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做到摆脱浮躁、心入情入并不一定就能达到理想的高

度，但至少这应该是文艺创作者通往金字塔尖迈出的第一步

□ 姜天骄

看经典，重拾文艺家精神

天气越来越热了，有件事想想都

头疼，那就是把冬天厚重的衣服收进

整理箱、再把春夏的薄款挂满衣橱，俗

称衣服换季。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发

现，有些衣服甚至从没上过身，无论春

秋冬夏，它们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占

据着房间的一角。每每看到这些，都

要提醒自己“不要冲动，别再买买买”，

可再看看商场橱窗里的当季新品，内

心又煎熬起来，完全做不到“断舍离”。

还好，互联网给了我这样的“剁手

党”悔过的机会，闲置物品的二手交易

正在兴起，用闲置换闲“值”是个不错

的主意；当然，互联网公司也不会放过

由“剁手党”培育的这个大市场。

二手交易市场究竟有多大？数据

说明一切：《2016 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初步估算，我国 2016 年闲置市场规模

约为 1462 亿元。加之，多年来闲置物

品流通渠道缺失，每个人手里都积攒

了不少弃之可惜的旧物，存量市场还

要 再 乘 上 三 四 倍 ，规 模 估 计 就 超 过

4000 亿元了。如此浩瀚的一片蓝海，

无怪乎阿里巴巴系的“闲鱼”、腾讯系

的“转转”、京东系的“拍拍二手”、百度

系的“百姓网”都要置身其中，游个痛

快了。

不过，市场再大，也绕不开一些发

展的痛点。对闲置物品二手交易市场

来说，买卖双方间的信任就是最大的

痛点，而且是从市场出现那天起一直

痛到现在的痛点。

微信等熟人关系并不适合二手交

易，试想一下，你会把不要的东西卖给

朋友吗？当然不会，只会卖给陌生人。

那么，你凭什么相信屏幕另一端、从未

谋面的卖家？仅仅靠几张照片和一段

描述性的话？要知道，卖家可是会不自

觉地“美化”要出售的二手物品的，这是

理所当然的事。同时也意味着，信任感

的缺失成了闲置物品二手交易市场的

先天缺陷。

况且，二手物品一般只有一件，又

是旧物，难以形成权威的评估标准。

即使有些平台引入专业数码回收商、

第三方参与者协助完成数码物品、二

手车辆等的估价交易，但对这个市场

中占据较大份额的衣服、箱包等来说，

还是无法准确评估其价值，商品使用

痕迹和缺陷也就难以明确责任。于

是，买家收到货品后难免“吹毛求疵”，

希望下次能用更低的价格弥补此次的

“损失”，这又会加剧双方的不信任。

当然，退换争议、加价倒卖、物品

掉包等也是闲置物品二手交易市场眼

下的痛点，这都与信任感的缺失直接

相关。上述问题并不好解决，需要二

手交易平台长期市场探索后的规则体

系的确立，比如，交易规则、定价规则、

卖家身份认定规则⋯⋯而这需要一个

较长的过程。好在如今，有些线上二

手交易平台已经迈出了探索的第一

步。阿里巴巴系的“闲鱼”构建了社区

的概念，让人们在实体和虚拟两种模

式中去交流、交易，但无论哪种模式，

都是一个相对信任的环境，增加着用

户的黏性。

总之，这是一个分享的时代，Uber

没有一辆自己的车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打车平台就是很好的例证。所以，闲置

物品二手交易市场只要能解决这些痛

点，就必定能带来不小的市场增量。到

时候，出现不卖一件属于自己的货、却是

全球最大的交易平台也不是没有可能

的。谁知道呢，反正未来充满想象。

你的信任，我的黏性

一 个 相

对 信 任 的 环

境，才能增加

用户的黏性

□ 王 堇

小心快餐游戏洗脑 □ 雅 清

游 戏 承

载 着 某 种 文

化，应该提供

正能量

电子游戏被称为“第九艺术”，是

当今最受人们喜爱的休闲娱乐方式之

一。多变的类型，有趣的玩法，吸引着

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不过，我却发

现游戏定位正在悄然改变。举个例

子：几年前的游戏大多很耐玩，而近几

年的基本玩过一遍就没有再碰的欲望

了。一开始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直

到有一天我找到了答案。

没 错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快 餐 游

戏”——快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快餐文化是近十几年才兴起的新名

词，是一种只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质量

的文化现象，而电子游戏一直走在快

餐文化的最前沿。这究竟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

生活节奏也相应加速。十年前，你也

