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21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二

责编：刘 凤 质检 ：李春晓

天下·连载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771144

熊召政 著

张
居
正

“迎儿的孩子生下来，如果是男的，
就是太子，你说该给迎儿什么名分？ ”

“母后的意思，册封迎儿为妃子？ ”
“你说呢？ ”“可迎儿是宫女出身。 ”

“宫女怎么啦？ ”李太后脸色突变，
怒气冲冲说道，“你不要忘了，娘怀你的
时候，也是一名宫女！ ”“娘……儿说错
话了。 ”

朱翊钧意识到伤害了母后的自尊，
两眼噙出了泪水。 李太后待情绪稳定
后，方对儿子吩咐道：“明日，你就传旨
礼部，迅速办理迎儿册妃的事。 ”

“儿遵命。 ”朱翊钧刚说完，便见容儿
又叩门求见。 李太后问她何事，她答道：
“冯公公来了多半会儿， 一直在廊下坐
等，说是有急事要禀报。 ”“请他进来。 ”

转脸工夫，便见冯保急匆匆跑了进
来。 不等他禀事，李太后先向他通报了
迎儿册妃的事。 冯保其实早就知道迎儿
怀孕的事，只是李太后不提，他就不敢
造次乱讲，这会儿听了，便满脸堆下笑
来向皇上道喜。 朱翊钧觉得事情太突
然，越是道喜他越是难堪，于是拦了冯
保的话头，问道：“你有何急事要禀？ ”

冯保忙收了笑脸，说道：“老奴派人
到纱帽胡同张先生家去近视病情。 太医
院的院正守在那儿，偷偷对咱手下的牌
子说，张先生的病，恐怕是没有救了。 ”

李太后听罢脸色大变，说道：“从没
听说痔疮是绝症，怎么就没有救了？ ”

冯保道：“太医院的话， 的确不能
当真。 但他这一讲，若传出去，岂不动
摇人心？ ”

“这个倒是。 ”李太后想了想，也不
征询朱翊钧的意见，顾自言道，“从今天
起， 太医院的郎中们全部在衙门守值，
一个都不准回家。 ”

“母后，这样是不是过分了？ ”朱翊
钧小心问道。

“有什么过分的，要想不走漏风声，
只能这样做！ ”

李太后说得斩钉截铁。 冯保赶紧告
辞，他要派人到太医院传旨。

第二十九回 乞生还宫中传急折

弥留际首辅诉深忧

四月中旬，久病不愈的张居正自感
肌体羸疲，已无法履行首辅职责，遂向
皇上递了《乞骸归里疏》，言及“伏望圣
慈垂悯，谅臣素无矫饰，知臣情非获已，
早赐骸骨，生还乡里。 倘不即填沟壑，犹
可效用于将来，臣不胜哀鸣恳切，战栗
陨越之至”，语极悲凉哀切。 万历皇帝看

过之后，亲颁手敕，命司礼监太监张鲸
送到张府，敕曰：

谕太师张太岳： 朕自冲龄登极，赖
先生启沃佐理，心无所不尽，迄今十载，
四海升平。 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
先帝顾命。 朕方切倚赖，先生乃屡以疾
辞，忍离朕耶？ 朕知先生竭力国事，致此
劳瘁，然不妨在京调理，阁务且总大纲，
着次辅等办理。 先生专养精神，省思虑，
自然康复，庶慰朕朝夕之意。 钦赐
元辅银八宝四十两、甜食二盒、干点心
二盒、烧割一分。 钦此。

本来，对于张居正的病情，李太后
已下过懿旨 ，要严格保密 ，但朱翊钧
听信张鲸的建议 ，谕旨通政司 ，将张
居正的 《乞骸归里疏 》和以上这道圣
敕一同在邸报上刊登 。 这样一来 ，天
下官员都知道张居正病

情严重，似乎患的是不治
之症，而皇上对这位师相
的宠信，也是一如既往注
念有加。

孩子的手机是该管管了

移动互联时代， 如何让学生科学理性对
待并合理使用手机， 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自
我管理能力？

专家认为， 要彻底解决中小学生手机沉
迷问题，需改进单调、刻板的教育教学方式，
尽快确立多样的考核评价标准。

储朝晖表示，只有教育评价标准多元化，
中小学生才能有更多开展户外活动、 亲近自
然、接触社会的时间和机会，而不是仅仅依赖
手机获得外界信息， 这更有助于增强学生个
体的自主性，“役物而不为物所役”。

《通知》强调了家校沟通的重要性。 学校
要将手机管理的有关要求告知学生家长，讲

清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必要

性。 家长应履行教育职责，加强对孩子使用手
机的督促管理，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田丰表示， 教育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的
“主阵地”在学校，而不应让家庭和其他社会机构
承担更多责任。 当然，家庭也要承担应有责任。

