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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 著

张
居
正

“是啊，”朱翊钧长吁一口气，叹道，
“张先生铁面宰相，何等了得，然也难逃
一死。 ”

张鲸听出皇上的话中含有几分幸

灾乐祸，他揣摩皇上对张居正的感情非
常微妙：即敬重又憎恨，既依赖又忌惮。
敬重的是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十年来
把个混乱溃败的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
憎恨的是张居正对他要求太严，特别是

万历六年的那道《罪己诏》，让他脸面丢
尽。 依赖的是张居正作为他的师相，十
年来不仅事无巨细一一施教于他 ，而
且替他排除所有的艰难险阻， 具有化
腐朽为神奇的移山心力。 忌惮的是张
居正独揽朝纲功高盖主， 如今天下官
员，都议论他这位太平天子，之所以能
够端居廊拱四海威服， 就因为靠着张
居正这位铁面宰相……尽管张居正严
守臣道，对他礼敬有加，但他在张居正
面前，总是小心谨慎，像一个生怕做错
事情的小媳妇。 处理朝政，他对张居正
言听计从，但每签发一道圣旨，他又怅
然若失———皆因张居正的票拟 ， 他不
敢擅改一字……如今， 这位宵衣旰食
不苟言笑的宰揆， 眼看就要油干灯灭
撒手而去，皇上在悲痛之余，有几分幸
灾乐祸也是情理中事。 有了这个判断，
张鲸冷冷一笑，露骨地说：“万岁爷，奴
才恭喜您了。 ”

“恭喜什么？ ”朱翊钧一愣。 “张先生
一死，压在你头上的一座大山，就给搬掉
了，这不是喜事儿又是什么？ ”“放肆！ ”

朱翊钧一拍桌子，唬得张鲸双腿一
软，屁股离了凳儿跪到地上。 朱翊钧的
确如张鲸揣摩的那样，对张居正是又敬
又恨。 但他绝不允许底下的奴才对他有
这种印象。 他之所以今夜里喊来张鲸，
本意也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惆怅，偏
张鲸自作聪明，硬是要将一些只可意会
的东西用语言点破，因此引起了朱翊钧
的恼怒。

“万岁爷，奴才该死！ ”张鲸惊悚地
自责。 朱翊钧本还想臭骂几句，一见张
鲸惶恐的样子，又抬手示意他坐回到凳
儿上， 斥道：“朕还以为你是个伶俐人，
原来却也是一个草包，什么三荤五素的
话，都从你的嘴中吐出来。 ”

“奴才知罪。 ”张鲸被骂蔫了。 “冯公
公还对你说了些什么？ ”“除了张先生病
情，余下什么都没说。 ”

朱翊钧睨着他，又道：“大名、真定
两名知府，一直未曾收监，这次张先生
又特意追问。 ”

皇上提起这件事， 张鲸止不住心
惊肉跳。 本来，朱翊钧已有旨，着都察

院将两名知府押解来京谳审， 张鲸是
大名府人， 大名府知府便托人给他送
了三千两银子，请他在皇上面前说情。
张鲸纳贿之后， 便瞅了个上西暖阁读
折的机会， 对皇上说大名知府逼迫灾
民缴纳赋税，实出无奈。 他曾向上峰禀
告过府治内受灾情况， 但府中移文报
上去后就被有司压下。 即使这样，他还
尽量挪借银两赈济灾民。 因此，解官押
赴来京之日， 境内许多百姓自发涌到路
口摆香案送他。 皇上一听，生怕弄出冤案
来，忙又下旨吏部，将两名知府由收监改
为软禁。 现在，皇上说张居正追查，张鲸
自知理亏不敢争辩， 只讷讷问道：“张先
生病入沉疴，还惦记着这件小事？ ”

“元辅早就说过，朝政无小事。冯公
公方才禀奏时，朕未下旨，因为这事儿，
朕是听了你的禀报后才修改了旨意，如
今再改回去，也还得让你去办理。 ”

一番话让张鲸听出两层意思 ：一
是皇上顾及他的面子 ，
没有将此事的底儿露给

冯保 。

从考试 100分到健康“100”分，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代表委员热议中高考体育改革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关中高考体育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随着推进体教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

