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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季结束了，但高考引发的话题依然保持着

热度。今年的湖南省和湖北省高考政治试卷里，不约

而同出现了漫画家郑辛遥的作品。湖南省高考政治试

题采用的漫画是《肯做好事，还要会做好事》，湖北省高

考政治试题采用的漫画是《道理是直的，道路却是弯

的》，两道题型都是选择题。这两幅漫画作品创作于

2010年前后，原载于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智慧快餐”

漫画专栏。

《肯做好事，还要会做好事》画面上，一个人出于好

心帮别人打伞，但却遮住了被帮助人的眼睛，给被帮助

人带来了麻烦，这启示我们做好事时既要全面把握客观

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又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道理

是直的，道路却是弯的》是根据民间的一句俗语演变而

来。画面是根据“道路却是弯的”意思来表达，设计成一

个人站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上在思考，象征生活中将会

遇到各种困难和险阻。

漫画《肯做好事，还要会做好事》的创作灵感来自生

活。郑辛遥回忆说：“那是一个雨天，我与夫人上街购

物，双手提了东西，突然下起了雨，夫人连忙为我撑起雨

伞，但只顾打伞，没有注意高度，结果遮住了我的双眼，

我当时还说了她几句。但回家后，我的灵感来了。这不

就是肯做好事，还要会做好事嘛……我马上想，可以据

此现象创作一幅漫画，主题就是‘好事要做好’。”漫画创

作，就是要做有心人，从生活中去发现有趣的现象和素

材，要比别人多一只眼睛，多一只耳朵去观察世界。

《夜光杯》上的“智慧快餐”专栏始于1992年，每周一

期，至今已刊1600多幅作品。这两幅漫画也收入了上海

辞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智得其乐：“智慧快餐”漫画

专栏三十年》和2023年出版的《漫有意思：“智慧快餐”漫

画逗本（英汉双语）》。两本书的责任编辑朱志凌说，高考

题目越来越灵活了，考的是学生的阅读量，也考学生阅读

的广度，“这两方面，现在的学生其实都做得不太够”。

漫画作品的魅力在于让人会心一笑之后，心有所

悟，深入思考解读。漫画进入高考题，发端于1983年高

考试卷的漫画作文（即材料作文）。2011年，漫画大师华

君武的漫画作品《永不走路，永不摔倒》亦曾入选全国高

考政治试卷。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华君武先生曾经

告诉郑辛遥：“幽默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哲学道理。”

在得知郑辛遥漫画作品入选高考题目后，他的朋

友们纷纷发表看法，热烈讨论：“这是一种文化形式在

教育界的新认可。”“以漫画作高考题目，对文理科考题

都是契合的，它体现高考题的科学人文主题，而你的漫

画涵盖哲思，非常适合对考生进行思辨能力和人文素养

的考查。”

郑辛遥透露，他最近又收到“天星教育”寄来的《金

考卷——特快专递》。他说：“‘天星教育’与我合作有五

六年了，他们常常发现在全国的高考试卷和各地模拟试

卷中有我的漫画。他们在试卷汇编时，由于漫画图不够

清晰，来联系索取高清的电子文件。高考试卷和各地模

拟试卷题的出卷老师尊重知识产权，标明作者名字，我

都乐意配合。我的漫画能让学生有点思考启迪和哲学

思辨，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教育专家认为，这类考察思维能力和知识功底的题

目，恐怕是今后考试拉开分差的实践方向。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中国近现代新闻

出版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一周年之际，我国杰

出的爱国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学奠基人戈

公振的侄孙孙戈日前向博物馆捐赠了戈公振

20世纪20年代末欧洲考察后写就的《国际联

盟之概观》手稿20页，以及有关戈公振赴日

内瓦采访国际联盟会议的新闻报道剪报。

上海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新

闻出版业的重镇，近代以来的新闻出版事业

在上海积累下丰富史料和文化记忆。手稿详

细介绍了国际联盟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

主张中国应积极利用该机构保障我国权益，

促进国际互助，共谋世界和平，此文未见公开

发表。此外，中国收藏家协会组织会员吴福

明昨天也向博物馆捐赠4件套历史文献，包

括解放初期上海新闻统一服务社报刊费收

据、1947年正太新记印刷所“上海市铅印工

业同业公会”会员证书等。这些珍贵捐赠见

证了过去的社会生活、行业风貌和新闻业前

辈的生命史，为博物馆今后的研究、展示、教

育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材料。

一年来，立足厚重的历史实物，借助多元

的呈现手段，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成

为上海城市绵长文脉中一处新的文化坐标。

据悉，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馆以来

的首个引进展“群星闪耀时：裴多菲和时代”

