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之旅，是该去被誉作“中国第一博
物馆”的南通博物苑看看的。去那里和中国
博物馆之父张謇握个手，也便成为我秋游的
首选之地。

位于江苏省南通市东南濠河边的南通博
物苑，是由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教育
家张謇于 1906 年 1 月 14 日创建的，是目前
保存下来的中国最早创办的博物馆。张謇是
清末状元、钦定翰林院修撰，维新变法失败
后，看到改革无望，便毅然回乡，从事实业救
国和教育救国的实践。张謇历经艰辛，创办
大生纱厂，开垦淮南盐场滩涂，建立大生资本
集团，经过后半生三十多年的奋力拼搏，将南
通由一个落后封闭的县城建成我国近代工业
的基地之一。

南通博物苑占地面积 2 万多平方米，
以南、北、中三馆为主体建筑群。整个博
物苑内分设四个陈列馆，分别陈列自然、
历史、美术、教育四部分文物与标本。苑
内文物、标本主要来源于各地人士和寺院
的 捐 赠 与 授 予 ， 余 皆 张 謇 的 个 人 收 藏 。
2005 年是南通博物苑的百年苑庆，也是我
国博物馆事业的百年庆典，中国邮政还特
地发行了一套 《南通博物苑》 纪念邮票。
为迎接百年苑庆，由两院院士、清华大学
吴良镛教授和何玉如总工设计了新馆，总
建筑面积为 6330 平方米。

走进南通博物苑，我揣摩着老先生百多
年前的创办初衷。高悬于南馆月台门旁的一
副楹联，或许就是“张謇为什么要建博物
馆”的权威答案。上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
之”，出自 《孟子·滕文公》，意为设立“庠
序学校”，是为了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则在
于使人懂得做人的道理。下联“多识鸟兽草
木之名”出自 《论语·阳货》，说的是，孔子
勉励学生读 《诗经》 因其近处有助于侍奉父
母，远处能够报效国君，还可以多读些自然
生物的知识。张謇选用这两句名言，就是明
示自己“以为学校之后盾”的心愿，实现他
教育兴国、教育兴业的抱负。为此，他将博
物苑归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管理，后来又归农
校管理。

我好奇这里为何叫“博物苑”而不叫“博
物馆”。楷书篆刻的“博物苑”三个大字，砌在
博物苑的北馆后墙上，是由张謇亲笔书就
的。原来张謇在当初规划博物馆时，不仅在
室内陈列文物标本，还在室外饲养禽鸟，开辟
花坛花圃，广植树木，并安排有假山、池沼及
亭台楼榭等园林设施，形成一个既有博物馆
又兼有动物园、植物园以及传统园林的优美
组合。现代博物馆与古典园林相结合，室内
陈列与室外活体展示并举，既有民族特色又
有科学内涵，这是张謇的一个创举，也是南通
博物苑的一大特色，所以张謇将其取名为“博
物苑”而不是“博物馆”。

从馆藏的四万多件藏品中，可以感受到
老先生的乡土情怀与良苦用心。那些独具南
通地方特色的展品，不仅有海安青墩新石器
时代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和骨角器以及汉
代的煎盐工具盘铁，还有 1973 年南通市出土
的晚唐青瓷皮囊式壶，明万历年间南通名医
陈实功特制研药用具——“陈若虚记”瓷乳
钵，扬州八家的李方膺的画和近代刺绣家沈
寿的绣品，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抗日战
争时南通一带反清乡斗争的文献、手稿、武器
和烈士遗物，张謇的手迹、文献及其创办大生
纱厂、盐垦以及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食物和
历史图片。

这位末代状元用创办近代工业来实践实
业兴国的理想，更用这座南通博物苑，圆了科
教兴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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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横扫中国，远征世界”的广场舞热潮中，有人收获愉悦，有人看到商机，有人不堪其扰

