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成为国家战略的全民健身会带给个体发展更多改变，也

会带给社会发展乃至主流价值观更多改变

□ 白 丁

为了一起流汗的幸福

前两天，一个大学同学来看我，打

的时说是到“市一中”，结果司机把他

拉到了十一中。辗转许久见了面后，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料，他却哈哈

一笑，说：你这里学校少，要是在省城，

从一中排到五十几中，哪个是哪个我

都搞不清。

他说的是事实。我常去省城的学

校开会，若是在以前，常有因“按数索

校”而跑错学校的事情，想起来都发

憷。现在是好多了，信息发达，出门前

一查，大体位置就知道了，但同一所学

校，如果下次要去，还得查一下，那些

干瘪的阿拉伯数字代表的学校，没有

鲜明的名称上的特征，根本对不上号。

我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现象：教育越发达，管理越缜密，校名

也越来越数字化。小学，就是一小、二

小依次排下去；中学，就是一中、二中

依次排下去。按理说，这样命名，或者

将原有的名称改成统一的数字，应该

是为了便于管理。但在办公条件如此

优越的情况下，“一中”与“育才”各两

个字，前者换作后者，似乎也不存在不

方便的问题。现实中却宁可用“一中”

而不用“育才”。这到底出于一种什么

样的心理，实在让人费解。

原来的许多学校名称可谓多种多

样，异彩纷呈。学校借以取名的最主

要方法，要么是根据学校所在地或者

隶属单位，要么是根据学校的办学意

愿和精神，要么是根据一个名人或者

学校建设的资助者的姓名。不论怎样

的命名，都有一种或朴素或崇高的文

化内涵在里面。

比如我小时候，邻近有一个“小闸

小学”，有一个“五个墩”小学。都是根

据所在地取名的。看到前者，总让人

想到那儿有一条清清的渠，渠中有一

道小小的闸门，上学放学的孩子从那

儿走过，活泼可爱的影子倒映在水中；

看到后者，仿佛看到夕阳下被彩霞染

红的五个废弃了的古代的烽火台，马

上就会产生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带着

这样的上学印记哪怕走向远方的孩

子，也始终拥有一种鲜明的乡土背景，

始终是有根的人。而后来我看到的

“励志”“树德”“勉仁”“向学”这些校

名，不但昭示出办学的理念和目标，更

有殷切的召唤和引领在里面：希望到

学校学习的孩子，能具备这样的品质，

即使达不到，也要“虽不能至，而心向

往之”——至少把一枚道德修养方面

的种子埋藏在他们的心里。这就既显

现出对传统美德的接续，也显现出教

育对培植崇高精神的责任担当了。至

于用名人的，那自然就是树立了一个

可供学习的榜样；用资助人的，不但是

让孩子们从小养成感恩的思想，同时

也有引导他们学习这种回馈社会的美

德的意愿在里面。

而今天，像拥有这类名字的学校

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学校被取

消了原名后赋予了一个苍白的数字，

学校的办学个性和办学特色因此模糊

甚至消失。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

时代，但并不代表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用数字来衡量。

教育是柔软、温性的存在，不应该

什么都用数字来统管。我们已经把学

生的高低优劣用冰冷的分数框定了，

就留给学校名字一些温情吧。

请给校名留些温情

教育是柔

软、温性的存

在，不应该什

么都用数字来

统管

□ 李尚飞零距离享受电影

□ 吴学安

让每位众筹者实现自己

的电影梦，同时又有理想的

收益，这才是电影众筹最美

妙的地方

一部以工人诗人为主角的纪录片

——《我的诗篇》正在全国影院上映。

值得关注的是，该片当初的拍摄制作

就是通过众筹实现的，此次放映仍然

得益于广大网友的众筹。制片方希望

在全国范围内以众筹观影的方式实现

1000 场影院放映，影响 10 万观众，用

“诗意”点亮一座座城市。

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比，众筹更为

开放，门槛低，项目多样化，并且注重创

意性，为普通投资者和创作人提供了更

多可能。不过，众筹观影也引发了不小

的争议。不少网友认为，众筹观影不过

是个噱头。也有网友认为，市场原本就

该是多元的，现在的排片都是商业大片

唱主角，简直不给文艺片留活路，太糟

糕了。众筹观影，起码是一次探索，还

是值得鼓励的。

过去的 2015 年被业界称为“众筹

元年”，众筹行业在这一年迅猛发展，

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众筹

150 万元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到

获得 2.8 万名粉丝支持的“快乐男声”

