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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石川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

来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其实，

它说的是东汉时期的班超受汉明

帝派遣出使西域的成功经历。

公元73 年，班超受到鄯善

王的欢迎，并被奉为上宾。恰在

此时，匈奴使者也来和鄯善王

联络感情，并说了东汉许多坏话。

鄯善王便在第二天改变了对班超

的态度，甚至派兵监视。班超

急中生智，“只有除掉匈奴使者

才能消除主人的疑虑”。可匈奴

人兵强马壮，防守又严密，班超

的人马却不多，随行的人觉得太

冒险。班超果断地说：“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这天深夜，他

们兵分两路，一面放火烧帐篷，

一面击鼓呐喊。在不知底细和毫

无准备的情况下，匈奴使团阵脚

大乱，不是被大火烧死，就是

被乱箭射死。鄯善王得知后为之

一惊，坚信了班超此番的诚意，

和班超言归于好，也与东汉建立

起友好的关系。

此后，“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便用来表达不冒危险，就

难以成事的道理。

这个历史故事，也让笔者想

到了“先”与“险”两个谐音字

的含义及其之间的辩证关系。

赶在时间的前面，或是次

序排在前，称为“先”。它是

时间把控的最及时和最关键，

是所处位置的最突出和最显

眼，但它不是平庸者的崇拜，

不是迟钝者、懒惰者和胆小者

的企及，它只是人生和事业要

求上进者的美好追求，在实际

中它还往往只被有目标、有实

力和敢于排除万难的人所获

得。只有抢占最佳时间或是获

取最显位置的人，事业的成就

才最容易被得到广泛认同，其

生命的价值才更能得以体现。

如果所得的“先”还具有破纪

录、扭乾坤、划时代和里程碑

意义，那这个得“先”之人就

成了耀眼的了不起角色，往往

还会被载入史册，让后人永远

记起、钦佩、颂扬和借鉴。被

写进历史的各行各业的先行

者、探索者、发明者、发现者、

开创者、创始者、缔造者、奠

基者、改革者、创新者等，就

是这样的得“先”之人。

可能遭受的灾难或失败，或

是难以做成的事情，抑或是不

易通过、不易抵达的地方，谓之

“险”。它常指所从事的工作、或

所要解决的问题、或所挑战的

对象、或要到达的地方存在一

种潜在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发生

可能危及身体、生命，或者损

失财产和利益，或者引发人文、

自然环境的破坏。一般人为了自

保都害怕遭遇“险”，都会作出

回避“险”的选择。只有有胆有

识的人才会不怕“险”，并千方

百计克服“险”、排除“险”、战

胜“险”。

多半的情形是，“先”与“险”

又是不能脱离的。第一个发现中

草药的神农氏，第一个发现新大

陆的哥伦布，第一个绕地球环

行的麦哲伦，第一个登上太空

的加加林，第一个行走于月球

的阿姆斯特朗，第一个抵达南

极点的罗阿德·阿蒙森……这些

“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这些名

副其实的“先”进分子，又有哪

一位不是踏“险”而行，在吉凶

未卜中闯荡的人呢？

宋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

家、改革家王安石曾经说过，“世

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

远”，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曾指出，

“无限风光在险峰”。“先”往往

连着“险”，蕴藏于“险”，产生

于“险”。一个人要想获取真正

的“先”，就不能畏惧“险”、逃

避“险”，而是要迎“险”而上，

在“险”里当先锋，在“险”里

争先机，在“险”里获先见，在“险”

里得先知，在“险”里发先声。

班固所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就是“险”中的先发制人。

那些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畏手

畏脚、贪生怕死的人永远不可能

拥有“先”的气象和“先”的成

就，只会落得个碌碌无为和平

平庸庸，甚至还会招致束手就擒

和坐以待毙的可悲下场。

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总是呼唤着有更多的人去争取

“先”、获得“先”。但从“先”

的产生普遍规律看，实则是呼唤

着人类要敢于冒险，敢上“九天

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敢

想前人之未想，敢试前人之未

试，敢走前人之未走，敢做前

人之未做。

“世上无难事 , 只要肯登

攀”。这世界实际上没有比心

更高的山，没有比腿更长的路，

只要你胸中有丘壑，有造福于

人类的美好理想，胆大而心细、

自信又倔强，去迎接和挑战各

种潜在的“险”，耀眼的“先”

就完全有可能为我们所问鼎、

所折取。

谐 趣人生
音文字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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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与“险”