许可以安安静静地玩上两个小时游

戏，边玩边思考其中的隐喻，但现在一

切都变了。不用说游戏，就连吃个饭、

走个路也得紧赶慢赶的。所有人都像

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哪还有什么心

思 思 考 游 戏 的 内 涵 和 其 中 承 载 的

文化？

于是，一种新型游戏类型应运而

生——手机游戏。我对大部分手机游

戏都嗤之以鼻，因为这些游戏可以总

结为四个字——简单、重复。简单的

画面，简单的情节，重复的操作。之前

火得直冒烟的“愤怒的小鸟”就是如

此。游戏情节和操作都很简单，就是

把你的小鸟架上弹弓，尽可能多地摧

毁小猪构建的防御工事，从事无脑破

坏。可笑的是，“重复”竟然成为了游

戏的特色，你必须一遍一遍打，才能获

得高分并通关。这种游戏机制确实节

省了时间，也许放学回家等公交车的

时间就足够玩几十把“愤怒的小鸟”

了。在我看来，大部分手机游戏都是

因为这个时代的氛围所衍生出来的畸

形产物，这更是快餐化的代表。

另外的要素便是商业化泛滥。商

业化顾名思义就是以挣钱为主，这当

然和艺术化存在着矛盾。也许大师级

的开发者能掌握好两者的微妙平衡，

但仔细观察现在游戏的发展趋势，你

会发现基本所有的制作组都偏向于商

业化。现在最火的游戏“使命召唤”也

脱不了这个窠臼。这款游戏首次出现

于 13 年前，并且以当时看来很极端的

开发周期发布——一年一部。没过几

年，“使命召唤”便凭借着种种前卫的

游戏模式及爽快的打击感一举成为世

界级的游戏系列，不得不说那时候的

“使命召唤”真是生龙活虎。

不过灵感也有用尽的时候，到了

第八部作品，“使命召唤”渐渐失去了

新鲜血液。尽管如此，其制作组依然

坚持一年一部，并且每一部“使命召

唤”销量仍然能稳定在 2500 万左右。

一是由于整个系列的惯性，二是由于

人们对于这种近乎“无脑”的游戏模式

依然狂热。纯粹商业化的游戏赚足了

钱，并引得无数游戏公司争相效仿。

也许玩家和制作者互相影响，没过几

年，整个游戏界基本都会进入这种可

怕的商业化。这种游戏很容易辨认，

主要特征是：夸张的视觉效果，简单的

游戏剧情，容易上手的操作模式，平庸

至极，玩完就忘。

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一款有深

度的游戏光是剧本就得写好几年，这

类游戏无论是资金还是开发周期，按

照 现 在 的 标 准 都 是 不 合 算 、不 合 理

的。一个个坚守原则、质量至上的工

作室解散，而那些快餐游戏却挣得盆

满钵满。我对此感到悲哀。

游戏代表着某种文化，应该提供

正能量。当几乎所有游戏玩家和制作

组都活在快餐游戏的怪圈中，能被称

之为艺术品的游戏必然寥若晨星；当

所有人都清楚快餐游戏的危害、却又

束手无策时，则悲哀莫过于此。

最近，收看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一档节

目《向 经 典 致 敬》成 为 我 家 周 末 的 一 项 仪

式。一家人怀着虔诚、敬畏的心坐在电视机

旁，那些老人、老歌、老节目重温起来仍能令

你心潮澎湃，满怀感动，经典的力量不得不令

人叹服。

今天的我们还需要经典吗？在娱乐泛滥

的电视节目中，在海量信息的搜索引擎中，在

选择多元的文化生活中，我们唯恐跟不上时

代的脚步，光是学习接受和适应新鲜事物就

已经让我们自顾不暇，那些过去的经典，也许

只能证明曾经的辉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愿

意为它们留一些时间，停一停脚步。

在我们有限的时间中，都愿意把精力投

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无论是读一本书，看

一场电影或一场演出，我们都希望得到充实

内心、振奋精神的体验，而不愿意被那些无病

呻吟、苍白无力的作品占据我们的时间，使我

们变得萎靡不振，颓败不堪。经典的力量就

在于，虽然它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它是经过大

浪淘沙之后，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

富。它在某一领域树立起恒久的丰碑，每一

次重温都会给我们带来真善美的体验，帮助

我们找到那个时代的精神坐标。

时代发展需要向前看，也需要回头看。

就像很多学者倡导重读经典，列出的书单最

早可以追溯至先秦诸子。因为先秦诸子是中

华文化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我们

并没有因为远离这个时代而忘记那段历史，

反而会因为那个时代留下的优秀文化成果而

更加珍视那段历史。

这就是今天的我们仍然需要经典的原

因，如果把文艺比喻成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经典文艺作品就会因为它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满足了人们心灵的需要和精神

