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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高温晕倒
交警扛伞遮阳

7 月 11 日 ，

河 北 省 气 象 台 发

布 高 温 红 色 预

警 ， 局 部 地 区 最

高 气 温 超 过

40℃ 。 当 天 上

午 ， 廊 坊 市 交 警

二大队的交警正在疏导交通时，一位老人

突然晕倒在地。

执勤交警连忙上前，见老人张嘴不出

声，一直拽着脖子上的项链，才明白这是

一位聋哑老人，而项链上有老人家属的联

系 方 式 。 执 勤 交 警 立 即 拨 打 120 急 救 电

话，并联系了老人家属。

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交警不知

道 老 人 到 底 伤 在 何 处 ， 不 敢 随 意 挪 动 老

人。天气炎热，情急之下，执勤交警将交

通指挥岗上的遮阳伞拔下，扛过来为老人

遮阴避暑。后来，救护车来了，老人无生

命危险，正在进一步治疗中。

如果人心也有天气，这位交警的心灵

应该是暖度爆表。

五旬儿八旬母
一路骑行川藏

7 月 1 日，宋

健挥和 84 岁的母

亲 终 于 平 安 回 到

四 川 乐 山 。 历 时

17 天、行程 5000

公 里 ， 宋 健 挥 用

摩托车载着母亲去了一趟西藏，一路经过

夹江、洪雅、雅安、泸定、康定、雅江、

理 塘 、 巴 塘 、 芒 康 、 左 贡 ， 最 终 到 达 拉

萨。

今年 54 岁的宋健挥，是一名普通的

乐山人，酷爱户外运动，喜欢骑摩托车，

以修车为生的他 ， 被 朋 友 称 为 “ 轮 胎 叔

叔 ”。 6 月 初 的 一 天 ， 宋 健 挥 问 老 母

亲 ， 这 辈 子 有 没 有 最想去的地方？“西

藏！”母亲脱口而出。原来，老人家去过

很多地方旅行，但去西藏才是她一辈子的

梦想。

母亲身体健康，经过一番准备，儿子

决定实现母亲的梦想。在旅行途中，母亲

时 常 激 动 得 像 个 孩 子 一 般 。 宋 健 挥 说 ：

“看到她这么开心，作为儿子，还有什么

比这更让我开心呢？”

路上的风景那么好，别忘了带上爸妈

也看看。

兄妹稚嫩敬礼
民警认真回礼

7 月 6 日，安徽省凤

台县公安局古店派出所

下村采集工作信息，偶

遇 放 假 在 家 的 小 兄 妹 。

当警车驶过路口时，小

兄 妹 举 起 了 稚 嫩 的 小

手 ， 向 民 警 敬 了 个 礼 ，

民警当即在车内回礼。

民警离开时，小兄妹又敬着礼，目送

民 警 。 民 警 说 ：“ 说 真 的 ， 看 到 兄 妹 敬

礼，开始觉得是好玩，后来觉得是感动，

满满的感动。为这一身警服而骄傲！”

