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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诗经》 的名字来看，它包含了两个字，

‘ 诗 ’ 和 ‘ 经 ’。 先 秦 时 期 人 们 称 《诗 经》 为

‘诗’，自汉代起 《诗经》 被列为儒家经典‘五经’

之一，故称‘经’。因此 《诗经》 自古以来就兼具

‘ 文 学 ’ 和 ‘ 教 化 ’ 的 双 重 文 化 属 性 。 正 如 孔 子

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近日，

在由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全国高校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基地 （诗经文化） 主办的全国首届 《诗

经》 文化教育研讨峰会上，上海复旦大学博士林栖

以 《〈诗经〉 文学性的再发现》 为题为观者上了一

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 《诗经》 文化课。

《诗经》 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文学作品。林栖解释

说，“抒情言志”是文学与文字最大的区别，歌以

抒情，诗以言志，《诗经》 便有如此特点，其用简

洁又富有韵律感的文字来抒发作者情感，这有别于

古代原始文字以记事为主要用途。《诗经》 开创了

中国抒情诗歌文学的先河，其表现力丰富立体，朗

朗上口，利于传播。同时，《诗经》 也是后世文学的

生命起点，从文化内涵角度看，《诗经》 已融入中国

文化之中，其中的大量典故、成语、文学意象都化为

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个“源代码”，为后世文学创作

带来许多启迪，后人会不自觉地利用这些“源代码”

去构建、拓展中国文化的新内涵，这便是文化传承的

表现。

在林栖看来，《诗经》 更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生

活画卷。它不是某个文人雅士的专属，而是社会集

体的创造。其创作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寻常百姓

的日常生活，也有贵族宴饮、外交、祭祀等活动，

记录、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不同阶层人群的思想和情

感。“世间万物都是 《诗经》 创作素材，从日月星

辰到花鸟鱼虫，品读 《诗经》 可以让人们慢慢形成

一种拥抱天地、亲近自然的充满诗意的心境，对于当

下很多远离大自然的城市居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美

好体验。我认为这也是 《诗经》 作为文化教育的一个

很重要的切入点。”

将 《诗经》 文化融入教育也是深圳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长期以来努力的方向，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

《诗经》 合唱团。该校全国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 （诗经文化） 建设负责人毛玲说：“对于

《诗经》 我们首先要传承，要让大家觉得 《诗经》

不难，于是我就想到了音乐这种可以雅俗共赏的形

式。我们给 《诗经》 谱了曲，最后陆续完成了 305
首原创作品。我记得最初有的学生还是比较排斥

的，他说老师我这些字都不认识，这么难，为什么

要我唱。但是当他们试着唱完之后，就觉得好像也

没有那么难，甚至我还看到有的学生发朋友圈记录

学习 《诗经》 的心得，这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于

是后来我就带着学生们一首一首地把 《诗经》 唱了

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打造了 15 场不同主

题的原创诗经音乐会。”

《诗经》 合唱团成员林月清认为，用现代音乐

这种新颖的方式去演绎 《诗经》，令人耳目一新。

“ 在 社 团 的 两 年 ， 让 我 有 机 会 去 系 统 地 学 习 《诗

经》， 有 重 要 嘉 宾 来 访 时 ， 我 们 可 以 用 ‘ 呦 呦 鹿

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来欢迎。教

师节时我们可以用‘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

报也，永以为好也’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平

时还可以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鞭策自己。”

唱诗、演诗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帮助学生踏入

了 《诗词》 文化的大门，而为了将经典进一步内化

于心，毛玲还向学生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其中

就包括以 《诗经》 为题材，写作 《诗经》 研究小论

文 、 制 作 《诗 经》 课 程 PPT 并 以 小 组 形 式 进 行

《诗经》 研究汇报等。让对 《诗经》 文化的学习真

正成为学生们的日常。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2019 年，深圳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入选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毛玲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如今学校

同时开展系列《诗经》+课程，构建《诗经》文化专业课程

体系，开设《诗经》音乐课、《诗经》茶艺课、《诗经》书画

课、《诗经》汉舞课、《诗经》仪礼课等系列《诗经》艺术体

验课程，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感受《诗经》文化的内

涵，提升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中国青年报社温暖一平方如今正式入驻深圳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毛玲认为，温暖一平方是一个有

温度、有深度、有使命的平台项目。“我觉得中国

青年报发起的温暖一平方项目就像一个小太阳，把热

爱传统文化的人、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的人，都聚集

到了一起，形成一股温暖的力量，搭建起一个文化传

播平台，让大家时时刻刻都能感知文化的力量。”

