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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博物馆

感悟人性之美

□ 白 丁

☞ 教师离开村校，主要原因是老师们难以适应不断调整的教学要求，深感力不从心

☞ 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是在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而这种教育对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来说意义不大

慈善不分贵贱，爱心不分大小。

中华慈善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应该是

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慈善爱心

□ 佘 颖

用资本为戏曲加点料
□ 于 飞

在传统戏曲领域，除了

几个带有“粉丝经济”性质的

戏曲众筹项目外，真正的投

融资规则和案例尚未建立

在不久前的 G20 峰会文艺晚会上，一

段中国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惊艳了世

界。短短三分钟，用“歌舞演故事”的中国

戏曲向世界展示了唯美的江南风韵与典雅

的中国文化。

中国戏曲是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体系中

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化瑰宝，是传播中国文

化的重要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戏

曲受到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分流受众的

挑战，其自身也暴露出表演内容陈旧、剧院

经费匮乏、创演人才断档、经营理念滞后等

诸多问题，在产业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

来自中国演出协会的数据显示，在各

演出门类的横向比较中，话剧收入占比最

高，其他依次是音乐、曲艺杂技、儿童剧，戏

曲演出排名倒数第二；纵向数据比较看，

2015 年，全国演出票房收入比 2014 年上升

9.03%，达 161.72 亿元，而同期的戏曲演出

票房收入同比下降 5%，仅为 8.94亿元。

为了化解戏曲面临的困境，去年 7 月，

国家颁布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

干政策》，从加强保护与传承、改善戏曲生

产条件、支持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发展等多

个方面给予了政策支持。如何打好这一系

列政策牌，振兴戏曲发展？业内人士献计

献策，脑洞大开——推广生态旅游、打造戏

曲小镇的“旅游+”，混搭现代元素和西洋风

格的“演绎+”，依靠最新网络传播手段进行

宣传普及的“互联网+”⋯⋯这些加法各有

千秋，但要从根本上推动戏曲市场化改革、

走出当前的低迷困顿，还需要构建一个总

体的战略路径。借鉴国外成熟舞台剧目商

业演出的投融资经验，利用国内已经建立

起的多元投融资渠道和多层次资本市场，

快速融资并完善市场化生产、营销、成本核

算的各个环节。

集中社会资本力量对某个演出公司或

项目进行投资，其后获利分红或是上市交

易，这在发达国家已是相当成熟的一套机

制。我国目前既有主板、中小板和新三板

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也有各类私募、产

业基金组成的风险投资机制，打造出的宋

城演艺等创业板“金股”和杨丽萍文化公

司、开心麻花、丑小鸭、锋尚世纪等新三板

公司，已然风生水起。

遗憾的是，资本抛出的橄榄枝尚未落到

戏曲头上。2009年《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

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诸多

演出领域的改制、挂牌屡见不鲜，活力日益

增强。但在传统戏曲领域，除了几个带有

“粉丝经济”性质的戏曲众筹项目外，真正的

投融资规则和案例尚未建立。这种情况下，

非市场化的生产模式所导致的“钱紧”成为

多数戏曲院团的常态。

剧团主动牵手资本，成为破解这一难题

的有益探索。在 G20 峰会文艺晚会上献艺

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正在尝试“资本+戏曲”

的模式，加速市场化运作。他们打造的“中

国越·剧场”小百花艺术中心，将通过引入民

间资本，形成包括驻场越剧、创意旅游和文

化创意产品等诸多环节在内的产业链。

要改善戏曲行业的生存现状，必须首

先跨越观念上的鸿沟，转变戏曲单位的生

产方式，用资本为戏曲加点料。就像《关于

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已然指明

的方向，“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团体或个

人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

供设施、建立专项基金等形式参与扶持地

方戏曲的传承发展”。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
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提出从明年起把体育纳入中考成绩，
并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此举出发点是为了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从目前教
育水平的城乡差距来看，在农村体育师资
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没有区别地增加体育
和综合素质考核，对于农村学生，尤其是偏
远地区薄弱校学生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虽然近年来，在各方的关心支持下，农
村教育硬件条件和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但
由于农村的教育资源、学生的身体素质和
学习能力难以和城市竞争，在同样的标准
和规则下，农村孩子只能以弱势地位加入
一场应试教育的龟兔赛跑。

综合素质显差距

从北大附中校长的位置上离开后，康
健来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新农村美丽小
学担任校长。

