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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出版社的编者不同，
对古诗也有不一样的理解。”金
水区文化路二小的语文老师杜
斐说，古诗文都是传承下来的
东西，在抄写的过程中出现分
歧是难免的。

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杜老
师把“球”踢给学生。杜老师举

了个例子。比如《石灰吟》中有
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有的
资料上是“流”，有的是“留”。
她把这样的问题交给学生，查
一查相关的资料，如果查出来
的资料是“流 ”，还 要 说 出 来
原因。随后，让学生在课堂
上 辩 论 ，看 谁 的 理 由 更 充

分。“双方互相说服对方，结
果是‘流’字占上风，取‘流芳
百世’之意。”

而在单元测试、期末考试
的时候，基本上是以教材为
主。“当然，教研组如果发现教
材中的一些明显错误，在教学
过程中也会改过来。”

昨日 9 点左右，中原路西
三环交叉口向南 60 多米路
西，人行道上盖着一张网，拉
起的警戒线提醒行人绕道。
拉起网一角，下面有个 3 米
深的大坑。

附近居民岳先生说，今年立
交桥附近已经塌方4次，塌方都
出现在中原路南侧立交桥下，这
次塌方离桥下有60多米远。

环城快速路工作人员说，
这次人行道塌方是自然沉降
所致，“连续下雨，地下不实的
地方泥土就向下降，天晴后我
们会立即把它填好”。

记者咨询了塌方现场涉
及的相关部门，他们介绍，因
为是塌方在地下，9 月 2 日塌
方现场也只是把坑暂时填了，
路面还没有补好。“几家部门
都很纳闷，西三环中原路立交
桥与西三环至郑上路桥下，为

何出现数次塌方，大家也想找
到真正原因。”据了解，对塌方
的原因，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确
认中。

昨晚 10 点 10 分，一辆出
租车从中原路向西三环由东
向南拐的时候，走到中原立交
桥下，在9月2日塌陷处东3米
又出现了一个 20 平方米的塌
陷，坑深3米，呈瓮状。出租车
左后轮悬空。当时车上有两
名乘客，吓得说不出话。

民警说，这次塌方是中原
路桥下近期 5 次塌方中最大
的。他们已通知相关部门来
现场查看。

晚11点多，一辆过路大货
车将出租车拉出。市城市管
理局应急中心工作人员赶到
现场，协调相关部门设了围
挡，表示将尽快维修。
线索提供 岳先生（稿费50元）

《石灰吟》这首诗

是“千锤万击出深山”
还是“千锤万凿出深山”
两种小学教材版本不一，引来读者“挑刺”
老师：对有争议的字词，交给学生去求证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材有一篇古诗《石灰吟》，郑州一位爱“挑刺”
的老师彭帮怀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最新的苏教版教材中，第一
句是“千锤万击出深山”，人教版用的是“千锤万凿出深山”。孰
对孰错？ 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 见习记者 谢源茹

昨日，热心读者、关注中小
学教材、爱给教材“挑刺”、曾经状
告教育部和人教社的彭帮怀老师
给本报打来热线：“我在最新的苏
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发
现了3处诗词的错误。苏教版的
3首古诗和人教版的不一致，课程
标准的用字和人教版相同。”

昨日下午，记者见到了彭帮
怀提供的两个版本的教材。

第一处不同：苏教版语文教
材六年级下册第100页的课文《石
灰吟》中，第一句用的是“千锤万

击出深山”，人教版和课程标准规
定使用的是“千锤万凿出深山”。

第二处不同：苏教版教材五
年级上册，第 142 页课文《清平
乐 村居》里写的是“最喜小儿无
赖”，人教版用的“最喜小儿亡
赖”。“这个‘无’字，本应是通假
字‘亡’，人教版教材和课程标准
中均使用的‘亡’字。”

第三处错误：四年级上册课本
第13页《望洞庭》一诗，“遥望洞庭
山水色”一句，人教版教和课程标
准使用的是“遥望洞庭山水翠”。

彭帮怀说，他拿着这些错
误，咨询了浙江大学的一位专
家。

这位教授表示，“遥望洞庭
山水色”中“色”这个字，是刘禹
锡当年喝醉后所写，但在后来
统一确定为“翠”字。

“古诗词是有定性的，一个
字的错误，往往能造成整个意义
的错误。教得好不好不要紧，但
一定要以课本为基础，而现在这

个根基就是错的。这些教材中
的争议，不应该引入到中小学课
本中。”彭帮怀说，教材的不同导
致孩子学习内容的偏差，如果考
到这些知识，让孩子如何作答，
评卷老师如何打分呢？

