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上映的电影、最流行的音乐会、最前
沿的美术展⋯⋯这些趋向大众化的娱乐方式
固然能够填补闲暇时间，但若将它们视为减压
方式，却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生活在城市，
通勤于写字楼与住宅小区的上班族来说，更富
个性化，带有生活体验性质的兴趣班，正成为
休息时间的一种新选择。这些培训课程以兴趣
为纽带，带给人们更加放松的交往方式。

晒出我精彩

茶道、烹饪、陶艺⋯⋯这些原本专业性极
强的技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涉猎。商家们
抓住消费者自我提升及个性的需要，提供了各
种专业、系统化的课程培训。几期课程下来，可
以将你从一个厨房菜鸟变成烹饪高手，让你从
只会冲泡速溶咖啡到可以亲手制作出精美的
卡布奇诺。

柳笛应该算作一个“笨鸟后飞”的典型。90
后的她原本对料理一窍不通，然而看了朋友们
在朋友圈刷屏的“烘焙秀”后，便内心痒痒。于
是，她给自己报了一门烘焙课程，也希望有朝
一日可以一晒成果。

每个周末，柳笛都会到一家叫做“ABC”的
料理工作室花上 2个小时，进行一次关于蛋糕
制作的课程学习。在这个类似社交厨房的大教
室中，消费者不必携带任何烹饪工具，像柳笛
这样的零基础学员，可以从做简单的蛋糕做
起，随着课程的深入逐渐增加学习难度。

“最开始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只是觉得好
玩，又觉得可以提升一下自身魅力。我自己起
点比较低，不过老师们都很耐心指导，让我很
快可以独立做出简单的糕点。”柳笛说，“在这
里能够完全放空自己。最重要的是，我终于可
以在朋友圈分享我的烘焙成果了。”

和柳笛一样，还有很多人有提升自己的想
法。每个周末下午，袁泽会开车到位于北京东
城区的一家茶道工作室，他会在这里花上 2个
小时，进行一次中级茶艺班的课程学习。在忙
碌的工作中，这是他找回独自生活空间的一种
尝试。

为了扩大学员的覆盖范围，这家茶艺班的
课程设置一般为 12 课时一期，授课时间主要
安排在周末，以便工作一族自主选择。

“品茶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精神享受。学茶
道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放松身心的过程。学
习的过程，也增加了人际交往。”袁泽说，“人们
开始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东西。这种精神，更
接近于生活方式本身。”

舞出我人生

就在不久前，宋霜刚刚完成了她的新一期
舞蹈训练课程。没有结业证书，没有技能证明，
这个80后的女孩只是用微信记录着舞蹈课程
中的点滴岁月。“人生就要风情万种，摇曳多
姿。”她在朋友圈上这样写道。

时光回到数年前，那时宋霜刚刚大学毕
业，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朝九晚五，收入
稳定，然而生性好强的她却有点郁郁不乐。闲
暇时光变多，事业上略有迷茫的她捡起了大学
时的爱好——跳舞。

“开始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抱着玩一玩的
态度，后来随着兴趣的日益浓厚，就放不下
了。”凭着自己当年的舞蹈功底以及对肚皮舞
的兴趣，宋霜开始和专业的私人教练学习肚皮
舞。每周她都会准时来到教练的工作室，上两
个小时的舞蹈课。

肚皮舞是一项专业舞蹈，包含印度风、中
东风、拉丁风等等，要掌握其中的技巧并非易
事。每次练完以后，宋霜几乎都是汗流浃背。但
在这个过程中，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从最初的不
协调到最后的动作流畅优美，她觉得自己完成
了一种蜕变，无论是舞蹈还是生活。

“跳舞改变了我的生活，对于提升自我素
养和气质都有益处。”宋霜说，“我越发知道我
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宋霜对自己的人生
进行了重新规划，告别了原来的安逸生活，选
择了一种更为忙碌的生活，而支持她的，正是
舞蹈带给她的自信和乐观心态。

现在的工作虽然忙碌，反而带给宋霜更多
能量。除了舞蹈训练，她还坚持每周进行两到
三次健身，并偶尔参加马拉松比赛等。在这个
过程中，宋霜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身上的
正能量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让宋霜感慨良多。

一位外国朋友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古
筝，每天早上上班前，专门请音乐老师来公司
对他进行一对一授课，而这样有“文艺范”的
人，竟然还是跆拳道绿带级别。而另一位朋友
在工作之余不仅做兼职翻译，还在进修服装设
计的高级课程。“这些内容和他们平时的工作
完全不相干，但是他们都努力地充实自己，拥
抱生活。我经常以他们来鼓励自己。”宋霜说。
宋霜透露，自己现在的舞蹈水平，已经算是业
余水平中的佼佼者。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向专业
水准更进一步。“跳新的舞，学新的歌，弹新的
曲，交新的友。努力在生活中活出与众不同。最
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宋霜说。