9人被困海流
80人拉手相救

上 周 六 ， 美

国 的 罗 伯 塔 和 她

的 丈 夫 、 母 亲 、

侄 子 和 儿 子 ， 一

行 9 人 到 佛 罗 里

达州的巴拿马海滩游玩。孩子们玩得很开

心，在海中越游越远，危险发生了，原来

这片海有离岸流，能将人卷入深海。

听到孩子的呼救，罗伯塔的家人赶紧

游过去救人，但 9 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对

抗海流。他们全部被困海中。幸运的是，

海滩上的人注意到了海中的不寻常。岸上

的游客杰西卡·西蒙斯和丈夫想一起冲进

海中救人，但他们深知离岸流的可怕，自

己的力量根本不够。

当时，海滩救生员已经下班，海滩警

员呼叫的小艇还没到达现场。西蒙斯先生

灵机一动，跟身边的人表示，可以手拉手

合力救人。岸上的人响应了西蒙斯一家的

呼吁，开始手拉手组成人链，一点一点走

进海里。

加入人链的人越来越多，从开始的 5

人 ， 到 20 人 、 40 人 ， 最 后 到 超 过 了 80

人！人链一步一步向海中延伸，最前方的

杰西卡和丈夫趴在滑水板上，终于够到了

被困海中的罗伯塔一家。西蒙斯一家把体

力耗尽的罗伯塔家人，放上滑水板，一个

个运回岸上，救援过程约 1 小时，全部人

员平安！

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愿意把手和生命

交给对方，这是真的英雄！

这段时间微信朋友圈被好几封信刷了

屏，在社交媒介快速即时的碎片化交流主

导着日常沟通的快时代，写信这种古老、笨

拙、缓慢而温柔的交流方式，一次次让我们

心中涌起暖流。

先 是 北 大 给 2017 年 自 主 招 生 预 审 未

通过的考生写了一封信，亲吻失意者，柔化

了人心。再是清华给准备带母亲一起上学

的甘肃考生写的一封回信，人生实苦，但请

你足够相信，你自强不息，我厚德载物。最

近 是 新 华 社 女 记 者 写 给 学 弟 学 妹 的 一 封

信：寒门实苦，贵在久久为功——用自己奋

斗的经历给毕业生鼓劲儿。

打动我们的，除了信中流淌出的那些

真诚而充满情怀的表达，还有写信这种方

式。之所以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社交媒介

如此发达、信息传播如此迅捷的时代显得

很传统。之所以说它笨拙，是因为它需要坐

下来细心体味、静静琢磨，一个字一个字地

敲，走近人的心灵深处去对话交流。之所以

说它缓慢，是因为它看起来似乎很没有效

率，一条微博能说清的，却娓娓道来慢悠悠

地说那么多句。之所以说它温柔，是因为它

常常能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让读的人

心里一颤。

被即时社交工具施了魔法的现代人，就

像童话中那个穿上舞鞋停不下来的女孩，已

经没有能力让自己慢下来和停下来了。交

流，不仅是工具层面的沟通，还需要心灵的

对话。智能手机让工具层面的对话越来越便

捷，却替代不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对话。

拿着手机交流的人，已经慢不下来去

写 一 封 信 了 。不 是 不 会 写 字 ，不 是 没 有 时

间，而是失去了慢下来与人交流的心境，陷

入工具性功能性的社交信息中，内心的情

感交流力在萎缩和退化。写信常常是在深

夜，夜阑人静，万籁俱寂，这是人心最静的

时候，也是进入别人内心最好的时间，而现

代人已经把那个最宝贵的独处时间都交给

了手机。社交媒介毁灭着人们的社交，消灭

了人们的独处时间，使交流停留于浅层的

工具层面，写信的能力也就渐渐失去了。

手机让人们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随时

能找到，随时可以对话，这种近到没有距离感、

让人窒息的零距离，却让人们的心灵没有了

对话的空间。写信，恰恰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

的，思考，等待，不是即时对话，而是隔着时空，

这种距离感能让人超越不假思索的浅层对白

而进入内心深处，深思熟睹，长长的话慢慢地

说，慢下来去体味，慢下来去尝试理解。写信告

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写信告诉我你今夜

想要梦什么，明明动了情，却又不敢靠近。

曾有媒体采访众多女生，问他们最讨

厌男生跟她们说什么，排在前面的分别是：

多喝热水、早点睡、随便、还在吗、吃了没、

你忙——为什么女生最反感这些话呢？最

重要的可能是，这些话代表着一种敷衍和

漫不经心。手机就发过来这几个字，不愿意

多说几句，这些单调乏味的交流，却占据着

人们日常社交媒介交流的主要部分，很难

借助这种工具进入到人心深处去交流。他

只会说一句“多喝热水”，而不会在你焦躁

烦闷的时候，陪你多说几句情话，不会在微