永州一老师喊学生轮流上讲台自毁手机；学校：系主动自愿砸毁

学生玩手机怎么管？
这段点击近千万的视频引热议
出品：今日女报谭里和工作室   文、视频：首席记者 谭里和 实习生 李灿

9月18日，今日女报全媒

体推出报道《永州一老师喊学生

轮流上讲台自毁手机，学校：系

主动自愿砸毁》，并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人民日报》、澎湃新闻、

封面新闻、腾讯新闻等媒体客户

端纷纷转发或发表评论。截止 9

月19日上午10时，报道视频在

今日女报全媒体点击近 1000万

次。其中，视频在今日女报官方

抖音号上，获网友点赞11万个，

评论4.3万余条——这段点击近

千万的视频背后，又折射了怎样

的教育焦虑呢？

永州一教师喊学生
上讲台自毁手机

近日，一段疑似永州道县二中

政教员点名让学生轮流上讲台砸

毁自己手机的视频在朋友圈疯传。

9 月 18 日上午，道县二中校长办

公室向今日女报谭里和工作室记

者证实了此事。

随后，该校发布《关于我校

高二两名学生自毁手机的 视 频

的 说明》 称 ：两名同学 认识 到

了错 误 并主动 要求 把两台旧手

机当场砸 毁，以表 示其想读书

的决心。该《说明》同时称：“根

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生守则》，

中学生在 校学习期间不准使 用

手机，我校政教 员在 劝导学生

禁止使 用手机 这件 事情上并无

错误。” 

凤眼时评>>

砸手机表决心，“主动要求”也难掩教育之责
文 / 姚村社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

不会教的老师。”作为成长中的中

学生，犯错是难免的，也是应该

被允许的。如何教育引导，使学

生既认识到错误并下决心改正，

又不简单粗放，这里面就大有文

章了。从道县二中本次事情来说，

老师和学校本可以文明、合法地

去做，却采取了一种让公众和社

会都觉得“不舒服”的方法。道

理很简单，在一个文明法制的社

会里，我们应当积极保护和尊重

他人的合法权利，而以砸手机这

种毁坏财物的方式来教育学生，

既看不出对学生所有财物的尊重，

也谈不上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这反倒是一种

反智、反德、反美的体现。

而且，同意学生肆意毁坏财

物，也是一种错误的引导，这可

能导致学生形成逆反心理和赌气

式的处事方式。比如，你说不要

玩手机，那我就走极端，干脆

把它当众砸了；你说不让吃零食，

我就把零食扔了……这对学生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无疑是一种伤害。

也许有人会说，老师同意两个

学生当众这样做，是为了现场说

法，教育其他同学。稍加分析，这

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同意学

生自毁手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妥

当的，如果大范围传播，其所谓的

警示作用却可能让更多学生认可这

种逆反和极端的处事方式。如此一

来，岂非危害更广、更甚？

写到此，不由想起韩愈《师

说》里的那句话：师者，传道授

业解惑也。老师，并非简单的教

书匠，重要的是要教授学生为人

处世的道理，培养其优良的人格

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事的

发生，即使是学生“主动要求”

自毁手机，也不能掩盖老师和学

校理应承担的那份沉甸甸的教书

育人的责任。

媒体热评>>

支持学生
@ 馒头，嗷：手机

属于个人财产，不管是老

师还是谁都无权要求摔

毁。

@ 小糖糖：这是一

种错误的教育方式，禁

止手机并非错误，但是

打砸手机绝对错误。

点赞老师
@A 随缘：在前途面

前，手机算什么。

@ 大小苗：如果是

我孩子上课玩手机，老

师让砸了我不会说什么。

你是学生，你的职责是

学习，你做错了事就要受

到相应的惩罚。

@ 沐星辰：给这个

学校点个赞吧，学校没

把你们当羊放。

热情支招
@ 阿宾：这样教太

不明智，可以给保管，用

成绩换，或者写保证书。

@ 米粒米粒：其实，

老师把手机没收了，等一

段时间再还也可以，毕

竟买手机要花不少钱。

扫 一 扫，
到凤网看
详细报道
视频

县教育局：将加强
和改进学校学生管理

9 月 19 日凌 晨，永州市

道县教育局在道县县委县政

府官方认证的新媒体“道州

发布”上作出公开回应，称：

该校负责人表示，政教员熊

某出发点是好的，但处理方

法不妥，为此，学校对熊某

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按学校

规定扣发当月津贴。对于如

何加强学生将手机带进校园

后的管理办法，学校将进一

步探索和完善。该回应最后

表示：衷心感谢网友的监督

和理 解，我们将举 一反三，

加强和改进学校学生管理，

为学生营造良好学习环境。

（奖励线索提供人 200 元）

新闻事件>>

砸手机不如改习惯
学校教育应该让学生明

白，手机作为一种工具并没

有问题，需要改正的是使用

手机的习惯，而不是毁掉手

机。如果观念上不改正过

来，这次砸掉了，下次是否

又会购置新的？说到底或仍

是一种“严禁”思维在作祟。

学校和教师，都应该走出这

样的教育迷思。

（封面新闻 朱昌俊）

教育不应矫枉过正
如此不端正的学习态

度，理应得到批评教育。但

凡事有个度，学生认错态度

良好，老师应该给他们改正

的机会，任凭学生将手机当

场砸毁就未免矫枉过正。

（长城网 芦静）

各抒己见>>

该报道在今日女报全媒体发表并被多个媒体转

发后，网友们纷纷发表了看法。在抖音上，网友“馒头，

嗷”的一条支持学生的评论就获得了 7.7万次点赞；

也有网友表达了对老师“爱之深、责之切”的理解。

扫一扫，与今日女
报微博网友交流

扫一扫，参与今日
女报抖音讨论

扫一扫，与今日女报头
条号网友一起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