而教材的及时修改，
既可以让教材更加严谨准确，也能更好地在
学生心里种下求真求实的种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次课本“纠错”都
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于教材编写和出版
方而言，学生“挑错”是一种鞭策，有关方面
须守好教材防线，不断完善教材编写、审核、
出版相关机制和流程，着力提升教材质量水
平。对家长和老师来说，学生“挑错”需要更
多呵护，应合理引导、提供支持，鼓励孩子以
发现的眼光、批判性思维进行科学求证、增
长学识见识。从学生角度看，给课本“挑错”
就是带着问题意识探索真知的学习过程，唯
有保持求真的态度，才能真正窥见通往新知
的门径。 （据《广州日报》张冬梅）

近日，有媒体报道，广东珠海一女子将丈夫的毒狗药物倒入下水道销毁时，因药物遇水挥发产生
毒气，该女子不慎中毒身亡。此事引发社会热议，有网友提出疑问：此类剧毒药物为何可以轻易买
到？深入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公开售卖氨水浓度超过 10%的溶液和高浓度双氧水等危险化学
品，以及无证售卖老鼠药、农药等有毒物品。

受访专家指出，个人储存、售卖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均属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或被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全链条监管，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 （据《湖南日报》文/张守坤 图/沈海涛）

爬野长城非好汉
继 2 月 17 日箭扣长城附近野山发生一起 40

岁女驴友坠崖受伤事件后，2 月 25 日，箭扣长城
附近又有两名20多岁男驴友迷路被困。北京怀
柔消防提示登山爱好者，不要攀爬未开发、未开
放的野长城和野山。不到长城非好汉，很多驴友
更是以攀爬野长城来证明自身能力。“野游”行为
屡禁不止，箭扣长城更是重灾区，不少驴友在此
迷路受伤，遭遇危险。这些任性行为，不仅对自
身生命安全不负责任，更对公共资源造成了浪
费。攀爬野长城，绝非好汉。

夜游天坛别添乱
“夜游天坛”成为京城又一网红打卡活动，因

为祈年殿等“园中园”夜间关闭，不少游客为了更
近距离拍摄美景，做出攀爬护栏、踩踏草坪等不
安全、不文明的行为。也有不少游客希望，天坛
夜景如此美好，能不能晚一点儿闭园，给游客更
贴近、更沉浸体验的机会。可以提建议，但追求
美不能用这种破坏规则的不文明方式。“野蛮打
卡”行为与奇美的天坛夜景格格不入，远观尚如
此捣乱，深夜的天坛是否还敢打开园门让打卡人
近玩？ （据《北京晚报》侯江）

期待“一字十万”效应激励年轻人投身古文字研究

给课本“纠错”
是生动教育课

堵住网上危化品买卖的高危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