其实，彭帮怀发现这三个
错误已经近 4 年了。“发现后这
么多年，一直没能有人站出来
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彭帮
怀说，“我也询问了好多人，也

给出版社打过电话，但他们也
只是说这些字并没有确切根
据，然后就不再作答。”

他拿出来了《2011 版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一书。“这
本课程规范是教育部审定的教
材规范规定用书，书上对每篇
优秀诗文以及学生需要掌握的
字都做出了编号。你看，这篇

《石灰吟》就是第 71 号推荐篇
目，上面用的也是‘凿’字。”

苏教版和人教版在同一首
诗的用字上有差别，孰对孰错？

昨日，记者咨询了市教研
室的专家和一些一线小学语文
教师。

专家表示，古代书籍在流
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传写

之讹，或经过了后人的改动，因
而不同时期刻印的同一书籍，
其 中 的 内 容 并 不 完 全 相 同 ，
其中的少数字句会有一些差
异，甚至差异很大。古诗也属
于此类。

“后人在选用这些文章时，

一般会挑选一个错误少的好
的 版 本 ，或 经 过 今 人 校 勘 过
的 本 子 ，这 样 错 误 会 少 一
点 。 尽 管 少 数 字 句 有 所 不
同，但各有优长，不能完全否
定谁、肯定谁。”中原区一位
小学语文老师说。

观点：教材应该统一

声音：古诗流传至今，版本难免不一

技巧：对有争议的字词，交给学生去求证

中原路西三环昨天两处塌陷
相关部门已设围挡，会尽快维修

彭老师给语文六年级教材“挑刺” 郑州晚报记者 周甬 图

一警察街头被打昏迷
“打人啦！”市民高声呼救
两名打人的年轻男子赶紧逃走
昨日下午，一名警察在街头被人殴打，处于昏迷中。被打的警察叫杨国建，是河南省郑州未成年饭管教所六监区

四分监区长，警衔是二级警督。 郑州晚报记者 潘登 文/图
（小标）目击者：有人打警察
昨日下午5点40分左右，细雨飘着，市民陈女士正在黄河路与卫生路交叉口北约50米的路上走着，听见背后有人

操着普通话口音说：“老杨，谈谈吧。”有人回应：“不谈。”紧接着听见脚步加快声，只见一名身穿警服的中年男子已经到
了她眼前，穿警服男子身后是两名年轻人。

两名年轻男子使劲扯穿警服男子的挎包，穿警服男子被扯到在地，蹲着抱着头，两名年轻男子背着陈女士，好像在
打击穿警服男子的头部。

“打人啦！”陈女士高声呼救，两名打人的年轻男子赶紧逃走。闻声赶来的市民魏先生看到，警服男子蹲着抱着头，
眼看就要倒地，他赶紧上前去扶，现场有人拨打110、120。

（小标）伤者妻子：伤心又惊恐
昨晚 8 点多，郑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病区，被打的男子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中，身上的警服还穿着，领口、领

带、胸前、腿部等部位有泥污。
他的妻子黄一青既伤心又惊恐，她没想到自己的警察丈夫杨国建大白天在街头被人打昏。
亲友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杨国建的伤情，女儿也说要到医院，她劝止了。
当时她刚下班，还没进门，就接到电话，丈夫被打，正躺在医院。
黄一青出示的丈夫警察证显示，杨国建是河南省郑州未成年饭管教所六监区四分监区长，警衔是二级警督。

（小标）同事：老大哥，人很不错
目击者陈女士说，事发后10分钟左右，110民警到场，先让送医院救治，经现场群众提醒，带走了打人者丢下的一

把伞，伞把已经折断。
杨国建住院后，他的同事赶来探望。同事王辉说：“老杨 56 岁了，是老大哥，人很不错，工作这么多年来勤勤恳

恳。”
截至晚9点10分，杨国建亲友们仍在医院焦急的等待南阳路派出所前来调查处理。

昨天清晨，中原路西三环立交桥西南角人
行道上出现塌方。晚10点10分，立交桥
下又出现了一个20平方米的塌陷。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