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正式开放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备受

游 客 青 睐 ， 近 一 个 月 来 屡 迎 客 流 新 高 。

然而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被网友曝

光 。 一 则 “ 海 星 被 摸 死! 巨 蜥 脚 趾 被 摸

断”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热议。

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实行 7 年来，在

巨大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进博物馆、美

术馆的同时，不文明观展行为也常见诸

报端。之前就有博物馆从业人员公开抱

怨，这主要是因为观众的层次低。

不 过 ， 在 笔 者 看 来 ， 出 现 这 样 的 情

况 ， 固 然 与 游 客 素 质 不 高 有 一 定 关

系 ， 另 一 个 重 要 的 因 素 是 博 物 馆 的 管

理不够专业。

近些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十分迅

速 。 截 至 2013 年 底 ， 全 国 博 物 馆 共 计

4165 家，比 2012 年度增加了 299 家。在数

量迅速上升的过程中，博物馆的参观文

明与管理体系却仍待完善。

如 果 从 1905 年 张 謇 在 江 苏 南 通 创 办

南通博物苑算起，博物馆在中国已有 110

年的历史了。国人对博物馆的最初认识

就是教育。从历史沿革来看，博物馆始

终发挥着社会教育的职能。但博物馆教

育不同于学校教育，博物馆面对的是一

般 观 众 ， 应 该 更 多 考 虑 到 不 同 群 体 的

不 同 特 点 。 博 物 馆 在 为 展 品 担 忧 的 同

时 ， 理 应 在 “ 人 性 化 管 理 ” 上 做 足 文

章，在博物馆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体现

出来。

笔者在台湾游览水族馆时注意到，为

避免游客对被触摸的物种造成伤害，在

海水或淡水触摸池旁，往往会有专业人

员进行指导，有的还设立了明确的图示

说明。比如，在抚摸之前需洗手、摸的

时 候 要 轻 一 点 、 禁 止 将 展 示 物 拿 出 等

等。相比而言，上海自然博物馆虽有志

愿者指导，还是出现了游客提起海星拍

照等行为。究其原因，除了游客缺乏观

展的素养外，也暴露出博物馆管理方面

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从另一个角度说，有些游客尤其是孩

子们对标本不够爱惜，随便触摸敲打，并

不是因为他们存心损坏，而是因为他们平

时很难获得这样近距离接触了解的机会。

带孩子参观的成年人，除了及时制止孩子

的破坏行为外，也应该提前告知孩子相关

知识和规范。的确有一些人，是因为接受

到不正确的教导而作出了不遵守规则的

举动，作为为社会公众提供知识、教育

和欣赏的“课堂”，博物馆理应为提高这

些 游 客 的 素 养 提 供 辅 导 。 父 辈 有 了 规

矩，子辈才好效仿，博物馆未来的参观

环境，也才会更好。

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即将来

临，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游客应该从博

物馆展览中吸收历史、文化的养分，在

博物馆精心的布展、讲解中，潜移默化

地提高个人的文明素质。另一方面，一

座博物馆不应该仅仅是这座城市中的地

标建筑，也应当利用自身文化与教育属

性影响社会大众，引导大众的文化价值

观 念 ， 成 为 社 会 教 育 、 文 明 教 育 的 基

地 ， 这 样 才 能 实 现 社 会 文 明 的 可 持 续

发展。

巨蜥断趾,教育补齐

明星投资诚然是一个营

销上的“卖点”，但从长远来

看，只有真正从用户需求出发

解决“痛点”，才能留住客户

□ 陈 静

写作凭良心

□ 李尚飞

写文章，必要的敬畏心理还

是需要具备的

母亲节当天，杭州某景区的 24 位媳妇

身着大红嫁衣为婆婆洗脚的做法，到底是

弘扬孝道还是哗众取宠，引发吐槽。

据说主办方的本意，是想通过 24 位孝顺

媳妇给婆婆洗脚，呼吁人们重视家庭关系，

弘扬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这本无可厚非。

母亲给予了我们最伟大的爱，我们理应回报

以最感恩的心。源自西方的母亲节，之所以

在中国很快流行起来，究其本源，正是因为

其精神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孝道是

殊途同归的。

然而，景区这一本为“暖心”的做法，

却换来许多网友“恶心”的评价，归结起

来，吐槽点大概有两个：

