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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九月，秋高气爽。终于送走炎热的夏
季，寒冷的冬天暂时还不会到来，人们很容易
在这个季节感慨四季的轮回。在美好的仲秋，
我们来关注一下“春夏秋冬”这四个字。

“春”“夏”“秋”“冬”这4个字其实很
有意思。“春”字的甲骨文有草丛 （也有的
甲骨文是树林）、有太阳，还有正在萌芽的
种子。后来篆文里变成了一个草字头，代表
植物； “屯”代表种子，上面冒芽，下面
生根，它也代表“春”字的读音；下面还有
个“日”。合起来就是小草青青，种子萌
芽，阳光温暖，是一幅春光融融的美景图。

“夏”的金文看起来像是一个高大的人
形，有脑袋，有手，有脚，还拿着农具。夏
天正是农民需要进行田间管理的季节。

“秋”的甲骨文像一只蟋蟀，秋天来
了，到处都能听到蟋蟀的鸣叫。所以蟋蟀被
称为“秋虫”。后来秋的字形变成了“禾”+

“火”，有人说它表示禾红似火、五谷成熟，
也有人说这是秋季收割完了庄稼，要放火烧
荒，烧死害虫和虫卵，方便明年继续耕种。

冬，在甲骨文里，像是一根两端打了结
的绳子。古人结绳记事，通过绳子上的疙瘩

来记录很多事情。两端都打了结，意味着一
个记录的周期结束了。所以它的本义是终
结。冬季是最后一个季节，是一年的终结。
后来，人们又在字形的下面增加了两点，表
示冰。冬天特别冷，水都结冰了。这就是

“冬”这个字的意思了。

“春夏秋冬”用口诀来形容：春是种子
萌生，夏像高大人形，秋是一只蟋蟀，冬是
一段麻绳。

四季对于农民伯伯来说，有着特殊的意
义。春天是庄稼播种的季节，夏天是庄稼成
长的季节，秋天是庄稼收获的季节，冬天是
庄稼储藏的季节。这就是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

四季刮不同的风。“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温暖的东风融化
了冰雪，催开了嫩芽，给我们带来春天的气
息。这就是“青春”——绿色的春天。

夏天的风来自哪里呢？“夜来南风起，
小麦覆陇黄。”夏天是麦子熟的季节。烈日
炎炎，从南边吹来的风带着滚滚的热浪，好
像冒火了！这就是火红的夏天。

秋天的风是从哪吹来的呢？“南浦凄凄
别，西风袅袅秋。”秋天，西风带来了凉爽
的感觉。庄稼成熟了，树叶开始落了，草也
枯死了，早晨草叶上还覆盖着一层银白色的
霜。大地逐渐失去生机，天地间一片肃杀之
气。这就是白色的秋天。

冬天的风来自哪里呢？“城外萧萧北风
起，城上健儿吹落耳。”冬天，北风呼啸，
带来了寒冷的气息，耳朵都快冻掉了。白天
很短，黑夜很长。一切都变得黯淡。河流也
结了冰。这就是黑色的冬天。

四季的风用歌谣来形容：春天刮东风，
吹得小草青；夏天刮南风，热浪如火红；秋
天刮西风，白露银霜明；冬天刮北风，黑夜
冷无声。

我们的祖先认为，四季是由四位神来掌
管的。春神叫句 （gōu） 芒，他长着人的
脸、鸟的身子，穿着绿色的衣服，脚下驾着
两条龙。“句芒”的“句”字，就像一个刚
刚萌芽出土的小嫩芽，头是勾着的；而

“芒”字则是那些毛茸茸的毛刺，所以“句
芒”合起来是春季植物的象征。春天植物是
绿色的，所以他穿着绿色的衣服。

夏神叫祝融，他是兽身、人面，乘着两
条龙。“祝”是巫师的意思，“融”表示明
亮，“祝融”合起来表示祈求明亮的巫师。
夏天是最明亮、最火热的季节。所以他穿着
红色的衣服。

秋神名叫蓐（rù）收，人脸、虎爪、白
毛，左耳朵有蛇，乘着两条龙，手里拿着
钺，就是大斧子。“蓐”是秋天枯萎的草，

“收”是收割、收获的意思。他的名字就代
表着秋天。秋天植物都枯死了，像是被大斧

子杀死了一样。秋神穿着白色的衣服。
冬神叫玄冥。他人面、鸟身，两边耳朵

各挂一条青蛇，脚下踩两条青蛇。 “玄”是
黑色的意思，“冥”表示幽暗。冬天阳光不
足，黑夜特别漫长，所以他的名字叫“玄
冥”。他的衣服是黑色的。

四季之神用口诀来形容就是：春句芒，
夏祝融，秋蓐收，冬玄冥。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
会委员，文学博士，“三千字”品牌联合创
始人）