毛玲表示，未来，希望能够通过温暖一平方平

台，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让古老的

“典籍活起来”，让刻在典籍里的文字“会说话”“会

表达”，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增强其

魅力，达到以文育人的效果。同时通过温暖一平方平

台，传播更多的文化工匠故事，鼓励学生在精湛其技

艺的同时，也要通过文化内铸自身品格与修养，温暖

自身，一起向未来，给世界一个温暖的抱抱。

传习《诗经》文化，校园吟唱风雅颂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温暖一平方。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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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秦明最近又火了。

安 徽 省 公 安 厅 副 主 任 法 医 师 秦 明 ，

对，就是“法医秦明”——一个用自己真名

命名男主角的作家。他学法医的原因十分

偶 然 —— 爸 爸 是 警 察 ，妈 妈 是 护 士 ，1998
年考大学时，妈妈觉得警察太辛苦，还是学

医好，于是折中学了法医。当时，秦明也不

太明白法医是干什么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

授刘良，是武汉医学院 78 级大学生。他起

初学的是临床医学，大四时偶然看到一本

阿夫杰耶夫的《法医学》，唤起了他一颗想

当福尔摩斯的心。这一行，一干就是 40 年。

苏州大学硕士生屈轶龄，一个 95 后女

孩，她对法医的最初印象来自影视剧，《鉴

证实录》里的聂宝言和《法证先锋》里的钟

学心。这些英姿飒爽的法医形象让她对这

个职业心生向往，在高考填志愿时毫不犹

豫地把法医报成了第一志愿。

这些年，法医这个小众而神秘的职业

时常成为荧屏上的主角，当代背景的《法医

秦明》系列、《骨语》系列，古代背景的《御赐

小仵作》《大唐女法医》。影视剧之外，最近

一档职场纪实节目《初入职场的我们》还推

出了“法医季”。

悬疑、惊悚，公平、正义，冠在法医这个

职业之前有很多词。现实中，真正的法医是

什么样的呢？

你愿意和法医握手吗？

写了那么多小说，改编成那么多部影

视 剧 ，已 成 为 法 医 界 最 大 IP 的“ 法 医 秦

明”，至今仍是一名一线法医，一年解剖四

五十具尸体。

秦明回忆，上个世纪 90 年代，法医在

公安机关里算学历相当高的，至少得医学

本科，而工作又是相当苦，“所以我觉得这

是一个神圣的、讲奉献的职业”。然而，初出

茅庐的秦法医却遭遇了打击：没人愿意和

他 握 手 ，“ 觉 得 你 天 天 和 尸 体 打 交 道 ，晦

气”；去参加婚宴没人想和他坐一桌；聊着

QQ 讲到自己是法医都会被拉黑，仿佛“晦

气”能顺着网线传过去。

刘 良 刚 参 加 工 作 时 ，一 次 出 差 ，刚 到

时人家热情招呼握手，解剖一做完，他一伸

手 ，对 方 就 往 后 退 。但 刘 良 明 显 感 觉 到 ，

2000 年之后，情况开始慢慢好转，相关文

艺作品的出现、媒体的宣传，让这个职业逐

渐浮现在大众面前。

不过，误解依然存在。《初入职场的我

们·法医季》中的一名实习生、中国刑事警

察学院硕士生徐梓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他的好多初高中同学问他，是不是每

天跟尸体打交道，浑身都是尸臭？

这时，徐梓童就跟他们科普：其实，法

医是解决涉及法律的损伤和死亡的，不只

是尸体还有活体，比如，法医临床学会涉及

到活人的伤残和伤情的鉴定，并为赔偿及

定罪量刑提供科学依据。

当然，工作中有尸臭在所难免。“这个

味道是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特殊刺鼻

气味，穿透力很强，就算穿了解剖衣，仍然

会穿过层层防护，存留在贴身的衣物上。但

这是法医这个职业需要承受和克服的。在

法医破除万难寻找真相面前，尸臭根本不

算什么。”徐梓童说。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丛 斌 曾 对 实 习 生 们

说：“法医专业所做的事情，维护了人格权

的 3 个权力：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是为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提升提供科学

性、系统性技术支撑的群体。”