的提升而被这个时代铭记。同样，也正因为

这些经典文化的存在，才让一个民族在历史

进程中“魂有定所、行有依归”，能够找到自己

的位置和方向。

今天我们致敬经典，是抱着向前人学习

的态度。重温经典绝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

带着对现实的反思。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文艺

作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无高峰，究竟什

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成为经典，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答案可以在作品中寻找，可以看到，那些

让人印象深刻、产生共鸣的佳作，从来都不是

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小格局，也不是一味

媚俗、低级趣味的速成品，只有那些反映时代

的进步，反映人性真善美的作品才能够经得

起时代检验，历久弥新。

答案也许蕴藏在人的精神之中。曹雪芹著

《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柳青创作《创

业史》在皇甫村蹲点 14 年⋯⋯回望历史，经典

之作无不是厚积薄发、千锤百炼的结晶，对艺术

家而言，铸就经典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身心的

修炼，你的境界有多高最终决定了你的作品能

走多远。今天，时代呼唤“工匠精神”，作为文艺

工作者，也应该将精益求精的创作核心贯穿于

文艺创作的始终，虽然做到摆脱浮躁、心入情入

并不一定就能达到理想的高度，但至少这应该

是我们通往金字塔尖迈出的第一步吧。

一个正版粉

强过千个盗版粉

培养人们阅读正版的

习惯，让阅读盗版带有耻

辱感

“

“

不患妨功，惟患夺志

摆正考试的位置，从小

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

□ 李尚飞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指出：个体一旦在公众面前作出承

诺，就会坚持到底。那是因为人都有自尊心，夸下的海口如果不去

实现，那就会失信于人，使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受损。一般情况

下，我们都希望自己是诚实的、说到做到的，所以，高调地说出自己

的决心，可以经由外部的督促而激发内在的力量。看来，有时候高

调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它可以化为一种前进的动力，不给自己留

后路，促使自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向着梦想奋力飞奔。

想成功？别给自己留后路

高 妍/绘

最近参加了一个关于网络文

学版权保护的沙龙，有幸与网络

作家来个面对面交流。从网络作

家们七嘴八舌讨论中才知道，不

是每个网络作家都能日进斗金，

而是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

近 日 ，2016 年 第 十 届 中 国 作

家富豪榜公布网络子榜单入选名

单，34 岁的玄幻文学作家唐家三

少以 1.1 亿元版税收入领先，成为

吸金能力最强的“网文大神”。

据 说 ，网 络 作 家 论 坛 有 一 个

非正式的统计，仅靠写书能够养

活自己的作者不到 5%。这个行业

靠卖出版权挣钱的作者绝对是金

字塔尖上的部分。而大多数网络

作家都是靠网络订阅，即网站付

给一部分当做稿酬。毕竟，不是

每个网络作家都是唐家三少。

一 个 不 容 忽 视 的 现 象 是 ，网

络盗版很猖獗，行业不正当竞争

严 重 侵 害 着 网 络 作 家 的 合 法 权

益 。 这 也 是 内 容 产 业 要 剔 除 的

“毒瘤”。

一直以来，在网络文学领域，

“ 秒 盗 ”好 像 已 成 家 常 便 饭 。 据

《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

披 露 ，2014 年 全 年 ，网 络 文 学 在

PC 端 和 移 动 端 付 费 阅 读 收 入 损

失达 77.7 亿元。而且仅 2014 年一

年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就 损 失 了 21.8

亿元的衍生产品产值。

对 网 络 文 学 企 业 来 说 ，企 业

收入减少是网络文学盗版最为直

接的危害，增加运营成本、作者流

失以及责任负担等是间接危害。

而对网络文学作者来说，收入减

少是网络文学盗版最为直接的危

害。再进一步说，对网络文学行

业而言，规模缩减是网络文学盗

版所带来的显著影响，并造成虚

假繁荣的假象；行业多样性和多

类型受到严重考验。此外，网络

盗版对网络文学作品的定价及点

击量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然而，对于网络作者来说，维

权是件难事。这主要表现在找不到

维权的对象、缺乏适当的维权渠

道、维权成本高。于是，现在业内就

有很多呼声，要加强对这些网络创

作作品的版权保护。说到底，实行

更加严格的网络版权保护，势必能

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

发展，为更多创业、创新者提供健

康的版权环境，提升数字文化创意

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水平。

纵然盗版最好的结果是扩大

了作品传播，可是并非网络文学

传播的正途。现在的网络作家很

看重“正版粉丝”的凝聚力。用他

们的话来说，一千个“盗版粉丝”

