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苏轼《赤壁赋》（前）时，“曾”

字的读音引发了同学们的争议，即“盖

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

一瞬”中“曾”字的读音，有同学认为应

读“z佶n倮”，有同学认为应读“c佴n倮”。我
们知道，“曾”在该句中是副词，意为

“连……都……”，教材中将该句译为

“如果从那变动的一面看，那么天地万

物（时刻在变动），连一眨眼的工夫都

不停止。”（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年 6
月第 2 版高中语文教材，P164）但对
“曾”没有注音。

认为读“z佶n倮”音的同学，依据的
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古汉语

常用字字典》（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
刷）P40：“z佶n倮盂〈副〉竟然；连……都；
甚至。《愚公移山》：‘以君之力，耀不能
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兰亭集

序》：‘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

自足，耀不知老之将至。’”有同学还拿
出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 10月出版
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也持这一观

点，P34：“z佶n倮㈢副词。淤表意外。竟，
竟然。‘汝心之固，固不可彻，耀不若孀
妻弱子！’（《列子·汤问》）于简直。‘以
残年余力，耀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

石何？’（《列子·汤问》）”。

认为读“c佴n倮”音的同学，依据的
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汉语常用字

字典》（王力主编，2006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P36：“c佴n倮于副词，用来加
强语气，常与‘不’连用，可译为‘连

……都……’。《列子·汤问》：‘耀不若孀
妻弱子。’”我对王力先生是深信不疑

的，便对全班同学说，王力是古汉语权

威，我们就统一读“c佴n倮”吧！但拥有那
两本字典的同学据理力争，不放弃读

“z佶n倮”的观点。之后，我又查了王力先
生主编的高校通用教材《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出版，1998 年校订重排本，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29 次印刷），
P607：“㈡读 c佴n倮。副词（用来加强语
气），略等于‘竟’‘竟然’‘乃’。《诗经·

卫风·河广》：‘谁谓河广？耀不容刀，谁
谓宋远？耀不崇朝！’《战罢策·赵策四》：
‘老臣病足，耀不能疾走。’《孟子·公孙
丑上》：‘尔何耀比予于管仲！’”。看来王
力先生确实主张“曾”在该语境下读

“c佴n倮”了。
但我还是心存疑虑，于是查阅了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版
缩印本，2000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P365：“㈠（z佶n倮增）淤乃。《诗经·卫风·
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所举

之例和所释之义均与王力先生《古代

汉语》相同，但注音却不同。这还说得

过去，学术观点不同嘛！但这让我在王

力与《辞海》谁更权威上产生了质疑。

于是又查阅了《王力古汉语字典》（中

华书局出版，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
印刷），P449：“1 z佶n倮淤竟，乃。《诗经·
卫风·河广》：‘谁谓河广，耀不容刀，谁
谓宋远，耀不崇朝。’”这又与《辞海》中
的注音一致。

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所举王力

的《古代汉语》教材比所举《辞海》出版

稍早一点，所举之例相同，但注音不

一；而所举《王力古汉语字典》又比所

举《辞海》出版稍晚一点，大概是为了

与《辞海》保持一致，作了修订。但出版

得更晚的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

字典》还是坚持读“c佴n倮”音，可见出版
界还是没有保持高度一致。

还是我用手头的《古汉语字典》

（巴蜀书社出版，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年 5 月第 1 次印刷）比较好，它
采取了哲中的办法，现罗列于此，

P796：“㈡c佴n倮余（又 z佶n倮）副词。表示
加强否定语气，可译为‘乃’、‘竟’、‘简

直’。《列子·汤问》：‘汝心之固，固不可

彻，曾不若孀妻弱子！’”在我看来，这

本《古汉语字典》的观点是“曾”当作副

词“乃”、“竟”、“简直”用时，应该读

“c佴n倮”，但又可以读“z佶n倮”。这不仅与
王力先生的学术观点一致，也容纳了

其他字典的学术观点。

因字典的混乱，造成参考书籍的

混乱。如对《触龙说赵太后》中“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一句的“曾”，陕西人

民教育出版 2008年 4月第 9版的《中
学教材全解（高一语文）》注为“z佶n倮”

