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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起，市民在社区或街道便能
找到人工或自助的回收网点，将家里的旧
电器、废纸张、旧衣物、塑料瓶、废金属等
交投后，能直接变现，或累计积分兑换商
品和服务等

给古人的错别字编一部字典
《先秦秦汉讹字全编》近期将出版，并建设讹字数据库供学界共享

当你还是学生时， 语文老师一定

给你改过错别字。 那你想象过今天的

人们， 给两三千年前的古人改错别字

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先秦两

汉讹字综合整理与研究” 要做的就是

这么一件事。

该项目于 7 月 14 日至 15 日在清

华大学举办 “先秦两汉讹字学术研讨

会”。 项目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出

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赵平安宣

告喜讯， 《先秦秦汉讹字全编》 将在

近期出版， 这相当于是给古人的错别

字编一部字典。

讹字研究有了重要新材料

甲骨文、 金文、 篆书、 隶书、 楷

书……历史上的一次次文字变迁， 让

先秦两汉古文字的原貌， 在今天普通读

者的眼里显得似曾相识却难以辨识。 而

我们之所以能从甲骨简帛、 古代文献里

汲取传统文化营养， 得归功于古文字学

家对它们的释读。

释读会遇到一个难点———讹字。 86

岁高龄的历史学家、 古文字学家李学勤

为 “先秦两汉讹字学术研讨会” 发来的

贺信中， 给出了讹字的定义， “汉字的

发展具有连续性的脉络， 是一个相当稳

定的系统， 但在具体的书写刊刻中， 由

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不免出现不稳定

因素， 所产生的非常规写法便成了所谓

的讹字。” 李学勤指出， 讹字研究在汉

代发轫， 清儒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清

代学者王引之 《经义述闻》 有言， “经

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讹 ， 仍之则义不可

通， 改之则怡然理顺。” 用今天的话来

说便是： 经典中的错别字， 只有改过来

才能读通。

让李学勤高兴的是，“近来清华简、

北大简等相继公布， 为讹字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新材料”“我们并非为讹字而研究

讹字， 而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文字的构型和发展规律， 并为校读古书

和认识古书的流传提供依据”“我们可以

对讹字研究的前景有更多期待”。

在“先秦两汉讹字学术研讨会”上，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

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宝岛台

湾“中研院”史语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

多位学者提交了论文，涉及甲骨文、金文、

简帛文献、陶文、玺印、石刻等材料，全方面

呈现了先秦两汉的讹字现象。 如首都师范

大学教授刘乐贤谈到了北京大学收藏的汉

简中的《周驯》，里面有一句“为人君者，不

可以不好听， 不好听则毋从智下之请”。刘

乐贤指出，其中的“毋”“智”“请”是讹字，应

为“无”“知”“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君主

的必须善于倾听臣民说话， 否则无从知道

下情。 李学勤教授的助手程薇提交了一篇

《“规”字楚文字形及相关问题补说》，以清

华简为材料，探讨了“规”与“矩”“巨”

之间的文字关联。

编纂讹字字典和数据库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先秦两

汉讹字综合整理与研究” 已历 3 年，

有望今年年底顺利结项。 据领衔此项

目的赵平安介绍， 该项目旨在以先秦

两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材料为依

托， 以文字学、 训诂学、 文献学、 心

理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支点， 通过文

字考证、 文献校勘、 考古类型学等方

法， 全面整理先秦两汉文献中存在的

大量讹字。 茛 下转第三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  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文汇网：www.whb.cn   微信公众号： 文汇报 （ID:wenhuidaily) 微博： @ 文汇报 客户端： 文汇

152018年 7月 日 星期日

农历戊戌年六月小初三 六月十一 大暑

今天 晴到多云 温度:最低27℃ 最高34? 东南风4-5级
明天 多云 温度:最低27? 最高34? 东南风3-4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第25830号
今日8版

医
疗
康
复
行
业
迎
来
“蓝
海
时
代
”

