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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煞青巾酒旆招，
红颜辜负可怜宵。
只堪罚作银河鹊，
岁岁年年枉驾桥。
黄金不惜教婵娟，
歌舞而今乐少年。
凤阁画台生梦草，
钿筝锦瑟化寒烟。
点点白鸥晴日雪，
飞飞紫燕故乡人。
江南无限情无限，

六月荷花别有春。
看罢这五首绝句，张居正的心情一

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诗中渗透了红颜无
奈，孤清凄婉的情绪，似乎对他也流露
出一些幽怨。 最后一首更是直接地表白
出浓郁的思乡之情。 他把这五首诗反复
看过几遍，才忽然醒悟到自己对玉娘的
温存太少。 平常很少到积香庐来，即便
来了，也是杂事缠身，要么会客，要么处
理信件奏章， 留给玉娘的时间并不多。
对明媒正娶的夫人， 这样倒也没有什
么， 但对没有任何名分的玉娘来说，就
难免让她生出许多臆想， 该如何安慰
她，抚平她心头的哀怨？ 张居正援笔伸
纸，一面沉思，一面写了下来：

奉和玉娘消夏诗五首

置身宦海为孤客，
最怕红颜强说愁。
阁上春风岂枉度，
长怀鸳梦小窗幽。
红尘无处问童子，
且喜帘前玉女来。
凤曲鸾歌消永夜，
瑶琴一抚一徘徊。

为觅尘缘屡见招，
怜卿我自醉中宵。
人间有病天知否，
春雨秋风过石桥。
画楼谁肯惜婵娟，
轻薄长安尽少年。
灵药一颗谁窃取，
嫦娥迎我剪寒烟。
落日千山风浩荡，
金戈铁马楚狂人。
虞姬伴我轻生死，
一回执手一阳春。
除了今年元宵节皇上赐御筵写了一

首承制诗外，张居正一直没有闲情逸致吟
风弄月。 但今天实乃有感而发，因此并没
有用到一炷香的工夫，就把这五首诗和出
来了。他让小凤儿把这诗拿到楼上送给玉
娘，看能否过关。 当他听说玉娘已用过晚
膳之后，便蹙过膳厅要了一壶花雕，独自
品饮起来。 刚喝了三杯，积香庐主管刘朴
就进来禀报，说游七前来有事禀报。 张居
正命他唤游七进来。

如今的游七，在外头也是个架起膀子
自称是圣是贤的人物，但一见了主人立刻

就恢复了委琐。 他进门后喊了一声 “老
爷”，然后恭恭敬敬站在门边儿上，张居正
一边呷酒，一边问他：“今日有何事？ ”“有
两件事，” 游七禀道，“第一件是大公子懋
修收到了江西汤显祖的回信……”“哦，他
回信了，他怎么说？ ”张居正打断游七的
话，迫不及待地问。 “这小子张狂，竟推辞
了大公子的美意。 ”“啊！ ”张居正若有所
失，也不多讲，只闷闷地呷了一小口酒。游
七所言之事，涉及的是张居正的家政。 张
居正一共有六个儿子，大儿子敬修与二儿
子嗣修，都已乡试中举，获得了于今秋在
京城举行的秋闱大典的会试资格。张居正
对这两个儿子期望甚殷，希望他们才拔群
伦而金榜题名。 通过向礼部官员咨询，得
知江西青年举子汤显祖学问文章称雄东

南，今年也来京应试，便意欲把他延揽到
门下，与敬修嗣修一道温习举业，以共进
退。 当得知首辅大人有这层意思后，礼部
官员大包大揽， 要以礼部名义办理此事。
张居正顾忌仕林影响， 坚决不同意这么
做。 他吩咐敬修自己向汤显
祖写了一封信，表达慕名订
交声气相求的愿望。

熊召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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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亿中小学生上网激增！

疫情下的网络沉迷怎么办？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 让中

国近 2 亿中小学生迎来史无前例的在
线教育。 宅在家里，上网课、写作业、打
游戏……已成很多青少年生活的常
态。 小小年纪却能在手机上熟练切换
运行上课软件、游戏软件，让很多家长
感到担忧。

疫情下，青少年沉迷网络的问题更
加凸显，家长们该怎么办？

孩子游戏忙 家长焦虑升

“玩游戏玩得吃饭都叫不动”“趁我
睡着了掰我的手指解锁手机”……“熊
孩子” 疫情期间长期在家沉迷游戏，让
“老母亲”“老父亲”们感到无奈又无助，
“不盯着他，他就玩”，这让家长们感慨
“上网课我比孩子还累”“带孩子比上班
还累”。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游戏成为网
络娱乐的重要方式之一。 QuestMobile
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 年春节期间，互
联网行业的在线时长和日活数量均创

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春节前用户使用总
时长约 50 亿小时， 而在春节和疫情的
双重刺激下， 用户使用总时长甚至达
61.1 亿小时，较春节前增加了 20%。

对青少年而言，通过网络学习、上课
的客观需求增加了他们接触手机的可能

性，也拉长了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时间。 这
给孩子们打游戏提供了更多机会。

家长们即使 24 小时都和孩子待在
一起，也难免会有疏漏，一些“熊孩子”
就借机钻了空子———他们用家长的身

份信息，绕过实名管制要求，登录游戏。
记者从腾讯客服获取的数据显示，疫情
以来， 腾讯客服受理的退费申诉中，超
过 92%都是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
进行游戏及消费。