春 夏 秋 冬 四 季 轮 回
□□ 李 英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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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巴罗 1630
年10月生于伦敦，是英
国著名的数学家，在天
文、物理、光学方面也
有很高的造诣。他慧眼
识才、爱才、育才，主
动放弃收入优厚的教授
位置，积极扶持新秀的
事迹一直是科学界的
佳话。

巴罗博学多才

1643年，巴罗进入
剑 桥 大 学 三 一 学 院 ，
1648 年 获 学 士 学 位 。
1649年当选为三一学院
院委，1654年任剑桥大
学讲师，1663年被选为
英 国 皇 家 学 会 会 员 ，
1672 年任三一学院院
长，1675年任剑桥大学
副校长。

巴罗在数学上的重
要贡献主要有：给出了
求切线的方法，并作出
了笛卡儿叶形线等一系
列的重要曲线的切线；
引入了“微分三角形”
的概念。此外，巴罗还
是一个对天文、物理、
光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
诣的科学家。

1663年，英国伦敦
大学三一学院创办了一
个专门讲授自然科学的
卢卡斯讲座。讲座的第
一任教授就是巴罗。

牛顿勤奋好学

牛顿比巴罗小 33
岁，出生在一个农民家
庭，自小热爱自然，喜
欢 动 脑 动 手 。 15 岁
时，为了计算风力和风
速，他在狂风中做顺风
跳跃和逆风跳跃，然后
量出两次跳跃的距离
差 ， 计 算 出 当 时 的
风速。

1661年，牛顿考上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
学习十分勤奋。他的数
学知识是通过自学，从
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
公式一步步扎扎实实学
到的。

1663年以后，牛顿
经常到三一学院的卢卡斯讲座去听课。
他被这些学科的许多奥妙深深地吸引
了，并决定要探索那些奥秘。他研究了
欧几里得几何学后，又研究笛卡儿几
何学。

巴罗慧眼识英才

巴罗很快注意到了聪慧、勤奋的牛
顿，并决定将自己的数学知识全部传授
给他。

此后，牛顿对数学和光学的许多研
究，都受到过巴罗的启发，尤其是巴罗
的几何讲座和“微分三角形”的深刻思
想，极大地影响了牛顿。美国数学史家
贝尔说：“巴罗的几何讲座……包括他
自己的求面积和曲线切线的方法——实
质上分别是积分学和微分学的关键问
题，这些讲座激励牛顿开始投入自己的
研究。”

1664 年，牛顿因各科成绩都非常优
秀，巴罗决定授予他公费生的资格。这
让牛顿有了比较充足的时间看书学习、
做研究。

在巴罗的支持和引导下，牛顿在数
学方面很快取得进展。1665 年—1666
年，牛顿为了解决运动问题，创立了和
物理概念直接联系的数学理论——微积
分。此外，牛顿对解析几何与综合几何
也有较大贡献。

牛顿对待科学研究锲而不舍的精神
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受巴罗的赞赏。为
了更好地培养牛顿，1668 年，在牛顿取
得硕士学位后，巴罗让他做自己的助
手。这样，牛顿就能以研究员的身份拓
宽其研究领域，为牛顿后来的发展打下
了重要基础。

1669 年，巴罗又反复思忖：如果能
为牛顿谋到一个教授位置，就可以让他
的才能得到更进一步施展。可是，当时
没有教授的空缺。于是，他毅然决定辞
去自己的教授职位，以便让牛顿接任数
学教授职位。从此，牛顿开始了18年的
大学教授生涯。巴罗的关心、扶持和指
引，加速了年轻的牛顿向科学高峰前进
的步伐。

巴罗这种举能让贤的高尚品格一直
被人们所称颂。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所研究员）

近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点项
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推出第4版。与8年
前的第 3 版相比，增补“新常态”“弯道超
车”“刷屏”等近千条新词语。由此，我们
来谈一谈孩子们的语言规范问题。

网络用语为什么会流行

现在的孩子们喜欢使用网络语，作文也
写得像密码本，让家长老师一头雾水。那
么，为什么网络语言会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
流行？

其实每一代人、每一个圈子都有自己的
特定语言。比如王朔小说《顽主》里的社会
青年说话就跟校园用语大不同。网络语言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特定的网络交往圈子里
使用的语言。网络加快了新词语的流行，21
世纪初流行过“火星文”，后来又有过表情
符号语言。