唱响我世界

个性化的培训班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多元
化的选择，也让更多拥有小众爱好的人有了一
试身手的机会。比如音乐爱好者尹静。在她所
报的声乐班中，大多数学员的选择是流行唱
法，而尹静却选择了歌剧。

“纯粹是出于爱好，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感。”尹静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一
个信息丰富的时代，以前受到各种限制，或没
时间、或没条件的完成的事情，现在都有机会，
去圆儿时的一个梦想。”

歌剧演唱的技巧门槛并不低。在课堂上，
声乐老师主要教授学员发声技巧。尹静告诉笔
者，在歌剧院，歌唱者都要在无话筒的情况下，
靠自己的肉嗓让所有人能听到声音。声乐老师
会教你怎么发声，怎么提高音色，如何让声音
更圆润，气息更延长，这些都需要通过相关训
练去提升。此外，歌剧是舶来品，也需要学一些
诸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外语歌词。

尹静坦言，自己的爱好有点小众。“学到忘
我的时候，有时候自己走着走着就唱起来，或
者因为练习换气，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不过，
无论你的爱好多么小众，都会找到有共同语言
的伙伴。”

歌剧不仅提升了她的音乐鉴赏水平，也唤
醒了她对钢琴的热爱。日积月累的歌唱和弹奏
训练，让她学会了去管理自己的情绪。“生活压

力大，有时候情绪难免烦躁。忙的时候焦头烂
额，闲的时候怀疑人生。弹弹钢琴，也是减压的
一种方式。有的时候甚至不用弹曲子，只是简
单地来回弹音阶，都可能会让心情平静下来。”

不过，培养个人兴趣爱好，投入的可不光
是热情和时间，培训班总是要收费的，这也是
个现实问题。因此，价格不菲的成人兴趣培训
班尽管吸引了很多上班族的目光，但愿意花钱
上课的人还是少数。学习不同的东西，花费千
差万别。以尹静为例，歌剧、钢琴课技术复杂，
一对一辅导更适合，所以她会聘请私人教练。
当然，私人教练的课时价格会更高一些，一个
小时花费 200 元甚至更多。同时，她还办了以
时间为单位不限次数的年卡，所以有些诸如烹
饪、绘画方面的课程就上一对多的大课。“在工
作稳定、经济独立的前提下，我愿意拿出一部
分金钱，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精神更愉悦。从
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投资自己的一种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资自己，活得精彩已
经是很多人的追求。当然，外出报培训班并非
唯一选择。利用网络资源和手机 APP 接受免
费的个性培训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大数据和
互联网会为你量身定制出培训方案。有空的时
候，何不选择喜欢的方式，来体验一下从0到1
的成就感呢？

下班以后你在哪
□ 韩秉志

仿 古 街 ，装 不 起 城 市 的 门 面
□ 杜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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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游，常能看到各种仿古一条街。

