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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唱歌、运动、亲子等类型之后，电视综

艺节目如今祭起了“文学”的旗子。近日，一

档名为《文学英雄》的节目在电视台亮相。节

目采取作家和影星搭档的方式，作家们在限

定题材、限定时间内创作作品，再由搭档明

星以表演、朗诵等舞台形式诠释，最后由现

场观众投票决出作品名次。

面对这样一档将文学与娱乐“混搭”的

节目形式，一些人显然接受不了。就有观众

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是自由而孤独的事业，

这种 PK 方式破坏了创作的基本准则。对此，

节目制作方表示，节目本身就是一个游戏，

不是严肃的创作，他们更多地会拍摄一些作

家们讨论和构思的过程。

虽然说，这档节目有些“文学真人秀”意

味，充其量只是于娱乐当中加入些许文学的

调料，但观众多少能从中了解一些文学知

识。从播出的第一期内容来看，演员与作家

搭档围绕经典文学展开文学抢答赛，争取创

作素材，并且还需接受《诗经》中经典诗句相

关的文学知识考验，最后要完成以“我的女

神”为题的作文。可见，节目在增强趣味性基

础上，将经典文学知识推送给观众，对于提

升观众的文学素养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除了可使观众掌握一些文学知识，这档

节目也可看做是锻炼创作思维、激发写作兴

趣的现场演练。节目中作家们需要限时写出

符合自己审美要求、体现自己写作水准的文

章。他们究竟如何构思、会有怎样的观点碰

撞，这些原本因文字而表述的东西经演员们

的舞台表演后，又会产生怎样的戏剧性效

果，等等，这些无疑都会带给观众以启发。普

通观众可以在粲然一笑中与作家、演员们一

道体味思维“压力山大”后的乐趣。热衷文学

创作的观众则没准能从中领悟到情节处理

的技巧；而对于广大青少年，观赏这样的节

目，带给他们的或许会是别样的写作熏陶与

作文指导。

现在，在很多人思想中，一提及电视娱

乐节目，不由自主想到的就是“无聊”、“低

俗”乃至“恶俗”。的确，在电视节目走向市场

化的今天，有相当多的节目没有多少文化养

分，纯粹为逗乐而逗乐。为了能争取到可观

的收视率，一些节目制作、播映方甚至不惜

一再降低自己的职业操守底线，制作、播映

了不少垃圾综艺娱乐节目。电视综艺娱乐节

目背负着如此“黑锅”，此次《文学英雄》把

“文学”拉了进来，一些观众不免先入为主地

吐槽一番。我倒认为，没必要对之横加苛责，

毕竟，它只是一档娱乐节目，通过该节目，既

能欣赏到高颜值明星、高人气作家，又能顺

便呼吸几口浸润了文学芬芳的空气，不也挺

好吗？

关于《文学英雄》，有评论认为，如果抱

着想了解作家创作的目的来看这个节目的

观众恐怕会失望，而抱着放松娱乐的心态来

期待这样一档节目，说不定可以学习到一些

作文技巧或古典文化知识。其实，这样的视

角与心态，不只适用于《文学英雄》，欣赏其

他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亦然。

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夏天“冰桶挑战”通过
微博微信传遍五湖四海，44 亿多次的点击让
公众对“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这个拗口的
名词耳熟能详，还为这种罕见病的患者们带来
了800多万元人民币。

今年6月，前著名体操运动员刘璇和胡佳
同样通过社交网络平台为自己的老队友，罹患
肾衰竭亟须换肾的前体操国家队队员田静发
起 募 捐 ，24 小 时 内 ，2477 名 网 友 募 捐 的
265647.88 元善款，补齐了姑娘的医疗费用
缺口。

仅从捐款数字上看，互联网公益的高速发
展令人吃惊。来自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仅仅
淘 宝 公 益 宝 贝 一 项 ，2014 年 共 筹 集 善 款
7221.7万元，2015年预期能翻一番，其中今年
5月份单月筹款已达1344.5万元，捐赠笔数达
到 2.7 亿 笔 。而 在 腾 讯 6 月 底 发 布 的

《2013-2014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则称，截
至2014年底，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网友捐赠额
共计2.46亿元，捐赠用户超过2576万人，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表示：“从2008
年到 2013 年，腾讯网络捐款平台捐款总额达
1.5 亿元，但到 2014 年，仅一年捐款量就达到
1亿元。”

