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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友 图cool
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给留学生

上过一段时间的汉语课。我教的学
生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和朝鲜。两国
的学生人数都不太多，各自都不超
过十个人。朝鲜学生能认得一些汉
字，至少他们能写自己的汉字名字，
而巴基斯坦学生学汉语，主要依靠
汉语拼音。

巴基斯坦学生要学汉语，对他
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他们的
听、说、写都必须依靠汉语拼音，而
读，对他们来说，基本行不通。他们
来中国留学，听课主要还是听英语
课。但是他们国内要求他们必须学
汉语，所以再难，他们也得学。拿着
课本，只能照着文字上面的汉语拼
音来朗读。如果要说汉语，他们往往
先把要说的话用英语写出来，然后
再请老师把汉语拼音的句子写出
来，他们就照着这个汉语拼音来说
汉语。这种办法显然不是学说汉语
的正确方法，但是对于短期内能搭
上两句汉语，倒也不失为一种速成
的方式。

巴基斯坦学生中有个同学特别
认真，也特别努力，上课总爱积极发
言，寻找一切机会来说汉语。虽然他
后来也没认识几个汉字，但是他总
是尽一切努力学说汉语。他也跟我
聊他家里都有什么人，有几个孩子
之类，也尽量用汉语来说。有一次，我乘公交车时，正
好也看到这位巴基斯坦同学，他用汉语问我：“你去
哪儿了吗？”当然，这个问句有点别扭。因为在汉语
中，这应该是类似英语的特殊疑问句，而特殊疑问句
尾是不应该加上“吗”的。可是这位巴基斯坦同学以
为只要是汉语中的问句，就一定要加上这个“吗”字。
所以虽然我听着他的这个问题有点别扭，但我也还
明白他的意思，是问我要去哪儿。我告诉了他，然后
接着聊了几句。

这些巴基斯坦同学都是来读学位的。他们年龄
也都不算小了，一般拉家带口，有三十好几了，有一
个同学都有点谢顶了。我在课余跟他们聊，只能用英
语，因为他们的汉语实在太有限了。那位谢顶的同学
说，在巴基斯坦，男人的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我
表示不太相信，他却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好像对
此也不太在乎，说反正也不用考虑太遥远的事情。

朝鲜同学大多比较内向，学习很用功，只是不太
爱说与课程无关的话。也许这在别的课程上是优点，
但在汉语课上，我就是想让他们多说话，这不爱说话
可就是个麻烦事。当然，也可能他们认为自己的汉语
还不够好，所以不愿意露怯。这倒跟有些中国同学比
较相似。不过有一位姓赵的朝鲜同学，汉语说得真不
错，有东北口音。我说，你都说得这么好了，还上汉语
课干什么，他说，他还没认识多少汉字，所以想多学一
些。赵同学也成为我与其他朝鲜同学之间沟通的重
要中介。他们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一般也就通过赵
同学跟我说。有一次，我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提到南朝
鲜的国旗有阴阳鱼和八卦的卦象。在第二天上课时，
赵同学跟我说，我在课上提到南朝鲜，他们不高兴。意
思是我在课堂上以后就别提南朝鲜什么事了。我表
示接受他们的意见。

朝鲜同学中也有比较活跃的，有一个同学叫金
首日，年纪比其他同学都大些。他的汉语水平并不
高，但是很喜欢学，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虽然他
发音并不标准，但是喜欢说个没完。我比较喜欢这样
的学生。学得好不好是一回事，愿不愿意学是另一回
事。还有一个同学叫两京日。我不知道他们取名字时
为什么都喜欢用“日”这个字。这是朝鲜人取名字的
惯用字呢，还是因为金日成和金正日名字里都有个

“日”字，还是他们也喜欢用领袖的名字给自己取名
呢？

因为朝鲜同学的汉语水平比巴基斯坦同学的汉
语水平多少还要高出一些，所以上课时我也讲一些
中国的诗歌之类，比如，我讲得比较多的是毛泽东的
七绝诗。因为七绝比较短，他们学起来不太长，好记，
而且我讲起来也比较省事。比如，我讲过毛泽东的

《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
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然后一句一
句地给他们讲。给朝鲜同学讲，显然不能用英语，只
能用最简单的汉语，再加上用手势来比划，他们多少
也能明白一些。

朝鲜同学对老师的尊重是比较突出的。他们
看到老师都非常礼貌，毕恭毕敬地打招呼。有一
次，学校橱窗里展出我们教研室得了一个什么奖
教金的照片，其实那个奖钱特别少，我们得奖的等
级也是最低一级，所以我都根本不好意思提。可是
朝鲜同学看到了照片，再见到我时，表示为我感到
很高兴，祝贺他们的老师得到了奖励。当然，我也
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祝贺。