为做好家校共育，教育部指导编写的《家庭
教育指导手册》（家庭卷、学校卷）于去年 12月初
发布，书中首次增加了提升孩子媒介素养的内容。

张海波认为， 家长和学校都要提升媒介
素养。 一方面，学校在落实《通知》精神时，应
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 城市农村不同地域等
情况，采取差异化措施；开展丰富的活动，给

孩子提供合适的解压渠道； 优化信息化教学
模式，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同时发挥学校在
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特别是班主任要跟家
长多沟通，并针对学生一些不当使用行为做出
具体的教育指引。 另一方面，家长自身要做好
示范，不能沉迷手机；多跟孩子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促进自觉自律；做好统筹规划，赋予孩子
使用手机的权利时约定手机使用时限等。

“有句格言，越自律才越自由。 手机本身
不是问题，怎么使用手机才是问题。 应通过教
育引导， 让孩子提升媒介信息素养和自我管
理能力。 再面对手机时，他们才能‘拿得起放
得下’。 ”张海波说。 (据《人民日报》)

新学期开始， 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加
强手机管理工作。 这源于教育部办公厅 2
月初印发的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
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
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确有需求的，须经家长
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手机应由学校
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对于如何解决禁带手机后的沟通需

求，《通知》做了安排：学校应将手机管理纳
入学校日常管理，提供必要保管装置，解决
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等。

随后，各地教委就落实《通知》精神提
出明确要求。 比如，北京市教委要求，各中

小学设校内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设施设

备； 江西明确了中小学校教职工的管理职
责；陕西禁止学生将个人手机带入课堂。

怎么管理手机，各学校有自己的高招。
给手机入校“立法”。 这些天，华东政法大学
附属中学校长傅松正在忙着修订该校的手

机管理规定。早在 2015年，该校学生事务中
心在调研、听证基础上，制定了《华东政法大
学附属中学校园学生手机使用管理规定》。
规定明确了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的时间、
地点、禁止行为、申请程序等，对违反规定的
情况也有明确罚则。

帮助学生管好手机。 山东、上海等地多

所学校设立了手机保管箱。 在广州，各小学仅
允许学生带电话手表入校， 并锁定了使用时
段；中学实行走读学生禁止带手机入校，住宿
学生需要带手机的， 需提前向学校申请报备，
入校后手机统一交给老师保管，离校前统一返
还学生。

不少学校还通过家校共育， 与家长约
定学生在校外使用手机的时间和方式。 江
苏南京的宋女士有一个孩子正在读初二 。
最近， 学校要求家长管理孩子在家使用手
机的频率， 这让她有些喜忧参半：“这下跟
孩子说这事有了底气， 但孩子在线学习如
何解决？ 假期怎么办？ ”

手机入校园， 该进还是该禁？ 事实
上，这个话题社会上早有讨论。

赞成校园禁手机者认为， 青少年自
控能力尚不足， 过度使用手机会产生很
多问题。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媒介与教育
工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海波将其总结为 3
个方面， 一是部分自控力较差的学生容
易沉迷手机，影响视力、耽误学习，特别
是滋生亲子矛盾。 二是易受暴力、色情等
不良信息影响，特别是一些短视频、直播
平台。 三是易产生网络欺凌、 诈骗等行
为，甚至引发一些恶性事件。

对校园禁手机抱有疑虑者则认为，
禁了手机，家长和孩子如何沟通？ 目前

网上布置 、提交 、批改作业十分普遍 ，
孩子不带手机、不用手机怎么做？ 一位
家长说 ， 学校老师要求家长下载某些
作业类 App， 并在 App 上给孩子布置
线上作业 ，要求家长监督完成 。 “有些
App 查看答题分数或排名还需要充值 ，
是何道理？ ”

《通知》明确，学校要加强课堂教学
和作业管理， 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
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手机布置作业虽然方便，但部分地
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忽略了不同年龄段学

生对手机的自控能力和线上作业完成效

率有差别， 不仅加大了部分学生对手机
的依赖，也容易加剧家校矛盾。

《通知 》对此提出 ，学校要通过班
团队会 、心理辅导 、校规校纪等多种形
式加强教育引导 ， 避免简单粗暴管理
行为 。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少年与社会

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田丰对记者表示，学
校等相关部门在落实《通知》精神时要避
免懒政，应承担起应有的教育引导责任，
并和家长做好联动管理， 而不是仅使用
物理隔绝方法。 从长远看，单纯禁止使用
手机， 也不利于青少年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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