主题电影，都为大银幕贡献了新鲜

血液。电影众筹有不少项目取得了成

功，包括《大圣归来》，《叶问 3》，新《寂

静岭》等爆款影片都超额完成筹资目

标，收益也十分可观。这些影片的成

功问世，不仅说明了影片在资金的筹

集上获得巨大成功，更是让很多普通

的影迷或观众有了一种直接参与电影

投资的机会。

在讲究体验消费的时代，亲自参

与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好的参与不仅

仅在于推动电影及周边的多方向消

费。对电影前期立项选择、电影投资、

电影宣传等更核心的参与将会成为未

来的主流形式，在这方面，电影众筹显

示出了它独特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众

筹可以让电影从制作到上映的全程都

能得到宣传，还可以通过奖励众筹做

很多电影的衍生品，同时还可以对观

众进行专项调查，了解观众对电影喜

好类型，年龄层次等，更好地制定后续

电影拍摄类型，也能更贴近观众的

需求。

以往传统的电影产业没有标准的

行业流程和制作规范，一味追求大导

演名演员的名牌效应和票房保证，有

想法有创造力的年轻电影从业者缺少

机会，有才华而无处施展。电影众筹

平台的诞生给了更多真正有想法的从

业者更多的创作机会，线上线下结合，

让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你出钱我

拍片，好故事得以释放。

电影众筹在参与感之外，还让投

资人享受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在众筹

网站上，项目的每一步进展都会及时

通知投资人，从剧本立项到集资建组，

不同的投资级别有不同的待遇，比如

一份精美装订的剧本、一张演员的签

名海报、拍摄现场围观甚至客串群众

演员等，多元化的名目让投资人不仅

仅是投资，也让每位众筹者实现自己

的电影梦，同时又有理想的收益，这才

是电影众筹最美妙的地方。

可以说，影视众筹不仅能带动观

众 参 与 影 视 制 作 ， 与 电 影 “ 零 距

离”，同时也是一种新兴投资方式的

出现，标志着大众参与电影的时代已

经到来。

要说现在休闲时间最热闹的地方是哪，

我会说是家附近的公园——跳广场舞的大

妈、单手俯卧撑的大爷⋯⋯当然，还有不少和

我一样绕着公园跑圈的。

迷上跑步，不过是最近几个月的事。至

于为什么要跑步健身，自己也说不清楚。每

次通过手机 APP 看到自己的跑步成绩又提

高了几秒，就会很有成就感，这无疑是对自己

意志坚持的一种肯定。但满足感绝不仅是体

质上的变化，还有精神上的鼓励。正如日本

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著作《谈跑步时我谈些

什么》中所写的一段话：“无论何等微不足道

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某些类

似观念的东西来。”