（http://blog.sciencenet.cn/u/heitieda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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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央视今年春节期间关于“家风”随机采
访大众的新闻，颇有点感慨。我想，这种街头随
机采访可能部分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家风
的理解，然而一些公众的回答显然有点牵强附
会、老套和“言不由衷”，有的人用大道理临时拼
凑自己的家风。一个家庭的风气（包括家教、家
训和家风），无论高下，都是这些家庭一代代成
年家庭成员“行为世范”的结果，可以说“家风有
声似无声”。在我的印象里，一个高尚的家风应
该与金钱和权力没有必然联系。诚然，一些知识
家庭成员除了“以身示范”外，往往还会通过说
教传递具有普世价值的正能量家风，这就是知
识的力量。但是大多数家庭成员，尤其是我在农
村的父辈们，他们一般文化程度不高，这样的家
庭还是主要以社会上传统正面“约定俗成”的行
为规范感染后代。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就是
这个道理。当下信息多元资讯发达，各种正负能
量的社会价值观念纷至沓来，呈现在我们面前。
需要我们勤于学习，独立鉴别和判断，形成各自

家庭积极向上的家风，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健康
发展，惠及全体国民。

我们刘家的家风是“崇尚读书，勤奋做事，正
直做人”。这 12 个字虽然极其普通，但却来自父
辈一生行为世范与教育后辈的许多“箴言”，容我
慢慢道来。

先说“崇尚读书”的来源。上世纪 60 年代中，我
高中学习阶段是我们家里经济最困难时期。奶奶年
事已高，全家 9 个人吃饭全靠父母两人劳动所得的
微薄收入。所以，我作为长子产生了放弃高考回乡
务农为父母亲分担家庭负担的念头。父亲听说后大
发雷霆，扬言要用武力教训我。然而，慈祥的母亲则
婉言相劝，她说：你不要考虑家里困难，只管放心去

考，你如果考上大学了，“我要饭也要供你上大学”，
我听了后只能硬着头皮参加高考。母亲虽然是一个
文盲，但在 1958 年大跃进“扫盲”运动中还让我这
个小学生教过识字呢。崇尚读书，在我们当地一直
以来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有一句民间广为流传的
话形容家长重视读书的传统，“家里穷得只能用簸
箕晒谷子，也要供孩子上学读书”。簸箕是一种用竹
子制成的很小的用来盛稻谷的农具，表示家里只有
很少粮食的意思。

“勤奋做事”，来自父亲的一句箴言：“无论
什么朝代，有本事且勤于做事的人终究不会吃
亏”。这句话是父亲经常用来教育我等后辈的口
头禅。父亲上过两年私塾，10 多岁只身前往湖南

益阳学徒，亲身经历了许多“艺不压身”的境遇，
也见过师傅教训偷懒徒弟的场景。每当我们学
习工作上遇到困难，稍有懈怠时，他就会用这句
大实话教训我们。他还常对我们说，“年轻人多
做点事累不死人”。我们几十年走过来，已经深
刻理解了父亲这些非常朴实的箴言，并用来教
育我们的后辈。

“正直做人”，出自父亲给公务员二弟的忠
告。二弟整个中学教育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完
成。他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后，县里组织部门
从全县回乡务农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参加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选，二弟被选中。他在
农村基层工作中勤奋刻苦努力，表现出色，得到

基层组织和县里组织部门领导的欣赏，经过严
格考核成为了一名正式公社（现在称为乡镇）干
部。父亲是一个老党员，曾经也是公社干部。在
我高中二年级时，由于家里生活困难，父亲申请
辞职回到家乡务农，回乡第二年就担任大队党
支部书记。父亲亲眼见过一些“势利眼”公社干
部对待农民那种漠视态度。这些人对待领导与
农民的态度判若两人，在父亲心里留下很深的
阴影。父亲内心深处非常憎恶那些看不起农民
的干部。所以，当二弟当上公社干部时，他经常
教导他，在工作中待人接物要注意对待“戴斗
笠”（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人与“撑伞”（有
地位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都要一个样，教导二
弟要正直做人。

我们的家风已经融汇在我们所有家庭成员
的血液中。家风指引我们幸福快乐地工作和生
活，一代一代地传承。家风已经成为我们家族的
灵魂，引导我们即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奋
勇向前。 （http://blog.sciencenet.cn/u/lqs321）

隗 隗闲情偶记

网罗天下隗

诠释我的家风
姻刘庆生

书生 见e 隗

日本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涉嫌论文造假事
件已经在再生医学和生物医学领域产生了重要
影响，最近小保方晴子终于公开露面反驳日本理
化所的调查不公平，并坚持对主要发现有信心。

作为旁观者，我真心希望，这一发现是真实
的，因为如果确定这一发现不仅在干细胞研究
领域，而且对整个生命科学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也是该文章刚发表时个人的感觉和一贯看
法。许多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

不过，无论发现多么重要，都不可以用错
误的方式发表。其论文存在的问题是确定的，
而且作者本人也承认存在问题。虽然说有相对
合理的解释，说明事出有因。但科学上追求真
实客观的特性，决定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责
任的不可推卸。作为一个普通学者，我们更希
望科学发现和错误要分清楚。假如将来确定这
一发现，即使存在一些错误，仍要给予相应承
认和高度评价。

为什么这一造假受到如此高的关注

这个事件被关注的原因有几个因素。首先，
文章发现的现象具有重大应用价值。诱导干细
胞技术已经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再生

