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选秀节目要想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就不能只盯

住眼前的商业利益，要在不断提高节目质量的同时，让音乐内涵

发扬光大，滋润人心

□ 于中谷

钟鼓道志 琴瑟乐心

近段时间，那个叫“青山”的日本

年轻人在微信朋友圈挺红，因为他帮

助居住在北京胡同大杂院里的两家人

改造了住房，把从前拥挤不堪而又杂

乱的狭小空间双双打造成了不仅实

用，而且颇具简约和小清新范儿的人

见人爱的“心头好”小蜗居。其中最令

人惊讶的，是两个原本不在一起而总

面积只有 6.8 平方米的房间，让他通过

多功能转换手法，不仅拥有了卧室、厨

房、客厅、书房、卫生间，竟然还拥有了

育婴房。

这种改造能力令人赞叹。但我更

感兴趣的，是造就了这种改变的理念，

例如近些年非常流行的简约设计理

念、极简生活方式等。

我回忆起了前些年客居日本时的

一些零星感受。

我们当年租住的公寓绝对不是全

能住宅的范本，但它却不遗余力地体

现了简约的设计理念和物尽其用的

原则。

那套公寓的面积大致有 60 平方

米左右，与我们在国内的住房面积相

当，但是住起来，感觉却好像比国内住

房宽敞许多。

除了两个卧室、厨房、客厅，那套

公寓里还有单独的洗澡间、盥洗室、洗

衣间和厕所，另有一间相当大的壁

橱。把这么多的空间塞入全部 60 平

方米，平铺当然是不可能的，设计师通

过多功能转换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

了同一空间的作用。

例如，次卧、客厅、餐厅、厨房是连

在一起的一个大空间，中间没有墙壁

隔断，任何一个区域的功能都可以随

时根据需要向其他区域延伸。再例

如，壁橱大到足足相当于一个小房间，

四周墙壁上方打着多层隔板，下方装

有长长的晾衣架，所有当季不用的被

褥、衣服以及吸尘器等小家电，全部可

以收纳其中。壁橱装有推拉门，开关

不占空间；关上后，与墙面持平，从外

面看宛若无物，爽心悦目。如果你家

实在人多，想在里面放上一张儿童床，

或者作为小朋友的活动室，空间也绰

绰有余，而且丝毫不会影响在隔板上

放置东西。

青山说，设计不是为了美，而是为

了生活，为了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确，

设计要植根于生活才有生命力，因为

有需求，所以才能存在得长久。那些

华而不实的东西，也许会让人片刻惊

艳，但很快会被遗忘。

不过，在设计之外，有着很多因

素，它们左右着设计，也左右着对设计

的需求，例如理念、认知、价值观等。

青山把其中一家人留之无用、弃

之可惜的丝瓜瓤做成了屏风，把另一

家准备扔掉的旧木头做成了圆凳，让

两家人惊异不已。这种化腐朽为神奇

的机会其实处处都有，但是要把它落

地为实际效果的思维，却被理念、认

知、价值观等所左右，或许灵光闪现，

也或许视若无物。

我记得，客居日本时，买的衣服缝

合部位的内边只有窄窄一条，粗略估

计不超过五六厘米宽，件件如此，绝不

超标；我还记得，邻居家的主妇，每次

都把喝完牛奶的利乐包拆开洗净整齐

收好，她说，等收集到一定数目交到牛

奶公司，“会有奖品呦！”而且，“都可以

再次利用呢！”

