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净影———诗兴大发的胜地

净影峡谷仙风阵阵，紫云缭绕，山水奇特，钟

灵毓秀，是休闲旅游的胜地，也是文化寻踪的绝妙

去处。 走进净影峡谷，除了仙风猿鸣、松涛瀑歌以

外，我们还能隐约看到古代圣贤的缥缈身影，还能

听到唐宋诗人飘荡在山谷之中的吟唱， 还有净影

禅寺悠远静谧的钟声， 更是将你带往古朴静远的

神圣境界。

唐代大诗人王维曾经游览净影寺。 王维是山

西祁县人，从小就聪明过人，是难得的奇才。 十几

岁时已经是位有名的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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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就考中了进

士。 之后的王维由于仕途不顺，便开始崇信佛教，

人称诗佛。 王维的诗、画成就都很高，苏轼赞他“味

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王

维一生，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

孟”。

由于笃信佛教，喜爱山水，又喜欢写诗画画，

王维当然要到当时具有无限风光和深厚佛教文化

的净影寺去游览了。 王维在净影寺吟诗作画，沉醉

其中，可惜的是，王维在净影寺中的诗画作品在漫

长的岁月中流失了。 只留下他走出净影禅寺，登上

云台山茱萸峰之后写下的那首 《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

我们不知道作为王维好朋友的另一位唐代山

水诗人祖咏是不是和王维一起去的净影寺，但是，

我们知道喜欢山水并向往隐居生活的祖咏曾经在

净影寺小住过一段时间。 祖咏来到净影寺中，沉醉

于奇妙山水和暮鼓晨钟之中， 一下子仿佛找到了

生活的乐趣。 他游览寺庙，听高僧讲经，他登山涉

水，痴迷于山野之中。 最后，祖咏来到了净影寺东

边的古说法台，写下了著名的《题远公经台》。 诗中

写道：“兰若无人到，真僧出复稀。 苔侵行道席，云

湿坐禅衣。涧鼠缘香案，山蝉噪竹扉。世间长不见，

宁止暂忘归。 ”

如果说王维和祖咏还只是因为向佛和慕名山

水游览了净影寺的话，那么，金末的大诗人元好问

则是对净影寺有着深厚情感了。

元好问应该不止一次来过净影寺， 并且是携

家人同来的，他在净影寺访僧、拜佛、听经，留下了

不少诗作。目前，史书有记载的有以下两首。 《洪谷

圣灯》 是有记载以来第一篇关于净影寺金灯的诗

作，且是多盏金灯，其中“一灯一灯又一灯，山僧失

喜见未曾”，惊坏了僧人和游客，是研究净影寺金

灯现象的重要文献。

金末元初的大政治家王磐对净影寺也情有独

钟。 王磐曾骑马带着随从游览净影峡谷， 并写有

《洪谷山》诗一首，其诗云：“昨日游黄华，抵暮方言

还。今晨到洪谷，驱马五松边。未移金门寺，还指元

康烟。山中富清境，不暇相周旋。大似山阴客，望门

却回船。空怀上方寺，矫首浮云颠。瀑布落晴雪，金

灯开夜莲。 何当重经过，岩下细流连。 ”

宗道是金代贵族，喜好山水，曾游净影寺，作

《宝岩僧舍》诗。 其诗云：“寂寂钟鱼柏满轩，午风轻

飏煮茶烟。 西堂竞日无人到，只许山人借榻眠。 ”

赵秉文是金代重要的作家之一，诗、文、书、画

皆工，赵秉文多次慕名来到净影寺小住，在这里，

他写出了“宝岩洪谷西窗梦，不信秋来不上心”之

句，洪谷宝岩寺即指净影寺。

姚学甲是清代名士，字联芳，号半塘，姚学甲

曾经在乾隆年间游览净影寺，作有《洪谷圣灯》。 诗

云：“洪谷十里秋风劲，天阴月黑禅窟净。 旧闻金门

寺前灯，山僧指示名曰圣。 俄尔一点山中明，浮光

吹乱遥带映。 ……佛法定有灯可传，灵台不灭西教

盛。 千灯万灯总一灯，灯灯相续明真性。 ”

孟颜，字怀溪，明代山西泽州人。 他曾数次到

净影寺游玩，和净影寺的方丈住持有很深的友谊。

后来，净影寺重新修缮，寺内的住持和尚素慕孟颜

的文章大名，便邀他作《重修青莲寺下院古净影寺

碑记》， 这是现存有关净影寺来历的最早实物资

料。 碑记云：“夫太行胜景，山明水秀，四顾峰峦拥

翠。山杰地灵，石拱水潮。去寺有八十里许，地隔二

里， 下院古迹净影禅寺， 肇自开皇年高僧远公，

祖师俗姓李氏， 挂锡桂逢之地， 卓锡龙门水， 出

寺有说法台俨然尚在。 龙角山恒为听徒， 狮子山

狮子蹲距授记， 黄龙洞黄龙时来听经。 师神迹甚

多， 难以备述。 齐承光二年， 抗诏护教， 祥藏部

字函高。 禅位七十春秋 ， 卒本寺 。 寺基年历绵

远， 代不乏人焚修……”