信上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贴着你耳朵用

细腻的情话拨动你柔和的心。

我也已很久不写信了，怀念那个写信的

时代，当年我的263邮箱里保留着很多与朋友

来往的信。上世纪末的时候，交流不像现在这

么方便，多是通过邮件交流。现在虽然有时还

通过邮件交流，但往往写几个字就发出去了，

惜字如金。可惜不用那邮箱后，那些邮件都丢

失了，一起丢失了还有那些年的心情。那时仍

流行写信，写在纸上然后邮寄的那种，我还保

存着很多，泛黄的纸页上沾了不少灰尘。随时

翻出这样一封信，就翻出了一段岁月和心情。

记得大三时，我办了一份报纸，写了不

少 犀 利 的 评 论 ，作 为 主 编 ，受 到 学 校 的 批

评。那是我大学最沮丧的一段时间，收到了

好些读者来信，比如这封，至今都不知道是

谁写的，这个读者在信中这样鼓励我：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校园里，在这个被功

利充斥的地方，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点圣洁，

在那里有的应该是一颗颗火热的心与青年人

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不凡气度。我想，那真应

该是一种坚持，不论周遭如何喧嚣，只是笔直

地挺立着，伸展着自己，就像莲。也许，在我们

眼中，《大学新闻》不应该是一张报纸，它更应

该是一个人，骨子里透出的精神该足以斥退

一切猥琐与懦弱，请相信，这才是我们最真的

期待。为你抄下一首歌词和一首诗，告诉你，我

支持你。1999年12月3日凌晨4时半”

一封陌生而熟悉的来信，读得我热泪

盈眶，支撑我走过那几天的灰暗和无力，很

快就振作起来，更坚定了以评论为业、以新

闻为理想的信念。感谢那些年让我在深夜

里流过泪的信。

7月12日，北京和平门附近的正乙祠。夏

夜的剧场被诗歌点亮，古老的戏楼座无虚

席，很多人情愿站着。《人与土——王旭明诗

歌朗诵会》让人们从重庆、吉林、湖北、河北、

河南、山东以及北京城的各处汇集到这里。

离开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之后，

王旭明始终没有淡出公众视线。他在博客

里、微博里对社会热点发言，在主编语文教

材的过程中对教材编写发言，在真语文的

活动中对“假语文”发起炮轰。5 天前，是他

60 岁生日。即将告别职场，他选择以一场

温暖的个人诗歌朗诵会，做一次不一样的

发言，一次不一样的告别。

“‘不可言说’的全交给诗来言说，

他通过诗与自然万物对话，对‘那深情的/
娇好/神秘/而不可言说’的世界，进行深情

的观照，赞美或批判，解剖或重建。”著名

诗人周瑟瑟这样评价王旭明新出版的诗集

《人与土》。

朗诵会当天，老朋友、央视主持人白

岩松前来担纲主持，陈铎、于丹、康辉、

浩宇、李龙吟、刘雪枫、詹泽、罗旭等文

化名人莅临现场并朗诵王旭明的诗歌，姚

锡娟、敬一丹分别以音频、视频方式朗诵

诗歌。歌手简弘亦、刘键和山东省章丘清

照小学王文科校长演唱了根据王旭明诗作

改编的歌曲。一位粉丝在舞台上献上她的

第五本王旭明诗集手抄本。这就是一场“王

旭明朋友圈”的聚会。

“王旭明配得上他转身时
人们给他的掌声”

“7 月 18 日，我是一个见证人。9 年前的

那天他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到语文出版

社任职，那天我给他做了一期《新闻1+1》。”

白岩松说，“他注定是要和‘人’紧密相联的

人。这本诗集的名字是《人与土》，与人有关。

对 于 媒 体 朋 友 印 象 深 的 是 他 是 新 闻 发 言

人，但今天的身份是一个诗人。三人成众。”

王旭明给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最

喜欢播放两个视频：一个是“5·12”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后，他在《新闻 1+1》接受白岩

松采访，对于光顾自己逃跑不救学生的教

师“范跑跑”，说出了那句王氏名言：“人可

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还有一个是他卸

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白岩松做的节目《政

府·新闻·发言·人》，节目中王旭明身上的

西服，是白岩松从后台借他穿的。

“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实践

很有价值，我们当向他充满热情与理想色

彩的实践致敬。”白岩松说，“在中国政府新

闻发言人的实践中，王旭明是一个跳不过

去的名字。每一个认真做事情并想把事儿

做好的人，都理应得到公正的评价。王旭明

配得上他转身时人们给他的掌声。”