但互联网对公益的改变却不止这些巨大
的数字。有关公益，有一个美丽的比喻：“赠人
玫瑰，手留余香。”玫瑰送给谁？玫瑰怎么送？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几乎让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一斤猪肉和50只小鸡

让北京白领孙佳乐“入门”互联网公益的
是一斤猪肉。“2013 年，在新浪微博偶然看到
朋友转发的消息，有个公益组织发起了一项改
善贫困地区学生伙食的慈善活动，参与的方法
特别有意思，只要在他们的淘宝店里拍一斤猪
肉，我现在还记得是16元钱，之后就每次活动
都捐一斤肉，14 年以后改成‘摆一桌’，100 元
钱可以请10个孩子吃一顿饭。”

上海的网络工程师白莹刚刚参与的一项
网上公益项目是为凉山地区的孤寡老人捐赠
50只小鸡。“老人们有鸡蛋吃，还能增加收入，
消除孤寂，最小金额的一份捐款才 10 元钱。”
这个由成都市慈善总会提供公募支持的项目，
得到了5146名网友的77429.52元善款。

武汉的公务员黄晶是个动物爱好者，她支
持的公益项目几乎都和动物保护相关。“比如
新浪微博上的‘滇金丝猴 300+计划’，流浪猫
绝育，我还买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和一家
网店合作设计的筹款T恤衫，都是几十元钱的
事，一顿饭钱。”

一个个故事背后，体现出互联网对涓滴爱
心强大的汇集作用，便捷的支付渠道，让小额
捐赠成为可能。淘宝的公益宝贝计划，是由卖
家设定一个商品售价中的比例定向捐赠给公
益组，算下来平均一笔善款只有 5 分钱，而在

腾讯公益平台上，每个网民的平均捐助金额也
不到 10 元。阿里巴巴社会责任部淘宝公益平
台负责人顾潇对此颇为感触：“互联网的本质
就是连接，所以互联网公益的本质就是人人参
与。技术创新能让它更加方便和快捷，从而帮
助公众跨出参与公益的第一步，慢慢从行动变
成习惯。海量的公众参与也意味着公益组织善
款来源的去中心化，降低了其受到大捐赠人意
志裹挟的风险，筹资风险也会因此降低。同时，
海量的用户参与会为公益行业带来更多的跨
界资源，并带来各种多样化的需求，从而倒逼
公益行业生态进一步丰富。”

把实话讲得漂亮

让钱捐得方便，只是互联网托起公益的一
只翅膀，另一只翅膀则是，它在信息传递和及
时反馈上的优势，在帮助公众增强对公益项目
的信心。

在对几位网络公益项目参与者的采访中，
大家普遍的看法是，打动他们的不仅是因为钱
少，更是因为靠谱。孙佳乐告诉记者，她对“一
斤猪肉”动心，是因为在宝贝销售的页面上，能
看到大量往期活动的照片，“比如孩子们开心
地吃着肉的笑脸，聚餐学生签字表格上一个个
红红的手印，就觉得这么点钱人家用的真是认
真”。白莹说，会给老人捐小鸡，是看中项目的
预算写得详细，“小鸡多少钱，培训多少钱，甚
至还包括每只小鸡的疫苗一毛钱”。黄晶则表
示，会买公益T恤衫，是因为“中国猫科动物保
护联盟里几位志愿者，我本来就关注了他们的
微博，平时就能看到他们风雨无阻地干活”。

“2009年我们刚刚开始月捐项目时，只有
三家公益组织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要求说，
参与月捐的用户每月捐 10 元，你就有义务每
月给他们反馈，公益组织说这不行，我们的年

报都是一年一发。但我们认为，互联网的核心
之一就是互动，你一定要给捐赠者激励，让他
们感受到你们对他们付出的回应。”腾讯公益
产品总监孙懿快人快语，她坦言，“使用互联
网，公益组织也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要学会把
实话讲得漂亮。不能因为你做的是好事，就理
所应当地怎样怎样。”