明代文人王绪宏也曾写过一首意境不错的五

言诗《净影寺》：“四围山壁立，天光一线通。 岩开知

鸟道，嶂合是幽宫。塔影千年月，涛鸣六月风。应知

谭法处，龙象报神功。 ”清代学者程之玿曾十分精

细地考察游览净影寺，写下了长达三十行的《题宝

岩寺诗》：“花园村居太行巅，上有古刹栖古禅。 入

夜金灯往往出，乍明乍灭树林边……”

在众多的诗章中， 我们也许分不清作者对净

影峡谷和净影寺哪一个更加偏爱，但我们知道，净

影寺和净影峡谷如今早已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成

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了。 诗人们对这片山水的

吟诵，已经沉淀为一种散发着清香的文化土壤，为

我们孕育出一片文明之花。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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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全国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到夏秋季。

为使广大青年和家长及时了解调整征兵时间后的

相关政策，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投身军营，国防部征

兵办公室主任、总参动员部部长牟明滨

１７

日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关于征兵时间调整问题

问：具体时间有哪些调整变化？

答：从今年起，全国征兵时间统一由冬季调整

到夏秋季，即由冬季的

１１

月

１

日开始征兵、

１２

月

１

日批准入伍、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运新兵、

１２

月

３１

日

征兵结束， 调整为夏秋季的

８

月

１

日开始征兵、

９

月

１

日批准入伍、

９

月

５

日起运新兵、

９

月

３０

日征

兵结束。

问：请谈谈这次调整征兵时间的重大意义？

答： 一是冬季征兵与学生毕业时间相差近半

年，错过征集高素质青年入伍的最佳时机。将征兵

时间与学生毕业时间衔接起来， 可以征集更多高

素质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参军入伍， 为建设巩固国

防和强大军队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二是长期以

来，我军冬季征新兵、年底退老兵，在新老兵交替

期间，部队战斗力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调整征

兵时间不仅为建立先训后补机制创造了有利条

件， 有望解决长期以来部队存在的战斗力缓升陡

降问题。 三是为破解征兵难题赢得重要契机。

问：征兵政策作了哪些相应调整？

答：一是制定完善大学生入伍有关政策。保留

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大学新生的入学资格，

退役后两年内允许入学； 允许高校应届毕业生和

在校生既可在高校所在地报名应征， 也可以回入

学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 扩大大学生学费资助

范围，简化申请与审批程序，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到

位。二是适当增加高校集中地区征兵任务。三是减

少初中生征集数量。 北京、天津、上海及省会城市

原则上不再征集初中生， 其他地区由各省、 自治

区、直辖市规定征集初中生比例的上限。

关于今年征兵的政策安排

问： 今年新兵征集的对象和范围是怎么规定

的？

答：今年男兵征集对象以高中（含职高、中专、

技校，下同）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主，优先

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入伍， 优先批准应届毕业生入

伍。征集的非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高中毕业以上

文化程度；征集的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初中毕业

以上文化程度， 尽量多征集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

度青年入伍。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

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

２０１３

年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正在高校就学

的学生应征且符合条件的，可以批准入伍。

问：对应征青年的年龄有什么要求？

答： 男青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前年满

１８~２０

周岁， 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青年可放宽到

２１

周岁，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

２２

周岁，高

职（专科）毕业生可放宽到

２３

周岁，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放宽到

２４

周

岁。 女青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前年满

１８~１９

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

生可放宽到

２０

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可放宽到

２２

周岁。根据本人

自愿，可征集年满

１７

周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入伍。

问：应征青年参军入伍在身体方面有什么要求？

答：应征公民参军，要符合国防部

２００３

年颁布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

准》和有关规定。 比如身高：男性

１６２

厘米以上，女性

１６０

厘米以上。

关于大学生征集及相关优惠政策

问：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学生可以报名应征吗？

答：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学生可以在户籍地报名应征，批准入伍后

可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退出现役后

２

年内允许入学，并享受国家学费资

助政策。

问：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等学校学生给予资助是如何规定

的？

答：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是指国家对应征入伍

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 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

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 （包括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实行代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国家招