当
下
最
前
沿
科
技
都
将
致
力
于
解
决
医
疗
康
复
相
关
问
题

本报讯 （记者樊丽
萍 ） 全球正在步入老龄

化 ， 医疗康复行业将迎

来 “蓝海时代”， 有望形

成一个千亿元级规模的

市场 。 在昨天举行的第

12 届国际康复工程与辅

助技术大会上， 世卫组织

代表查帕尔·卡斯纳比克

介绍 ， 步入 21 世纪后 ，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改

善 ， 无论是欧美还是亚

洲， 很多国家都步入深

度老龄化 ， 越来越多的

人变得更长寿了 ， 他们

都不得不需要医疗辅助

设备来维持日常生活。

已有调查表明 ， 挪

威目前 60 岁以上的老人

中 ， 有 75%的人已经在

使用各种类型的医疗辅

助设备。 “20 年前， 人

们通常有一个误解 ， 认

为只有残障人士需要使

用医疗康复或辅助设备。

所以当一些人真的必须

使用这些仪器时 ， 他们

的内心可能会有一种羞

耻感 。 但是今天的情况

显然不同了。” 根据查帕

尔·卡斯纳比克的看法 ，

每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身体机能的不断退化，

出于健康的考虑 ， 或早

或迟都将成为医疗康复

设备的用户。

不少与会专家指出，

对更多老年人和许多慢

性疾病患者来说，除了医

疗介入和人工护理，提供

合适的辅助性和康复性

医疗器械是有效的方式，

这将撬动一个需求巨大、

前景可期的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 ， 几

乎所有前沿技术都会在

医疗康复行业集聚并开

拓应用 。 “从互联网 、

虚拟现实 、 大数据 、 人

工智能到 3D 打印 、 新

材料 ， 人们所知道的当

下最热门 、 最前沿的科

学技术 ， 都将致力于解

决医疗康复的 相 关 问

题。” 国家康复辅助研究

中心主任 、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院长樊瑜波指出， 基础研究对于医疗康复意义重

大。 目前， 他的团队正试图通过模型建构， 研究人体的

运动机理。 这些研究将有助于医生根据患者的不同病

情， 提供更精准、 更具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国际康复工程与辅助技术大会创始于 2007 年， 每

年举行一次， 目前已成为亚太康复工程和辅助技术的标

杆性学术交流活动。 今年， 该会议由亚洲康复工程与辅

助技术联盟和上海理工大学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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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对两岸统一的高度自信
———台湾舆论热议习近平对台重要讲话

引入人工智能消除服务“痛点”

本报记者前往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体验窗口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点点滴滴

请机器人当客服、 靠人工智能减少排队、 用云

计算帮助忘带材料的 “马大哈” ……这些听起来挺

酷炫的高新科技， 已在徐汇区对外办事窗口扎扎实

实地发挥作用， 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利器。

徐汇区是全国首个入选“互联网+政务服务”示

范工程的区级政府， 同时也拥有上海人工智能产业

的重要集聚带。 记者近日前往位于铁路上海南站附

近的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 在这个日均开放近百个

窗口、接待两三千人次的服务枢纽，政府一方面通过

统一受理、精简流程等内部改革，加速审批和服务的

响应速度；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改善用户办事体验。

让机器人填补“服务真空”

走进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一号楼， 记者邂逅了

一个萌萌的机器人。 这个高约 1.3 米的圆柱体慢悠

悠地在大厅中穿行， 遇到 “障碍” 可以自动绕过。

服务大厅值班长朱雯静告诉记者， 这个机器人

叫 “徐小递”， 每天会往返于一楼办事窗口和各职

能部门之间， 负责递送材料。 窗口人员只要在电脑

上对它发出召唤， 告知目的地， “徐小递” 就会前

来把材料妥妥地吞进 “肚子”； 由于存储了所有楼

层的三维地图， “徐小递” 可以自主选择路线； 到

了目的地， 还会打电话给接收者。 上下楼对 “徐小

递” 也不是问题———借助无线通信模块， 它可以控

制电梯。 茛 下转第二版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窗口体验之一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编者按 日前发布的 “上海扩大开放 100 条” 明确提
出， 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 2018 年组织实施上

海营商环境改革年系列行动， 以打造投资环境最便利、 政府服
务效率最高、 服务管理最规范、 法治环境最完善为核心， 集中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 表彰一批改革创新项目和内外
资优秀企业家。 借鉴兄弟省市营商环境改革有益经验做法， 着
力提高行政审批和服务的透明度和便利度， 大幅提升企业和群
众对营商环境改革获得感。