公益平台的参与使公益组织建立起及时
沟通和及时反馈的机制。孙懿表示：“反馈有两
种，一种是即时的，比如网友捐助一个孩子做
手术，发起方就要不断更新，几点钟，孩子进了
手术室，手术花了多少钱，第一天术后恢复进
行了什么治疗，又花了多少钱。一种是定期的，
公益组织会有月报和年报。这些都会用推送消
息、QQ 邮箱等方式定向告知捐助过相关项目
的用户。”

顾潇也告诉记者，为了“靠谱”，任何新项
目在公益宝贝上都不能直接入驻成为“常态
类”公益项目，它们必须先过目标式的“限时”
或“限额”方式筹款，首次目标筹款顺利完成且
反响较好，经评审可以再上线一次目标筹款。
连续两次以上筹款均能证明该项目具备较好
的筹款效率和捐赠口碑，才能获得入驻成为常
态项目的资格。“而且我们要求公益机构每个
月15日之前必须对上一个月的收入和执行情
况在淘宝网上发帖进行公示，每年年底还要对
上一年度的所有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核查。”

在孙懿看来，这种机制也在帮助公益组织
提升自己的项目执行能力。“真是高手在民间
啊，我们的用户会对项目设计的原因，预算进
行挑战，甚至能看出项目描述和最后报告中执
行情况的细微不同。公益组织要有底气和公众
沟通，就必须要把自己的项目做得更好，这是
很好的成长机会。”

“发起—捐赠—执行”，互联网公益，至此
似乎已经构建起了完美的闭环。但更好的消息
是，移动互联网来了。

移动互联网的新“颜值”

“移动互联网正深刻改变着我们身处的世
界，注意力碎片化让游戏规则重构。过去难以
被大机构关注的小案例，也有可能经由社交网
络得到全民甚至全球的跨界传播。”陈一丹如
是说。

这种变化，体现在互联网公益的“去中心
化”。“公众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捐助人，他们
还可以与公益组织分工合作，成为公益项目的
发起人和执行人，而公益组织则负责进行募
款、监督执行和资金监管。最直接的变化是，

‘接地气’的项目变多了。”孙懿提起一个叫做
“乡村照相馆”的项目，几个大学生志愿者今年
春节来到一个云南的偏僻乡村，给那里的打工
者家庭拍摄全家福，“因为他们发现，很多留守
老人甚至没有一张和孩子的合影。就是这么一
点小事，但非常成功，公众会觉得，在我身边，
与我有关。”

移动互联网也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参与的
积极性。“我们接到过一个可爱的投诉，有网友
说，我在火车上刷到这个项目，刚想捐款，进山
洞没信号了，等出来再一看，捐满了！不行，你
们一定要再给我把通道打开。这说明基于移动
互联网，他能随时随地参与。另外，现在腾讯还
有另外一个产品，‘一起捐’，用户可以主动邀
请你的亲朋好友，来参与你信任的公益项目，
成为‘超级劝募人’，这正是社交的力量。”孙懿
表示。

移动互联网的新技术甚至有可能为公益
提供全新的参与方式。从去年 9 月开始，微信
发起了一项“为盲胞读书”的公益活动，这次用
户提供的不是钱，而是用“每人一分钟”的形
式，为盲胞阅读书籍，活动最终收集到 200 多
万条声音捐赠。其项目经理梅舰告诉记者，这
其中同样包含了技术的力量。“比如我们会把
一段文本交给多个用户录音，然后用语音识别
技术，可以自动监测语速、是否停顿和漏读多
读，给出流利度得分，也可以监测是否有错读、
口音和噪音，给出置信度得分，两项得分相加，
得分最高的声音片段才会进入语音库，这些录
音拼接起来，形成最终的语音电子书。”

公益专家、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
师褚蓥则认为，未来甚至可能会出现超越单方
捐助的新公益形式。“比如甲家富裕，乙家贫
困，但甲工作繁忙接送小孩上学有困难，那么
完全可以由甲家资助乙家，乙家帮忙接送小
孩。基于位置信息的移动互联网能够帮助匹配
这种需求，结成新的互助关系。”