网络语言的出现有多种情况，有一些是

数字谐音，有一些是汉语拼音缩写或者英文
缩写，还有一些是同音错别字，有时候故意
模仿口音，热门影视剧、短视频、娱乐新闻
用到的词语也可能成为流行语。

青少年不可避免接触网络语言，网络语
言的新鲜感、随意性让孩子们感到好奇，出
于从众心理，同龄人、同好者认为使用网络
用语，沟通起来也很方便、有趣；还有潜在
的叛逆心理，故意把长辈屏蔽在自己的语言
体系之外。

热衷网络语言会带来什么问题

当青少年热衷网络语言，就会带来语言
简单粗暴、词汇贫乏的问题。正如一个流行
的桃园三结义视频，面对刘备，关羽说：

“正所谓择木之禽，得栖良木；择主之臣，
得遇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
凭驱使，绝无二心。”张飞听完只会“俺也
一样”。如今，一些青少年只会用“绝绝
子”“永远的神”，恰似张飞的口拙词乏。

传统文化的失落和深度阅读的缺乏，使
得网络语言表达方式严重同质化、简单化、
趣味化而缺乏美感。而更严重的，网络语言
中有一些比较粗俗的成分，甚至包含一些不
文明用语。这种简化是网络快节奏和社群归

属感的需要，但是往往缺少深度的思考，只
是对流行语言的鹦鹉学舌。如果离开了特有
的平台、特定的圈子，就会让人觉得牛头不
对马嘴。

引导孩子从网络走向经典

要完全禁止孩子使用网络语言吗？不能
简单一禁了之。

词汇是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过程，我们
现在使用的成语都是前人创造出来，通过长
时间的使用固定下来的。当然，语言也需要
不断自我更新。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国家
就会修订词典，最新的 《现代汉语规范词
典》 也收入了一些网络语言，如刷脸、秒
杀、脑洞等。这些语言的收入标准是进入了
广大民众的语言生活、在社会上有较高的使
用度，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日新月异的发
展和民族的文化记忆，并能丰富表达，开阔
思维。

但是，由于大量的网络语言非常随意，
只是在小范围、短时期使用，因此我们要引
导孩子分场合、分程度、有选择地使用网络
语言。

一是“禁止用”。在考试中或其他正式
场合，都应该严格按照规范的写法和标准的

含义使用措辞。不规范的文字都是错别字，
书面考试要扣分，正式场合会尴尬。所有不
文明用语，也要一律禁止。

二是“选择用”。因为不可能完全断
网，不可能把孩子放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
家长也要了解一些网络语言，作为亲子日常
沟通的润滑剂，体现出父母对孩子的理解。

三是“引导用”。网络语言的流行既带
来了具有现代化气息的语言，同时也加速
了传统文化的失落。所以，我们要引导孩
子阅读经典文化、游历名山大川增长见
识，让孩子认识、感受比网络用语更美的
词语、诗句。和孩子一起去体会诗人舒婷
所说的：“魅力汉语对我们的征服，有时是
五脏俱焚的痛，有时是透心彻骨的寒，更
多的是酣畅淋漓的洗涤和‘我欲乘风归
去’的快感。”

绝大多数的网络语言流行时间很短、更
新速度很快、生命力很弱，昙花一现而已。
面对网络语言的层出不穷，语言的规范好似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家长
也不必多担心，只要耐心引导，“力学如力
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
时”。

（作者系亲子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网 络 语 言 也 要 规 范 使 用
□□ 李峥嵘

从空间看待一切，为地理学基本思
想。地理空间思维是对地理事物与现象
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形成空
间形象的思维过程。时代本就是一个时
空统一体，在这个时空统一体中，我们
处在怎样的状态？对地理空间的洞察
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

空间思维是理解文明演变的观
察视角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
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
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
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文
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
作者金观涛认为，人类文明存在着不同
类型的终极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与
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一起，构成了推
动文明演化的根本动力。

然而，无论哪种文明，其兴衰与地
理空间环境密切相关。尼罗河三角洲的
出口是海洋，四周是荒漠，相对封闭隔
绝的地理环境，可以确保古埃及文明一
旦在此起源，就不易受到外部冲击。灌
溉使得农业生产集约化，维系着中东古
文明的运行。但是，特殊的地理空间环
境，也导致因灌溉形成的盐碱化不断加
剧。最终导致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不断
减少，致使人们不得不迁移。当无处可