（P265），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第 1版的《文言文双色诠解（高中）》
注为“c佴n倮”（P20）。

高中语文教材中“曾”当作副词

“乃”、“竟”、“简直”、“连……都……”

来用，最早出现在第一册《触龙说赵太

后》中，即“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在 2003年 6月第 1版人教社高
中语文教材中，对“曾”没注音，将“曾

不能”解释为“连……都不能”（P94）。
在 2007 年 3 月第 2 版人教社语文教
材中，将“曾”注音为“z佶n倮”，并将“曾
不能”解释为“连……都不能”（P105）。
在第二册《兰亭集序》中，对“当其欣于

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

之将至”句中的“曾”注为“z佶n倮”，并将
“曾”解释为“乃，竟”（2006年 6月第 2
版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P105）。看来
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编写者已拿出了

自己的观点，即“曾”当作副词“乃”、

“竟”、“简直”、“连……都……”来用，

用来加强否定语气时，应读“z佶n倮”。故
在第四册《赤壁赋》中，对“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一句

中“曾”虽无注音，但依据一二册中“曾”

的相同用法，我们可知，在该句中“曾”

应读“z佶n倮”。
依此类推，高中语文教材中“曾”当

作副词“乃”、“竟”、“简直”、“连……都

……”来用，用来加强否定语气时，都应

读“z佶n倮”。如“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触龙说赵太后》）中之“曾”；如

“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

曾不知老之将至。”（《兰亭集序》）中之

“曾”；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赤壁赋》）中之“曾”；

如“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

我，我岂有所失哉？”（《信陵君窃符救

赵》）中之“曾”。

绎10月 2日至 3日 高三部分优

秀学生赴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进行

以“学习 交流 提高”为主题的研学

活动。

绎10 月 8 日 出刊 2017 年第一
期（总第 31期）《庄浪一中校报》，从本
期开始，校报以全新的彩页报刊出版。

绎10月 9日 学校召开赴西安三

中跟岗学习教师交流座谈会。

绎10 月 10 日晚 学校召开第十

一批“青蓝工程”拜师会。会议由教导主

任席颉龙主持，田新泰副校长宣读了

《庄浪一中第十一批青蓝工程实施方

案》，李伟等 17名教师被聘任为学科和
班主任导师。马鹏飞等 16名新入职、入
岗教师为导师鞠躬行拜师礼，导师代表

徐宁和青年教师代表陈加强分别做了

发言。张育才校长希望每一位青年教师

要向导师学“师德”、学“责任”、学“才

艺”，努力做从事教育事业要“安心”，教

书育人要“热心”，提高业务素质要“恒

心”，向师傅学习要“虚心”的“四心”好

老师，勉励每一位青年教师早日站住讲

台站稳讲台并站活讲台。张育才也要求

每一位导师一定要做好对青年教师的

“传、帮、带”工作。他也相信导师们一定

能够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将自己的教

学经验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传给新徒

弟。他希望“师傅”用诲人不倦的态度指

导徒弟，从青年教师的身上汲取大胆开

拓、好学进取的精神，在校园内营造互

学共进的良好氛围。

绎10 月 11 日 张川一中张双琪

校长带领学校领导班子一行 11人来学
校参观交流。

绎10 月 14 日 学校举行兴华助

学金发放仪式。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党

委书记、甘肃兴华助学金理事陈章武先

生、白瑞刚秘书长、爱心企业家杨志明

和中兴公益基金会王文衍、冯晓海一行

出席发放仪式。本次兴华助学金共资助

我校 133名家庭贫困学生，资助总金额
为 13.3万元。发放仪式结束后，各位爱

心人士和受助学生进行了亲切交流。

绎10 月 17 日 学校研究出台了

《关于县委、县政府奖励我校 2017年教
育质量突出贡献奖和教育质量先进学

校奖奖金的发放办法》，奖励 2017年清
华、北大录取的高三（1）班、（10）班、
（15）班三组科任教师每组各 2万元卓
越教师奖，奖励其余高三科任教师共 4
万元，奖励高一、高二和处室组教职工