生规定录取的高等学校新生），服役期间按照国家有规定保留学籍的，退役

后自愿复学的，国家实行学费减免。

问：大学生应征入伍有哪些优惠政策？

答：优先参军政策。 优先选拔使用。 考研升学优惠。 享受学费补偿和国

家助学贷款代偿。 就业安置优惠。

问：大学毕业生士兵在部队提干应具备哪些条件？

答：必须是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

和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２６

周岁，其中三本毕业的还应当担任班长（副班

长），或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或被评为军事训练标兵；入伍一年半以上且在

推荐的旅（团）级单位工作半年以上等。

问：大学毕业生士兵报考军队院校和保送入学是怎么规定的？

答：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经省招生办公室专科统一录

取且取得全日制专科学历的毕业生士兵， 可以参加全军统一组织的本科层

次招生考试，录入有关军队院校培训，学制

２

年。 大学毕业生士兵参加优秀

士兵保送入学对象选拔的，年龄放宽

１

岁，同等条件下优先列为推荐对象，

按照有关规定保送入军队院校培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安排

６

个月任职

培训，具有专科学历的，安排

２

年本科层次学历培训。

问：从大学生士兵中选取士官有何政策规定？

答：对符合士官选取条件的士兵，同等条件下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的可优先选取士官；对担任专业技术复杂岗位、胜任本职的大学生士兵，本

人自愿继续服现役且符合岗位编制要求的， 原则上保留至服现役满中级士

官规定的服役年限；对确定为士官培养对象的大学生士兵，优先安排参加与

任职岗位相应的专业技术培训，优先安排担任基层分队长、班长、副班长；具

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大学毕业士兵，首次选取为士官的，参照直接从非军

事部门招收士官的有关规定授予士官军衔和确定工资起点标准， 在地方高

校学习时间视同服役时间； 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士兵考入士官学校

后，可参加高技能人才培养班，修满规定课程和学分的，发给职业技术教育

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毕业后原则上服役至四级军士长，获得技师资格

的，优先选取为高级士官。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１７

日电）

我国航天员完成首次太空授课

王亚平登最高讲台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记者白瑞雪） 来自

教育家孔子家乡的女航天员王亚平，

20

日上午在天

宫一号里成功进行我国首次太空授课。

在指令长聂海胜和摄像师张晓光的协助下，王亚

平通过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

5

个实验，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物体运动特性、液体表面

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并回答了学生们关于航天器用

水、太空垃圾防护、失重对抗和太空景色等问题。

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地面课堂里，包

括少数民族学生、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及港澳台

地区学生代表在内的

330

余名中小学生， 参加了这

堂物理课。全国

8

万余所中学

6000

余万名师生通过

电视直播同步收看。

“实验太有趣了。”人大附中高一学生王义铎说，

“物理原理我们都学过，但太抽象了，只能死记硬背。

今天看了亚平老师的演示，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 ”

既然太空是失重环境， 航天员咽下的食物会不

会悬浮在胃里？ 没能为困扰自己很久的疑惑争取到

提问机会，王义铎很遗憾。由于视力问题，这位

16

岁

少年并不认为自己将来可能成为航天员， 但他期望

有一天能坐上神舟飞船， 去看一看宇宙是否像电影

里那样浩瀚美丽。

“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载人

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认为， 航天活动可以为青

少年树立这样一种理念：爱科学、学科学并勇于面对

科学风险，美好的科学目标才能实现。

尽管这是我国第一次利用航天飞行开展科普教

育的尝试，但半个多世纪里，航天事业一直是激发民

众科学精神的重要载体。

43

年前从头顶飞过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

方红一号”，开启了周建平的科学梦想。 今天，

30

岁

左右的年轻一代已成为载人航天工程技术骨干，而

他们中的很多人正是在我国航天员杨利伟首次登上

太空那一幕的激励下立志投身航天事业的。

科普教育也是世界航天活动的组成部分。 美国

女宇航员芭芭拉·摩根曾于

2007

年

8

月乘坐 “奋进

号”航天飞机进入国际空间站，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太

空授课。

接到芭芭拉的问候后， 王亚平回信说：“我们愿

与您一道为开启全世界青少年朋友热爱科学、 探索

宇宙的梦想共同努力。 ”

太空授课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教

育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持续约

40

分钟。这一天地

互动过程是在我国第三颗

中继卫星的支持下实现

的。 它的亮相同时标志着

我国新一代载人航天测控

网基本建成。

至此， 神十航天员已

在轨飞行接近

9

天。 他们

将继续在天宫一号开展空

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1.

质量测量实验

用牛顿第二定律测出聂海胜

质量

2.

单摆运动实验

不加外力小球停摆

3.

陀螺运动实验

转动的陀螺轴向不变

4.

水膜实验

给水膜贴上中国结

5.