医学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十分热门的，也是人们
期待可以彻底解决许多棘手医学问题的重要手
段。但过去的干细胞技术十分复杂，给应用带来
许多不便，而且风险比较高。他们提出的简单诱
导干细胞技术让大家眼前一亮，引起同行关注
理所当然。其次，两篇论文同时在《自然》发表，
也当是该杂志希望借这个研究吸引眼球，其目
的已经实现，当然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是这
样。再次，文章作者是干细胞领域的著名学者。
这样的热门发现可能存在伪造，当然会引起非
常大的关注。

科学界批评的立足点在哪里

立足点有几个，一是无法重复其实验结果，
无论其发现是对是错，没有被其他实验室重复
都不能算是公认，这是科学界一贯原则。学术交
流的目的也是希望引起其他学者的注意，希望
能重复自己的新发现。当然，重复不了的原因很
多，不能作为造假的依据，但可以作为线索和参
考。因为一旦有多家实验室重复出结果，则可以
算是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可。尽管这也不是绝对
正确的标准。另外是要分析研究结果，他们的论
文中存在图片伪造和错误使用的情况相对是比

较容易发现的，该论文发表后几天就被发现存
在这样的问题。文字使用方面，现在作者所在的
研究机构不认为是学术不端，因为有文献引用。
但即使这样，也不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一个诚实
学者的行为。

如造假属实，
则显示科研评价体系存在漏洞

如果造假属实的话，只能说传统的同行评
议存在缺陷，这也是大家一直公认的客观问
题。因为只靠少数几个专家对论文的评阅，不
仅存在偶然偏差问题，也不能有效发现学术不
端行为。这个事件也说明，现在学术领域一种
发表后评价的主张效率确实已经很高，效果也
更理想。

但是，如果这个文章中一些图片不采用“借
用”或“拼接”等容易被识别的手段，只是按照设
计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结果，那么这个所谓的伪
造问题就非常难以被发现了。所以，学术的诚信
才是最重要的，失去这一基础，学术造假必然会
持续存在。不过在学术职业化功利化的时代，杜
绝学术造假，几乎不可能。

（http://blog.sciencenet.cn/u/ 孙学军）

对小保方晴子涉嫌论文造假一事的看法
姻孙学军

丹麦的国歌里唱到：“有一处好地方，
密密的山毛榉林丛生，在波罗的海岸旁；有
高低起伏的山地，就是古老的丹麦，和她的
佛蕾亚殿堂……”像一首田园诗。

丹麦有两首国歌，这是其中的一首。另
外一首在气势上跟咱们的《义勇军进行曲》
有得一拼，词义大约是在英勇的国王克里
斯蒂安带领下，维京的子孙们敢于消灭一
切来犯之敌。

刚开始我有些疑问：好地方是好地方，
可是山在哪里呢？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是在
丹麦失去了挪威之后诞生的，连绵不断的
血腥战争终于让人们厌恶，于是开始向往
和平生活。这首歌里没有了对国王的歌颂，
尽是对田园美景的赞颂。当然，还藏有一丝
对过去的怀念，比如在挪威广袤的土地上，
到处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地。

失去了山，但还有海，童话王国依然美
丽，尤其是在四月天里。每年的这个时候，
又有复活节的长假，自然是人们尽情享受
明媚春光的美好时节。

选择度假的时候，不少人习惯出远门，
似乎美好的风景都在他乡。其实，身边的风
景也是看不够的，只是你熟视无睹而已。

今年复活节，我选择了看身边的风景。
（http://blog.sciencenet.cn/u/dmi2007）

童话国里四月天
姻庄世宇 图/文

譺訛

“跟帖

[25]王喜军
在这个事情当中，有一个被忽略的地方，

就是审稿人也难辞其咎。从报道来看，很多实
验重复不出来，实验的人吐槽其论文技术层
面描述非常糟糕。这样重大的发现，审稿人必
然知道其分量，却没有加以严格审核，而且允
许其发表，表明学术界的自我审查机制在论
文利益链条面前有时失灵。

[23]loyalSciencefan
对所有的造假行为都应当予以谴责。尊

重符合自然规律的科学实验是科研人员的基
本准则！

[16]loyalSciencefan
俺觉得这个叫小保方的丫头从一开始就

犯了一个错误，既然你认为你的实验结果是
真的，人家刚出现质疑时，你何不叫有兴趣的
人到你那里瞧一眼你的实验，只要人家亲眼
看到你做出的关键实验结果就行了，不要全
部实验。只要让人家看到你能重复出来，别人
重复出来还是重复不出来无关大局。

▲哥本哈根植物园位于市区中央。这是刚一进门的景象。

▲鹿 苑 内一 大 块
地势起伏的草地。

▲湿地日出（长焦镜头的视角）。 ▲出壳没几天的小雁。雁爸雁妈就守在旁
边，所以它们都很安详地卧在草地上栖息。

▲哥本哈根鹿苑森林公园与 Bellevue 海
滩仅一路之隔。这是海滩边上的一大片草地
和几棵高大的橡树。

▲伸出院墙的樱花灿烂娇艳，人行道和自
行车道上落英缤纷。一位骑车男子急驰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