对比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家

每天都在过的日子，吃穿住行，看上去

是那样千篇一律，但过法却大相径庭。

如果计算一下不同生活方式消耗的资

源数量，结果也一定令人瞠目结舌。

怀着感恩与敬畏的心，充分利用

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物尽其用，重返

简朴、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铺张浪费，

应该是我们本应有的生活理念，而不

应是在资源日渐紧张的现代社会中的

无奈选择。

居不易 行必简

设计要植

根于生活才有

生命力，因为

有需求，所以

才能存在得长

久

□ 张蔚蓝

防骗是门必修课

□ 刘心夷

只 要 我 们 树 立 较 强

的防骗意识，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是可以做到不上当

受骗的

毕业季临近，“帮你保研，帮找工

作，白给助学金。”这些和大学生们切

身相关的事情又成为骗子实施诈骗的

切入点。每隔一段时间，总是有新闻

报道称受害人高知识高学历。腾讯联

合广东公安部门、中国互联网协会联

合发布的《2015 反信息诈骗大数据报

告》显示，“高知”人群已成为大额诈骗

的重灾区。其实无论学识多寡、智商

高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骗子盯上，

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软肋”。对于大

学生来说，这些“软肋”就是诸如“帮找

工作、帮保研、给助学金”之类切身相

关的事情。因此，提高防骗意识应是

我们人生的必修课。

由上海市沪东高校派出所的警官

和同事们创建的微信公众号“那个谢

蜀黍”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求助

信息，其中有关诈骗的就占到工作量

一半以上，受骗人群中不乏名校师生。

究其原因，骗子喜欢找大学生下

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生涉世未

深、思想单纯，行骗成功的几率很

高。很多人都是“十年寒窗”，与社

会接触较少，思想单纯，对一些人或

者事缺乏应有的分辨能力，缺乏刨根

问底的习惯，对于事物的分析往往停

留在表象上，或根本就不去分析。加

之现在的骗子无论从技术手段还是行

骗的细节和内容上也不断更新换代，

有的骗子还对人的心理颇有研究，要

想识破骗局更应该与时俱进地提高防

骗意识。

诈骗分子行骗的过程可分为两个

阶段，一是博得信任，二是骗取对方财

物。对于行骗者和受害者来说，第一

阶段都是最重要的，也是行骗者行为

表现得最为突出的阶段。虽然行骗手

段花样百出，但只要我们树立较强的

防骗意识，克服内心一些不良心理，对

于问题保持应有的清醒，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是可以做到不上当受骗的。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

之心不可无。”社会环境千变万化，年

轻大学生必须尽快适应环境，学会自

我保护。要积极地多了解、多掌握一

些法制和安全防范知识。在日常生活

中，不要贪图便宜，别幻想不劳而获。

对飞来的“横财”和“好处”，特别是不

很熟悉的人所许诺的利益，要深思和

调查。要知道，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更不能感情用事，随意轻信花言

巧语，时时都要提高警惕性。对于任

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可随意轻信和

盲目随从，遇人遇事，应有清醒的认

识，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好话，许诺

了什么好处就轻信、盲从。交友要谨

慎，对于熟人或朋友介绍的人，要学会

“听其言，观其行”。要注意保护自己

的隐私，不要把自己的家庭地址等情

况随便告诉陌生人，以免上当受骗；不

能用不正当的手段谋求择业和出国，

对于非学校组织的渠道获得的助学金

一定要谨慎，了解清楚提供助学金的

机构的背景等；发现可疑人员要及时

报告，上当受骗后更要及时报案、大胆

揭发，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

制裁。

最近，作曲家、制作人老锣写文章直指

“中国音乐文化正在被选秀节目吞噬”，并提

出中国音乐不能通过复制西方音乐而达到所

谓的“国际化”。他的观点抛出后，在新媒

体平台上转发颇高。此后，《文汇报》 刊发

了上海音乐学院一位博士后的时评，提出了

不同观点。双方的交锋中，当代音乐文化问

题又浮出水面。

作为音乐文化现象之一种，电视音乐选

秀节目以音乐为表现内容，以歌唱为表达方

式，以电视为传播载体，以比赛为竞争手段。

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可以追溯到 1984 年的第一

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到现在，我国

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已步入了而立之年。

30 多年来，音乐选秀节目的发展可谓起

起伏伏。从青歌赛为选而秀，到赚取收视率

的大比重重视“秀”的阶段，音乐选秀节目

逐渐集商业性和娱乐性于一身。步入 21 世

纪，超男超女给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带来新发

展。然而，恶意的复制、无序的竞争最终还

是让 《绝对唱响》 不再“绝对”，《第一次心

动》 难以“心动”，音乐选秀节目随之跌入

了谷底。这几年，《中国好声音》 再次掀起

音乐选秀热潮。通过引进国外运作模式，音

乐选秀完成了华丽转身。

从 《我是歌手》 到最近开播的 《我想和

你唱》，在肯定这类节目带给观众视听盛宴

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代音乐文

化现状问题。如果以音乐多样性为前提，我

们是否需要一种或几种声音来代表当下的音

乐？选秀节目如何突出具有“中国性”的声

音，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复制“他乡之音”？

原创音乐，求之难得，存之难久。

老 锣 在 文 中 提 到 ，“ 当 音 乐 选 秀 节 目

中，越来越多的歌手唱着英文、带着西洋唱

腔，跟着西方流行音乐的节奏舞蹈，我们还

能从自己的民族音乐中得到感动吗？世界上

还会记得中国音乐的存在吗？”

