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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南部山区里有许多河谷，每到秋天

这里都会集中下几天大雨，雨水会瞬间导致

河水暴涨漫过堤岸。

草地鼠生活在这里，它们不善水性，但

对天气变化十分敏感。每当快下雨的时候，

草地鼠们便会到处叽叽喳喳叫。凤环鸡也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属于这一带比较大的

鸟类，但不擅长飞翔，大多时间都在陆地上

行走。

每当洪水袭来前，都会发生一个奇怪的

现象。草地鼠们会提前在凤环鸡的巢穴前打

洞，打好洞后便在那里使劲在叫嚷，凤环鸡

听见草地鼠叫嚷便会离开这里。实际上，它

的离开正中了草地鼠的圈套，草地鼠会迅速

占领它的巢穴。不久，天空开始下雨，河水

迅速上涨，草地鼠的洞穴全部被淹，可它不

怕，由于占领了凤环鸡的巢穴，而这种巢穴

会直接飘在水上。就这样，草地鼠们通过自

己的“智慧”，舒服地坐在“船里”死里逃

生了。

此时的凤环鸡在哪里呢？它放弃了自己

的巢穴，又不会水，会不会有危险呢？令人

欣慰的是，凤环鸡也都坐在自己的巢穴里安

全地漂在水上。原来，凤环鸡有个习性，筑

巢时建两个，一个在靠近河流比较明显的地

方，而另一个建在离岸更远的地方，这个巢

穴平时很隐蔽，而且又大又结实，当它因为

草地鼠叫嚷而放弃那个巢穴的时候，便会来

到这个巢穴里，当洪水袭来，直接漂在水上。

有动物学家笑称，草地鼠占领凤环鸡的

巢穴，实在是因为它的狡猾；而凤环鸡建两

个巢穴则是聪明之举。凤环鸡为了不遭洪水

突袭，它总会把巢建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

其实是在等着草地鼠叫嚷。因为它知道，草

地鼠叫嚷就预示着洪水要到来。有关专家还

指出，凤环鸡的这种做法其实更是善良的体

现，这种善良的鸟用双赢的方式救了草地鼠

一命。

草地鼠与凤环鸡逃生于洪水中，一个因

为狡猾，一个因为聪明。它们的行为更让我

们懂得，有些时候，狡猾和聪明的差距不在

智力上，而是在道德上。

“多部门联动就是谁也不动”,

实在尴尬

口唇间的文化传承口唇间的文化传承

□ 杨国栋

□ 程 刚□ 程 刚

同学间有了微信群，某君为日前欢聚作

了一首旧体诗，其中有一联：“柴门愧有何曾

酒，竹簟羞无陆羽茶”。其中提到何曾，对这

位身为晋朝开国元勋的本家，我恰知一二：据

《晋书》记载，何曾贵为太尉，对吃极为讲究：

“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开花馒头大约

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明显就是一个吃

货。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厨膳滋味，

过于王者”，这种奢侈的习性从古至今都受指

责，但他爱好吃的特点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随着他的传记流传下来。细细想来，衣食住

