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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孤独征，防治靠自身
□ 杜 浩

食材和烹饪不断发展，餐具也在满足人们
口腹之欲的基础上，在外形、样式、图案、功能上
不断发展。今天的餐具都是向卫生、简便和趣
味性的方向上展开的。

筷子是中国饮食的标志物，影响了东亚文
化，今天更有不少外国人为了品尝中国菜专门
学习用筷子。这件由人手概念伸延出来的餐
具，在不同的饮食文化下出现了很多新奇的创
意设计。

筷子就如手指，一切挑、扒、拨、撕技能，一
双筷子均能办到。虽然看似简单，筷子也不是
一开始就是今天这样的。据说，古人称筷子为
箸，是因为以前南方的水上人家众多，他们对一
切妨碍行船的字眼亦特别显得忌讳，因“箸”音
同“住”，水上人为免因一日三餐“箸”不离口，又
怕船因此而停“住”，便把住称为(快)，而古代的
筷子又多为竹或木制，故“筷子”因此而名。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筷子的设计想法，大多
是从材质上下功夫，以至于现在除了竹筷及木
筷，还有象牙筷、胶筷或金筷、铜筷、银筷。要数
当今最矜贵兼具历史价值的筷子，便是慈禧太
后曾使用过的翡翠镶金箸、金镶汉玉箸。

筷子也与东亚的餐饮文化密不可分。中国
人喜欢使用方头圆身的筷子，寓意天圆地方、天
长地久。韩国人很喜欢使用不锈钢的扁形筷
子，这可能与其国家法律有关，皆因韩国一律严
禁使用一次性餐具。日本筷子则是尖头方尾，
使用时方便刺食，日本人更会以“一咫半”作为
筷子的长度标准，一咫是指拇指与食指张开时，
两指之间的长度，恰巧这个长度正是人体身高
的十分之一，计算起来，相当有趣，日本人亦因
此把易用筷子的长度定为一咫半。

今天的餐具创意设计，人们更愿意在功能、
实用性等方面做文章。去年华南理工大学获得
设 计 界 德 国 红 点 奖 的 作 品“Stable Chop-
stick”，就是关注了筷子的使用问题。

在人们使用筷子时，习惯将筷子搭在碗边
或者盘边，但是由于筷子大多是圆柱形且尖端
细窄，很容易滑落到桌上或者地上。“Stable
Chopstick”在筷子的前端做了凹槽处理，使人
们可以轻松地将筷子摆放而不用担心掉落，兼
具美观性和可操作性。

外国设计师的奇思妙想常常让人耳目一
新，比如这一款名为“拾”的筷子看起来像是一
个圆规。顶端的设计是为了拾取不费力。大尺
寸的可作为服务钳用于厨房做饭拾夹食材，小
尺寸则可作为筷子使用。

人们对筷子的关注，还会涉及环保。一棵
20 年的大树只能制成 3000 双一次性筷子，我
国每年约消耗一次性筷子 600 亿双，需砍伐大
约 2500 万棵大树。如果你手边常备一双独具
特色、精心制造的筷子，会帮助你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