首先是形式上的作秀之嫌。从报道中可

以看 出 ， 当 天 这 一 仪 式 由 “ 皇 帝 ” 主 持 ，

文 武 百 官 和 后 宫 佳 丽 见 证 ， 身 着 华 服 的

“ 大 宋 皇 后 ” 亲 为 表 率 ， 单 膝 下 跪 为 “ 太

后”洗脚，24 孝媳妇也一起半跪下来为婆

婆悉心洗脚。红彤彤一片嫁衣中，热闹闹

鼓 乐 齐 响 里 ， 看 的 到 底 是 真 心 还 是 热 闹 ，

观者自明。

更深层次的讨论，是其与当代女性的

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产生的冲突。与基于

血缘亲子关系的母女关系不同，婆媳关系

这一基于姻亲关系而形成的关系，一直是

微妙而难以把握的。传统社会中，有着明

确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媳

妇依附于家庭存在，婆婆在家政上具有绝

对权威。而在现代社会，大多数女性已经

走 出 家 门 ， 实 现 了 经 济 独 立 和 人 格 独 立 。

建立在平等的公民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伦关

系，更是已经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为

婆婆下跪洗脚，被人们与旧社会的“婆尊

媳 卑 ” 联 想 到 一 起 ， 很 难 说 是 网 友 们 想

多了。

婆媳关系这个话题，说也说不清。有

人和婆婆处成了仇敌，有人和婆婆变成了

闺蜜。“女子之事舅姑也，敬与父同，爱与

母同”，尽管时移世易，这句话放在今天依

然是对的。融洽的婆媳关系往往能带来整

个家庭关系的和谐。但是，在形式上，洗

脚与孝顺绝对无法画上等号。古人说，“百

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无论是对婆婆还

是对母亲，孝顺更多的应发自内心的真情

相待，并化于日常的一言一行，无论逆境

顺境，无论健康病弱，都持之以恒。过于

强调仪式感的活动，反而只会让一些人在

母亲节轰轰烈烈大加表现，而在平时心安

理得地忽视亲情。

真孝无需秀

在形式上，洗脚与孝顺绝

对无法画上等号

□ 徐 行

少想歪招

□ 米转英

汉代的司马相如写了篇 《大人赋》，按

照他的本意，是想劝谏汉武帝不要迷信神仙

的说法，不要劳民伤财追求那些虚无飘渺的

东西。但是由于这篇文章中对神仙排场的极

力渲染和大肆铺排，汉武帝读了，不但没有

引以为戒，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气”，更

加坚定了追慕神仙的决心。一篇文章，效果

与意图刚好相反，无论它多么富有文采，我

们都可以认为它是失败的。

如今，像这样失败的作品真不在少数，

尤其一些备受大众关注的新闻报道。作为此

类性质的文章，难免要报道一些恶性事件

和坏人坏事，这是属于新闻职业工作者的

职责所在。它的目的，除了满足读者的阅

读需求，还在于唤醒读者的关注，让人们

或者生出警惕，或者同情受害者，或者激

起正义感，或者作为反面教材起到良好的

教化作用。说到底，对负面事件的报道最

终是为了正面的引导。但我们的一些新闻

工作者或业余写作者，却要么为了让自己

的作品起到轰动效应，要么仅仅从满足读

者猎奇心理出发，将事件不厌其详地描述

出 来 ， 不 放 过 任 何 一 个 细 节 ， 穷 形 尽 相 ，

在展示自己“写作能力”的同时，却起到

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有的报道犯罪的作品，往往把过程交

代得纤毫毕现，如何跟踪、如何蹲点、如

何布局、如何行动，纯粹成了一篇供心怀

不轨的人学习的教材；有的叙述作为受害

人的都市女性情感经历的作品，把男性的

欺 骗 手 段 和 实 施 步 骤 当 作 津 津 乐 道 的 素

材，写得点滴不漏，让你最终搞不清作者

是在告诉女性要学会保护自己，还是要告

诉男性如何去占女性的便宜；有的写某位

“明星”吸毒的作品，却大讲他如何潇洒，

如何风流，如何成功，最后才漫不经心地

点一下他不检点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劝

百讽一”，似乎吸毒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大

众的不满反而成为了吹毛求疵。纵观近年

来一些恶性的犯罪事件，往往一件事发生

后同样性质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从对

一些犯罪的青少年的采访中可以看到，对

他 人 犯 罪 细 节 的 模 仿 占 据 了 很 大 一 部 分 ；

一些思想不成熟的学生，更是在获取相关

新闻的时候把吸毒当作事业成功后的生活

佐料。这都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注意的事情。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前人小心