对很多家长而言，他们不仅担心玩
游戏时间太长会导致孩子沉溺于游戏，
影响到学习，更对孩子们的身体感到担
忧。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发布的
“疫情期间中小学生状况调研报告：小
学篇”显示，70.7%的小学生锻炼时间不
到 30 分钟 ，其中 ，有 8.3%的学生几乎
没有体育锻炼， 有 19.2%的在 15 分钟

以内。
而最让家长们忧心的，是长期接触

电子产品对视力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上
海调查总队的调查同时表明 ，70.5%的
家长对疫情期间孩子的视力问题表示

出深深的顾虑。

一些孩子用成年人账号玩游戏绕

过未成年人保护

“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一直是
家长们关注的问题。 ”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疫
情居家期间，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游
戏机会增加，这一问题又被放大，再次
引起家长们关注。 针对这一问题，家长
们可以做什么呢？

伴随互联网出生的青少年 ， 对网
络游戏具有较强的认同。 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发布的 《中
小学生网络游戏的认知、态度、行为研
究报告》显示，近八成学生从小学就开
始接触网络， 手机成为中小学生的首
选游戏设备。

家长在处理孩子玩游戏的问题时，
往往会采用监督、限制等手段，这在一
定程度上有效帮助孩子们合理使用网

络与游戏， 但也带来了亲子间的争执。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

的调查显示，近四成学生曾因网络游戏
与父母发生过争执。

对此，专家建议，家长可以通过成
长守护平台对孩子的游戏时间、游戏消
费进行管理，甚至还可以使用“一键禁
充”功能禁止游戏内的所有消费。 如果
允许孩子适度娱乐，也请家长能够指导
未成年人以其身份信息进行实名验证，
确保未成年人的游戏时段、时长等都能
受到健康系统的严格限制。

面对未成年大额消费问题，多家游
戏平台都建立了反馈渠道和受理流程，
家长可提供家长和孩子的身份证明等

一些必要材料， 经过平台方综合评估
后，会对申诉的消费问题处理。

对于未成年人防游戏沉迷，这些措
施足够了吗？ 记者发现，一些破坏保护
系统规则的行为正在网络滋生，将对未

成年人带来新的负面影响。
当前，网络上出现了诸多游戏账号

租号平台，玩家可以一小时 2 元至数十
元的价格租到一个账号。 很多游戏账号
平台都没有用户实名认证的机制，未成
年人可以用零花钱在这些平台租赁账

号打游戏，一些账号甚至皮肤、装备等
都很齐全，对青少年很有吸引力。

此外，一些关于“未成年人游戏申
诉”的黑色产业链也开始浮现。 一方面，
恶意申诉给企业带来挑战。 腾讯未成年
人游戏主动服务负责人陶金介绍，据不
完全统计， 平均每天接到超 20 起成年
人借未成年人游戏消费之名的恶意申

诉，占用了合理申诉用户的服务资源。
更需关注的是，还有一些不法分子

打着帮家长申请游戏退款的旗号 ，以
“中间商”的名义，从游戏消费退款中牟
利， 一些家长由于不了解游戏退费规
则，轻信了所谓的“代理”，需要给他们
不菲的“辛苦费”。

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漏洞”还需
要不断修复

数据显示 ，2019 年我国未成年网
民规模为 1.75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1%， 未成年网民中利用互联网进
行学习的比例为 89.6%， 玩游戏的比
例为 61.0%。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少年不仅将

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更将使用互联网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面对来势汹涌的网
络浪潮和技术变革趋势，看似难以招架
的家长还能做些什么？ 政府、企业等又
可以为构建一个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

环境贡献什么力量？
“我与家长之间不是代沟， 而是天

堑。 ”在一些青少年的眼中，在面对玩游
戏等问题，他们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和
的矛盾。 “游戏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教
育的问题，尤其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孙
宏艳说，家长需要从观念上对游戏进行
转变，并对教育方式进行转变。

“对青少年而言， 游戏不仅是一种
娱乐方式，还是一种社交方式。 ”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的研究

显示，在中小学生的现实交往中，他们
非常乐于通过游戏来表现自己的玩家

身份和对网络游戏文化的了解，并由此
体验到群体归属感。 专家认为，青少年
的这种社交需求不可忽略。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更能够让
青少年不至于沉溺于网络虚拟中呢 ？
《中小学生网络游戏的认知、态度、行为
研究报告》介绍，父母与孩子亲密程度
越高，越关心理解孩子，孩子更能认识
到网络游戏的负面影响，更少地在游戏
中花费开销，而对孩子溺爱、冷漠或控
制欲较强家庭的孩子都更容易出现喜

欢打游戏、玩游戏时间过长等情况。
从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来讲，这一

系统的社会“漏洞”还需要不断修复。 首
先，越来越多的游戏正在被接入到防沉
迷系统中，5 月底前， 腾讯游戏 80 款移
动游戏将接入防沉迷新规，与此同时微
信小游戏和 QQ 小游戏也已接入健康
系统。

2018 年，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
委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 要求 “严禁学生将个人手
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
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 调查显示，
81.9%的未成年人所在学校不允许学生
带手机进校。

网络空间作为家庭、学校、社会等
现实世界的延展，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成
长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停课不停学出现的一些问
题，一定程度上暴露出部分未成年人在
网络素养上的短板。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
少年权益部发布的报告建议，将上网技
能、安全防护、信息甄别等作为青少年
网络素养教育的必修课。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表示，应
将网络素养教育拓展至全民， 纠正家
长、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
的错误认知，让家长具备管理和引导子
女正确上网的能力。 “建立政府牵头、家
校企三方联动的网络素养教育，不仅是
为了提升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更是为
网络时代的未来奠定基础。 ”

（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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