水球实验

把气泡装进水球

聂海胜：愿同学们刻苦学习，增长知识，为中国梦添彩。

张晓光：深邃太空，奥秘无穷，探索无止境，让我们共同努力。

王亚平：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长大想当宇航员”

———“太空第一课”激发学生科技梦

新华社上海

6

月

20

日电 （记者潘旭） “我想知道

不同的物体在太空是什么状态。 ”上海市进才实验小学三

年级学生方瀚丞在观看太空授课前对记者说出了一直环

绕在脑海中的疑问。

20

日

10

时许， 神舟十号航天员太空授课活动开始

了， 进才实验小学各年级共

2000

多名师生准时打开电视

机收看。

“哇！ ”当航天员王亚平开场后表演“大力神功”后，三

年级

3

班响起了惊叹声。

“是失重！ ”坐在最后排的程哲源大声喊道。

正是由于宇航员在太空处于失重状态，王亚平轻轻一

推，聂海胜就像遭受重击般腾空飞出，引来了男孩子们的

尖叫声。

“失重状态下又怎么测量物体质量呢？”王亚平的这个

问题难住了这群小学生。

“

F＝ma

。 ”在王亚平作出解释后，方瀚丞默默地念着这

个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公式。

当一些学生还沉浸在思考中时，班里又是一声响亮的

“哇”。原来，王亚平在演示下一个摆球实验，小球在受力后

竟然不可思议地作起了圆周运动。

“失重怎么那么牛啊！”陈佳添立即问道，“这是个什么

感觉啊？ ”

碰巧，电视里的一位学生也向王亚平提出了类似的问

题：“请问人在失重的情况下有上下的方位感吗？ ”

“没有。”班里一些学生抢在王亚平前回答了。“其实在

太空是没有方位感的，但我们人为地定义了上和下。 ”

记者来到

5

年级的一个班里，电视上王亚平正在演示

水膜实验，学生们的讨论更为激烈。

“如果在地球上，液体早就像鸡蛋一样掉下去了。 ”看

到王亚平继续往水膜注水，水膜涨成了一个水球，前排的

陈昊川大喊道。

坐在后排的何嘉勇举手提问：“如果往水膜里加不一

样颜色的水，会变成五彩缤纷的呢，还是各个颜色相融？ ”

“应该是变成一个彩色的球，各种颜色会在大水球里

飘。 ”一位女生接过这个话题。

“会混成黑色，因为前面演示的时候白色和红色就混

在一起了。”另一位学生又提出不同意见，班里的讨论氛围

就此热烈起来。

一堂课的时间转眼过去了，班里的讨论还没结束。 班

主任大声问道：“将来有谁想当宇航员啊？ ”

班上超过一半的孩子举手，其中不少还是女生。“我对

太空知识很感兴趣，今后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将来

争取成为一名女宇航员。 ”赵翊晨同学说。

科技课老师崔萍全程在班中陪听并解答疑问。她告诉

记者，“太空第一课” 的效果比平时课堂教学效果更好，孩

子们兴趣浓厚，又能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很有意义。

一个孩子的科技梦，也许就启蒙于一个“水膜实验”；

而中华民族的腾飞梦里，一定会记载着“太空第一课”。

王亚平回信芭芭拉·摩根

知识是走向太空的阶梯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黄从

军） 刚刚完成太空授课的中国女航天

员王亚平，

20

日在天宫一号通过电子

邮件向世界第一位“太空教师”、美国

前宇航员芭芭拉·摩根发去回信。回信

全文如下：

“亲爱的芭芭拉·摩根女士： 在遥

远的太空收到您的来信， 我和我的同

事感到很高兴， 谢谢您对我们的关心

和祝愿， 对您为世界载人航天和教育

事业作出的贡献表示敬佩和敬意。 今

天， 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授课活动，与

亿万中国学生一起分享了太空的神奇

和美妙，收获了知识和快乐，希望您和

世界各地的教师、 学生看到后能够喜

欢。 飞行期间，我经常会通过舷窗遥望

我们美丽的家园。 太空寄托着人类美好

的向往，知识是走向太空的阶梯。 我们

愿与您一道为开启全世界青少年朋友

热爱科学、探索宇宙的梦想共同努力。 ”

从小学教师训练为职业宇航员的

芭芭拉·摩根， 是于

2007

年

8

月乘坐

“奋进号” 航天飞机进入国际空间站

的。在人类第一次太空授课中，她通过

视频向学生展示了在太空运动、 喝水

等情景。

6

月

13

日，

62

岁的芭芭拉致信王

亚平，表达了她对神舟十号航天员的问

候和祝愿，并对王亚平担任首位中国太

空授课教师给予热切期盼和鼓励。

寄 语

授 课

航天员聂海胜在演示悬空打坐。

航天员王亚平与学生互动。

师生同步收看神舟十号航天员太空授课。

（本版图片均为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晶莹的水球映出王亚平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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