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6 日，以节俭办赛为原则的第二届亚

洲青年运动会在江苏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拉

开帷幕，开幕式共持续 90 分钟。不同于其他赛

事的是，此次开幕式全部由青年主创团队进行

创意和实施，80%的演员是本地的中学生，以低

预算营造出一个独具匠心的青春嘉年华。开

幕式不请大腕、明星，没有豪华阵容，不搞人海

战术，但处处显精巧、随时有惊喜。就如开幕

式艺术总监、江苏省演艺集团董事长朱昌耀所

说，“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近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

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自“八项规定”出台以

来，一些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办豪华晚会的现

象大大减少了，但是，此前这种现象可谓屡见

不鲜。

前些年，笔者参与过东北某省的音乐节开

幕式，政府主办，企业出资，请来央视团队整体

策划打造，还打包配备来自央视的主持人，一

位主持人的出场费就是四五十万，更别提一线

歌手和港台明星动辄 60 万、100 万的出场费，而

其中有些拿了钱还不好好唱的所谓大腕，更是

每每让参与晚会的工作人员们捏把冷汗。当

地政府铆足了劲儿砸下这样一场奢华的开幕

式后，紧跟而来的各项比赛和演出活动却因为

缺少经费一再简化，颇有些本末倒置的意味。

地方政府为了“面子”，或是一些地方和

官员不正确的政绩观、节庆观，以及掺进过多

庞杂“推动”因素而办出的晚会，最终呈现出

来的面貌是只见奢华，不见艺术。很多深谙

其道的艺术团体也深受其苦。笔者看到，某

演出院团明明是国家级水准，到了地方晚会

演出时，整个演出团队的精气神就降低了几

个档次，当地观众也看得只剩失望，这与奢华

晚会只要求参演人员的名气，不关注参演节

目的质量脱不开干系。

“不过，从今年年初开始，一些地方政府、

银行和国企等大客户都不再公开举办文艺演

出了，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演出收入减

少了上千万元。”某国有院团的总经理说。虽

然如此，这位经理却很赞成节俭办晚会，“这样

一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创作中，创排

出更符合现代观众审美的作品才是院团可持

续发展的保障”。

但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对于节俭办晚会的

理解也有失偏颇。据一位晚会作曲透露，很多

晚会没有压缩请明星的费用，而是缩减了创作

经费，这样的做法只能使晚会越办越粗糙。他

建议，节俭办晚会可以加大对服装、道具的重

复利用率，多起用当地的曲作者和歌唱家，突

出各地的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豪华阵容、

炫目灯光。

笔者也注意到，近一段时间已有了一些

办得不错的晚会。前不久在山东举办的全国

首 届 民 族 器 乐 民 间 乐 种 展 演 的 闭 幕 式 晚 会

上，汇聚了来自全国的民族器乐组合的获奖

者，让很多来自外省的农民乐手有了登台机

会，他们脸上的笑容比专业的技艺更能感染

人，观众看完也大呼过瘾。干脆利落切入主

题，这应该可以成为晚会发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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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