本报记者近期对本市一些区、 部门和服务单位的窗口服务
进行了实地采访， 聚焦市民和企业办事的实际体验。 从今天起
将陆续推出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窗口体验” 系列报道。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沪上零片酬“综艺”如何成扶贫“酵母”

公益纪实节目《我们在行动》探索明星名人扶贫新举措，“真扶贫”“长尾效应”成为评论高频词

公众人物与贫困村、综艺节目与扶贫，看

似不同维度的概念融合到一起，汇成一股“荧

屏清流”。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公益纪实

节目《我们在行动》，探索精准扶贫的创新举

措，在全国电视界开创先河。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在全国上

下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历史进程中， 这档电视节目也发挥了

积极作用。数据显示，第一季组织的六场订货

会总销量突破1460万元，13期节目有10期收

视率位列同时段省级卫视榜首。 节目的口碑

也在不断发酵———明星和企业家零片酬参

与，所到六站均为“真扶贫、扶真贫”，节目收

官后长尾效应显著———这些都是评论中的高

频语句。

摄制组所到之处，老手艺焕发新生，农产

品打开销路，年轻人“回流”建设家乡。这档综

艺节目以自身优势对接当地所需， 成功做成

了扶贫“酵母”。

消解观念差，助力实现“从输
血到造血”

《我们在行动》的模式看起来很简单：每

站由几位明星和企业家组成公益大使团队，

他们在贫困村待上三天两夜，进行田野调查，

了解村民的谋生方式、贫困原因。之后，他们

为村民制定脱贫致富的方案， 并策划产品订

货会。通过节目后续线下的长效机制，最终切

切实实为扶贫出一分力，完成扶贫任务。

都说“扶贫先扶志，脱贫先立勤”。节目组

“沉入”村民中，就是以设身处地的思维模式，

设法激发他们脱贫的内生动力。

在陕西刘卓村， 面临困境的是祖祖辈辈

做手工挂面的村民。 一门流传百余年的非遗

手艺，为何会面临失传？与老乡的促膝谈心让

公益大使们知晓，观念是关键。为打消村民们

对手艺“吃力不讨好”的顾虑，节目组首先由

企业家出面，给老乡算了笔投入产出账，超出

想象的数字令人心动。随后，公益大使们为挂

面的品牌出谋划策， 一款有故事的 “爷爷的

面”让乡亲们生出联想。三天后，经过运作、包

装的挂面在网上销售一空， 节目组亮出的线

上线下销售模式， 点燃村民心头的希望。“三

步走”后，节目不仅消解了观念差，还以可匹

敌全村一年产量的订单大大提振了村民脱贫

的精气神。

类似事情还发生在青海达尕羊村， 当地

扶贫攻坚第一线的年轻干部表示， 在牦牛养

殖的方式上，观念传统的村民以前心存抵触，

但是《我们在行动》助农团队提出的谷饲和草

饲， 最后让村民们知道， 养了祖祖辈辈的牦

牛，还可以换种方式。 茛 下转第三版

■“全力帮助对口地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系列报道②

“荧屏清流”做明星综艺好样本
明星们能否为扶贫做点事， 综艺节目

能否助力扶贫， 《我们在行动》 给出了肯

定答案。 现象背后， 既是一家主流媒体不

忘初心的责任和使命意识， 更在于他们用

好了电视的制作与传播平台。

电视的纪实功能， 让进行时下的扶贫

行动生动呈现在大众面前 。 电视的传播

力， 让扶贫能从一部分人的努力迈向更广

泛社会力量的动员 。 电视综艺的观赏性 ，

则为扶贫脱贫铺上一层积极进取的明朗

色彩。

而对于电视媒体来说， 这档 “荧屏清

流” 还做出了好节目的范本———用零片酬

为人民抒写大情怀。

短评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图为《我们在行动》剧照，节目的公益大使体验拣牛粪，“做一天当地人”。 （东方卫视供图）

■上海垃圾分类全链条调查·两网融合

将可回收物纳入
“循环利用”正途

世界杯之美
正在于不可预知性

荩 刊第六版

今年将建成2000个回收网点

“诚信+大数据”

破解青年民生问题
荩 刊第三版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恐怖陷阱”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荩 刊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