行同为生活要务，但由于环境、制度、技术等

元素的影响，只有食更容易成为文化延续的

载体：封建社会讲究等级制度，比起有规制要

求的屋宇、车马、服饰，食物本身并没有太多

的阶层属性，具有更广泛的传承性。

当然这种传承绝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

东坡肉肯定和苏轼当年的创制有所不同，至

少北宋还用酱汁而非现在的酱油吧。虽然舌

尖一词流行，但我相信，在历史延续中，味蕾

的实际变化一定是很多的，所以我更愿意把

吃的流传看做是口唇间的文化传承。

比起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文化符号的传

承，在一段上下可及的时间内，某种食物、某

种口味能够调动很多回忆，把沉睡在记忆中

的许多往事随着对味道的琢磨或多或少地串

联起来，并聚合一些特定的人群，形成独特的

文化现象。唐鲁孙《天下味》一书中写到，上

世纪一二十年代，北京崇文门大街有个法国

面包房，“凡是法式稀奇古怪的面包，它是一

应俱全。”赵珩的《老饕漫笔》中则有后续记

载：法国面包房的名称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

初，后来改名叫做“解放”食品店，直到六十年

代初。顾客们也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

殊群体，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长期顾客。六

十年代初，“解放”与“华记”合并，七十年代

初，又更名“春明”。余生也晚，记忆中只有

“春明”，对赵珩书中所记“春明”也是个小社

会，“买东西时会觉得有人似曾相识，凝视良

久，确认无疑，相互握手，欷歔无言，感慨系之

矣”的场景略感熟悉。

曾在人大和师大工作过的一位前辈也有

类似的记忆，“有一天在东单春明食品店（过

去的法国面包房）排队买点心时，发现过去的

老师玛达拉排在队前面，我高兴地叫她：‘玛

达拉，玛达拉！’老师看到我非常高兴。这时

后面又有人叫卢老师，卢老师！我回头看见

有一个女子在招呼我说，卢老师你还认识我

吗？我是你的学生啊！我们师生三代在排同

一个队，多有意思啊！”因共同的爱好来到同

一个小店内，春明的这些相遇足以成为当时

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微信上同时有别的同

学在谈牛街“宝记豆汁店”的豆汁儿，追根溯

源，好不热闹。想起上周和朋友去过同在牛

街的“聚宝源”吃涮羊肉，邻桌旁座多是性情

豪爽之士，如果把当年的春明比作西园雅会，

这儿就是充满豪气的梁山聚义厅。不同的食

物，既代表了不同的口味，有时候也能体现不

同朋友圈的客观存在，真实地反映了文化爱

好的差异性。

鉴于“吃”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在今天又

格外强调文化的时代，一些成功的企业也没

忘了利用这种文化上的怀古之情做些文章，

比如北京的北冰洋汽水，比如义利面包等

等。虽然北冰洋生产厂家的负责人更希望突

出创新与变革，不太愿意承认品牌怀旧的作

用。但正如今天的人并没有吃过苏东坡手创

的东坡肉，依然会在餐桌旁乐此不疲地点上

一道东坡肘子那样，当年没有喝过北冰洋汽

水的八零九零后，就像向往老北京四合院那

样，也从父老相传中产生了对北冰洋汽水的

渴望。没有这种依恋式的文化传承，北冰洋

未必能像今天这样火。不信，你把品牌换成

北极熊或者南极翁试试。

我更愿意把吃的流传看做是口唇间的文化传承

□ 宋贵伦□ 宋贵伦

重塑“新士”的文化精

神，以新的文化精神品格焕

发生机，推动传统文化复兴

紧跟这个时代、把握这

个时代、建设这个时代、反映

这个时代

□ 何不器

社会故事

时代交响
培植中华文化基因，家庭应

当成为第一站

九月开学季，儿子成为一名小学一年级新

生，从学校带回的家庭作业也很新鲜，有时是

背一首古诗，有时是背一段 《弟子规》，还有

一次是一张通知：可在二胡、扬琴、笛子等中

任选一门民族乐器、报名参加民乐团的培训。

看来，如何让孩子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更

好地汲取营养，学校的基础教育在不断探索和

破题。而这方面，家庭教育也还有很大的潜力

可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家国情怀、社会

关爱和人格修养等多个层面，对于每个中国

人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唐诗宋词

的丰富情感和充满想象力的空间，春节、端

午节、元宵节的民俗色彩等，共同构成了传

统文化的深层魅力。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代

代传承，更加自觉自愿地被孩子们接受，并

嵌入心灵，仅有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家庭教

育也应成为沃土，作出努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文化载体。个人的成长尤其是人生观价值观