不管怎样，无论早晚寒暑随处可见的体

育锻炼者，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健身项目，

足以说明健身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健身已经

成为大众的生活习惯。数据不会骗人：在取

消群众性赛事和商业性赛事审批后，2015 年

国内马拉松比赛举办了将近 200 场，今年已

有计划的马拉松比赛将超过 800 场。如今，

即便是动辄数万人参与的一场马拉松赛事，

想成功报名也不容易，很多时候还要靠抽签

碰运气。

这样的现象不难理解。经济发展了，日

子变好了，人们便开始有了这样的观念——

身体好才是真的好。有数据显示，每在运动

健身上多投入 1 元，医疗保健就可以减少 7 到

8 元投入。如果流汗带来健康幸福，何乐而

不为呢？

就在今年 6 月 23 日奥林匹克日这一天，

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提出，到 2020 年，群众体育健身意识明显增

强，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群达

到 7 亿人。这意味着，也许 3 年多以后，公园、

健身房、体育馆将成为绝大多数人业余休闲

的首选地，这些场所将更加抢手。可以预见

的是，在新一轮周期里，各级政府会对全民健

身事业投入更多的资金，投入更大的精力，老

百姓也会从中得到更大的实惠。

不过，要实现全民健身，可不只是建设体

育设施、开展体育活动这么简单。这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察更多的幸福指

数。大如环境，现在很多人跑步运动的最大

阻力并不是懒惰，而是雾霾天。天气不好的

时候，不少爱跑者只能在家里望“霾”兴叹。

小如运动贴士，运动损伤可能对关节造成不

可逆影响，如何培养更多体育指导员，让百姓

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实现科学健身，也是全民

健身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政府主

导还是社会参与，都还有巨大的努力空间。

所以，实现全民健身的过程，也就是让百

姓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健身看似只是自己

的事情，其实事关每一个人。全民健身的推

进，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精神交

流、社会发展的过程，还是产业升级、拉动内

需的过程。说到底，全民健身工程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将全民健身上升

为国家战略，最大意义在于将政府、社会、个

人的多元诉求统一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进行统

筹协调，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

让参与门槛降到最低，让参与人数达到

最多。相信成为国家战略的全民健身会带给

个体发展更多改变，也会带给社会发展乃至

主流价值观更多改变。

唯有如此，全民健身才更能彰显其“全

民”价值。

舌尖上的偏见

水土人文决定了一个地

方的饮食习惯，习惯的不同

就造成了舌尖上的偏见

□ 秋 实

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全国

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实景剧，以恢弘的

气势、壮观的场面、震撼的布景而风靡

一时。

实景剧之风不仅吹遍了全国各有

条件的著名景区，也吹上了雪域高原，

吹开了西藏首部大型山水实景剧《文

成公主》。以星空和大地为幕，融入了

布达拉宫、大明宫等宫殿元素，采用了

特技和特效，全场 700 余名演员参演，

将松赞干布派使者求亲大唐以及文成

公主克服千难万险进藏的故事表现得

淋漓尽致，堪称近年来大型山水实景

剧的典范之作。该剧已被打造成为大

型的藏文化史诗剧，不再单纯是一部

实景剧。但无论是史诗剧还是实景

剧，终究是一部剧。再华丽的服装道

具，再炫酷的特技特效，终究还是要靠

剧情来支撑。

随着西藏对文化产业扶持力度的

加大，西藏各地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故

事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涌现出不少表

现当地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的剧目。

有时候，数量的增长并不一定和质量

成正比。有的剧目打着实景剧的名

目，却是不折不扣的歌舞剧，只有歌舞

和民俗文化没有情节，没有故事，没有

矛盾冲突，缺乏剧的元素，甚至只能说

是歌舞展演的总汇。

西藏是文化的宝库，在灿烂的历