筷子的美学

□ 曹 薇

创意就出现在我们周围，每一

点改变都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近日，看到微信之父张小龙说，如果你

每 天 在 微 信 里 花 太 多 时 间 ，“ 我 们 很 担

心”。与其说微信影响了人们现实生活的

能力，不如说是网络社交生活在某种程度

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微信等现代即时

通讯工具第一次引起类似的争论了。2014

年 4 月，一条关于社交狂人的视频在网络

上被播放了近 4500 万次。一位叫加里·特

克的年轻人面对镜头，控诉手机加重了人

的孤独，“我有 422 个联系人，但我很孤独

⋯⋯”彼时，这种真实发生的现象被冠以

“微信孤独征”的名号，并且也曾在网络上

大肆传播。

不管你承不承认，手机已经绑架了我

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大家的相处方式。“朋

友圈里大家情意绵绵，现实生活中却很少

相见”已经是常态了，这反映出在微信时

代，我们出现孤独、精神产生孤独感似乎正

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人的存在，是由自我和我们与世界的

关系构成。一旦我们产生孤独、孤独感，说

明我们的自我的主体性，我们与世界的关

系出现了问题。孤独、孤独感，是我们意识

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感和精神和周围

之间仿佛有一堵“墙”。这体现的既是人的

自我的分裂，也是失去了和人们共生欲望

的感受，而最终使自己一直处于冷冰冰的

孤独之中。

因为微信，无论是“人们在网上待的时

间越长，在现实中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就越

少”，还是“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疏离，也许

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变了”，乃至“我微信在

线的时候很热闹，不在线的时候很孤独”，

实际上都是我们不仅丧失了自我，也丧失

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最重要是丧失了我

们个体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失去外在指向，

被限定和依附在微信世界的生活当中，这

正像一个网络段子所描述的那样：“每天早

晨，人类从微信中醒来，不刷牙、不洗脸、不

下床⋯⋯第一件事，用各种各样的安卓、

iOS、iPhone、iPad、三星、HTC、联想、OP-

PO⋯⋯奔向同一个 APP：微信。每天早

晨，每个普通人都突然找到了皇帝批奏折

的感觉，要浏览比真皇帝的奏折还要多得

多的微信留言。”上个世纪末，弗雷德里克·
姆逊出版《文化转向》一书认为：后现代主

义的两个特征包括了现实转化为影像和时

间断裂为一系列永恒的现在。而这正与当

下即时通讯工具所造成的现象一致。有研

究就认为，即时通讯工具正造成空间距离

感的模糊或消失。微信使时间化为破碎

的、间断的“永恒的当下”，现实也在微信中

化为影像。这种生存（仅仅生存于微信世

界）的限定和束缚（即“破碎的、间断的‘永

恒的当下’”），让我们感觉到，似乎只有微

信世界才有意义，才是一切，从而失去了外

在的世界、外在的生活，构成了我们的微信

孤独征。

有人说，“人的孤独感和对科技发展的

担忧，都源于对确定性和秩序的失去的恐

惧。”其实，要避免这样的孤独的焦虑和技

术的焦虑，主要还在于，我们不能从现实的

客观世界逃避到微信世界，失去自我和主

体性，放弃和世界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

就要重新确立我们的外在指向。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恢复与世界

的直接联系，使自己对更广大的客观世界

的感觉复活和苏醒，在实际生活中重新调

整自己，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寻找到我们

感兴趣的工作和生活，向他人敞开，寻求

与自己的同胞有意识的沟通，与他人分享

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分享愉快和欢悦，我

们需要他人给予的爱，也积极主动地关切

他人的幸福。这样我们才能战胜孤独、战

胜焦虑。

“能真正做到‘雅俗共赏’不容易，这是
一个艺术创作的高境界，也是一个艺术创
作的服务对象问题。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
各有所长，雅俗共赏，为更多的人所喜爱更
有利于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中国音乐家协
会名誉主席傅庚辰曾创作出电影音乐《雷
锋》《地道战》《闪闪的红星》《风雨下钟山》，
在谈到文艺创作时他把为了谁看作事关艺
术生存发展的大事。

文艺如何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艺术
工作者们在长期的创作中得出了结论：紧
贴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
2015 年，中国文联始终把繁荣文艺创作作
为中心环节，加大了重大主题创作实践的
组织引导力度，用有历史厚重感和思想感
染力的精品佳作表达当代文艺的情怀。

用精品讲述时代之声

2015 年，文艺这边风景独好。440 亿
票房的中国电影开始了国产电影元年；格
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金
宇澄的《繁花》等 5 部作品获得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网络成为各门类文艺作品的重要
来源和传播渠道⋯⋯

百花盛开的花园，需要有园丁的辛苦
劳作。中国文联有主题有重点地扶持协调
各门类文艺事业，带来了花团锦簇、硕果累
累。这一年，中国文联持续实施“中国精
神·中国梦”主题创作工程，遵循文艺规律，
发挥各协会优势，在选题策划、资金投入、
深入生活、专家指导、传播推介等方面予以
重点扶持，成功推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组歌”、“我们的价值观”曲艺新作、“时代
领跑者”为全国劳模画像、“中国梦”影像公
益广告等作品，用艺术的方式描绘当代中
国人民追梦铸梦的感人故事和奋斗足迹。