抽测工作调查，不免一番感慨。虽

然从这些年公布的很多次类似调查

中可以看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不

断壮大，但是，运动是否真的成为

一种习惯，并且渗透到我们的日常

生活方式当中呢？

从前面提到的那份调查中看

到，中国人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主

要还是增加体力活动、消遣娱乐和

防病治病，还是更偏实用性和功利

性，真正出于对一项运动的热爱投

身其中的还不在多数。你不是热爱

一项运动，仅仅为了增强体质防病

祛病，单纯追求结果而非娱乐于过

程——比如，很多人为了减肥在跑

步机上表情痛苦地跑完训练课程要

求的时间距离——就不能说你的生

活方式具备多少运动的内容。而另

一些路跑爱好者在跑步过程中享受

着奔跑的愉悦，似乎更有资格说：

我运动，我快乐。

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和具备体育

运动生活方式，从表面上看区别不

大，甚至在一些相关调查中也很难

影响数据的变化；但在某些专业人

士看来，还是有差异的。比如体育

用品行业，就需要对这两者进行细

化的区分。中国的消费者中，并非为

了参加运动而买一套运动服装或一

双运动鞋的不在少数，对这些人，体

育用品行业就会更多着眼于日用性

和时尚度的指标。相比之下，惟有真

正培养并具备了体育运动生活方式

的人，才是这个行业持久的消费者，

对他们就要更多地兼顾实用性和功

能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体育

用品的广告总是带有煽动性地鼓励

大家去跑跑跳跳了。

我在想，如果反过来，是不

是也可以从市场数据的变化中透

视大众生活方式的某些变化呢？

我翻阅了 2012 年中国体育用品业

发展白皮书，在行业整体规模进

一步扩大，增加值达到 1936 亿元的

背景下，运动服装和运动鞋的销售

额却持续下降，同比分别下降了

29.69%和 19.28%。导致数据变化的

因素有很多，但是否也可以间接证

明，有一部分人的体育消费支出更

倾向于具备更强功能性的运动器

材和户外装备，不再满足于穿上一

身运动服、蹬上一双运动鞋就可

以参与的简单运动了。

有关我曾经热爱的户外运动的

市场数据让我愉悦：2012年，户外

用品年销售总额 145.2 亿元 （运动

服和运动鞋的销售总额相加仅有

159.41 亿 元 ）， 年 增 长 率 达 到

34.94%；放眼 5 年来的数据，中国

户外用品市场零售总额的平均增长

率达到了 41%！数字的变化说明户

外运动的参与者越来越多了。实际

上，户外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是全方

位的，上世纪90年代，世界上著名

的三大户外挑战赛是莱德赛、艾科

赛和七星赛；如今，在重庆武隆举

办了 10 届 （9 月 2 日开始就要举办

第十一届） 的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

动公开赛，则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

力的户外挑战赛，包括世界户外运

动队前 6 位的顶级选手都会到武隆

参赛。加上百色、温州等众多赛

事，都对带动中国户外运动形成热

潮起到很大的作用。

户外运动有着更加接近大自

然、有助于放松心情的特点。从参

与到热爱到执着，比较其他体育运

动，户外运动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变

化施加的影响往往更大。很多人越

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越是愿意离开

城市，到相对荒野的自然环境中

去，这也就造成了户外用品的“口

红效应”。据美国的统计，2005 至

2011年间，尽管其中经历了国际金

融危机，许多行业受到波及，户外

休闲经济却能以每年约 5%的速度

保持增长。2012年，美国人户外运

动的总参与次数达到 124 亿人次，

户外用品销售额达 113 亿美元。生

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对消费意愿产生

影响，现在，经营户外用品的实体

店和网店越来越多，大概就是看到

了这种趋势。

一 种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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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纸上的汉字最美
□ 季 鸣

“ 与高效

的键盘书写

不同，用笔

书写陶冶性

情，更是对

这个时代的

慢思考。

去年访美时先后参观了波士顿公共

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前者是美国

最大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后者则是美国

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这两个图书馆有 3 个共同的特点：

进馆不需要证件；进馆不需要存包；如

果需要办借书证，几分钟就可办好，而

且是免费的。笔者参观这两个图书馆及

其阅览室，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要求

你提供证件。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门

口的黑人工作人员见到中国人，很高兴

地用不大标准的中文说了一句：“欢迎！”

笔者以前认为，进图书馆及其阅览

室被要求出示证件、存包是天经地义

的，但很少想过要证件和存包是为什

么？在国内，连大学的图书馆进馆都要

求出示证件，索要证件据说是想提高进

图书馆的门槛，因为不是什么人想进阅

览室就能进的，你得有图书证。

记 得 2011 年 年 初 有 媒 体 曾 经 报 道

过，杭州图书馆有些读者不喜欢乞丐和

拾荒者进入，所幸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

青回答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

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这话让人顿生敬

意。我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有些读

者不允许乞丐和拾荒者进图书馆？读书

也得分等级？也得考个资格？

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

书馆，有些游者在阅览室拍照，可以拍

其他不相干的读者读书的情况，以作纪

念或证明曾经到此一游。说实话，笔者

不赞同在图书馆阅览室照相，总觉得这

么安静的地方就应该是读书而不是做别

的事。但照相期间，没有一个读者或管

理者提出异议。

至于存包，据说初衷是怕个别不自

觉的读者利用书包私自把图书带出馆

外。但每个图书馆出馆时不都有电子检

测吗？从管理的角度看，存包倒是一个

事前预防的管理方式，而出馆检测是事

后应急的管理方式。我们强调管理在具

体的环节上一般不提倡事后应急，最好

能事前预防而不是事后救火。那是一般

意义上说的。但这里有个成本的考量，

有个读者是否方便的考量。

这 里 还 涉 及 两 个 重 要 的 问 题 ： 第

一，管理不仅是管控，是权力，还有服

务的意思，管理要为下级 （或被管理

者） 的工作提供方便，使他们工作起来

更容易而不是添麻烦；第二，是法律的

“无罪推定”，是相信人、尊重人，是 Y

理论假设。

有些情况下不适宜用事前预防，因

为事前预防有个重要理念是管控，是权

力，是有罪推定，是 X 理论。

国 人 的 等 级 观 念 和 权 力 意 识 太 强

了，每开个门都会有权力，都要收费，

都要让进入的人感觉到有难度和压力。

君不见，连小区的保安不也如此看重自

己那小小的把门的权力？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提高全民族

的文化水平、精神文明程度，而教育、

读书，是提高文化水平、精神文明程度

的最有效也最直接的途径。

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愿意去图书馆读

书，容易去图书馆、方便去图书馆读

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图书馆的

管理者是否应该在这个方面多下些功

夫？

办晚会，可以很节俭
□ 王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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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自然的声音
□ 何 铭

