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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 ,这个在上世纪初已经消失在中国
教育体系里的概念 ,今天又被重提。“国学
馆”、“日日新学堂”一个个点染着中国传统文
化色彩的名字，开始行走在现代教育边缘，对
于现代私塾中学生要向老师先行跪拜礼，你
怎么看？

@arr10：行大礼不是只有跪拜吧，深鞠躬
也可以呀！我支持向先生行礼，深鞠躬或敬茶
就可以了，没必要跪拜。

@道一资本:生者父母，教者老师！现在的
社会就是少了点尊师重道！

@棹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似
乎这句话是很多家长和老师教育孩子时常说
的一句话。但我觉得中国社会要向前发展进
步，我们应该能吃的苦中苦，但不要总想着成
为“人上人”。我们应该宣扬平等，不能总以把
别人踩在脚下而成为所谓的“人上人”作为吃
苦奋斗的终极目标。

@克鲁莱斯普：天地君亲师，老师是最后
一个，要拜可以，前面排在前面的礼节全要恢
复，说不定还要恢复宗教仪式。此外，是让学
生来决定是不是行跪拜礼，而不是老师。什么
叫拜入师门，你这个老师真有能力成一派师
门？

@ms冷眼看世界：坚决反对，跪下就已失
去了人格上的平等，就是在潜意识里树起尊
卑等级，就已经完成了洗脑，对于老师，闻道
有先后，可以尊敬但不可以跪倒，即使如孔子
般伟大，也是在平等的气氛下围坐讨论式教
学。

@心本清凉：支持，让孩子和家长都知道敬
畏。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当得起这一跪。

@汉子：支持 ,先把心虚起来 ,再谈尊师。
不要把自己那么当回事，应该向传授知识的
老师行此大礼。

@毛剑杰：以九十度鞠躬礼代替跪拜如
何？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敬重是必须的，
但不意味着等级森严的绝对服从，教学相长、
敢于质疑的互动才是最好的师生关系。

李小凯 整理

现代私塾

先行跪拜礼

□段玉文

作息时间不规律，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觉得身体撑不住了，“被迫”选择健身，这样总给人一种“变味
儿”的感觉。健身是为了身体健康，不能因为身体不健康了，才想起来健身，更不能因为自己生活习惯不好，搞
坏了身体，才想起用健身来弥补。

据《齐鲁晚报》报道，记者近日
走访城区多个露天烧烤摊聚集的路
段，发现虽然高温天气火了这些夜经
济,却苦了打扫的环卫工。他们不仅工
作量翻番,还得被迫提前上班。

其实占路露天烧烤不仅仅是乱扔
垃圾给环卫工人带来麻烦，还造成了
道路、空气和环境的污染，带来噪声
扰民、交通堵塞等一系列问题。因
此，很多城市都采取果断措施，坚决
取缔露天烧烤，或者引导烧烤摊“退
路进屋”经营。比如济南市，经过几
个月的集中治理，路边烧烤基本绝
迹，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

无独有偶，笔者最近去辽宁锦州
市出差，那里原是出名的烧烤城，但

如今大街上也不见烧烤摊的踪迹，所
有的烧烤经营都在室内。既不见烟熏
火燎，也没有那种垃圾遍地的脏乱景
象。消费者聚在安有空调的小单间，既
方便交流，还享受着炎炎夏日的凉爽
舒适，消费成本也不比路边高多少。

露天烧烤难禁，一些摊贩把责任
推到消费者身上，认为露天吃烧烤已
经形成了习惯，因而不愿意“退路进
屋”。这是片面的，根本原因是他们
一味的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而
放弃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除了简
单的烧烤工具和简陋的桌凳，再也不
需要任何投入，烟尘随便排放，垃圾
随意抛弃，把自己的义务都推给了别
人，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社会的进步发展离不开城市环境
的与时俱进，彻底消除占路露天烧烤

带来的脏乱影响，实现文明经营，是必
然要走的路子。而做到这一点，依靠烧
烤摊的自觉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城
市管理者就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采
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烧烤摊尽快
的实现“退路”经营。一些离开路边可
以露天烧烤的场所，也要规范他们的
经营行为，对烟尘排放、垃圾清理等提
出严格的要求。对于无视道德法规，不
听劝阻者，要有果断的处罚措施。动真
格，出实招，才能遏制烧烤乱象，把
我们的城市管理得更美好。

□王三华

健身是好，良好习惯更重要

烧烤摊“进屋”咋就那么难

健身房中日益火爆的器械、有氧
操,健身日益成为潍坊市民业余生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齐鲁晚报》报
道，目前潍坊市民用于个人健身的消
费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
在发生着变化，对于生活的要求，也变
得越来越高。从过去单纯考虑生活温
饱，变成现在逐渐追求生活质量和品
位。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
要，一些健身、理疗、保健等场所也逐
渐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大家经济
水平高了，兜里不差钱了，去这些场所
消费健身的市民数量还真是不少。

锻炼身体，保证自身健康，任何
时候都是重要的。现在工作压力大，
生活节奏快，没有好的身体本钱，也
确实应付不过来。所以，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健身场所锻
炼，我觉得的是完全应该的，值得肯
定。而且，我觉得更多的人也应该加
入进来，互相宣传，大力提倡，形成
全民健身的热潮。

不过，健身的人数虽然不少，大
家的出发点却不完全相同。有的人出
于爱好，有的人养成了习惯，还有的
人则是比较被动的健身。笔者发现，
身边有些朋友，平常并不喜欢活动，但
是由于应酬太多，经常出入于各个酒
店，餐桌上觥筹交错，有时候还要打牌
唱歌，半夜回家甚至通宵鏖战都是常
事，搞得疲于应付，叫苦不迭。但是也
没有办法，有时候是陪领导，有时候是
招待客户，工作需要，撑不住也得硬

上。时间一长，他们也觉得受不了了，
于是硬挤出时间来健身，希望通过锻
炼身体，来更好地工作。

这些类似的经历，笔者想很多人
也都有同感，还有一些人，则是喜欢熬
夜工作或者上网等等，作息时间不规
律，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觉得身
体撑不住了，“被迫”选择了健身。这样
的健身，总是给人一种“变味儿”的感
觉。健身是为了身体健康，不能因为身
体不健康了，才想起来健身，更不能因

为自己生活习惯不好，搞坏了身体，才
想起用健身来弥补。希望朋友们，特别
是年轻朋友们，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
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辅之以体
育锻炼，绝对会有一个好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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