2015 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文联通过组织召开
“抗战中的中国文艺”座谈会，摄制播出电
影文献纪录片《抗战中的中国文艺》，举办
抗战戏剧汇演、抗战电影展映、美术展、抗
战歌曲音乐会、曲艺节目展演、舞蹈专场晚
会、摄影展、歌谣与抗战研讨会、抗战传记
文学评鉴等一系列文艺活动，着力弘扬伟
大的抗战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了抗战
时期文艺工作者的爱国情怀、历史贡献、光
荣传统，形成了抗战纪念活动的一大亮点。

用温暖感受生活之善

无论是哪种艺术作品，都会借助表达
人的情感，来传递作品和作者的审美追
求。因此，深入生活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
花，还是要在群众生活中体验和亲身感受，
在和百姓的交流中，在一件件感人的故事
中去领悟、思考和创作。

2016 年 1 月，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
愿者协会等部门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来到了武警吉林边防总
队珲春边检站。强烈的阳光下白雪刺眼，
战士的俱乐部里却温暖如春。蒙古族舞蹈
家李德戈景说：“走到哪儿演到哪儿，不受
演出场地和观众人数限制，这是小分队的
特色。”

“只有真正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切实
了解基层群众的生活，才能碰撞激发创作
灵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
活动在全国各地火热蓬勃展开，让所有参
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达成了共识。去年
以来，中国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深入基层，
组织各类主题活动 100 多场，参与活动文
艺工作者 1000 多位，足迹遍布全国 17 个
省区市 66 个基层活动点。地方各级文联
和志愿者协会开展的主题实践活动 2000
多场次，参与文艺工作者近７万人，直接受

益群众 300多万。
不仅是艺术家们到基层演出，中国文

联还组织了 395 名文艺志愿者在 11 个贫
困县的近 100所乡镇中学开展文艺支教活
动，开展“暑期关爱留守儿童文艺支教项
目”合计授课 6 万多课时，直接受益学生超
过 10 万人。这些以“到人民中去”为主题
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用慰问演出、展览展
示、书画笔会、交流座谈、辅导培训、采风创
作等形式，把优质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了各
地群众。

用自律维护文艺之誉

2015 年，一些演艺界人士因涉毒等劣
迹被曝光、被拘留的消息屡现报端。加强
行风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文艺界风
气，成为中国文联 2015 年和 2016 年的重
要工作。

“抓好行风建设，是切实加强行业自
律、推进行业建设的一个有力抓手和切入
点。”年初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国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发出了这样的要求。此次会
议从“担当使命”“扎根人民”“创新求精”

“健康批评”“崇德尚艺”五个方面，号召广
大文艺工作者大力倡导良好风气，努力提
升自身的职业精神和人格修为，恪守职业
道德，规范自身行为，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树立良好风气和社会形象。

在屡有演艺界人士劣迹被曝光的同
时，中国文联会同中宣部、人社部成功举办
第 4 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
彰活动，共 54 名中青年文艺工作者获得此
荣誉称号，展现了文艺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和正气新风。

与此同时，中国文联积极探索行业自
律和管理的有效途径，组织召开文艺行业
建设与社会治理研讨会，邀请学术界知名

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联组织加强行业建
设的新方式新政策新措施。推动相关协会
制定颁布了曲艺、音乐、摄影、书法等从业
人员的行为守则和自律公约，加强正面教
育引导，开出负面清单，进一步加强对文艺
工作者的思想道德引领和行为规范。针对
个别文艺工作者失德违法现象，汇聚 70 位
文艺名家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阐明观点，
批评不良风气、抵制歪风邪气。

一系列有关行风建设的举措出台，在
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文艺工作者认
为，只有整个行业风气好了，每个文艺工作
者的综合素养才会提高，才能不断创作出
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
文艺作品。

向生活探寻真善美
□ 敖 蓉

深入生活不是浮光深入生活不是浮光

掠影掠影、、走马观花走马观花，，要在群要在群

众生活中体验和亲身感众生活中体验和亲身感

受受，，在和百姓的交流中在和百姓的交流中，，

在一件件感人的故事中在一件件感人的故事中

去领悟去领悟、、思考和创作思考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