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最大限度地张扬原创力并激发创作者的热情和创新因子，位

于塔尖上的原创作品才能自然生长并勇敢破土

□ 赵凤兰

文艺创新需要“出头鸟”

前几天，被网友戏称为“中国第九大菜

系”的食堂黑暗料理再添新品——某高校以

大葱烹炒整条黄瓜，还取了个相当霸气的名

字叫“青龙过江”。如此烹饪着实罕见，“青

龙过江”赚足眼球之余，也招足了骂声，大

呼奇葩者有之，批食堂哗众取宠者有之，骂

菜品缺乏常识者亦有之。

面对舆论的指责，高校食堂委屈得眼泪

都快落下来了：我这是追求创新彰显个性

啊，我是想让繁忙的校园生活增一点趣味

啊。然而，高校食堂毕竟不是私人厨房，第

一责任不是追求菜品个性化、趣味化，而是

满足师生三餐的膳食需求，提供营养搭配、

健康卫生、大众口味的家常菜。在此范畴

内，对菜品进行创新调整无可厚非，但创新

不能走向黑暗料理的极端。高校食堂的菜肴

烹饪不是三岁小儿的过家家，岂能如儿戏般

随意推出番茄炖月饼、西瓜煮油条、葱烧整

黄瓜之类的新菜，肆意挑战基本的饮食习

惯，屡屡试探师生的口味极限？

如此食之无味的黑暗料理，即使心怀好奇

地点了，一口下肚便也得皱起眉头，顶多掏出

手机拍张照，当个稀罕事晒到网上，大半的归

宿还是剩饭桶。所谓的“创新”，必然伴随着

巨大的浪费。

而浪费之外，黑暗料理还暗含着健康隐

患。很多创新菜品，干脆就地取材，番茄炖

月饼中的月饼绝不可能是新鲜烘焙，多半是

中秋节后未售出的残余品，质量难保。西瓜

煮油条里的油条也没准是早餐的剩余。堆积

在仓库中也是浪费，索性丢进锅里与其他食

材同炖，就算是微有霉味的陈旧食物，二次

烹煮也能瞒天过海。处理了积压货、省下了

食材钱，还能博个眼球，一举三得。管你食

材坏没坏、好不好吃，反正我都不吃亏。不

客气地说，这些不断为黑暗料理输送新品的

高校食堂，高举着创新之旗号，行的却是节

省原料之实。撕开个性与创新的温情面纱，

暴露出来的其实是精明的利益算计。

与其绞尽脑汁搞创新、拼速度，不如静

下心来，踏踏实实走好眼前每一步。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那些所谓的黑暗创新，最终

走不长远。

叫停黑暗创新

黑暗料理撕开个性与创新的

温情面纱，暴露出来的其实是精

明的利益算计

□ 王 昱

□ 李 高

两部以珠穆朗玛峰为题材的登山电影先后

在国内院线上映，成绩不俗。

《喜马拉雅天梯》 讲述了藏族少年成长为

登顶向导的历程，借藏僧之口表达了对珠峰这

一精神圣地演化成商业攀登时尚的迷思。《绝

命 海 拔》 根 据 纪 实 文 学 改 编 ， 真 实 还 原 了

1996 年珠峰山难，明星大牌云集，颇具话题

性。虽然两片取材视角不同，但都赢得了不错

的口碑。前者因珠峰峰顶实景拍摄的优美画面

被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朋友圈刷屏，突破千万票

房，对于向来票房不被看好的国产纪录片来说

已突破了所有人的期待。后者作为好莱坞极限

运动冒险电影，利用 IMAX 和 3D 技术很好地

表现了珠峰的壮美和人类的渺小，对登山者人

性的刻画入木三分，国内票房过亿元。这两部

电影都没有过分迎合主流观众市场，既没有夸

大戏剧冲突，也没有选择用刺激和噱头来营造

气氛。没有预想中冰川崩裂，命悬一线等触目

惊心的场面，仅仅真实反映了雪山的苍茫和壮

美，攀登者的毅力和孤独。

极限运动题材相对小众，谁在为登山电

影埋单呢？从白领小资微信朋友圈里充斥的

登山旅行照片，和全国各大城市人满为患的

马拉松比赛中不难找到答案：曾经只有专业

运 动 员 才 从 事 的 极 限 运 动 变 得 越 来 越 流 行

了。电影成功的背后，反映了我国极限运动

关注度的提升。

确实，诸多因素推动了我国极限运动产业

的日益繁荣。首先，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趋势。按照国际探险组织公示的数据，人均年