老锣的话语虽然危言耸听，但也充满忧

患意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选秀

那么多，但进入人心的好歌没出几首。纵观

各种音乐秀，都是经典老歌的翻唱演绎。难

怪 有 人 指 责 ， 现 在 的 音 乐 界 呈 现 不 能 发

（新） 声、无处发 （新） 声进而无 （新） 声

可发的窘状。

“流行音乐是一种时尚，它是高度依赖

市场和商业化运作的行当”，博士后的论断

没错。针对音乐行业人才流失、原创不够的

批评也早已不新鲜，年轻人的耳朵正被“日

韩欧美”所侵占。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

等的发展，音乐的传播和消费面临着新的挑

战，特别是业内反复谈及的版权保护体系尚

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音乐行业的进一步

发展。

到“十三五”期末，3000 亿元的音乐产

业产值固然诱惑，而音乐选秀节目要想走上

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就不能只盯住眼前

的商业利益，进行同质恶性竞争。目前的状

况是，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看似百花齐放，实

则照抄照搬。改变这种现状，既要通过新模

式的引入或开发，吸引观众，保持生命力，

也要挖掘本土音乐原创力量，这样的电视音

乐选秀节目才有看头。

在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煽情、黑幕面

前，音乐的专业主义其实很渺小。自古“以

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的音乐传统，更是

仅作为音乐发展史中的一页被书写。在不断

提高节目质量的同时，让音乐内涵发扬光

大，滋润人心，这样就能达到“疏瀹五藏，

澡雪精神”的境界。

来一包

文化土特产

要想打造文化土特产，

商家还得再学一点生活美

学，思路再开一些，落脚再实

一些

下文件增粉？荒唐！

靠下文件

“拉郎配”的方

式“增粉”，即

便 硬 性 增 了

粉，也只能是

“僵尸粉”