共 5万元。
绎10 月 18 日 在甘肃省第五届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暨

观摩研讨活动中，我校教师王丰收获体

育学科二等奖，李小鹏老师获指导教师

奖。

绎10月 20日 张育才、张金劳、

柳杰、柳勤义等学校副科级干部深入卧

龙镇张余村对所帮扶的贫困户进行入

户走访，并为张余村捐赠了办公桌椅

16套、课桌凳 20套、书柜 6组、餐桌 20
套。

同日 教育局教育教学工作督导

组督查学校常规管理、作业批阅、教案

书写等工作。

绎10月 22日 2017年省、市级教
育科学规划课题结晓，我校教师李筱

筠、杨玉林、杨青栋分别主持的 3项省
级课题结题；李芳芳、田灵录、杨军智、

朱更强分别主持的 4项省级课题立项；
高强军、史嘉丽、郭瑞、贾祎娟、李顺强、

朱更强、何世军分别主持的 7项市级规
划课题、微型课题结题；程璞、徐湘云、

贾祎娟、郭娟娟、丁金平、李芳芳分别主

持的 6项规划课题、微课题立项。在平
凉市第八届基础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

评选中，张岁太老师获一等奖，程璞、李

暐、孙宏强、何世军、杨青栋获二等奖，

文喜东、吴永红、柳杰、马小君、席颉龙、

张岁太、石宏斌、徐娟、李宝明、贾祎娟、

刘瑞龙老师获三等奖。

绎10 月 23 日 学校调整冬季作

息时间，实行预备铃声制和候课制。

绎10 月 26 日 教育局副局长万

根喜一行督导我校高考备考工作。

绎10 月 27 日 我校被省教育厅

命名为 2017 年全省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

同日，学校举行 2017年广东嘉宝
莉助学金发放仪式。广东嘉宝莉基金会

代表张立军先生、嘉宝莉平凉市总代理

王海力先生、庄浪总代理刘瑞来先生参

加发放仪式。本次共为 60名家庭贫困
学生发放助学金 12万元。广东嘉宝莉
助学基金会于 2010年正式成立，旨在
帮助少、边、农地区贫困失学孩子重返

校园，实现求学梦。自 2013年在我校举

办资助活动以来，共计资助 66万元，资
助我校 110名优秀学子得以继续学业。

绎10月 27-28日 高三年级第二

次高考模拟考试。

绎10月 28至 30日 平凉市高考

研讨会在华亭县召开。2017年全市教
育质量综合评估，我校位居全市六所省

级示范性高中第三名，学校被市教育局

评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组教育质量

优胜学校”，奖励学校 1万元，我校教师
何来成、陈波、徐宁、刘旭刚、李彦平被

评为学科优秀教师。我校高三年级包级

领导、三位年级组长和获奖教师代表参

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校教师张亚珍

和王军平分别与华亭一中教师进行了

“同课异构”教学活动。

绎11月 1日 全省第二届“创新

杯”中小学数学单元教学设计文本比赛

活动获奖情况结晓，我校程璞、陈榛老

师设计的《平面向量》获一等奖，李暐老

师设计的《极坐标与参数方程》获一等

奖，何来成老师设计的《解三角形》获三

等奖。

绎11月 6日 学校召开距离 2018
届高考 200天誓师动员大会。高三年级
全体学生和家长参加了会议。会上表彰

奖励了优秀学生、进步学生和优秀班团

干部，优秀学生吴琦琦做了发言，年级

主任朱国军全面分析了二模考试成绩，

包级副校长张金劳作了学习、纪律等方

面的动员讲话。张育才校长向全体家长

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和 2018届高考备
考工作，并就如何当好高三学生家长做