迁时，文明也就灭绝了。
轴心文明起源、演化及其与现代社

会的关系，构建了人类历史。而每一种
文明体系其实都对应着一个空间地图。
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乃至社群、邻里
等不同的聚合形态，其秩序本身也就是
某种空间图绘。探索文明存在之根、寻
找文明存在之轨，实现一种诗意的栖
居，是对青少年进行空间思维培养的
根本。

空间思维是生存教育的实现
路径

人类社会空间是由自然空间派生、衍
变而来的。一方面，人类历史事件的发生
总是与特定的“场所记忆”联系在一起。
巴比伦废墟让人想象中东古文明的辉煌。
秦始皇兵马俑、莫高窟、摩亨佐·达罗遗
址，各种物理空间样态存在的古迹、废墟
等构成了鲜活的历史文本，成为历史活动
的空间印记。另一方面，人类是地球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告诉我们，只
要系统里有生命存在，有机质积累就无法
阻止。如同池塘一样，有机物的不断积
累，池塘会越来越浅，最终会导致池塘生
态系统演变为沼泽生态系统。

在 《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
的教育》 的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呼吁围绕地球未来的生存重构教育。我
们不只依靠聪明才智和技术去解决现实
问题，而是学习如何把人类看作地球上
众多生命参与者、创造者和塑造者之
一。因此，将人类活动嵌入地球生态系
统当中，培养生态意识是空间思维的重

要内容。我们的教育实践正在从人道主
义转变为生态正义。培养学生空间立体
思维能力，是生存教育重要路径。

空间思维是理解时代特征的话
语体系

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和网络虚
拟空间，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空间实践的
三个维度。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地域性，
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势能。城市化带来大
量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聚集，城市成为
资本积累的空间节点。网络虚拟空间的
出现，开辟了人类社会空间的新样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空间上的不
平衡成为资本扩散的潜在推动力。空间
思维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基本
架构。当今时代，具备全球思维，能够
基于对多元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深刻理解
来考虑全球问题，空间思维是理解时代
特征的话语体系。不同的文明模式是我
们发展智慧的源泉，就像粤港澳大湾
区，不同文明的过去和现在、理智和情
感在这里交织，并融为一体。我们的教
育既要考虑到中国文明的独特性，还应
拥有不同文明的包容性。

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是通过推论
而建构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空
间的建造者、理想空间的探索者。正如
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所说，空间是
理解时代特征的基本维度，是一种话语
体系。空间思维是青少年走向未来的
力量。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教师）

培养青少年空间思维 打开通向未来之门
□□ 罗明军

七彩地理

伊萨克·巴罗

2088年的我是一名科技研发人员，主
要负责研发多功能运动型机器人。这不，
刚接到通知：神仙运动会即将到来，玉帝
说了机器人也能参加。我摸着口袋里的机
器人，得意地笑着，因为我手里的这款小
机器人，可是最新款！他有着一双大大的
眼睛，一张樱桃小嘴，圆圆的身体，萌萌
的，可爱极了！

时间一到，小机器人从小手掌一样
大小，变成了火箭，载着我飞到了云霄
宝殿。

第一项是举重，对手竟然是猪八
戒，只见他拿起杠铃轻松地举了起来。
小机器人二话不说，直接变大，变得跟
大象一样壮壮的，手臂和脚就像四根柱
子一样，只见机器人小手指轻轻一勾就
把杠铃勾了起来，猪八戒灰溜溜地逃走
了。毫无意外，机器人就这么轻松地获
得了举重冠军。我把金牌安置到了机器
人的心脏位置，机器人得到了奖励，全
身变成了我最喜欢的金黄色，再变小回
到了我的口袋里——充电！

第二项比赛是游泳，对手是沙僧。
只见他闭上双眼，手像风车一样转动。
我拿出小机器人，按下了后背的水运动
标志，机器人马上又发生了变化，启动
了防水装置，跳入了水里，手臂倒过
来，变成了推进器，非常快速地向前游
去，很轻松地又拿到了第二枚金牌。我
将刚刚赢得的金牌装在了机器人身上，
机器人又得到了轰炸的强力技能。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三项的比赛场
地，这回我们的比赛内容是射箭。尽管

对手是二郎神，虽然他全部都射到了靶心上，但是小
机器人直接发动了轰炸技能，右手里的那根手指头像
利剑一样飞了出去，然后在空中伴随着火焰，一下子
就把二郎神的靶心都炸毁了，又得到了一枚金牌！

怎么样，科技的力量，是不是比神仙还厉害？
［作者系浙江省瑞安市虹桥路三（2）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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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