□ 弄 潮

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

业交易博览会闭幕了，逛了几天，颇有

些感触。几十米长的苏绣《百骏图》长

卷能引起参观者的惊叹，但能让消费

者慷慨解囊的却是更实用的物件，手

工敲制的铜壶、布艺绣花的象棋，各种

精美的陶瓷杯子、木艺家具也很受欢

迎。这些文化产品的销路极好，远胜

于隔壁“一带一路馆”里的韩国零食、

法国红酒。闭馆的时候，一位老太太

拎着一个大布袋笑嘻嘻出了门，里面

装着她买的苏绣团扇、荣昌夏布围巾，

还有几件彝族绣花衣裳，说是要回去

分给老姐妹。她还给这些东西起了一

个名字，叫“文化土特产”。

这个词儿挺好。在物质不丰富、物

流不发达的年代，消费者喜欢的土特产

主要是各地有代表性的农副产品，比如

章丘大葱、五常大米、金华火腿，若能带

回上海大白兔奶糖，那真是甜到心里

了。随着生活日益富足，特别是近几年

生活网购的兴起，吃吃喝喝的东西网上

多的是，价格便宜，送货上门又方便，出

门在外就爱买点更有意思的东西，文化

土特产逐渐成为新宠。

各地的手工艺品天生就有成为文

化土特产的潜质，比如景德镇陶瓷、南

通印花布、蔚县剪纸、庆阳香包。当地

的风土人情、资源禀赋赋予它们独特

的材质、风格，这种土生土长、独一无

二的气质正是本地消费者忘不了的乡

愁，外地消费者放不下的新奇，也是文

化土特产最大的卖点。

但并非所有的手工艺品都能成为

文化土特产。无论土还是特，都是产

品的修饰词。成为产品是文化土特产

的核心要求，也是手工艺品转型文化

产品最难迈过的坎儿。

跟大批量养殖、流水线生产的东

西不一样，手工艺品往往是一针一线、

一丁一卯制作出来的，产量不高，每一

件都带着指尖的温度，凝结着汗水的

气息。直到现在，价格最高、市场最认

可的工艺品仍然是手工制作。

展会现场有贵州水族绣娘售卖蝙

蝠花纹绣片，不过掌心大小，要价 50

元。面对讨价还价的顾客，皮肤黝黑

的绣娘愤愤不平：绣这样一张绣片要

一天时间，现在找个做家务的小时工，

2 个小时也不只 50 元了，何况绣娘们

花的心思复杂得多。这样一讲，原本

嫌贵的顾客果然爽快地掏了钱包。

但是要成为产品，却又必须要适

应批量化供货的需求。有些消费者就

喜欢原汁原味的“土”产，这可以通过

再造生产流程来实现，比如现在很多

绣艺工作室采取多招绣娘、进村设绣

点的方式提高生产能力。

但更多时候，消费者更喜欢借鉴

部分元素的“特”产。这恐怕是手工艺

品转化为文化土特产的最大障碍。因

为手工艺品往往是阳春白雪，精工细

雕、每一根松针都清晰可见的沉香摆

件虽然贵重，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却实

在没什么大用。只有那些将传统文化

与现代审美、需求、技术相结合，突出

创新理念和地域特色，更为生活化的

手工艺品，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追捧。

这些年看下来，手工艺品往往向

首饰、摆件发展，比如从做剔红大盘子

改成做剔红项链，把秤做小了装进玻

璃罩卖“称心如意”。这样的转型是进

步，但尚未达到最佳效果。

要想打造文化土特产，商家还得

再学一点生活美学，思路再开一些，落

脚再实一些。记得前几年江西省一家

竹木业企业做出了全球首款“全竹键

盘”，敲击声小，既环保又有质感，不少

白领很喜欢，在海外市场卖得尤其

好。还有故宫的“朝珠耳机”“顶戴花

翎官帽伞”，都凭借脑洞大开的设计卖

断货，值得借鉴。

再提醒一点，作为特产，品质优良

是必须具备的，文化土特产切不可因

为数量上去了就粗制滥造。当年故宫

的文创产品就曾因手提包提带脱落、

T 恤棉质一般遭到网友差评。

跟传统土特产相比，文化土特产

心思巧妙，自带“段子”。下一次，去南

京不妨少买只盐水鸭，带一幅云锦，让

家人领略一下寸锦寸金的霞光灿烂，

离开北京也别只拎着稻香村点心，带

几个骑虎捣药的兔儿爷，给孩子们讲

讲玉兔卖药的传说，说不定能带给亲

朋好友更长久的念想。

□ 若 瑜

到某单位访友时，听到一名机关干部抱怨：上级单位为了发展微信

公众号，专门发文要求，年前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微信粉丝，否则不予评

先。这种做法，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自媒体时代，积极打造政府部门的微信公众号，利用新媒体积极

发声，不缺位、不失语，无疑是一件好事，值得肯定。但好事，也要办好。

打造微信公众号，本应该在内容表达、平台维护、传播技巧、宣传营销上

下功夫，靠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及时性、有效性，内容表达的新颖性

来吸引读者关注，增加粉丝。否则，靠下文件“拉郎配”的方式“增粉”，

只能是舍本逐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即便硬性增了粉，也只能是“僵尸

粉”，起不到应有的宣传作用不说，甚至带来粉丝反感，岂不是得不偿失？

有关部门要想发展好、培育好自媒体平台，还是要尊重新媒体发展

规律，老老实实地在“内容为王”上做文章，才能达到双赢的效果。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引用宋代

刘挚训示子孙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

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从这样的表

达中可以看出来，顾炎武很是看不起

文人。中国历代，文人辈出，其中不乏

功标后世、造福百姓、道德高尚、著作

传世、名垂青史之人，倘若没有这样的

人，中国文化则大为逊色，甚至中国历

史也会改写。那么，同样作为“文人”

的顾炎武为什么会看不起他们呢？

其实，顾炎武不是看不起那些我

们尊敬、热爱的文人，更不是看不起那

些彪炳史册、功盖千秋、为民谋利的文

人，而是看不起如此性质的“文人”：他

们不通经术，不知历史，身陷不义，沽

名钓誉，舞风弄月，华而不实，只谈文

章，不理政事。而且按顾炎武的说话，

明朝从嘉靖以来，这种风气也显然存

在。从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看到

这位思想家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中国传统的文人有许多毛病和缺

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

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表现。说到底，

一个人不能完全脱离开他所生活的时

代而生存，时代不是完美的，所以，尤

其是首先接触到时代文化的文人，自

然地就受到它的浸染，而带上了那个

时代的印迹。而文人在一定的时代又

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他们的志趣

追求、爱好兴味，又不可避免地对时代

形成深深的影响，从而对一时的社会

风气有着塑造和改变的作用。

人无完人，看一个人，首先要看担

当，要看抱负，要看胸襟，要看目标。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为文人，哪怕枕

流漱石，以烟霞为伴；哪怕归隐田园，

以躬耕自给，也有一个高尚的人格在

里面，社会黑暗，能保持自己独立的节

操，“穷则独善其身”，也不枉“文人”的

身份。还有一种情况，个人仕途不顺，

命运多舛，那么，完全可以借此深味人

生的底蕴，借此深究人性的况味，从而

生出对宇宙和命运、生活和人生的哲

理性思考，站在一定高度上对人类的

前途进行探索，对人家永恒的精神家

园进行寻求，这同样也应该是“文人”

的任务。如果从顾炎武的批判对象来

看这两点，同样也被那些“文人”所遗

弃。他们没有高远的追求，却又不甘

寂寞；没有勇敢的担负，却又上蹿下

跳；没有深入的思索，却又轻高傲世；

没有睿智的哲思，却又夸耀舞弄。这

样的人，得之则手舞足蹈，“春风得意

马蹄疾”；失之则垂头丧气，埋怨社会

不公，人生不顺，他人不解。在他们身

上，你看不到一点孟子所说的“气”场，

有的，只是堕落和颓靡。

相比顾炎武所说的“唐宋以下”，

我们今天的“文人”那是更多了。我们

应该向古代那些拥有远大抱负和高尚

品德的“文人”学习，接续他们优秀的

文化传统和担当精神，而不要做顾炎

武所厌恶的那种文人。

文贵品 人贵德

能保持自

己 独 立 的 节

操，“穷则独善

其身”，也不枉

“文人”的身份

□ 沙 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