收入达到 1 万美元时，户外运动就会出现一个

井喷的发展。所以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户外运动爱好者会越来越多。而极限运动产业

也逐渐从挑战人类极限转向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成为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其次，极限运动产业链的完善扩大了群众基

础。近年来，随着参与人士的增加，极限运动

的宣传推广、装备培训、赛事品牌、社群组

织、保险救援日益成熟，产业链的完善降低了

参与极限运动的费用和难度。

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新的产品和服务

不断涌现。如班夫山地电影节等面向户外爱

好者的文化嘉年华近年纷纷引入国内，马拉

松热激起了全国办赛热潮，商业登山服务方

兴未艾。新的参与者被吸引进入这个市场，

越来越多的企业有意布局极限运动产业，万

达集团收购世界顶级铁人三项赛事运营权这

样的商业故事将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资

本市场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喜马拉雅天

梯》 这样的纪录片通过引入了众筹模式，短

时 间 内 就 赢 得 了 一 众 户 外 拥 趸 的 投 资 。 时

尚、文化和资本的交互碰撞，共同打造了这

场 产 业 盛 宴 ， 也 吸 引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去 关

注、参与极限运动。

再说回登山本身。看完影片，周围不少提

出疑问，登山等极限运动太过危险，为何这么

多人热衷？我想，极限运动更多时候能表达那

种为了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精神追求。由这

种充满正能量的精神追求，去促成相关体育和

文化产业的繁荣，反过来激发更多人去思考登

山的意义，也就够了。

当极限变流行

由这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去促

成相关体育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反

过来激发更多人去思考登山的意

义，也就够了

环肥燕瘦求书香

□ 梁剑箫

倘若当代人能于浅阅

读甚嚣尘上的大潮中重新

找 回 对 书 籍 的“ 贪 得 无

厌”，国人的文化素养将更

上一层楼

观今日之文化风气，善藏书者已

寥寥可数，更少见“藏书家”之谓。不

少从事此道的商家，譬如北京的载道

文化，专门制作些印刷考究、包装精

美、开本大气、价格不菲的名著绘本

和国学名篇，以激发国人爱书欲和藏

书癖。初衷可赞，然奏效几何，怕是

路漫漫其修远。

在当代，藏书貌似是少数人“躲进

小楼成一统”的雅趣赏玩之术，和古时

已难同语。实则不然。古今藏书者

中，皆有注重“内容思想之精研，既藏

也读”的专业学者，也不乏偏爱“封面

目录之观赏，只藏不读”的市井之人。

细细究来，今古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读典籍之数量论，历朝历代首

推清朝。清代人为了读书，须购书，

图书市场因而长盛不衰。由购书发

展为藏书，不论是否有闲暇尽阅，先

买下再议。藏书自然成为特殊喜好。

清代人收藏图书，有嗜古之癖，

尤爱宋、元刻本。藏书家“凡宋雕元

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

之必获而后已”，一旦重金而购，必

“视为枕中之鸿宝”。清代藏书家为

历代最盛，千册以上藏书甚为普遍，

称不上“家”，而可谓“家”者必达数万

册之巨，并建有书库，典型的有常熟

钱谦益的绛云楼、秀水朱彝尊的曝书

亭、北平孙退谷的万卷楼等。

不过，清代人藏书不限于学者，

普 通 市 井 乃 至 不 读 书 者 皆 有 此 爱

好。藏书俨然成为时尚和炫耀的资

本。据载，清代富商大贾以重金购买

古书和古字画，制柜珍藏，却发现赝

品比比皆是。某富商曾购得一部“宋

版”书，书商指点云，封面为宋代五彩

蜀 锦 ，衬 纸 为 宣 州 旧 玉 版 ，富 翁 大

喜。翌日持之以示人，客人发现书名

为“元秘史”，便问之：“岂宋时已预刻

之耶？”富商方知上当。可见，不管真

读书也罢，赶时髦也好，以书为贵是

当时社会风尚，其间确存在以典雅为

美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和商品经

济相结合，就变为古今糅杂、俗雅混

同的社会景观了。

而今日的藏书环境更趋窄狭，商贾

和学者收藏依旧，市井之人则很是少

见。文化风气中的典雅不再，喧嚣至