了“五要三不要”的经验报告。学校提出

了 2018届高考“狠抓基础、分层推进、
文理并重、全面提高”的备考策略。张育

才校长希望全体高三学子要有高远实

际的目标，要有分秒必争的意识，要有

永不放弃的精神，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高昂的斗志，要坚持科学的方法，高效

的训练，力争考出优异成绩，为自己的

人生奠定较高的发力点，回报社会各

界、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关爱。

绎11月 7日至 8日 学校在青春

广场分别召开了高一、高二年级考试质

量分析及学生表彰奖励大会。

同日 高一、高二年级组分别召开

了第一学段考试质量分析会议。

绎11 月 7 日至 12 日 张育才校

长跟随县教育局组织的教育系统管理

干部考察团赴天津市河西区考察学习。

绎11月 9-10日 高一、高二年级

分别召开主题为“不忘初心，立德树人，

家校协作，共谋发展”的家长会，两个年

级全体师生、2000 余名家长参加了家
长会。

绎11 月 13 日 县政府副县长杜

宏生检查学校安全、扫黄打非专项整治

活动情况。

绎11 月 17 日 学校举行距离

2018届高考 200天宣誓仪式。宣誓仪
式由副校长张金劳主持，高三教师代表

和高三全体学生面对国旗进行了庄严

宣誓。张育才校长为高三学生做了动员

讲话，要求全体高三学生要树信心、守

纪律、抢时间、求学问、比拼搏，全校师

生为高三学子加油。

绎11 月 20 日 学校举行全校升

国旗仪式，学生会主席罗蒙亮宣读了

《拒绝手游，远离网吧，品学兼优，立志

成才》的倡议书，要求全体学生要放下

手机，告别手游，远离网吧，不沉溺于虚

拟时空，珍惜光阴，发奋学习，品学兼

修，立志成才！

绎11 月 22 日 学校被教育部评

为第一批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

校。

同日，学校聘请县委党校吴占强教

授在学术报告厅做了“学习十九大精

神，做好学生引路人”为主题的党的十

九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会。全体教职工

听取了报告，报告会由党委书记孙智慧

主持。

绎11 月 23 日 高二年级开始利

用课外活动和下午自习时段集中进行

冬季学业水平考试考前强化训练，提高

学生对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视程度和应

试能力。

绎11 月 24 日 高一年级举行中

华经典诗文知识竞赛。

绎11月 25日 党委副书记、政教

主任崔立军带领高二年级 9名备课组
长赴天津市河西区第四中学进行为期

一周的跟岗学习。

绎11月 26日 2017年冬季学校
加入县城供热网，开始接入东恒热力有

限公司供热系统并网采暖，因供热情况

不理想，学校在原校内供热锅炉堆煤场

修建集中换热站，用以改善校内供热现

状。

绎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 教育

局督导组对我校作业、教案、常规管理、

课堂教学等工作进行集中督导。

久远年代，有一个叫杜康的庄稼人，他在地里

干活时把吃剩的饭放在地边的树洞里，洞口封了泥

准备下一顿再吃。不料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雨，

等雨过天晴他就到地里去看，可刚走到树洞边就闻

到一股浓浓的香气。开洞一看，剩饭不见了，只留下

一泓清水，醇香扑鼻，芬芳醉人。这就是历史上最早

用谷物酿成的酒。其化学反应原理为：

淀粉（C6H10O5）n寅葡萄糖（C6H12O6）寅酒

精（CH3CH2OH）
为此，杜康就成了酒的祖师爷。所以曹操有诗

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自从人类发明了酒以后，酒与人便结下了不解

之缘，到了今天，人酒之间竟已到了相依为伴、难舍

难分的地步。

说来也怪，酒这东西，一不解渴，二不饱腹，何

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和魔法将人迷住。人们乐也喝

酒，苦也喝酒；喜也喝酒，愁也喝酒；逢年过节，辞旧

迎新，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结交疏通，庆贺祭奠，佐

餐聚会。大到国家元首，小到平民百姓，几乎无人不

喝，无处不见酒的身影。对于酒民来说,那更是不论
春夏秋冬，不管天南海北，几乎每天都得来那么“三

杯两盏”才得过去，真可谓是“无处不喝处处喝，无

时不饮时时饮”啊！目前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酒，谁

也说不清楚，全世界每年酒的产量是多少，似乎也

难以统计。但据说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每年的饮酒量

要相当于喝掉两个西湖之水，由此足见人们对酒的

需求量是多么的巨大。

酒之所以那么受人宠爱，这与酒的功能和作用

是分不开的。人们借酒可以寄情，可以忘情，可以抒

怀，可以宣泄，可以助兴，可以放松，可以兴奋，可以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使人变得更加自然真