☞ 广场舞能不能形成新的文化，有待商榷

夜幕初降，广场舞时间到了。
有空地的地方几乎就有广场舞。广场、

公园、小区，甚至是机关单位、银行、商场门
前，都能看到“中国大妈”大跳广场舞的身
影。这项独具中国特色的中老年群体活动，
被戏称为“脚尖上的中国”。就连不久前英国
谐星憨豆先生首次来中国，也入乡随俗地就
着《倍儿爽》的音乐，与上海大妈们跳起了广
场舞。

广场舞是朵小红花

北京初秋的夜晚，已渐有凉意。陶然亭
公园湖边空地上，大音箱不间断地播放着
各种流行歌曲，数十位女性正伴着音乐翩
翩起舞。

“除了下雨下雪，我们一年四季都在这
儿跳，有四五年了。”这支舞蹈队规模最大
时有两百多人。领舞的沙女士从小就喜爱
跳舞，广场舞让她重拾了年少时的梦想，锻
炼身体的同时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广场舞简单易学、节奏感强，不需要太
多的舞蹈基础。我们很多舞曲都是跟着网
络视频自学改编的。”沙女士说。

每晚 8 点到 9 点半观看南馆艺术团别
具特色的广场舞，已经成为北京市东城区
来福士广场的一道风景。震天响的音乐，统
一的服装，齐全的口琴、鼓乐、表演和演唱
队伍，军舞、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民族
舞等多种表演形式，每个节目开始前还有
报幕，让这里的广场舞看起来不仅是自娱
自乐，更像是一场演出。

艺术团副团长郑晓岩笑着说，“我们都
是爱跳爱玩的人，到点儿就得来，不来不
行。”这个自发形成的艺术团现在已有 40
多名成员，最年轻的 40 多岁，年纪最大的
70 多。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观众，也以中
老年人居多。万先生几乎每天都过来，“吃
完饭遛遛弯，看看舞挺好的，比看电视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
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盼认为，老年
人在跳广场舞的过程中得到身心放松和愉
快的人际互动，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正强
化。“就好像小时候考得好，老师奖励小红
花。同样的道理，老人也会越想去跳舞。习
惯一旦形成，改掉是比较困难的。”

曾有调查显示，广场舞的参与者基本
上在 40 岁至 65 岁之间，绝大多数是女性，
学历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曲
目主要选用传统文化、风俗、伦理特色鲜明
的流行歌曲。

对此，社会文化研究学者、北京市经济

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部原部长
李军考斯分析认为，广场舞兴起的主要原
因是社会文化生活需求。“这里的社会是指
由基层群体社会，她们的社会生活单一、
趋同,缺乏个性的生活爱好和兴趣，而广场
舞非常适合她们的成长环境带给她们的性
格和爱好。”他认为，从生理的角度来讲，处
于更年期的女性也需要这种形式的释放和
调剂。

9 月 15 日，山东省禹城市首届广场舞
电视巡回大赛在辛店镇大秦社区举办，来
自全市 12 个乡镇的 15 支农民广场舞队伍
大秀舞技。从过去羞羞答答迈不开腿到现
在的热情自信，广场舞使农民的精神面貌
发生了很大转变。“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
大秦社区书记秦庆文说，“我们社区有 60
多名群众自发报名，我们只好先组织预赛，
优中选优。”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认为，总体
上来讲，广场舞是一项非常健康有益，值得
群众参与的活动。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
和健康娱乐的追求，也具有我国的民族特
点，是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和公共体育建
设中一个最突出的亮点。

有人爱 有人恨

在“横扫中国，远征世界”的广场舞热
潮中，有人收获愉悦，有人看到商机，有人
不堪其扰。关于广场舞的是与非、爱与恨，
争论从未停止。

从《最炫民族风》、《爱情买卖》到《小苹
果》，一波波“神曲”随着广场舞红遍大江南
北。各种与广场舞有关的产品也卖得火热。
陶然亭公园内一名售卖广场舞点歌机的小
贩告诉记者，这种小音响很受欢迎，每天都
要卖出十个八个，一款要价 120 元的小音
响可以存几千首歌。在淘宝上搜索“广场
舞”，共显示有 31 万多件商品，涉及教学视
频、音响设备、服装等诸多品种。