史长河中，藏民族创造了中华民族文

化大家庭中独特的歌舞和民俗文化，

这些歌舞也是理应被传承和保护的，

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足够美感和愉悦感

的。把这些歌舞和民俗文化元素用在

实景剧中，不仅有利于它们的传承和

保护，同时也有利于让更多的游客了

解西藏的歌舞以及文化民俗。但是歌

舞只是实景剧的一部分组成内容，并

不是实景剧的全部内容。或者说融入

歌舞民俗是为实景剧服务的，实景剧

还应该注重剧的元素，注重情节和故

事的打造，而不是仅凭将所有有地方

特色的歌舞和民俗文化纳入就是一部

剧了。这样不仅不能和传统的歌舞表

演区分开来，更不能吸引游客的注意

力，甚至那些冗长的歌舞表演会造成

观 众 的 审 美 疲 劳 ，取 得 适 得 其 反 的

效果。

窃以为，实景剧终究还是一部剧，

是剧就应该遵从戏剧的原则和逻辑，

要有统领全剧的情节，歌舞和民俗文

化都应该围绕情节服务，而不是单纯

地罗列当地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如

果实在要把所有当地的民俗文化全部

包容在一部剧里，那请务必充分地做

好剧情的编排，精心地安排线索。

做文化更应该有一颗精益求精的

心，要谢绝粗制滥造，因为文化影响的

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实景剧别忘了本

做文化更

应该有一颗精

益求精的心，

因为文化影响

的是我们的精

神生活

□ 代 玲

像是一种补偿心理，自己童年求之

不得的东西，特别想加倍给孩子。嗜书

如命的我小时候仅有的读物是地摊上

的过期画报，于是相对的，孩子还没出

生，我已买回一大堆装帧精美的绘本。

当然，我很早就开始给儿子读绘

本了。几个月大的孩子能听懂什么

呢？连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很多情况

下，都是我在绘声绘色地朗读，贝儿在

一边玩玩具。只要他不反抗，我就当

“润物细无声”了，日日耳濡目染，兴许

贝儿会认为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吧。

何况现在的绘本做得都考究，成年人

读来都觉得好看，我倒也不生厌。

没想到，惊喜这么快就来了。贝儿

半岁的时候去乡下玩，陌生的环境人多

嘈杂，贝儿显得焦虑又没有安全感，到

了临睡的点还是哭闹不止。我使尽浑

身解数，忽然瞥见小蛇玩偶，想起念得

最频繁的绘本《小蛇散步》：“下了很长

时间的雨终于停了，小蛇要出去散步了

⋯⋯”话音刚落，贝儿瞬间安静下来。

我扭动着小蛇玩偶，继续背着绘本内

容，密切关注着贝儿的反应。他屏气凝

神注视着小蛇，似乎捕捉到了熟悉的感

觉，慢慢放松下来。或许他并不能完全

理解故事的内容，但他一定在日复一日

的读书声中不知不觉记住了其中的音

韵和节奏，那是他熟悉且喜爱的。

如此“灵丹妙药”，让我对于亲子

共读这件事更有积极性了。不同年龄

段的孩子从绘本中汲取的东西是不一

样的，然而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

索和学习，找寻他们感兴趣的点，这一

过程跟成年人理解或者说期望的有出

入，却都会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成果，予

人惊喜。

譬如说，我以为一岁左右的孩子

能够借助绘本认识生活。某次教贝儿

小动物的叫声，他原先就知道猫狗之

类常见叫声，我便跟他一问一答。翻

到羊那一页，我也随口问：“羊怎么叫

的啊？”他对答如流：“咩咩。”这倒把我

惊到了，我可从没教过他，他也没见过

羊，难道瞎蒙可以这么准？疑问不日

得解，当我再度给他念《粑粑》这个绘

本时眼前一亮，有一页就是一只羊，配

字：“咩咩叫的羊长什么样儿？”我自己

有口无心念了三四次熟视无睹，倒是

贝儿不仅听进去了，还把其中的信息

消化了。别小看了孩子，有时候他们

的学习能力比大人还强呢！语言敏感

期的贝儿大概是对这特别的声音特别

着迷，才会三心二意地就记住了。

近两年时间的亲子共读，贝儿还

给过我很多惊喜，有时是他对新事物

的反馈，有时是他奇特的思维方式，有

时是他改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

惯，有时是他特别温暖的举动。我承

认，我是带着些许功利心坚持亲子共

读，希望阅读成为贝儿一生的财富。

但是，贝儿收获的已经超出了我的期

许，让我扎扎实实见证了他的成长，再

无需以世俗标准斗量，让我感觉一切

都是那么幸福而有意义。

读书既不会太迟，也不会太早。

我们要携手相看的风景还藏有太多未

知的惊喜。这无关乎我的期待，但凭

你的兴趣，性之所至皆是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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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倚萍