得多。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就曾经问到王阳

明 一 个 问 题 ： 传 统 的 经 典 ， 比 如 孔 子 的

《春秋》，为什么会写得那么简略？王阳明

的 回 答 是 ， 圣 人 创 作 之 所 以 “ 不 肯 多

道 ”， 不 把 那 些 阴 谋 诡 计 、 尔 虞 我 诈 、 弑

君篡国的经历写那么清楚，原因就在于担

心详细的记述会“长乱导奸”——会助长

坏人作乱和引导坏人做坏事。在今天这样

一个信息开放、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我们

当然不需要如此谨小慎微，但是必要的敬

畏心理还是需要具备的。文章写出来，读

者如何理解，往往就不是作者所能左右的

了 ， 由 此 想 开 来 ， 作 为 新 闻 写 作 也 是 一

样的。

□ 韩秉志

作为公益性教育机构，博物馆理应为游客的素养提供辅导

以名生钱，悬！

许 滔/绘

旅游法的出台很大程度上遏制了

曾经大行其道的“零团费”旅游团，但

近期“1 元团”现象又悄然复苏。这两

种团本质上并无不同，均违反了反不

正当竞争法、旅游法的相关规定，皆应

依法究责。相关部分也有义务监督和

引导旅行社，少想歪招，多在产品和服

务上下功夫。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去当地

的博物馆看看，来到波兰的海滨

城市格但斯克也不例外。格但斯

克国家博物馆正在做瓷器展，除

了展示波兰的作品之外，还有荷

兰、法国、希腊、土耳其、意大

利、中国和日本的瓷器，其中的

“元青花”特别打眼。看那造型

精美，胎体细腻，釉色如玉，加

之线条流畅，美观大气，让我备

感亲切。

在我看来，瓷器极富文化内

涵，不同国家的瓷器代表着不同

国家特殊的文化符号。中国是世

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许多重大

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

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

追 溯 到 公 元 前 4500 年 至 2500

年，中国人在技术上的成果以及

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

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从

唐、宋、元、明、清到现代：一

类是写意绘画，另一类是工笔绘

画。中国瓷器，从隋唐时期便开

始向外域流传，宋、元、明、清

各代，瓷器都作为重要商品行销

全国，走向世界，陶瓷艺术装饰

品作为商品在流通的同时，也在

不断地传播中国的陶瓷文化，促

进了中国文化发展。

中国瓷器在反映客观世界的

同时，必然也反映了人的主观意

识，中国瓷器表达了人的自然观

念，人的想象、情绪和理想，也

表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的人文思想。历代陶器和

瓷器装饰纹饰既有自然界的山山

水水、花鸟鱼虫，又有人类自

身，而且在这一纹饰中，总是执

着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

国瓷器表现了人物内心纯真的感

情和潇洒的风度，使人成为真正

优美的形象，还体现了中国人民

对历史的尊重。中国瓷器表现了

不朽的人文精神，也反映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生 活 中 我 们 看 到 的 中 国 瓷

器，既是工艺美术，也是民俗艺

术。它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极为密

切，表现出中国传统浓厚的民俗

文化特色，是民间社会生活的真

实反映。在我的眼中，瓷器是特

殊的文化符号，其中蕴含了中国

传统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审

美情趣与审美追求。自古及今，

数千年来一件件精美的中国瓷器

上，勾勒出描绘出的山水人文，

集中展现了人们追求幸福、崇尚

自然、和谐吉祥的生活理念。

瓷器是特殊的文化

符号，其中蕴含了中国

传统的审美观念、审美

价值、审美情趣与审美

追求

□ 杜 京

品瓷寻根

如果说投资手机游戏和电商服装品

牌还算得上和自己的身份“搭界”，那

么近期的明星互联网投资热则几乎到了

让人看不懂的地步。先是羽泉组合成

员胡海泉透露天使投资租车平台宝驾

租车，又有任泉、李冰冰、黄晓明成

立的 StarVC 和合唱组合“毅光年”分

别投资互联网金融 P2P 平台，投资界甚

至给了明星 VC 们一个新名词：“资产

娱乐化”。

对于明星们来说，能像赵薇夫妇投

资阿里影业一样百日投资翻倍自然是上

上之选，但当年姚明 300 万美元投资巨

鲸音乐网折戟沉沙还让人记忆犹新，明

星大举进军互联网界，到底是“虚火”