的形成离不开家庭教育。如果做父母的只满

足孩子对物质层面的追求，只顾着把孩子的

奥数、英语等学习抓得很紧，却没让孩子学

会传统的做人处世的基本规矩、基本道德修

养，或是没有及时引导孩子经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滋养，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就为

时已晚了。

培植中华文化基因，家庭应当成为第一

站。比如，有些古诗词既不难懂，又非常短

小，朗朗上口，记诵起来并不困难，孩子们

一般都不抵触。若能在家中多播放名家吟诵

的有声读物，有助于让孩子感受诗文音律和

意境之美。另外，还可以将诗词自然融入生

活之中。春天带孩子外出踏青赏花，可以背

一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中秋节，可以想一想“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搬家与小朋友送别，可以念一念“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有心，很多古

诗词都可以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又如，《弟子规》，三字一句、四句一

韵，详细列举为人子女及晚辈，在家外出，

待人接物，以及求学过程中应有的礼仪与规

范。道理深刻，却很好记，可以当作家教的

好教材。其中有一句“父母呼，应勿缓。父

母命，行勿懒”，即，父母有事相唤的时候，

要及时应答，不得迟缓。父母让你做事的时

候，要立即去做，不得拖延偷懒。现在常有

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喊几遍都像听不见，

自己玩自己的，毫不理会。其实这段话就可

以教会孩子正确的态度。

再如，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独具特

色的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甚至屡

屡能打动异国他乡的观众。若家长能够根据

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跳出“钢琴热”和

“小提琴热”，在相对“冷门”的民乐上下下

功夫，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家长应以身作则。

只有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对传统文化

的尊重和兴趣，才能激发子女的热情和意

识；只有父母做到言传身教相结合，才能让

子女在生活环境中感受传统文化的蕴涵，更

好地将传统文化的基因润物无声地植入孩子

的生命之中。让我们将那些有益的古诗词散

文与孩子分享，让民族文化浸润亲子时光。

通过多启发，多带头，多鼓励，让民族的根

和魂深扎孩子心中。

家是第一站

□ 李挺伟

前不久有报道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二稿)》征

求意见座谈会。现场执法人员集体吐槽诉苦：

“多部门联动就是谁也不动”,“有些部门过去

就是演戏的,实际上根本动不起来”。有执法

人员更无奈称“我前脚一走企业后脚继续排

污”,希望最终条例赋予执法部门更多权力。

环保部门虽有执法权，可由于缺乏强制执

法手段，在企业恶意阻挠或拒不配合的情况

下，往往连门都进不去，正常的执法检查都难

以进行，就更别说强制拆除或查封、扣押、没收

污染设备了。要严格执法、落实环保法规，显

然离不开公安、司法、工商、城管、供水、供电、

供气等部门和单位的配合。

多部门联动的执法方式看似提高了环保

执法的威慑力，但且不说一些部门存在出工不

出力的情况，这么多部门一起执法，光是确定

行动时间就很麻烦。毕竟觉得人手不足的不

只是环保部门，其他执法部门的人手也普遍不

足，而日常工作又不能丢，这种多部门联动的

执法自然没办法经常搞。而环保部门事实上

也不愿意多搞联合执法，因为都是平级单位，

有些部门的级别甚至比自己还高，请起来不容

易，来了就得欠人情，只有实在摆不平的“刺

头”，才会请其他部门一起出马。如果问题不

严重，就只能拖着，执法效率自然高不起来。

“多部门联动就是谁也不动”,既说出了环

保部门的尴尬与无奈，也说明一些地方领导出

于 GDP 政绩考虑，对环保工作很不重视。否

则，环保部门要搞个联合执法，也不会这么困

难。相比会给地方带来税收和财政收入，并贡

献 GDP 数字的众多高产值污染企业，环保部

门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负

面”的，难怪不受“待见”。而其他部门对环保

执法不热心，除了这种执法没好处可捞，也与

地方领导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要是领导积极

支持环保工作，其他部门怎么可能阳奉阴违，

在多部门联动时“磨洋工”？要避免这种状况，

环保一票否决制就绝不能成为摆设，对地方领

