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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考试管理漏洞暴露无

遗，绝不是所谓的犯了“低

级错误”，而是存在严重的

人浮于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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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经典是向经典致敬，更

包含着对继承者的希望。

本报评论员
高路

考研成绩公示完成，10 名进入“待录取

状态”、坐等“被录取”消息的考生，等到的却

是学校方面的“不好意思”和“成绩错了”。据

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日，湖北经济学院硕士

研究生复试成绩两次公示出现大面积修改，

200 多名考生成绩出现 0.5 分至 43 分不等的

加减变化，引发部分考生及家长的强烈不满。

又见高校研究生复试成绩被改的问题，

早在今年 2 月底，笔者就写过一篇关于华南

理工大学院领导篡改学生研究生复试成绩的

评论。时隔才两个多月，又一所高校出现这

种大面积修改成绩的行为，这不得不令人对

时下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招考的公正性和公平

性存疑。

据报道，该校 4 月 1 日第一次公示成绩

后，报考该校的多名考生提出复查申请，结果

一查，面试成绩都与原始材料成绩不符。扩

大复查范围发现，几乎所有考生的复试面试

成绩都有错误。4月13日该校又公布了一版

调整后的成绩，结果有考生发现，除面试成绩

有大面积修改外，多名考生的笔试成绩也有

调整。也就是说，该校这次的研究生招录，笔

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同时出现了错误。

学校对此的解释是，在面试成绩的录入

时犯了“低级错误”。由于面试采用抽签应考

方式，考官在填有抽签号的卷面上评分后，由

研究生处将抽签号还原成考生姓名并与评分

成绩相对应。由于生成的面试成绩表按抽签

号码大小排序，总成绩表按考生姓氏拼音首

字母排序，工作人员合并数据时，未筛选排列

就将各科成绩复制粘贴，进而导致所有的成

绩都被打乱。复核校对人员仅在错误的汇总

成绩表上进行验算，也未发现问题。而笔试

成绩的录入更离谱，在一人读出原始试卷上

的分数，一人监督读分是否正确，一人将分数

录入电脑，另一人监督录入电脑分数是否正

确这样的操作流程下，依然出现将卷面分 14

分录成44分, 60分录成20分的荒唐事情。

笔试成绩录入出错、面试成绩合并出错、

成绩汇总审核接着出错，一错再错间，一项事

关学生命运的工作，却在操作中如此粗心大

意，该校考试管理漏洞暴露无遗，绝不是所谓

的犯了“低级错误”，而是存在严重的人浮于

事的现象。令人更为侧目的是，早在 2016

年，该校就因在当年考研录取公示中的不规

范行为受媒体和网民的质疑。时隔 3 年，又

出现类似问题，这到底是偶然事件，还是与从

前如出一辙的“高级操作”？至少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对此，有关管理部门应尽快查明事实真

相，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还要责令该

校做好学生的安抚和善后事宜。无论如何，

考生都不应为学校的过错买单。在考研的千

军万马中突出重围不容易，如果一些符合录

取条件的考生因此失去了入学的机会，那么

对其是巨大的伤害。不管是出于对个人负责

的态度，还是对于保障考试制度的公正性、公

平性的目的而言，都应该尽快给他们一个交

代。

另外，也不能忽视了那些本以为被录取

又被刷下的学生，从满怀希望到失望愤怒，他

们的情绪和前途理应得到照顾。毕竟，由于这

个“美丽的误会”，他们已经失去了宝贵的调剂、

补录时间，未来可能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对

于个人而言，失去的不仅是时间，还可能是前

程。这都不是学校一句道歉就能完事的。

考研成绩的“低级错误”，不该学生买单

据中国之声报道，5 月 13 日，“葫芦娃之

父”胡进庆先生在上海辞世，享年 83 岁。胡

进庆是创建和发展中国剪纸动画的杰出艺术

家之一，堪称中国动画史上的大师。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他与万氏兄弟、戴铁郎、特伟、钱