越来越多地方开始讨论、探索“中考体育 100 分”“体育入高考”的可能性。考试能否成为解决当前体育教育
问题的良药？ 推进体育课改革、实现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前路在何方？

对症下药补齐短板，体教融合任重道远

面对体育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专家表示，
中高考体育改革只是体育教育改革的一个方

面，推进体教融合不能“一考了之”，而是要多措
并举、对症下药。

“加大资源投入、完善资源配置是推进体育
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双少敏建议，各地政
府应加大体育教育投入力度， 增加体育教师编
制，支持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和体育设施购置，保
障各中小学尤其是乡村学校配齐体育教师、开
足体育课程。 他同时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宣
传引导力度，让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加快树立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真正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

“运动项目化是现代体育的本质特征之
一。 ”管健民建议，以运动项目为抓手，推动学校
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加大中小学运动项目专
项师资的培养、培训力度，同时教育部门应与国
家级体育单项协会加强沟通协作， 就如何科学
合理地在中考体育测试内容、 方式和计分办法
中融入更多运动项目元素， 如何将运动项目教
学、 竞赛活动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与教学
体系等展开合作与研究。

“高水平运动项目赛事应是未来学校体育
的重要载体之一。 ”毛振明提倡中小学体育课施
行走班制教学， 把全年级的体育课安排在同一
时间，打破班级，以项目分组，设置排球班、足球
班、舞蹈班等，学生自行挑选感兴趣的项目进行
学习，只要喜欢就可以坚持下去。同时每个班都
是一支运动队， 体育课主要通过比赛的形式进
行，每学期一开学赛季就开始了，让学生在实战
竞技中提高技术、获得成就感，从而真正爱上某
项运动。

（据新华网）

体育教育改革亟须“破冰”

针对体育考试存在的弊端， 一些业内人士
表达了担忧。 “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更不
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唐江澎说，
“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 责任担当
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

全国人大代表、 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
院副院长双少敏认为，将原本象征快乐、自由的
体育纳入考试范围，不仅增加了家长的负担，而
且让一些学生对体育产生了抵触情绪， 这某种

程度上是对体育的“异化”。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

康发展 、 形成体育爱好和运动习惯是推进
体教融合的终极目的 ， 仅靠考试显然无法
达到 ，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学校体育教
育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

记者发现， 体育教师短缺问题在一些地方
仍十分突出， 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地域性和结
构性的缺编问题严重。在山西一所挂牌“足球特

色学校”的农村小学里记者看到，该校没有一名
专职体育教师， 足球教练是由美术老师和另一
位身兼多门课程的老师来担任的。

此外，体育教师专业素养不足、体育课质量
较低等情况也是有关专家普遍提及的问题。 全
国政协委员、 中国跆拳道协会和空手道协会主
席管健民认为，“当前的普遍现象是青少年喜欢
体育，但不喜欢上体育课，运动项目化发展水平
不高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明显短板。 ”

“中高考体育”话题背后

作为最早推动 “体育入中考 ”的专家之
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全国学校体育联盟
（教学改革 ） 主席毛振明表示 ， 设计中考体
育 ，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初三体育课大量被
文化课占用 ， 学生体质普遍下滑严重的问
题 。 他坦言 ，“虽然是应试教育 ，但至少它能
提升体育课在学校的地位 ，促使孩子们增加
体育锻炼 。 ”

2020 年 9 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
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意见》，将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面对刻不容缓的改革之势，一些业内
专家认为，用应试的办法来解决应试的问题，一
定程度上能起到倒逼效果。

记者采访发现， 随着体育中考分值不断提
升， 不仅学校体育课日益受到重视，“体育老师

被生病”现象日益减少。
毛振明认为，从目前中考的经验来看，中高

考体育改革一定能够推动中学生体质状况的改

善，而从体育教育改革的全局考虑，体育考试应
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 其目的在于用应试教
育的办法来解决应试教育造成的问题， 而当素
质教育大行其道时， 这种方式也会自动退出历
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