还是远见？

明星们“以钱触网”，最根本的

原因还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产业的

火爆，就像当年火热一时的房地产业

一样，热门行业对热钱从来都有天生

的吸引力。海这边的明星如是，海那

边的明星亦如是，硅谷和好莱坞之间

的联姻已不胜枚举，阿什顿·库彻投

资的互 联 网 公 司 多 达 41 家 ， 说 唱 明

星 Dr.Dre 则 把 自 己 投 资 的 魔 声 耳 机

以 30 亿 美 元 卖 给 了 苹 果 ， 甚 至 有 戏

言 称 “ 对 互 联 网 公 司 的 投 资 ， 已 经

是 比 弗 利 山 庄 种 种 宴 会 上 最 一 呼 百

应的话题”。

明星作为投资者满怀热情，作为

被投资者的创业企业也对这些名人举

手表示欢迎，互联网竞争正在从“红

海”到“血海”，对于数以千万计的创

新应用与服务来说，钱固然是重要的

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为人所知

赚取眼球，突破“酒香也怕巷子深”

的瓶颈。这些创业企业认为，由明星

直接投资，出于对回报的期待，他们

吆喝的尽心程度，自然也超过单纯的

拿钱代言，对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

济”的互联网产业来说，既有钱，又

有名，可谓一举两得。

尽管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但现

实 却 未 必 真 能 如 此 一 帆 风 顺 。 明 星

VC 言 必 谈 “ 粉 丝 经 济 ” 已 成 “ 标

配”，毕竟在社交网络时代，明星与

粉丝间的互动方式正在前所未有地多

样化，明星有更多渠道可以影响自己

的粉丝。

但粉丝并非万能。一方面，明星

的粉丝群体和互联网服务的目标用户

未必完全吻合，单靠“粉丝”买账，

难 以 支 撑 某 一 应 用 的 经 营 ； 另 一 方

面，游戏、视频这些基于休闲娱乐的

“轻应用”，粉丝们或者可能因为明星

光环“尝鲜”，但对于诸如互联网金融

这样涉及到真金白银的应用，或者基

于 本 地 服 务 的 O2O （从 线 上 到 线

下）， 用 户 的 首 要 诉 求 依 然 是 “ 靠

谱”，明星的号召力究竟能起多大作用

也是未知数。

在 这 之 上 还 潜 藏 着 另 外 一 重 风

险。明星 VC，说到底依然是“以名生

钱”，但这也意味着，明星不得不以自

己 的 知 名 度 为 投 资 的 项 目 背 书 。 但

“术业有专攻”，互联网的技术门槛正

在变高，特别是目前的创业机会多半

来自于打破线下传统产业的信息不对

称，无论是金融、保险还是医疗、教

育、家政，这些都对资源和体验有更

高的要求，一旦应用出现问题，在互

联网时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里”，这可不是之前开个餐馆不赚钱就

一关了事那么简单，明星们损失的不

仅是钱，更会直接让自己的形象与声

誉打了折扣，而这几乎是明星们赖以

生存的根本。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明星们蜂拥

而入互联网，其实也是整个行业“泡

沫化”的体现。有相熟的投资人对笔

者坦言，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十年中

最好拿钱的时代，到处弥漫着“人傻

钱多速来”的气息，但这背后也体现

出对用户的某种轻视，“并不是什么高

明的玩法”。只看重噱头，不专注服

务，只制造话题，不追求体验，随着

整个产业的成熟，抱有这样思路的创

业者很难不被用户所抛弃。明星投资

诚然是一个营销上的“卖点”，或者也

能在短期内对吸引流量作出贡献，但

从长远来看，只有真正从用户需求出

发解决“痛点”，才能留住随时都可以

拿脚投票的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