上，人心的浮躁更因电子阅读的大行其

道而难以平复。人们的阅读范围变得

前所未有之“广博”，而稀见精深。藏书

更演化为一种奢侈，本应于大众中普及

的淳雅之乐逐渐成为极少数人心中可

望而不可即的企盼，这不能不说是数字

阅读带来的文化悖论。

当代藏书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韦力曾言：藏书的基本素

养是“贪得无厌”，不专一，不从一而

终，追求环肥燕瘦的境界。倘若当代

人能于浅阅读甚嚣尘上的大潮中重

新找回对书籍的“贪得无厌”，国人的

文化素养将更上一层楼。

一段时间以来，充斥观众眼帘的除了工

业技术时代催生的大量快餐文化和跟风之作

外，似乎久违了那种紧扣时代脉搏，具有艺

术生命力和想象力的原创精品。原创精神的

式微和原创产品的稀缺正成为制约文化发

展 的 致 命 障 碍 。 在 全 国 文 艺 座 谈 会 讲 话

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了文艺创新的重

要性，提出要注重富有个性化的创造，避免

过多过滥的重复改编，要让创新精神贯穿文

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

究竟是什么因素禁锢了艺术家的想象力

和原创力？在我看来，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

是导致文艺作品原创力和独创性缺失的诱因

之一。艺术之本性崇尚的是个性化创造、差

异化地呈现百花齐放、独立创作的精致之

美，不需要体现那么强的从众意识和合群态

势。一部优秀的原创作品需要创作者秉持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时刻保持思想

上的鲜活性和对社会生活的敏锐度、洞察

力，以一种主动创作的欲望和敢于“红杏出

墙”“不走寻常路”的态势大胆张扬个性并勇

于试错，自由放飞艺术精神和想象力。可由

于风险管控、环境制约、命题作文、思维标

准化等种种原因，很多艺术家缺乏敢于第一

个吃螃蟹的冒险精神，他们在创作时谨小慎

微、墨守成规，甚至创作还未着手就给自己

预设了很多条条框框。这种创作上的不自由

和风险意识禁锢了艺术家的心灵和手脚，使

他们在创作上自觉不自觉地陷入程式化套

路中。

除了艺术家本身的因素外，原创力的缺

失还与高度活跃的市场化和网络时代有关。

市场和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催生

了文化市场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也让文艺

作品陷入低水平重复、抄袭剽窃、单纯玩弄

技巧的怪圈。近年来，国内文化产业的盘子

越做越大，互联网深度介入文艺作品的现象

愈演愈烈，导致一些艺术家的创作目的与价

值追求随之发生位移，失去了创作上的独立

性和主体地位。正所谓离权力很远的地方有

心灵，离金钱很远的地方有节操，离世俗很

远的地方有格调，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

坚硬土壤，结不出经济效益之外的果子来。

此外，原创精神的式微还与社会价值观扭

曲、评价体系错位和分配不公有关。基于当前

社会上流行的虚荣浮华之气，有些人评价一个

人成功的标准似乎只有升官发财、成名成家，

导致社会上很多人忽视殚精竭虑、苦心钻研学

问的文化精英的价值，只膜拜明星和有金钱权

势之人。前阵网上流传的“黄晓明 PK 屠呦

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秀”就是例证。屠呦呦

和莫言还算是幸运儿，还有许多有家国情怀和

责任担当的作家、艺术家为几部原创作品焚膏

继晷、兀兀穷年，过着简单清贫的日子。当

下，原创思想者创造的价值和社会地位没有得

到充分尊重，社会财富并没有集中在那些真正

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的人身上，有才华有创造

力的穷人比比皆是，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撰稿

人还在疲于奔命为生计奔波，原创力自然难以

被激活。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当前，国内的文化

产业陷入产量虚高但创造力低下的悖论。一

方面，每年生产的文学、艺术作品产量过

剩；另一方面，优质的原创作品寥若晨星。

今年 8 月，中国国家话剧院在京隆重举办了

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其原因是中国话剧舞

台近 20 年来出现了严重的剧本荒；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中那句“多年以后”的“魔幻现