端午过后，家人一直拿粽子做

早餐。麻利解开棕绳，几口吃完咸

肉粽，真想来碗咸豆浆。浙江人在

豆浆里舀上一勺酱油点卤、撒点儿

嫩葱榨菜沫儿，捧起海碗大吸一口，

鲜美得通体舒畅。

和番茄炒蛋一样，粽子和豆浆

的甜咸之争几乎会给每个离家求学

的游子上一堂文化碰撞和地域差

异课。

那根本不叫豆浆，那就是豆腐

脑；粽子怎么能用棕绳穿呢，应该用

粽针穿。我的大学室友——一个来

自江苏盐城的姑娘，这样告诉我。

她自小吃的就是甜粽：白粽子蘸糖，

或者是蜜枣、赤豆做馅儿。想吃口

咸的怎么办？有啊，嘬上一碗小泥

螺、掏空几个咸鸭蛋，配一碗煮粽子

的清汤做茶。不但粽子只吃甜口

的，她从小喝的豆浆也只放糖。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水土人文

决定了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习惯

的不同就造成了舌尖上的偏见。

清朝年间，扬州八怪之一的金

农，画卖不掉，靠制作画灯糊口，还

得托在南京的袁枚代售。袁枚努力

了一阵，没有效果。金农穷极，再催

问，袁枚只好回信称：“先生笔墨，遗

世独立，付烛奴以光明之，真奇宝

也。奈金陵人但知食鸭脯耳。白日

昭昭，尚不知画为何物，况长夜悠悠

乎？”

金农的艺术水平自不必说，早

已被后世认可，但袁枚引为借口的

“金陵人但知食鸭脯”却结结实实地

给南京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

也有笑话称，一个宿舍打算煮

点绿豆汤消暑，主意一出群策群力，

有人去买绿豆，有人去买冰糖，苏州

人不知上哪去买红丝绿丝，广东人

说趁菜市场没关门我去买点海带。

可以想见，这是一锅众口难调的绿

豆汤。

吃在嘴里，甜在心间。一个麻

辣兔头可能让湖南四川妹子好吃到

“飞起”，一碗土笋冻每次都让我的

一个厦门朋友引吭高歌。闽南人民

有首传唱的歌曲叫：《哇，土笋冻！》

“土笋冻呀土笋冻，最最好吃真正港

（正宗），天脚（底）下，笼（全）都真稀

罕，独独咱家乡出这项。酸醋芥末

芫荽香，鸡鸭鱼肉阮（我）都无稀罕，

特别爱咱家乡土笋冻，哇，哇，想做

土笋冻。”

她携夫婿从美国回娘家，心心

念念这碗土笋冻。先生是江南人

士，想着这土笋冻顾名思义应该和

带着泥土芬芳的嫩笋差不多。结

果，却是沙虫开膛破肚熬煮出胶质

凝固成的透明块状，虫体还清晰可

见。自然，先生拒吃，只好听她用闽

南语念白《哇，土笋冻！》。

都是饮食男女，味蕾如此顽固、

舌尖如此挑剔。难怪老派母亲会对

出阁的女儿说，“抓住他的胃就抓住

了他的心”；网上的小姑娘会发帖求

助——“我和男友吃不到一块儿去，

还能过到一块儿去么？”

其实没那么复杂，文中我的盐

城同学，毕业后离开北京去了上海

一家报社工作，吃了咸肉粽，喝上咸

豆浆，还承认这种没有形状的咸豆

浆的确不算豆腐脑。而厦门好友的

夫婿，试遍当地美食之后，爱上了五

香条、手抓面、花生汤，也算是和妻

子求同存异。

所以说，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

国”“十二道峰味”之所以火，就是因

为我们好奇、我们惊叹、继而我们尝

试、我们理解、我们接受。

去云南出差，上飞机前去早市

买点儿新鲜的鸡枞菌回家给家人熬

汤喝；陕北的黄馍馍走进大城市连

锁店，周末带家人去尝尝；明星的椰

汁白酒煮青口让淡菜高级了不少，

朋友聚会可以牛刀小试。

或许我不吃辣，但我愿意学你

拌上一点老干妈；或许我没你那么

爱吃酱鸭脖，但不妨碍我陪你一起

看球赛直播。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饮食如

是、生活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