我们可能都要适当控制

自己的“手机成瘾症”，才能让

聚会时的情感浓度不致变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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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手机成瘾症”，才能让

聚会时的情感浓度不致变淡。

盛夏的灼热让人心烦，许多人抱怨着

城市的嘈杂与喧闹，每当这时候，我就想

起简媜的 《夏之绝句》。和许多人一样，

她童年最有趣的事情是捉蝉。然而捉得住

蝉，却捉不住蝉声，蝉声是大自然的合

唱。某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已许久没

有关心过蝉声，“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

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

音、听朋友附在耳朵旁，低低哑哑的秘密

声⋯⋯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

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蝉声”。自然的声

音一不小心就会被城市生活淹没，但人们

始终记挂着。

一个外国网站的走红，让人们对大

自然声音的渴求变得显眼。从 2011 年开

始，这个外国网站被数万网友在微博上

转发，“这个网站打开就是雨声和缓缓的

雷声，相信能让你安静下来”。多简单的

网站，背景是玻璃上的雨幕，只有不变

的两个单词，打动人心的是那有远有近

的闷雷与有急有缓的雨声。有网友说，心

情烦躁焦虑的时候听到这个雨声就会好起

来；有网友说，这支雨声已经成为他读书

最好的伴奏；有网友说他今夜要开着网站

把电脑放在窗边，拉上窗帘回到小时候的

夜晚⋯⋯直至今日，转发还在继续，原本

最稀疏寻常的雨声竟然让大家这样惊喜。

城市有着田园没有的优势，人们更

集中，更多交流，更高效率。但长期以

来，它不够“绿色”。发现了问题的人们

付出了诸多努力，新能源、新材料的运

用让我们对环境比过去更友好。我们在

城市里建起葱绿的公园，在办公室种上

数盆花草，我们用自然的绿色缓解眼睛

的干渴；我们用发达的交通链接田园与

城市，用更健康的方式种植蔬菜与水

果，我们用自然的味道抚慰着我们的嘴

与胃。然而，耳朵还没有满足，许多城

市并不少雨，但我们厚厚的玻璃将大雨

与马路上的噪音一起隔绝在外了，夜来

没有风雨声，只剩下空调呜呜哑哑的吞

吐。

6 月里无意听到的一场音乐会，在朴

素的民族乐曲中，竟然穿插了一支自然

的声音。一开始是水滴坠落在荷塘，突

然几声闷雷，小雨转成了哗哗啦啦的大

雨。雨停，掌声此起彼伏。整场音乐会

都很美，然而只有这一段反反复复地在

脑海里回荡。乐团的团长说，他在浙江

民间艺人那里发现了能够模拟自然声音

的竹乐器，于是特意在世界环境日把它

们带上舞台，他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

“绿色的声音”。那天夜里我忘了合严窗

户，清晨吵醒我的是叽叽喳喳的鸟鸣。

绿色生活不仅要有眼见的绿意，大

自然的声音也不能缺席。网站也好，演

奏也好，希望能有更多人把自然的声音

“搬运”进城市。喜欢绿色生活的我们，

也要竖起耳朵，下次大雨，就不要再咒

骂坏天气了。

汉 字 ， 又 叫 “ 方 块 字 ”。 横 平 竖

直、撇捺钩提，这看似简单的笔画游

走，竟也包含了“龙飞凤舞”，一张一

弛，个性凸显。“字如其人”，看人先看

字。透过人写在纸上的字，不仅仅能看

出写字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也仿

佛能够读懂这个人的故事。

在写字之前，总得先知道字该怎么

写。学写汉字，国人从小就开始练习。

先规范，后把玩。规范汉字，讲究通

用；把玩汉字，需要个性。规范与把玩

之间，汉字的书法之美尽显纸上。

最近，国家 《通用规范汉字表》 公

布实施。这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促进国

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很有意

义。看到这则消息中的“通用规范”，随

即让人有了一些想法。

回望汉字规范化历程，由繁入简，

由多渐少，汉字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整

容”，逐步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一些繁体字、异体字逐渐被简体字、通

用字所替代，汉字的辨识度愈加清晰，

笔画也少了许多。汉字“整容”，在通

用意义上是极为有效的，它大大地普及

了汉字，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扫

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可是，规范汉字在方便人们书写记

忆的同时，却丢失了原始汉字的那种象

形之美，书写之美。汉字，在每个书法

家那里都呈现不同的形状，各具特色。