实主义”开篇，曾在国内文坛掀起了一股重

复模仿的奇特景观。很多人看似江郎才尽，

实际上是被市场和思维定式遮蔽了潜能，失

去了挑战和超越传统的原发性创造力。

文化原创力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最核心的

动力，文艺作品要从高原走向高峰，首先是提

高原创力。天马行空、自由驰骋向来是文艺创

作的特点和魅力所在，社会各界要鼓励一批有

思想有个性的出头鸟。要给艺术家相对自由和

宽松的创作环境，给文艺作品更多湿润的土壤

和新鲜的空气，让艺术家脚踩坚实的大地，自

由放飞想象的翅膀；此外，要建立充分遵循艺

术规律的创作思路和正确的评价体系，从艺术

本体出发，减少非艺术力量的不必要干预；要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尊重并认可原创

者的劳动价值和成果。只有最大限度地张扬原

创力并激发创作者的热情和创新因子，并能够

无中生有、想人之未想，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

一条路来，位于塔尖上的原创作品才能自然生

长并勇敢破土。

借事成长

□ 沙 井

怀抱的是修养提升

自我的目的，一切形而

下的东西，都作为外在

而存在，都作为手段而

存在

人，是要学习的，而且是要

终身学习的。在一般人的眼里，

所谓的学习，就是指读书，做学

问，向其他人借鉴经验，通过进

修 获 得 自 己 不 具 备 的 知 识 和 技

能。但明代大儒王阳明却认为，

对于我们，学习远没有我们理解

的这么狭隘，时时处处都存在学

习 的 机 会 。 其 中 ， 最 重 要 的 一

点，就是在事上学习。用王阳明

的说法，就是在事上磨炼。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的修养

层次，是应该不断地提升的，只

有不懈地进取，才能让心灵得到

端凝，才能在处理世事时做到不

偏不倚，才能随机应变地面对各

种 问 题 和 困 扰 而 不 至 于 失 去 恒

常，才能做事情的主宰而不是被

外物所役。

在事上磨炼，就是在你所从

事的各种事务上来修炼自己。你

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提

升自我的机遇和手段，重点在于

你要珍惜机会，很好地把握。这

种把握，是一种积极的把握。只

有完成这个过程中了，才能达到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

你做事，未必是完美的，所

以，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向着

完 美 的 方 向 发 展 ； 你 在 学 习 做

事，但归根结底，你是在学习做

人，是做事成全了你，所以，做

事的态度，最终也就决定了你的

高度。说到底，就是要忠实于你

的职业本身，忠实于它的性质，

它的底蕴，它的真谛，它的内涵。

但 如 果 一 个 人 只 知 道 做 事 ，

那么，他就仅仅作为事情的奴隶

而存在，谈不上高度和深度。所

以 ， 有 必 要 进 行 一 定 程 度 的 疏

离。也就是说，要部分地让事情

外在于你本身，你还要保持一定

的清明。那么，保持这点清明来

做什么呢？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

要“省察克治”。“省”，指内省，要

不断地对做事的那个自己进行反

省，看态度如何，方法如何，心

性如何，效果如何；“察”，指检

察，要周密地思考自己的所作所

为，是什么思想支撑的，是什么

理 念 支 配 的 ， 是 什 么 方 向 决 定

的，是否有不足和漏洞存在，如

果 有 ， 应 该 如 何 补 足 ， 如 何 矫

正；“克”，指克己，要努力保持

清醒，跳出各种诱惑自己偏离轨

道的迷障来做事；“治”，就是修

整，就是疏通，就是看到不足要

及时、积极地调整自己的姿态，

用一个趋于完美的自己来做趋于

完美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会做

出不同的效果；同样的事情，不

同的人在他的不同时期也会采取

不同的态度和方式。一个因循守

旧的人，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他