卸任后的王旭明，依然常是央视《新闻

1+1》栏目采访的嘉宾。回顾新闻发言人制

度 15 周年，栏目组连线正在高速路上赶路

的他，他让司机把车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

方，认真地接受采访。

“旭明善发言，又会发言。”白岩松经常

感慨。而王旭明则说：“白岩松的提问总是

能够抓到问题的关键，撩拨起我发言的热

情。”

英雄惺惺相惜。

“一个语文老师必须当一
个合格的老师”

湖南省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语文教

研员吴春来，是“真语文”的追随者，他登台

朗诵了王旭明诗作《美人洪》。

2016 年 8 月，王旭明亲自登台讲课，完

成自己的真语文课首秀。一堂是给一年级

学生讲的口语交际课《打电话》，一堂是给

初中一年级学生讲杨绛的《老王》。

有一位老专家用“公鸡要下蛋”这样的

调侃，表达对王旭明重返语文讲台的惊叹

和不服气。

在天津，吴春来曾眼含热泪，面对几百

位语文老师发表过一段长达 12 分钟的激

情演讲。他说：“一个阔别讲台多年的老师，

再次回到讲台是需要勇气的，很多专家喜

欢在象牙塔里作文章，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对语文都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如果让这

些人去讲台上讲课，我想他们一定会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的。而王旭明社长的行动再

次证明：空谈是假语文，实干才是真语文。”

吴春来说，坐在台下看老王讲《老王》的

时候，能够感到这种挑战是一种牺牲精神，即

拿出自己的课让别人去真实评说。现在的语

文教学流派，可以说各占山头，各自称王，然后

再明争暗斗。“而王旭明社长带着我们向前走，

像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一样，掏出一颗红心，引

领着的不仅是今天在座的老师，而是所有热

爱语文教育的人一起向前走”。

那一次，点评结束，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天津、成都、广州、乌兰察布、重庆⋯⋯

一 年 多 来 ，王 旭 明 像 着 了 魔 一 样 ，走 进 课

堂，亲自给小学生、中学生上语文课。

“今年是推广‘真语文’的第五个年头。

我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

砸在这里头了。”王旭明说，从编写教材，到

找试点，从点评他人上课，到自己走上讲台

讲课，还要应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声音。当

然，有一些所谓的质疑声是不值得一驳的，

但不值得一驳的声音有时也让他内心感到

憋屈，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写诗。“诗歌是

一种渠道，我在其中释放自己，走入另外的

一片天地。”在《断章四首》中，他写道：“无

需挥手/眼泪/转身/我知道前方仍然是夜/
选择前方的黑/留下身后的夜/别回头。”

对于自己的课，王旭明说：“我自己的

课就是 60 分的课。我的理念是，大家不一

定要争当优秀老师、当大师。优秀老师当了

更好，不当也没有什么。但是一个语文老师

必须当一个合格的老师。”

“新闻发言人当做好人、
敢讲话、会讲话”

一次，进行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王旭明给

在座的干部出了道题：最近召开的某会议，主

要内容是什么？这个会议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请用讲故事的形式把你的个人感受表达出

