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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厅过道内都坐满了学生。

济南实验初中启动“学子论
坛”，初二学生薛兆浩在台上讲
《射向战神的冷箭》。

一所中学里的“百家讲坛”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鲁迅的作品绝
对应该放在我们的课
本中”、“关羽的死是
一场阴谋”、“《水浒
传》里的扈三娘是一
个非常不成功的人物
形象”……

您以为这是在听
“百家讲坛”？NO！这是
济南实验初中一帮学
生讲的“学子讲坛”。
每两周，该校就有一
名初中生走上学校礼
堂的讲台，面向全校
同 学 和 老 师 侃 侃 而
谈，与众人分享自己
眼中的历史和文化。

迄今为止，学生
们已经讲过曹操、诸
葛亮、鲁迅、徐志摩等
诸多古今人物。就像

《百家讲坛》中的易中
天一样，时常会有独
特的观点和见解，让
人眼前一亮。

学子论坛

精彩语句摘录

“我常常遥想三国，那
是怎样一个英雄辈出的年
代？又是怎样一段刀光剑
影的历史？那些叱咤风云
的人物，那些波澜壮阔的
画卷，如今早已‘尽付笑谈
中’。然而，总有一个摇着
羽扇、头戴纶巾的伟岸身
影，始终端坐在我心深处，
挥之不去。”

——— 2010级1班程新航

“根据以上四个疑点，
我得出一个推论——— 关羽
可能是政治阴谋的牺牲
品。而根据这个推论，我产
生了两个推论：刘备通过
阴谋杀死的关羽；诸葛亮
通过阴谋杀死的关羽。”

——— 2011级4班薛兆浩

“他是个人主义和自
由主义的代表，是一个笑
傲江湖的人物，《笑傲江
湖》一书没有涉及任何朝
代，正是因为令狐冲那豪
放的性格与开放的情怀，
这种精神，可以出现在任
何朝代。”

——— 2010级14班韩子煜

迄今为止，多名同学登上
了学校的学子论坛。从下定决
心上讲坛，到最终成功开讲，这
些学生都花费了很长时间进行
准备。“不论我讲得成功与否，这
段经历都是我学生生涯里最难
忘的经历。”一名坛主说。

宋国辉告诉记者，为了讲
《鲁迅》，他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
间。鲁迅的很多作品，他已经读
了至少三遍。“每读一遍，都有一
遍的收获，这也让我对鲁迅有
了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

2010级11班的施普瑞和
刘睿航曾一起主讲过扈三娘，
施普瑞自认为还算比较成功。

“我认为学子论坛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它可以让你发现
一些你在台下没有注意过的
问题，以后可以有针对性地改
正；如果成功的话还可以提高
自信。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学习
生活有很大帮助。”

讲辛弃疾的坛主赵浩东
说，准备论坛的那几天，他感
觉十分充实。

他回忆说，当时准备时间
只有三天。在这三天中，他几
乎每天都要抽出一个小时背
稿子。课件的制作也耗时不
少。“可我的路只有一条，如果
走，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不
走，就一定不会成功。因此，我
在那三天是拼命的。”

“从初一上台讲两个典故
就手抖一节课，到现在面对满
场眼睛和灯光自信自如，我进
步了很多。你我交流，每人便
有两种以上的思想，我喜欢这
个碰撞智慧的平台。”2010级
1班的程新航表示，这段经历
对他是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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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学子论坛最
为火爆的一期，当数10月9日，
来自初二4班薛兆浩的《射向
战神的冷箭——— 关羽之死阴
谋论》。

“关于关羽之死，史学界
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我
在《三国》正史与演绎为基础
上进行了个人的推论。”薛兆
浩经过仔细阅读并思考得出
一个推论——— 关羽可能是
政治阴谋的牺牲品。而根据
这个推论，他又产生了两个
推论。推论一：刘备通过阴
谋杀死关羽。

首先，刘备让关羽北出
荆襄，攻击曹魏。其次，对刘
封下令，命他在关羽求援时
不得派援兵支援关羽。最
后，刘备不派援兵给关羽。
这样关羽必死无疑。而在关
羽死后，刘备可以以刘封不
发援兵给关羽为由处死刘
封。这样刘备的整个阴谋完
成，可说是天衣无缝。

推论二：诸葛亮通过阴谋
杀死关羽。薛兆浩如此解释自
己的论点：在刘备入川之后，
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产生了一
些矛盾，诸葛亮曾经向刘备劝
谏，不让关羽守荆州。但刘备
没有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并因
此对诸葛亮渐渐疏远。诸葛亮
为了重拾刘备对他的信任，发
起了一场政治阴谋。

标新立异的论述抓住
了众人的眼球。论坛一结
束，掌声热烈，场下同学议
论纷纷，有的支持，有的反
对，甚至还有同学跳上台去
和薛兆浩辩论。“我不赞同
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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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中午12时
40分，济南实验初中六楼
礼堂，“学子论坛”正在进
行。这次的坛主是初二10

班的宋国辉，他讲的题目
是《鲁迅——— 在逆境与碰
壁中崛起的伟人》。台下
坐满了同学，甚至连校长
也前来捧场。

宋国辉从鲁迅去日
本留学开始谈起，他认为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是鲁
迅的逆境。“鲁迅在此时
弃医从文，选择舞文弄
墨，也许就是逆境使然
吧。”

“最后，以鲁迅的
一句话，作为我本次论
坛的结束语：希望是附
着于存在的，有存在，
便有希望，有希望，便
是光明。对于今天的我
们来讲，是不是具有别
样的启迪呢？”近半小
时的论坛，宋国辉从容
不迫，一气呵成。

在之后的互动环节，
关于“鲁迅作品是否还适
合出现在语文课本里”成
了话题焦点。

“鲁迅作品一点也不
过时，绝对应该放在我们
的课本中。”非常喜欢并
读过多部鲁迅作品的宋
国辉据理力争。“鲁迅的
很多作品我都读了三遍
了，第一遍，感觉他在发
牢骚；第二遍，我能体会
到鲁迅心中的悲哀；而读
到第三遍时，我渐渐明
白，他想表达的不止那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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