可能比不上一个“正版粉丝”。在

讲粉丝经济的时代，通过凝聚正

版读者，一个网络作家可以形成

很稳定的阅读圈子。

“正版粉丝”在传递着作品正

能量。比如说，正版的读者比盗

版读者更有凝聚感，比看盗版的

读者高一头，这是网络文学的一

种幸运。现在提倡全民阅读，一

个重要方面应该是培养人们阅读

正版的习惯，让阅读盗版带有耻

辱感。

当然，在保护网络文学版权方

面，加强诉前禁令、诉中禁令在司

法保护中的应用，及时遏制侵权行

为；同时加大赔偿力度，对明显恶

意重复的版权侵权、不正当竞争行

为大幅度提高赔偿金额，让违法者

付出高昂代价等等，这些都不失为

维护网络文学秩序的良策。

网 络 盗 版 如 果 得 不 到 遏 制 ，

作者的热情很难提高，权益很难

得到维护，这个行业和相关产业

就很难发展下去。让创新与规制

保持良性互动的平衡关系，才能

建立新的和谐框架，让互联网生

态圈中的个体“以法为依”，编织

一张健康的互联生态网。

□ 于中谷

明代大儒王阳明十一二岁的时候在

京师上学。有一次在书馆里，他向老师问

道：“何谓第一等事？”老师回答：“只有读

书获取科举名第。”王阳明当即反驳：“第

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

做圣贤。”

此时的王阳明也许并不了解像尧舜

禹汤这样的圣贤究竟是什么样子，但并不

妨碍他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早年为自己

设定的崇高志向，成为引领着他毅然掘进

的航标。

一个有着远大而坚定的志向的人，势

必是一个果敢坚韧的人，在向着这样的方

向前行的过程中，他“造次必于是，颠沛必

于是”，任何的打击和挫折都消除不了他的

这种意志；有了明确的志向，就会努力地去

实现，哪怕通往理想的路途再坎坷，也会视

作对自己的考验。

其实，越是高远的能够支撑一个人

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志向，越带着一定

的模糊性。王阳明年少的时候就想做圣

贤，但具体什么是圣贤，怎样才能达到圣贤

的境界，他并不清楚。于是，才有相应的追

索和探寻。前人谈读书的理想，是“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志向，都显得

比较抽象，唯其如此，才更能激发生命的潜

力。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科举考试，

是作为通向成就更高志向的一条路途而存

在的。

我们的有些老师，在这中间充当着一

个不光彩的角色：努力地把学生学习的目

标狭隘起来，功利起来，框定起来。你不知

道，那么我就告诉你，是为了考试；你坚持

不了，那么我就告诉你，不能通过考试你将

一无所获。老师的工作都围绕着成绩这一

单一的目标。所有的学生，从上学的第一

天起，就是为了考试成绩而学习，除此而

外，其他都不存在。为了考试的学习，导致

的直接结果就是志向的沦落。当志向不明

确或者志向过于低俗具体的时候，就影响

到一个人的终极追求了。没有了远大的志

向，目前所做的事，就没有了一个确实的指

归，这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目标的漫游，精神

很容易走向颓靡，意志很容易走向萎缩。

同时，外界的喧嚣很容易转移他的注意力，

遇到困难很容易让他畏葸不前，他就像浮

萍一样漂泊无根难以找到一个落脚点。最

近一段的学习，是为了最近一次的考试；这

一年的学习，是为了这一年最终那次考试；

所有的考试都通向最后的那次考试。问题

在于，考试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得不

到解答的时候，许多问题便产生了。

北宋理学家程颐在谈到考试时，是这

样说的：“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

志。”考试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应

对考试对于一个人高远志向的实现并没有

什么大的妨碍，令人担心的事情就在于视

考试为最终的、唯一的目标而消磨了本来

高尚的志向。

王阳明最终成为一代大儒，不但是

思想家，而且是军事家、教育家，也成为

中国历史上鲜有的“立德、立功、立言”的

三不朽的完人。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

毕竟是少之又少的。但要教育出来一大批

有担当、有责任意识、目光远大、心胸广阔

的民族精英，却也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能让

国民整体精神高尚、文明康健、尽职尽责、

有所追求，却也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的。

而对于基础教育，当前亟需做的，还是要摆

正考试的位置，从小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

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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