这些街道，基本上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

建造。建造仿古街，很多地方是为了商业目

的，所以街上最显眼的是两侧的商铺，模样

大同小异。好一些的仿古街，会借鉴当地的

文化历史传统，增添一些地方符号。但更多

的仿古街只做旧，却不求其神。正如冯骥才

所言：为了证实这是“老街”，便象征性地留

下几幢老屋，却也粉刷一新，或者干脆翻盖，

加大尺度，扩大店面。有的则把本地几个

“老字号”硬塞进来，以壮“老街”门面⋯⋯这

就是当下一些地方旅游景点，大肆开发“仿

古”一条街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这样的“仿古”一条街，几乎成了很

多地方旅游景点的常见人造景观？这些年来，

很多城市都在加快基础建设，但由于缺乏对历

史的保护和文化的敬畏，很多具有文化特点的

老街在城市改造中消失了。但是，正如冯骥才

所说，独特的历史文化是城市最重要的旅游资

源，但当城市的历史遗存差不多拆光，偏偏又

要开展旅游了，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仿古

造假，于是，“仿古”一条街应运而生。

这些“仿古”一条街，基本全被开发成风

情商业街。更糟糕的是，在城市改造中残剩

无多的历史街区被改造成商铺、旅店、农家

乐、茶社、咖啡屋混成一团的“游客天堂”。在

这样的“天堂”里，连一间见证历史的博物馆

也没有，导游讲的传说不少是编造的民间故

事。这些地方，经过这样的粗鄙“打造”、滥加

“改造”，结果是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

涵，只留下躯壳；一边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

的伪造，根本寻找不到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

蕴、独特的精神，更无法带给人们历史和文化

的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基本的建筑艺

术美感⋯⋯

正是这样，现在很多城市为了追求外在

形象，历史街区的保护出现了问题，不是努力

建设“我有他无”的城市历史特色、文化特色、

民俗特色，而是出现了“千城一面”“千街一

面”的倾向。

这种“仿古造假”风盛行，其背后掩盖的其

实是利益的冲动、商业的冲动。说白了，拆掉

的历史老街，是为了赚钱，现在造假的“老”街，

也还是只为了赚钱。然而，这种仿古街即便是

赚了钱，也不能给人留下真正美好的印象，更

不能让人对这座城市产生一游再游的兴趣。

反而，对游客来说，敬而远之是更容易的选择。

笔 者 想 起 冯 骥 才 曾 发 表 的《老 街 的 意

义》，其中写道：“一个城市由于有了几条老

街，便会有一种自我的历史之厚重、经验之独

有以及一种丰富感和深切的乡恋；它是个实

实在在的巨大的历史存在，既是珍贵的物质

存在，更是无以替代的精神情感的存在，这便

是老街的意义。”然而现在，当那些历史文化

核心地段、历史街区等，以及历史文化名街，

在这种城市改造中被粗暴无情地拆毁，而那

些仿造的、假造的、商业化的“仿古”一条街，

却是大行其道，风行不止，这样，我们从哪里

获得历史的认知，又从哪里感知传统的、文化

的博大精深？

今天，当我们很难找到那些斑驳沧桑的

老街时，当仿古的新街不断模糊我们对历史

的印象时，我们一方面应该更加珍惜仅存不

多的老街老巷，以保护、保存、守护的原则，维

持历史风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容改造、破

坏。另一方面，对那些装扮出来的满是伪历

史、假古董的历史建筑和文化街区，应该拒绝

接受。毕竟，担当起对历史文化的责任，是我

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义务。

另 一 种 业 余 时 光 ②

徽韵声中访“牌坊”，徽州府里看
“第一”。到了安徽省歙县我们才发
现，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而且还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牌坊之
乡”。据说当年牌坊最多时以歙县为
府的古徽州就拥有牌坊上千座，现在
也还有 118座之多，堪称全国之最。

古牌坊与古祠堂、古民居并称为
“古徽三绝”，其中的许国石坊和棠樾
牌坊群，均已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
物。因此，那些由遍布歙县城乡的石、
砖、木牌坊组成的徽州牌坊风景线，就
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了。

但给我们留下印象最为深刻、视
觉冲击力最为强烈的，却是被誉作“中
华敬老第一坊”的“双寿承恩坊”了。
因为作为徽州文化的一种物化象征，
徽州牌坊大多为旌表当了大官的里人
或纪念忠、孝、节、义的楷模而建造
的。唯独这“双寿承恩坊”是个奇迹般
的例外，它是为敬老祝寿而立的。

双寿承恩坊坐落在歙县城北 20
公里的许村镇的村头、高阳桥的东
侧。它的建造时间在明代隆庆年间，
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了。牌坊巍然耸
立，全石建造，结构为四柱、三间、五
楼。牌坊额梁上，雕刻有“双寿承恩”
四个大字，苍劲有韵，非常抢眼。导游
告诉我，徽州古牌坊之所以历经几百
年风雨依然不倒不毁，除了当年选用
优质石材之外，主要原因在于牌坊建
造工艺上采用了“一固二透”的措施。
这“固”指的是石柱支撑采用抱柱鼓石
或石雕狮子加以美化加固，而梁坊两
端则以雀替构件实现稳定加固；这

“透”则指的是牌坊上的花板迎风部
件，一律施以透雕镂空，即通透泄风，
又减轻负荷。如此两招，使得貌似孤
然独立、摇摇欲坠的牌坊具备较强的
抗震、抗风能力。

为什么这座牌坊要叫做“双寿承
恩坊”呢？许村地处“程朱阙里”的古
徽州，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尊老爱幼
蔚然成风。加之这里山清水秀、远离
战乱，因此幸福安康，寿星多多。当村
中第一对积德积寿的老夫妻双双迈过
百岁寿龄的时候，人们纷纷建议立坊
祝寿，并很快获得皇帝的恩准。牌坊
上的“双寿”指的就是这对夫妻“双双”
越过“百岁”寿龄，而“承恩”则指的是
祝寿牌坊的建造“承”蒙皇帝的“恩”
准。在中国牌坊中，这是唯一为老夫
妻百岁祝寿而建造的祝寿牌坊。

我想，这双寿承恩坊已不仅只是
为这对幸福长寿的老夫妻祝寿的牌
坊，它更成了许村乃至中华民族尊老、
敬老、爱老风尚的宣言书和美德的物
证牌。我猛然觉得那冰冷的石块非常
温馨、非常亲切，我真后悔没能携妻同
游，不然就可像其他夫妻游客那样，也
在这“双寿承恩”中华第一敬老坊前并
肩留个影，然后共唱《夕阳红》了。

歙县·双寿承恩坊

敬老第一坊

□ 江志伟

它是徽州乃至中华民族

尊老、敬老、爱老风尚的宣言

书和美德的物证牌

双寿承恩坊 汪 苹摄

成年人能上的兴趣班，越来越多了。几期课程下来，你或许就能从一个厨房菜鸟变成烹饪高手，从

某一领域的“小白”变成专业达人。当然，这些让你走路带风的特长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