秦明觉得，法医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

起 到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 古 代 法 治 重 口

供，现代法治重证据。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十

分重视生命，而法医正是一个维护公民生

命权的职业。”最让秦明高兴的是，随着大

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法医不仅越来越得到

关注，还越来越被理解和尊敬。

有 一 次 ，秦 明 做 一 个 公 开 演 讲 ，提 到

“没人愿意和自己握手”的往事，讲完走下

台，观众们涌过来，争先恐后地跟他握手。

之后，秦明每次为新书做签售，读者们自发

形成了一个“潜规则”，签完名，要握手。

法 医 工 作 很 忙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之

前，刘 良 每 年 要 飞 十 几 万 公 里 ，手 机 上 的

日程都是满的；疫情之后，安全起见，他改

成开车，总之在武汉待的时候不会超过一

星期。

“很多时候，法医是幕后工作者，做很

多，但不能说。”让刘良感到骄傲的时刻，是

时隔多年依然不时地有逝者的后人给他打

电话，感谢他当年的帮助——那一刻，他觉

得，值。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医

长辈们觉得屈轶龄胆子太大，同龄人

觉得她好酷。“其实我们法医和普通人是一

样的，也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我们对真理的

追求远超对未知的恐惧。”屈轶龄说，她会

和大家科普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死

去的人，更是为了活着的人。”

屈轶龄回忆，法医专业大一到大四的

课程和临床医学差不多，“差别就是医生为

病人诊断，我们为死者诊断”；到了大五开

始学专业课，内容一下复杂起来，开始与各

个学科交叉。比如，法医物证学的内容和遗

传学很像，法医毒物分析又以化学为基础，

法医昆虫学和农学密不可分⋯⋯“法医的

复杂，远超想象”。

徐梓童记得，本以为已经做好了接触

尸体的准备，但第一次真刀真枪地解剖，他

还是紧张到浑身湿透，“很怕下错刀，对尸

体造成除正常解剖程序外的非必要损害；

缝合时又害怕每一针间距不均匀”。

在 刘 良 眼 中 ，现 在 年 轻 一 代 的 法 医 ，

只要真的热爱这行，都很能吃苦，“前两天

去一个地方，开车单程要 14 个小时，没有

一 个 学 生 有 怨 言 ”。这 群 年 轻 的 法 医 实 习

生，既 阳 光 又 专 业 ，手 机 查 资 料 一 个 比 一

个快。

刘良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法医，必须

具备几个方面的素质：一是专业素质，好的

眼手来发现问题，好的大脑进行逻辑判断，

好的表达来陈述结果；二是道德素质，法医

是 国 家 医 学，绝 对 不 能 弄 虚 作 假、颠 倒 黑

白；三是法律素质，法医是和侦查、诉讼、审

判都密切相关的工作，必须在法律框架内

行动；四是终生学习的能力，不断接收新的

专业技术，比如电子监控、基因诊断、虚拟

解剖等。

“法医秦明”火了之后，很多同行跟秦

明说：“我家孩子看了你的书，天天嚷嚷着

要念法医学！”秦明为了不“耽误年轻人”，

发过一条长微博“当你们当了法医 ”，“图

解”影视剧和现实的距离，每年高考转发一

次。“干法医不能凭心血来潮，要确定自己

是 不 是 真 的 热 爱 ，是 不 是 有 这 份 责 任 担

当。”秦明说。

坚定了信念之后，法医还需要具备哪

些能力？是嗅觉灵敏吗？“那是胡扯。”秦明

说，法医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吃苦耐劳和适

应能力强。“当你进入恶劣的现场，面对高

度腐败的尸体，你能不能尽快适应？我们大

部分法医都有同感，可能刚开始解剖时会

架不住，但过了 5 分钟 10 分钟，就适应了。

如果你连在尸体旁多待 1 分钟的能力都没

有，如何发现线索？”

除了业务过硬，法医必须要有高度的

责任感和公正心，以及拼搏精神。秦明说：

“人命大于天，这是中国人的理念。我国的

命案侦破率非常非常高，正是因为警务人

员的奋斗和辛劳，才有我们安全的社会。”