来。在座的很多官员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

还有一次培训中，王旭明在实战演练

环节，要求官员分别用疑问句、肯定句、祈

使句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同样难住了不少

人，有的干部汗珠啪啪啪往下落，最后只好

承认“这个我真不会”。

“遇到突发事件，有人死了，发言人该

如何表达。有学员说：对不幸遇难的 5 人和

家 属 表 示 哀 悼 —— 大 家 都 笑 了 ，这 是 病

句。”王旭明说。

“爱说、会说、善说的基础和前提是：立场

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记住，有一堆学历没

用。”即便是有点半开玩笑和异想天开的成分，

王旭明固执而坚定地强调“说”很重要。

王旭明对于新闻发言人的研究工作一

直没有停止，出版了《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

《我当新闻发言人》《明正言顺——谈官员的

说话之道》等3部专著，第一次从新闻伦理学

的角度提出：新闻发言人在拥有许多技术手

段的同时，应当也是有着丰富情感和深刻思

想，真诚、善良和有一颗宽容之心的人。新闻

发言人当做好人、敢讲话、会讲话。

“近年来，我在培训新闻发言人的过程

中，深深感到现在的新闻发言人，包括官员

们的表达方式已经是出了窑的砖——定型

了，改不了了。那么根子在何处？”王旭明认

为，这个根就是缺少最基本的母语教育的训

练。

为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王旭明在各地

听了大量的课，参加了大量的语文教研活

动，他越发感觉到语文教育问题很多，涉及

教材、老师、考试、课堂教学等方面。“怎么

办？我发现语文课堂是我可以管的，起码不

能让假语文充斥课堂”。

“与其把大量的经费放在发言人和官员

的培训上，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中小学

语文教学上，现在很多中小学校不按照教育

部颁布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讲口语交

际课，这是绝对需要批评的，也是我在推行

真语文活动中重点引导的。”王旭明说。

“谦虚一点是 70 分，自恋
一点是90分”

白岩松让他给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工作

打个分，王旭明说：谦虚一点 60 分，自恋一

点是 80 分。10 年语文出版社社长的工作能

打多少分呢？王旭明笑笑说：“谦虚一点是

70 分，自恋一点是 90 分。”

他说，这 9 年，语文社效益没减，人心

没散，队伍没乱，还新组建了文化图书部，

恢复了辞书部，收回了《语言文字报》，开展

了真语文运动，打造了一批语文数字产品。

“王旭明担任主编的语文版修订教材因其

听、说、读、写特色鲜明，练习指导具体有效，

教材、教学参考、学生练习和学生读本同一

班人马打造，即‘四位一体’，受到教材试验

区老师的欢迎。”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学教

材研究室语文科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督

学王土荣如此评价。

当然，委屈也有。为了语文出版社的话

语权和利益，他曾“不顾廉耻”向组织上

“张口要官”，这也是平生唯一一次。2010
年 12 月，组建中国教育出版集团，语文

出版社也在其中。然而，在公布中国教育

出版集团党组成员时，作为语文出版社法

定代表人的王旭明，名字却没有出现在名

单 中 。“ 那 一 次 我 主 动 找 到 部 里 的 领 导 ，

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不是为个人争，而

是为我这家单位的全体员工和长远发展考

虑。”王旭明说，那一次他动了情，在领

导面前流了眼泪。不久后，在教育部领导

的直接过问下，王旭明进入中国教育出版

集团党组。

“我 10 年来的所有精力和时间，都扑

在语文出版社了，整个心理过程就像从不

认识到认识，再 到 恋 爱 、 结 婚 生 子 ， 以

至 于 难 舍 难 分 ， 因 为 它 给 了 我 强 烈 之 极

的 对 祖 国 母 语 教 育 的 热 爱 之 情 ， 以 及 愿

为 祖 国 母 语 教 育 把 自 己 后 几 十 年 命 都 搭

进 去 这 样 一 种 勇 气 ， 这 也 是 我 生 命 中 最

重要的诗。”

夜之歌
王旭明

爱夜

夜是黑色的舞台

台上有鲜花

绿草

黑色的告白

台上有星星

月亮

黑色的云海

幕合幕开

变幻出许多声色精彩

人往人来

展示着无数该还是不该

爱夜

夜是黑色的舞台

台下有眼泪

掌声

黑色中的抢拍

台下有情感

灵魂

黑色中飘至门外

飘到温暖中

飘到苍穹里

飘到每一个没有光的山寨

飘到每一个没有光的云海

刚刚开始

爱夜

夜是黑色的舞台

爱夜

夜是黑色的舞台

飞入黑夜

春暖花开

7 月 12 日，在冰城哈尔滨
市，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哈
尔滨极地馆的企鹅餐厅，
在南极企鹅的陪伴下品尝

“头伏”饺子。
当日，是夏季入伏的第一
天。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7 月 12 日 ， 王
旭 明 诗 歌 朗 诵
会 在 北 京 举
行 。 王 旭 明 在
朗 诵 《 夜 之
歌》。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陈 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