诚。如果从药理角度来讲，内服适量的酒，可以驱

寒，可以开胃，可以提神，可以解乏，可以助眠，可以

舒筋活血，可以滋阴壮阳；外用还可以杀菌消毒，散

热降温，消肿化瘀。

酒就是如此奇妙的精灵。但总的看来，酒与人

们的社会活动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正因如此，造

酒、卖酒、饮酒不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行业，

而且与之相关形成了一种十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

在中国浩瀚的文史古籍中，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

现，其中与酒有关的确实不少。以人们所熟悉的《唐

诗三百首》为例，其中涉及到酒或与酒有关的诗就

有近 50 首之多；而《宋词三百首》中则高达 140 余
篇，将近半数。像李白、杜甫、柳永、苏轼、王安石、李

清照这些诗词大家，不仅个个都是酒家，而且几乎

到了无酒无诗的地步。“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人们尊

称为“诗仙”，又号称为“酒仙”。其酒量是“百年三万

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诗圣”杜甫在《曲江对

酒》中写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

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可谓是他一生

的写照啊。再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日

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借问酒家

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劝君更尽一杯

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等律诗绝句都与酒有

关。在现代文学中，与酒有关的诗词佳句也比比皆

是，如“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毛泽

东）；“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红灯

记》剧本唱词）；“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

……”（《红高粱》电影主题歌；“一壶浊酒喜相迎，古

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电视剧主题

歌）……由此可见，酒已广泛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

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去了。

不过造物主是公平的，世间没有只有利而无弊

的事情，酒亦不例外。对于不会喝酒或不能喝酒的

人来说，喝酒无异于受刑受罪。而对于能喝爱喝酒

的人来说，过量也不是好事。过量了轻者头晕目眩，

智力下降，反应迟钝，恶心呕吐，引起人体种种不

适；重则精神异常，或胡言乱语，或撒野颠狂，进而

昏迷不醒，甚至致人于死命。研究表明，饮酒过量会

伤胃伤肺，伤肝伤脾，伤肾伤心，伤神伤性。古往今

来，因饮酒过量而害人误事者多得不可胜数。但平

心而论，酒本身并无过错，关键是饮酒者自已，这样

说来，“酒不醉人人自醉”就确实是至理名言了。

事情既然如此，于是自古以来人们想了不少取

其利而避其害的办法。民间就有“醋可解酒”一说，

按照化学反应原理多少也有其科学道理。因为醋

（乙酸）和酒（乙醇）可以发生酯化反应生成具有果

香气味的乙酸乙酯。其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CH3COOH+HOCH2CH3寅CH3COOCH2CH3+H2O
听说有一种称之为“济公·酒伴侣”的解酒饮料

已经面世，据介绍该饮料纯系中草药根据科学配方
精制而成，酒前酒中酒后均可饮用。饮后不仅可以
化解酒精，免受其害，而且还有一定的强身健体作
用。果真如此，那对于社会和饮酒者自己，于公于私
都不失为一件好事。不过，即使有了“酒伴侣”，也不
可纵酒无度，凡事总得自己把握着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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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 启智 健体 尚美

大 事 记

笫 高二语文备课组 文喜东

———高中语文教材文言文部分“曾”字读音探讨

今 宵 酒 醒 何 处

笫 高二化学备课组 杨玉林

———学了乙醇再话酒

催化剂

淀粉酶 酒化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