导的政绩考核要加大环保工作所占比重，作为

干部选拔、使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当然，环保部门执法难虽是实情，但也未

必不是在为自己的失职渎职和监管不力找借

口。实在有困难完全可以向主管领导或上级

环保部门请求帮助，不能就此撂挑子，责怪其

他部门不配合。真要下定决心一查到底，也不

会前脚走对方后脚就排污。可要是以罚代管

或是警告了事，不拆除污染设备或责令停产整

顿，企业怎么可能不继续排污？说不定还会变

本加厉，在被彻底关停前多赚点昧心钱。

石家庄、昆明等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环保

警察制度也值得各地借鉴，有公交警察支队和

地铁公安分局，当然也应有环境安全保卫支队

或环保公安分局。既能有效配合环保部门行

政执法，也能更好地打击震慑环境污染犯罪，

减少多部门联动的麻烦。环保法规也要进一

步完善，对拒不配合执法检查或环保处罚的单

位，要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直接按法规上限

从重处罚。多次阻挠执法不仅要以妨碍公务

罪追究刑事责任，还要直接关停涉事企业，并

处以巨额罚款。违法成本高了，污染企业才不

敢和执法部门对抗，公然抗法。

谈琴论士

“一个人向前走。 两 个 人 手 拉

手。三个人是一家。社会是我们大家

的家。手拉手向前走，走向我们温暖

的家⋯⋯”

这首动听的《手拉手》，是六集电

视纪录片《社会时代》的主题歌。纪录

片将于 9 月 22 日至 10 月 7 日陆续在北

京电视台北京卫视、纪实频道、新闻频

道以及多家视频网站同步播出。这是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电视台、

17 创意机构历经三年联合打造的，是

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时代、奉献给新中

国成立 65周年的礼物。

我们已进入社会全球化时代。上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

洲把建设“福利国家”当做时代精神和

基本制度，美国开始实施“伟大社会计

划”。上世纪九十年代，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的南美洲，也开始关注社会问

题。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党的十六

大之后，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

会，被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局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创新社会

治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社会全球

化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应当紧跟这个

时代、把握这个时代、建设这个时代、

反映这个时代。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

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社会发展还很不适应，已经到了需

要社会加快发展、改革的新阶段。特

别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北京、上海、广

东，有更强的紧迫感，上海市2003年成

立了社会建设工作机构，北京市 2007

年成立了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广

东省2011年建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委员

会，黑龙江大庆市、江苏南京市和浙江

等省的许多城市也都成立了工作机

构。按着党中央战略部署，结合各地

实际，社会建设、改革、治理进入了快

车道，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建设进行了

积极探索、取得了丰富经验。这需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很好总结。作为

首都北京，尤其有责任、有义务总结经

验、梳理问题、探索思路、走在前列。

这就是《社会时代》创制的实践基础。

社会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城市化、流

动性、社会化、信息化。这既是重大机

遇，也是严峻挑战。到2013年底，我国

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并形成了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性城市群，具