专业能力给法医们意想
不到的收获

在 写 小 说 之 前 ，秦 明 没 有“ 文 学 基

础 ”，虽 然 从 小 喜 欢 读 书 ，但 从 未 实 践 写

作 。2011 年 微 博 兴 起 ，他 开 始 以“ 法 医 秦

明 ”的 真 名 在 微 博 做 法 医 相 关 的 科 普 ，后

来 又 在 新 浪 博 客 、天 涯 论 坛 陆 续 发 表 以

“秦明”为主人公的法医小说。这些充满了

“古早”气息的互联网平台，是秦明为普通

人所知的起点。

现在，秦明还开始做短视频科普，没多

久就在年轻人聚集的互联网问答社区知乎

有了 34 万粉丝。

这些视频乍看标题都比较惊悚，分分

钟能脑补出一集悬疑片，《平时储水的水缸

里，居然藏着女儿的尸体》《法医煮人体骨

骼是为了？》《人死后还会叹气？》《人被火化

的时候会坐起来吗？》⋯⋯视频中，秦明亲

自现身，虽然不是剧中张若昀的帅气模样，

但一个圆脸戴眼镜、发际线偏高的法医形

象，亲切得让人都想跟他“问诊”。

作为一名法医，秦明还能发挥专业优

势 的 地 方，是 菜 市 场 。摊 上 的 牛 肉 还 在 抽

动，叫“超生反应”，说明牛宰了不久，肉很

新鲜；买鱼买鸡，看眼睛，如果角膜很清亮，

也说明新鲜⋯⋯

徐梓童从小喜欢看法医相关的小说和

影视剧，以前是好奇，现在是从专业角度欣

赏，有时还把自己代入进去查死因找凶手。

他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明白

了生命的脆弱，让他更加珍惜和保护身边

的人和事。

作为一名“准法医”，屈轶龄也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在学法医之前我是个完全的

运动无能，甚至连 800 米都跑不下来，走路

姿势也很奇怪。但现在我能很准确地找到

各种运动的发力点，调整骨骼和肌肉的协

作，跑几公里都非常轻松。”

法 医“ 破 圈 ” □ 蒋肖斌

由中国青年报·中
青在线出品、张含韵演
唱的音乐 MV 《山河是
我》 正式上线。“每一
寸山河，都在我们胸膛
里装着，不管谁来把它
抢 夺 ， 半 步 也 不 会 退
缩”，温柔而坚定的歌
声，唱出对革命先烈的
追思。

诗咏言，歌咏志。
唱 给 战 士 的 歌 ， 在 古
代，可能是“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可
能是“青海长云暗雪
山 ， 孤 城 遥 望 玉 门
关”，也可能是“青山
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
裹尸还”。到了今天，
歌曲继承了传统诗歌

“一切景语皆情语”的
手法，此情此景，无限
江山。

想起上大学时，新
生入学第一学期最重要
的一项校园活动，可能
要算“一二·九”合唱比
赛。全员参加，认真排
练，不明真相的人在临
近比赛前走进校园，会
以为误入合唱训练营。

到真正比赛时，先
不说水平如何，一个个
年轻人化着蹩脚的舞台
妆，竟都唱得热泪盈
眶。这种场景，不到现
场，很难相信；这种心
情，不亲身经历，也很
难理解。甚至学生自己
在参与之前，也很难想
象自己怎么会唱这些歌
唱得上头。

我唱过一首 《祖国不会忘记》。那
是我第一次听说这首歌，初次看到歌
词，可以说毫无感觉，“红歌”嘛，“大
词”嘛，长得似乎都差不多。然而，等
真的排练了一两个月、在台上唱完、也
并没有获奖后，一群学生跑去聚餐，没
喝酒，竟然自发地在食堂又唱了一遍，
青春无敌，也是真情无敌。

事后回忆，歌曲的感染力可能不在
歌词，甚至不全因为旋律，而是某时某
刻的某个场景下，歌声拨动了人的某根
心弦，同频共振。而那些能够打动人、
流传开来的歌曲，都是因为讲述了一个
大家都想听的故事，广谱覆盖。

《祖国不会忘记》 的歌词，我印象
最深的是那句“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
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
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
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时隔多年，
再次想起这首歌，是因为听到了另一首
歌，雷佳的《清澈的爱》。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年仅 18 岁的
戍边战士陈祥榕的故事，他生前在自己
的头盔上写下了“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这首歌就是为他和他那样的年轻
战士所作。

两首歌的风格截然不同，一首雄
健，一首温柔，只是当听到后者“我的
爱，早已交给祖国，白云般纯洁，蓝天
般清澈。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句话，
我把生命，已融进祖国的山河”一句
时，我觉得，这唱的是同一片山河，抒
发的是同一种感情。

而这首 《山河是我》，也是一样
的，“那一天春风吹过，万里山河如锦
绣，大地开遍自由花朵，最美那朵就是
我”。战士们守卫的是山河，与他们相
伴的是山河，最终融入的也是山河。

在已经过去的清明节，中国人纪念
祖先，也追思值得思念的人，比如，那
些年轻的战士。《中国青年报》 曾于
2018 年刊发过一篇报道 《我站立的地
方》，那是我国西藏边境最危险的一条
边防线，30 多年来已经有 14 名官兵牺
牲在巡逻途中。

这篇报道的标题来自文中一个细
节：巡逻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过于
终点，他们所说的“展国旗”——也就
是宣示主权的地方。在 2017 年一个这
样的时刻，指挥官带头喊了一句：“我
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人们高
声回答、敬礼。

在动辄以亿年为计数单位的山和河
面前，人会产生敬畏感，也可能会产生
虽千万“年”吾往矣的使命感。唱给战
士的歌，也从未停止传唱，年轻人守卫
山河的故事，过去、现在、将来，发生
过，在发生，将继续发生。

每一寸山河

，都在我们胸膛里装着

张含韵演唱《山河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