将于8月亮相。该展是该馆、匈牙利布达佩

斯历史博物馆、裴多菲文学博物馆深度合作，

联合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

馆）共同主办，展出大量裴多菲相关的珍贵实

物等，全面梳理裴多菲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

程及其在匈牙利文学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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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郑辛遥

漫画《肯做好事，还要会做好事》（作者：郑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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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2把大提琴如同12条金色的溪流缓缓流淌过心田，有

人心潮澎湃，有人豁然开朗。那是梦幻琴声带来的“治愈力”。

随着昨晚《12把大提琴音乐会》亮相上海大剧院，由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推出的特别项目“柏林爱乐在上海”圆满收官。

4场交响音乐会，7场室内乐，被震撼，被感动，被惊艳，被

温暖，百感交集之余是更多的眷恋和不舍。“当勃拉姆斯《e小

调第四交响曲》进入最后一

个乐章后，真希望时间过得

慢些再慢些，让这样美妙的

时刻尽可能多停留一会儿。”

乐评人李严欢道出了广大乐

迷的心声。

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

的乐团艺术总监、指挥基里

尔 ·别特连科，面对贝多芬、

勃拉姆斯、理查 ·施特劳斯、

拉威尔等人的杰作，将自己

始终隐藏于作曲家之后，用

指挥棒道出对那些伟大作品

的尊重，他由内而发的质朴，

更是令人敬佩。

古典“天团”近10天的“上海驻演”让这座爱乐之城沸

腾。在忙碌演出间隙，演奏家走入校园、博物馆，参与剧场举

办的大师课、文化交流，吸引了大批乐迷、琴童和音乐爱好

者。“柏林爱乐”此次上海行虽落幕，城市中流淌的古典之声却

不会停歇，人们因灵动的音符、美妙的旋律相遇、相聚、相爱的

故事仍在继续。

“柏林爱乐”的到来勾起了贾岚的温暖回忆。2020年4月，

她偶然看到一段福兹和柏林爱乐小提琴首席樫本大进的对话，

谈到了莫扎特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K622），很是感动，写下一

篇文字。此次，得知福兹参演柏林爱乐瓦里安 ·弗莱四重奏音

乐会，她特地抢票。她委托本报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转

交给福兹一封感谢信，她在信

中对福兹说：“我是一个中国

人，喜欢古典音乐，我非常喜

欢您（福兹）的演奏，喜欢您

（福兹）的音乐的悠远、明亮和

淡淡的忧伤。”收到信的福兹

很高兴：“我很感谢，上海乐迷

能这样惦记着我。”

“柏林爱乐”的到来，开

启了古典乐迷的狂欢，其中

也包括茅亦铭。85后的他年

纪不大，乐龄不小。“天团”开

启“上海驻演”首晚，就“兵分

四路”开始魔都之旅。当晚，

茅亦铭选择了柏林爱乐管乐室内乐团的演出，并在朋友圈写

道：“这是一场精妙绝伦、酣畅淋漓的铜管与木管交织的交响

盛宴。”他最推崇两位圆号手安德烈 ·祖斯特、保拉 ·艾纳萨克

斯的演奏。他抢了两场周末的票，和太太一起听，茅亦铭和太

太就是在微博古典爱好者群中认识，真正是通过共同热爱的

音乐“确认了眼神，这就是对的人”。 本报记者 朱渊

确认了眼神 都是“爱乐人”
“柏林爱乐在上海”活动昨晚收官

上海大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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