有 1000 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就有 13

个。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国家的行列。

快速城市化不仅带来了繁荣发展，也带

来了“大城市病”。人口大量流动、社会

组织快速发展、信息高度发达，既给社

会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许多新的问

题。在社会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同

时，社会危机也随时有可能到来。《社会

时代》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多角度、

深层次、全方位展现了在城市化进程

中、在人口流动大潮中、在社会力量迅

速壮大中、在信息快速发展中，中国社

会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实图景。这其中

既有典型经验、实际成效，也有现实问

题和发展困惑。换句话说，《社会时代》

是大写意、大纪实，而不是工作宣传片，

也不是理论专题片。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书记，纪录片总策划、总撰稿之一）

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

符号体系和精神品格,其中“士”文化，

是传统文化符号体系中的代表。钱穆

先生曾讲到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

兴“士”的精神，要有中国的“新士”。

何为“士”，孔子说“士志于道”，道是人

生大道，天人合一便合在道上；孟子说

“士尚志”，所谓志即是志于道，士要肩

负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的文化理想。士除“道”的精神外，

“仁”的精神也是其核心，在《论语·泰

伯》中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的表

述，前者可以理解为“士”的使命，而后

者则为其精神品格。

中国传统“士”文化在几千年的发

展中，朝代更迭、物是人非，从礼乐看，

能够持续传承“士”文化的载体不多，

从传承的连续性和代表性来看，“古

琴”理所当然成为记载传统“士”文化

的重要载体, “士无故不彻（撤）琴瑟”

是对两者关系的贴切描述。在历史

上，士一度成为琴人的中坚力量，古琴

也进一步“士”化，成为士的精神寄托。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琴同样

遇到其他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冲击，如

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体现在西

方音乐文化标准、审美标准对古琴的

影响，使得古琴文化被排挤到边缘文

化的位置。同时，与其他传统文化一

样，古琴文化遭受了多次社会变革的

冲击，甚至使古琴文化传承出现了断

层。但从今天来看，古琴文化又焕发

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复兴

的背景下，古琴的传统文化基因和精

神品格又再次得到了认可，并赋予了

古琴新的使命和内涵。这种蜕变，也

为“外礼内仁”的传统士文化精神重塑

提供了借鉴。

首先，应袭故而弥新。古琴的传统

文化传承，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曲目并创

新，做到与时俱进，有新的时代意义，如

古琴文化对自然观、和谐观的塑造，引

发当代人对生命和自然价值的思考，甚

至是心灵的静修，这都为古琴文化自身

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样，士文化有中

国历史发展的土壤，有中国几千年来文

化传承的价值，特别是士的“道”、“仁”

精神品格，对兴国安邦的使命感，对自

我价值的认同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

补当前知识分子等阶层的信仰真空，重

塑当代“士”精神，在“新士”的精神品格

塑造中，除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

外，还要结合时代变化有所延伸，融入

当代法治社会下的规则意识和当代社

会文化发展的革新精神。

其次，要兼容而并蓄。在全球化

环境冲击下，古琴文化难以走向国际，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化沟通上的障

碍，如古琴文化讲大音之希，实际也区

别了西方乐器和声的运用，而古琴之

韵，在西方音乐欣赏中难以理解，在审

美上难以达成共鸣。同时，在国内，随

着社会审美观的发展，大众审美情趣

的迁移，缺乏新的创作，也导致古琴脱

离了社会需求。近年来，随着传统文

化复兴以及人们精神消费的需求，在

坚持“雅正韵和”的基础上，古琴从琴

体、题材、技法、表现力等方面也进行

一系列创新。如通过提炼古琴文化的

特定元素，创作新的曲目，在保留古琴

文化“中和”、“大音希声”、“含蓄”之美

的同时，融入现代气息和元素。同时，

在传统减字谱的基础上丰富了简谱和

五线谱的记谱方式，尝试五声调式与

现代音乐调式的衔接，方便了音乐的

传播，更重要的是，把古琴音乐从琴者

内心走向听者互动，增强古琴文化语

言的沟通，让更多的听者学会欣赏古

琴音乐，喜欢传统文化的内涵，真正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

中国传统士文化，既不能简单地

复古，也不能脱离时代的发展。在传

统文化保留较好的地区，能够看到对

士文化的推崇和传承，这些都大大提

升了人们的传统文化素养。可以借鉴

古琴传承发展的经验，重新构造“新

士”的文化土壤，加强传统与现代文化

的调和，增强文化影响的有效性，解决

国与国之间、地区之间文化差异带来

的困惑，回垦已近荒芜的价值荒原。

另一方面，重塑“新士”的文化精神，注

重“仁、礼”要求和人文精神，以新的文

化精神品格焕发生机，推动传统文化

复兴，以中国独特的“新士”文化傲立

于世界文化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