永远操持着固有的想法和方法。

但我们要看到，生命最需要的，

是不断地填充，不断地丰盈，没有

人会在原地踏步。随着年龄的增

长、精力的衰退、意志的消磨，一

个不懂进取、固守墙垣的人，拥有

的肯定是退步。只有坚持学习、磨

炼于事的人，才会“苟日新，又日

新，日日新”，每天焕发出一个新

的自我，每天获得新鲜的知识和体

验，每天心灵都能得到丰沛的养

料。这样的人，势必会充满旺盛的

活力，势必会获得甘甜的幸福，势

必会延长生命的轨迹，势必会扩大

生活的外延。

因 此 ， 能 在 事 上 磨 炼 的 人 ，

就具备了这样的姿态：他永远没

有重复，也永远不会体会到事情

的 枯 燥 乏 味 。 事 情 越 做 越 完 善

了，而他本人，也越来越臻于完

善了。怀抱的是修养提升自我的

目的，一切形而下的东西，都作

为外在而存在，都作为手段而存

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是超

越于事情本身的，也是超越于所

处的环境的。

宋朝著名大文豪苏轼任杭州知府时，带

领百姓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取湖泥葑草堆

筑而成。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

绩将它命名为苏堤。

再说前不久的新闻，某地方领导，在上

级领导视察前，竟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把裸

露的土山“绿化”了——刷了绿漆啊！当地

人“尊”称他为“绿漆哥”。我到外地旅游，

不只在一个地方看到“绿漆哥”们的杰作。

我到西部贫困地区时，曾经亲眼看到过临街

的墙面非常漂亮，如果走马观花，会觉得这

里挺发达的。但仔细一看，漂亮墙面的背

后，是一些低矮的土房、旧房，当地百姓把

这些墙称为“遮羞墙”。“遮羞墙”的实施者

和“绿漆哥”们与苏轼相比，那是凌晨提到

苏东坡，午夜想到“绿漆哥”——几乎就是

两日而语了。

游苏堤给人们极大的启示，一个地方官

员，期盼流芳百世，必须至少具备一个条

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福”，是

不破坏环境的“福”，是真正的考虑百姓利

益，既造福当代百姓，也造福后人的“福”。

是真正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事，而

不是为了“秀政治”的表演，也不是透支子

孙后代资源的急功近利、掠夺性开发，更不

是在荒山上刷绿漆。刷漆不是“造福”，这是

造假、造孽！

一 个 人 的 身 份 可 能 会 与 他 的 生 命 共 存

亡，一个人的身价却未必如此，但凡有所作

为的人，后人的评价决定着他的身价。由此

联想到一个著名的“退休规律”，与此可以相

互印证。

领导在位时大家愿意与他交 往 太 正 常

了，这说明不了他的德行、政绩等任何问

题 。 因 为 大 家 看 重 的 是 领 导 的 职 位 权 力 。

若 一 位 领 导 退 休 后 还 有 人 愿 意 与 他 交 往 ，

则 可 以 说 明 很 多 问 题 ， 说 明他在任时有公

心，有贡献，有政绩，人品高尚。这就是

“退休规律”。

尽管过去了千年，但苏东坡对西湖的贡

献仍造福于现代的人们，为后世所敬仰。当

然，苏东坡的贡献不能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

堰相提并论，现在的地方官员也很少有机会

做李冰父子这样伟大的事业。但达到苏东坡

对西湖这样级别的贡献应该有很多机会。因

此，地方官员们为官为政，在位时要多学苏

东坡，坚决唾弃“绿漆哥”。德行优先，多

些慎独和自省，多些公心，多些功绩，多些

实干和实效，如果想绿化，千万别在荒山上

刷绿漆了，老老实实植树造林就好；多些为

民造福，唾弃欺上瞒下，要解决百姓的低矮

土房，千万别再用遮羞墙来挡；像苏东坡一

样脚踏实地，不破坏环境，多些流芳百世的

事情；少些自大，少些自恋，少些自私，少

些急功近利，要多想想自己退休后及以后人

们会怎样评价，可能会不经意间取得更好的

效果。

退休前 学苏轼

地方官员们为官为政，在位

时要坚决唾弃“绿漆哥”

□ 郝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