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柳公权的神策军

碑，赵孟頫的洛神赋，欧阳询的九成宫

醴 泉 铭 ⋯⋯“ 书 圣 ” 王 羲 之 的 《兰 亭

序》 总共 324 字，其中就有 20 多个神态

各异、不同相貌的“之”字，更是古今

书法之上乘，令人惊叹。

古人写字讲究“秉笔思生，临池志

逸”，章法布局和运笔都是一个人情性思

绪的表达。“气宇融和，精神洒落”，就

是这种写照。这种意境是不能在敲击键

盘的手指运动中体会得到的。

习 惯 了 键 盘 输 入 法 的 人 们 ， 随 着

“噼里啪啦”的敲击声，一个个汉字蹦出

来，呈现在电脑屏幕上，正如我现在用

搜狗拼音输入法敲字一样。用笔写的字

是立体的，它化自人内心，展于纸上；

键盘敲出的字是平面的，它成于机械，

现于屏幕。从纸上到屏幕上，汉字的亲

切感在降低，个性在消失。陌生性，是

现代汉字书写的一大特点，这更是单向

度、扁平化、快节奏社会人在书写上的

折射。

随着人们书写能力的退化，“提笔忘

字”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不得不引发人

们的思 考 。 一 味 给 汉 字 “ 整 容 ” 的 同

时 ， 我 们 更 希 望 能 够 看 到 重 塑 的 美

丽 。 延 续 蕴 藏 于 汉 字 中 的 审 美 之 维 ，

承接源自仓颉古人的书写，我们的书

写能力需要重塑。与高效的键盘书写

不同，用笔书写陶冶性情，更是对这

个时代的慢思考。回头看看，那写在纸

上的汉字，最美！

现在的人们经常感慨，周末约个

人，讨论见面的时间地点，在微信上你

来我往说一个小时，其实电话沟通 2 分

钟就可以完全搞定！无论我们是否意识

到，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在显著影响着

我们的生活方式。20 年前人们恋爱都

是书信往来，10 年前人们恋爱是常发

短信，现在就是“微信”+“QQ”+

“微博”。要知道，腾讯的口号就是“让

用 户 打 开 电 脑 的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打 开

QQ”，而他们的确做到了。在智能手

机和即时通讯软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

行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早已经潜移

默化地发生改变，这些改变总的来说给

我们带来了方便，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

些困扰。我们有没有仔细想过，我们是

任由自己被改变，还是应该做些什么

呢？

我想许多人都听过这个段子，在

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都在低头玩手

机，终于有人受不了，大喝一声“所

有人都把手机收起来！”比较聪明的活

动组织者甚至会定规矩，谁先看手机

谁结账，或者聚会一开始找一个人统

一把大家手机都没收。

有人感慨：没手机、没电话的时代

约会更重承诺，感情的浓度更高。其

实，感情浓度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

把 100%的注意力投放在对方身上。现

在大家聚会时每隔一段时间就情不自

禁拿起手机，这样无法让自己的注意

力集中在此时此地和你在一起的人身

上，无法全神贯注，自然感情的浓度

变淡了。

从心理学角度讲，全神贯注，调动

自己所有的感官体验，能够获得更多的

幸福感和满足感。

积极心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心流体验 （flow experience），有

的时候也译作沉浸式体验，指我们在做

某件事情的时候完全投入和专注，甚至

能够忘记时间的存在。心流体验对于缓

解压力和调节情绪的作用巨大，比如我

们看话剧、听音乐会时体验眼的那种心

无旁骛的感觉，能够让人的心灵得到彻

底放松。因此，当我们和自己所爱的人

相处时，全神贯注在对方身上，无论是

就餐、散步还是聊天，都能够体验更加

美妙的时光。

恰当地应用社交媒体，能够让我们

获取更多的信息，与不能见面的亲友保

持密切联系，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今时代

所需要的。然而，我们不能不分场合地

沉迷于手机和社交媒体。如果我们正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正在排队等

候，这时手机可以帮我们更充分利用时

间；但如果我们是在亲友聚会中，周围

就是活生生的人，为什么还要为了虚拟

空间里的人分散精力呢？

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远的距

离是，我就坐在你对面，而你却在低头

玩手机。”在信息时代，我们可能都要

适当控制自己的“手机成瘾症”，才能

让聚会时的情感浓度更加醇美。

干脆利落切入主题，这应该可以成为晚会发展的方

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