在平安银行理财经理逯俊吉眼中，广
场舞大妈们有钱有闲，是非常优质的客户。
去年 8 月份，家住北苑的小逯无意中看到
南馆艺术团的表演，从此几乎每天都来，从
帮忙打下手到上场表演，他和老人们的关
系相处的越来越融洽，不少队员和观众都
成为了他的客户，其中还有一张千万元的
理财大单。

喜欢广场舞的理由，可以很文艺，可以
很怀旧，也可以很现实。而厌恶广场舞的理

由却很集中，那就是噪音污染。
不过，上海市统计局 7 月份发布的一

项调查报告显示，仅有 12%的受访市民对
广场舞表示反对。支持者认为，广场舞等娱
乐健身方式是中老年人正常的锻炼娱乐活
动，有利于中老年人扩大社交、排解孤独，
社会和谐需要相互包容理解。反对者中超
过八成市民认为，是噪声影响周围居民的
生活和休息，其次是挤占公共场地，影响他
人休闲锻炼，甚至个别中老年人对此着迷，
影响家庭和谐。

李军考斯说，广场舞的称谓其实是美
化了她们的活动环境，事实上，现在有些中
老年人跳舞并不是在广场上，而是在大街
拐角、商场门口甚至立交桥下面。在过去的
生活形态中，农村有打谷场、城市有文化
宫，但是随着社会人口迁移和生活居住方
式的变化，城市社区公共活动用地等方面
的规划并不到位。

李国新表示，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冲突，
说明政府给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还
远远不够，无法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这是我们在公共文化方面的
欠账。总的来说，越是公共文化空间比较充
裕的地方，这个问题就越不突出。

记者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广场舞团队
都在尽量减少对居民的干扰。南馆艺术团
副团长郑晓岩说，跳广场舞有音乐才有气
氛，但是扰民的问题是可以自律的，也是可
以协商的。当初之所以选择在来福士广场
跳舞，就是因为这里是商业区，居民相对较
少，而且把握好时间段，基本上不会扰民。

空间在哪里

为解决广场舞扰民，许多地方各出妙
招。比如广东拟实行噪音“四限”，即限音
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温州制定了

《广场文化活动公约》；济南携带无线耳机
跳舞；西安千名广场舞大妈宣誓“抵制噪
音”，文明健身，还居民们寂静安宁的夜晚。

李国新认为，这些不是办法的办法，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要增加适合
老百姓活动的文化设施和空间的建设。他
说，实践证明，广场是一个群众需求旺盛、
投资很少的重要设施。目前国家文化主管
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都对广场予以高度重
视。正在推进中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标准》，也将广场纳入其中。希望通过
几年持续不断的建设，能够建造更多适合
群众娱乐活动的室外空间。

禹城市的广场舞正是随着公共文化空
间的建设发展起来的。禹城市文化艺术中
心主任秘鲁告诉记者，以前农村跳广场舞
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场地，很多农民就
在路边地头上跳，条件很差，也不安全。随
着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几乎每个村
都有文化广场，村民们也有了去处。

李军考斯建议，重建社区文化这一“文
化末梢”，需要政府要着眼于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在社区文化场所的运营上，可以采取

“PPP 模式”（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实现
“公建民用”、“公管民办”。

有关专家认为，新加坡“邻里中心”的
模式或许值得借鉴。新加坡将居民住宅区
作为社会单位加以全面规划，形成了由邻
里组团中心、邻里中心、新镇中心和区域中
心等构成的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心。
每一层级“邻里中心”的公共机构和商业设
施均比较完备，虽然规模不一，但能够满足
居民绝大部分基本需求。