家骏、严定宪等人一同开创了中国特色水墨

剪纸动画，他的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比

如《猪八戒吃西瓜》《小蝌蚪找妈妈》《葫芦兄

弟》等。

胡先生的去世让大家悲痛惋惜之余又勾

起了对传统漫画的美好回忆，那是童年的味

道，更是传统文化的味道、艺术精品的味道。

于是大家开始议论，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现

在很少看得到，我们在文化传承上到底出了

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抛弃了那些优秀的东

西、传统的技艺。

其实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的情怀，《葫芦

娃》《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这些优秀的传统

漫画作品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到今

天，仍然是孩子们的必看作品。这说明，艺术

是有长久生命力的，一部好的作品可以跨越年

龄时代的界线，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作品的需求，水

墨剪纸很优秀但未必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也

未必适合现代的动漫作品。所以没有必要纠

结于这一点上，水墨剪纸好，现代的3D、以假

乱真的电脑制作也非常棒，并不存在谁优谁

劣之争。何况，一个好的表现形式是不可能

从市场退出的，它总会以某种形式留存下来，

给后来者以启迪，而《葫芦娃》恰恰就是这样

一部历久弥新的作品。至于水墨剪纸这种表

现形式能不能融入现代的动漫制作产业之

中，能不能在动漫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得

由观众和市场决定。

怀念《葫芦娃》是继承其精华而不是简单

的复古，更不是去否定我们当下的时代特

点。从中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那个表现手

法相对简陋、资金匮乏，靠一双手一刀刀剪出

来，靠一支笔一笔笔画出来的年代却能精品

迭出，而现在不缺乏手法、不缺资金，电脑动

漫技术已经可以完成几乎所有想象的年代

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能影响一代代中国人

的国产动漫作品反而少了。

技术重要，技术又不重要，去除掉技术的

争议，真正让漫画作品大放异彩的，仍然是其

构思精巧的情节、经典的对话、立体丰满的人

物形象、优美的节奏，还有其中蕴含的人文精

神，简单明了的人生哲理。简单的画面，却能

表达复杂的情感，这是真正的大师手法，这是

现代很多作品无法做到的，这种人文情怀同

样也是现在很多动漫作者所缺乏的。

让人遗憾的是，很多人过于沉迷于手法

的创新、技术的眼花缭乱上，却忽视了一部优秀

作品、一个优秀作者应该具备的底蕴和精神。

这也是人们屡屡怀念经典传统动漫的原因所

在，人们从经典动漫作品中读到的、感受到的，

恰恰也是我们很多现代的动漫作品给不了的。

我们应该让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填充孩子

的童年，而不是言必称《葫芦娃》《大闹天宫》，

怀念经典是向经典致敬，更包含着对继承者

的希望，如果人们总是从传统作品中获得慰

藉，总是拿过去的成绩说事，只能说明，现在

的人做得还不够好。

《葫芦娃》之父辞世，怀念不是简单的复古

据中青在线消息，95 岁高龄的中华古典

文化专家叶嘉莹先生近日再向南开大学教育

基金会捐赠 1711 万元，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

究。加上去年 6 月捐赠的 1857 万元，叶嘉莹

向同一机构捐赠累计3568万元。

这个消息在网上传开以后，引来无数人

致敬。从看到的网上评论，几乎没有人质疑

批评。如《人民日报》转发了相关消息的微博，

评论7000多条，13万人点赞，都是致敬与赞美之

词。老实说，从捐款金额来说，许多企业家都可

以做到，但叶嘉莹先是捐出自己卖房所得款，再

是捐出自己的版税、稿酬所得，几乎是捐出全部

身家了。这种气度与风范，又有几人能及？

说到捐赠缘由，去年叶嘉莹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以孔子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

道不谋食”这句话作为回应。在近期一份口

述中，谈及与南大的因缘，她则提到自己所作

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以

此感谢南大给了她实现愿望的机会。这两句

话，集中反映了叶嘉莹的家国情怀与学术理

想。这是从 2000 多年前的孔子绵延至今的

中国文人传统，也是叶嘉莹漫长人生与学术

生涯的精神寄托。

叶嘉莹的人生可以用“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八个字来形容。她数十年如一日，无论是

生活困顿无依之时，还是名满天下的高光时

刻，都始终没有放弃古典诗词专业，坚持为传

统文化开出新境界，终于收获桃李满天下，为

传统文化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她安贫乐

道、与诗词为伴的淡泊精神，也赢得了世人的

尊重。这正是所谓知行合一的精神品格，也

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所向往的人生境界。叶嘉

莹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她又不是一个普通的

知识分子，她是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与现代

学者情怀融合于一身的知识分子。这是她的

可贵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学习叶嘉莹的为人做事，首先要感受她

的家国情怀。她那一代人生于五四新文化运

动之后，成长于家国离乱之际，学成后漂泊四

海，但始终没有忘记以平生所学“报国”，一旦

有机会就想着回国效力，这是那一代人典型

的时代气质。其次，要学习她对学术的坚守

精神。古典诗词是传统文化的遗产，但不是

死的而是鲜活的遗产，需要不断继承与发扬，

这就需要有专业人士的传道解惑，以使道统

不绝、文化不熄。从这个角度讲，叶嘉莹充当

了传统文化的“燃灯者”的角色。再次，要学

习叶嘉莹淡泊处世的品格。人有悲欢离合，

也有贫富荣辱，安贫乐道难，富而不骄更难，

她既能够守住贫苦，又能慷慨捐出身家，这是

一种大修为、大境界。

古来有大成就的文人学者，自有常人所

不能及的精神品格，令人心生高山仰止之叹，

其实从这些大文人、大学者身上，我们可以学

到很多东西，哪怕是学到一丝一毫，对自身修

为也不无裨益。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

不失为一种向善之道。

书生报国成何计，惟念先生叶嘉莹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也不失为一种向善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