不过，当新的元素进入互联网公益，对公
益组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平台的运营者
们看来，这正是互联网公益未来发展的“痛点”
所在。顾潇告诉记者：“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
传统公益组织的转型决心，一些传统大型基金
会还没有学会如何利用新渠道，设计出具有互
联网精神的公益产品。”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一项针对国内547家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
73.49%的公益组织没有“互联网专业人员”，
接近 50%的公益组织还没有使用过互联网众
筹平台。“下一步需要的是提升公益组织的新
媒体传播能力，比如故事的视觉化表达、整合
资源的传播等等，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把高
颜值的项目高效率地呈献给公众。”孙懿说。

碎 碎 益 爱 无 缺
□ 陈 静

铁路是工业文明的代表之一。坐
落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14 号的
中国工业博物馆中，藏有征集来的
16000 余件文物展品，其中就有一段
非常珍贵的中东铁路钢轨。

走进博物馆通史馆，有专门展示
东北铁路发展历程的展区。其中一段
中东铁路钢轨就是一个多世纪前的见
证。它 1900 年由沙俄定制，上面还
能看见清晰的俄文字体。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了掠夺和侵略
中国，控制远东而在我国领土上修建
的一条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方
铁路”的简称，1896 年—1903 年由
沙俄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
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
呈丁字形，全长约 2400公里。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
逐步被日本占领，中东铁路则还在苏
联控制下。日本不断制造事端，干扰
铁路的正常运营。苏联考虑欧洲局势
紧张，无力顾及远东地区局势，遂决
定放弃中东铁路。1935 年 3 月，苏
联把中苏共同经营的中东铁路作价卖
给 了 日 本 。 长 春 以 北 称 “ 北 满 铁
路”，以南为“南满铁路”，统称为

“伪满铁路”。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中东

铁路又改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
管。1945 年 8 月 14 日国民政府和苏
联政府签订了 《中苏友好条约》 和四
项协定，其中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
路之协定》 规定将中东铁路驻南满支
线合并成“中国长春铁路”，由两国
共同经营，以 30 年为期，期满无偿
归还中国。苏联又一次控制了中国领
土上的这段铁路。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中苏
成为军事盟国，中国政府向苏联交
涉，要求收回“中国长春铁路”全部
主权。1952 年 12 月 31 日，根据 《中
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苏联
政府将中东铁路的一切权力及全部财
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近代史中的若干重大事件联系
在一起的中东铁路，几经变迁，如今
已经融入东北密集的铁路路网中。今
天要想找到中东铁路留存下来的文
物，非常困难。中国工业博物馆中的
铁轨是筹建处的工作人员从内蒙古扎
兰屯市找到的。他们说：“我们就想
找一段当年的铁轨，但就连中东铁路
博物馆都没有。”

工作人员在扎兰屯市四处打听，
想在附近的村庄里面寻找中东铁路当
年留下来的老物件，但一直没有发现
当年的铁路遗迹。后来，文物管理所
的一位所长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说
有一个即将拆迁的村子里有这样的铁
轨。他们马上开车就奔那儿去了，那
个村子很偏僻，道也不好走，整整开
了 7个小时才到。

到了村子后，天色已经暗了下
来，工作人员顾不上吃饭，马上向村
民打听这户居民家的地址，当时手电
都没有，用手机照着找。经过仔细寻
找，工作人员在一家居民的外墙角处
发现了铁轨。当时铁轨有一半埋在地
里，是村民为了保护自己家的墙角不
被来往车辆撞坏而立在那的。

村落一片漆黑，工作人员猫着腰
研究着这段珍贵的铁轨，怕村民误
解，工作人员还请来了当地民警前来
协助，不知情的房主先是吓了一跳，
后来竟抬起价来。最后工作人员说明
了来意，也协商好了价格，才将这段
珍贵的铁轨带了回来。

返程途中，工作人员又听说一位
专门研究中东铁路的老教授家收集了
很多文物，几经周折，疲惫的工作人
员来到了老人家里，果然发现了当年
的检票钳、票面等文物。老教授将自
己收集的文物无偿捐给了博物馆。老
教授说：“放在博物馆能让那么多人
看到，比放在我家意义更大。”

中东铁路钢轨

苦痛之路

□ 崔 静

娱乐节目 加点文学调料又何妨
□ 周慧虹

利用好碎片时间不仅影响了人

们的娱乐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

式，还进一步完善了生活方式、思维

方式。比如随手去做公益，让涓滴

爱心“网”成汪洋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