硬件设施好建，文化的培育还有一个
漫长的过程。李军考斯表示，尤其是社区
文化，它有四个层面，即物质、行为、规章
制度、精神层面。“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
发生了改变，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更多提
供的是物质层面的支撑，还没有形成共同
的习惯、规章制度和价值观。广场舞是在
缺失的基层文化中，老百姓自发地做了一
些想做的事情，但能不能形成新的文化，
有待商榷。”

南京青奥会的激情飞扬留在了 8

月，但吉祥物“砳砳”的逆袭之旅仍被

人津津乐道。

两年前甫一面世，带着生僻名字

和铜铃大眼出现的“砳砳”就迎来吐槽

无数——像毛毛虫？像袜子？哦不，

难道是五彩腰子！

据创作者崔欣晔自述，其灵感来

自南京有名的特产雨花石，“砳”指

敲击石头发出的声音，象征劈山开

路，他更坚信，丑萌的“砳砳”也会

有春天。

开幕式彩排上，演员扮演的“砳

砳”因为雨天湿滑摔倒。自此，“砳砳”

走上一摔成名的道路。跳操摔倒、做

俯卧撑摔倒、携手摔倒、被人推倒——

人们突然觉得，青奥会吉祥物原来如

此“丑萌”！“砳砳”由此进阶成为南京

第一萌物，在大量特许商品零售店卖

断货。

无独有偶，9 月开学季，一只头顶

金角的蓝色小马在网络迅速蹿红，

“丑”同样是人们对其的第一观感。

这匹“波尔马”来自民间，是中国

传媒大学的一名学生为母校设计的吉

祥物，也是他的毕业作品。他的创意

是：原北京广播学院建校时值马年，独

角兽象征桀骜不驯、独树一帜。

虽仍未得到校方认可，但这已无

法阻挡小丑马前进的步伐，以它为原

型的创意产品正式上线，各地校友的

订单蜂拥而至。

还记得福娃刚作为北京奥运会吉

祥物亮相时所受的质疑声。而今，在

“鸟巢”、“水立方”旁售卖旅游纪念品

的摊位上，5 个小伙伴已是当之无愧

的常胜冠军。

一场赛事、一所学校、一座城市、

一次活动，在他们的吉祥物背后，是一

段历史、一个心愿、一次追求、一种精

神。从象征某种文化的图腾到表达祈

愿的图案、再到活灵活现的卡通形象，

现代社会的吉祥物更像是营销大师

艾·里斯提出的“视觉锤”：用视觉形象

的“锤子”，在消费者心中植入语言的

“钉子”。

“砳砳”之于南京青奥会，就好

比公牛贝利之于芝加哥公牛队：你看

到它，就会想起这座城市、这支球队

甚至某场让你记忆深刻的赛事。当

然，后者已完全是球队的一员，这一

角色不但有自己的名字、衣服的尺寸

和最爱的歌曲，甚至还会出席各类社

交场合、去各个学校见小球迷和传播

正能量。当熟悉的牛头出现在赛场，

这座以畜牧业见长的城市会因之热血

沸腾。

可以说，新时代的吉祥物文化，早

已超越形式本身，有了它不可替代的

影响力与商业价值。

在美国 NCAA（全国大学体育总

会），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吉祥物，不

但要彰显个性、富有创意、独特诱人，

更要和大学以及所在城市的文化历史

相关。佛罗里达大学的吉祥物是一只

名叫 Gators 的短吻鳄，每次学校球队

赛前它都会和啦啦队一起出来鼓舞士

气。而较劲已久的耶鲁和哈佛，在吉

祥物之争上，目前胜出的是耶鲁牛头

狗“英俊的丹”。

被娱乐、被恶搞，官方挑选、民间

投票，无论吉祥物经历了一条如何被

人们接受的道路，他们所代表的校园

文化、城市特色与体育精神，将带来凝

聚力、亲和力、归属感、成就感，让人骄

傲自豪，让人热血沸腾。

试想，让一只或威猛或憨态可掬

的动物，一本正经地念出校训，那感觉

也很不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