跟以往觉得农村孩子很“皮实”相反，
开学刚刚 3周，康健就发现不少学生在太阳
很烈的时候会晕倒，一问竟然主要是因为
营养不良。

康健的发现并非偶然。中科院研究
员、民间教育智库 REAP 的负责人张林秀
和同事们过去 10 多年在 19 个省做了大量
样本调查，从西部的青海农村到东部浙江、
上海的打工子弟人群，超过 13 万受测孩子
中，27%患有贫血，33%感染寄生虫，20%近
视且不知道需要矫正。重叠到一起，65%
至 70%的贫困农村地区孩子有某一种类型
的公共卫生或健康问题。“我们现在都是按
分数评价学校，对孩子的生存环境，以及他
们的健康重视不够。”康健说。

好在情况正在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2011 年至今，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1591
亿元，用于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使得试点地
区学生的微量营养素营养状况有所改善。
监 测 中 ，小 学 生 的 贫 血 率 从 2012 年 的
17%，降低到 2015年的 7.8%。

农村孩子身体素质的低下肉眼可见，
智力因素开发滞后却不那么容易发现。张
林秀做了一个测试农村孩子运动能力、语
言能力和认知能力的贝利测试，发现受测
孩子中，综合起来 40%的婴幼儿在不满一
周岁时就已经落后了！

这种差异跟后天教育关系密切。农村
家长以为孩子会叫爸爸妈妈就好了，但可
能已经错过了开发孩子智力的最佳时机。

“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在生命头1000天是宝
宝发育最好的时期。”张林秀认为。

“这时，有限的教育资源该怎么分配最
合适？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还是前移
到早期教育阶段？”张林秀十分担忧地一连
串质问，“我们不仅要保证农村孩子吃饱，
还要重视开展 0到 3岁的早期教育”。

优秀师资咋挽留

2015 年 11 月，甘肃会宁启动招录警察
计划，187 名新招警察里，有 171 名是教师
转行，引发社会热议。

这条新闻虽然令人震惊，却不意外。
在长期关注乡村教师的康健眼里，乡村教
师流失已经是常态化。

“乡村教师有一个逃离的时间表，叫
‘一三五’，意思是大学毕业的老师一年就
可以走，专科毕业三年可以走，其他是五年
可以走。”康健总结道。

求才若渴的学校也想了很多办法，最
常用的是“待遇留人”。目前，各地乡村教
师的工资基本与当地公务员持平或略高，
但仍然难以留住老师，而且还出现了一些
新问题。比如张林秀发现，有部分贫困地
区的老师把位置留着，低价雇代课老师来
教，自己跑到沿海去打工挣钱。

不仅是收入问题，教师离开村校，主要
原因是老师们难以适应不断调整的教学要
求，深感力不从心。

“我们不是没有老师，而是老师跟不
上 教 学 的 要 求 。 特 别 是 2001 年 课 改 以
后，对老师和教育的要求都进行了很大的
调整，但是我们老师跟不上。”山东潍坊原
教育局局长刘伟举例说，过去根本不重视
音体美，现在又强调音体美。部分年纪偏
大的老师发现自身素质与要求的差距越
来越大。

这种压力有时会促使老师向上奋发，
但也会逼迫教师离开岗位，走不开的就想
办法变通。

“我所在的楚雄不是云南最穷的地方，
当地教师月工资达到 5000 元钱，相当不错
了。”但是康健发现不少老师都愿意去原来被
撤并的村小教书。因为中心校七八十人一个
班，一个星期上20多节课。按照当地的教育
评价标准，教学成绩很难上去。如果去村
小，一周只有 10多节课，边远地区对成绩考

核要求又没那么严格，工作轻松不少。
为了解决乡村教师困局，我国实行了特

岗教师计划，并加大乡村教师补充力度。近
几年，我国大力推行免费定向师范生制度，
许多师范生从进校开始就是针对农村学校
培养的，毕业后必须到村校服务一定年限。

康健建议，还要进一步发掘社会志愿
者的力量。“语数外交给师专的学生，把音
体美交给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因为他在实
践中发现，师专学生和志愿者年轻，跟孩子
一起玩，其乐融融。定期轮换，他们还没有
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就会离开，心理负担轻，
对乡村师资也是有益补充。

城市经验难仿效

据教育部初步统计，2016 年，我国国
家、地方、高校三个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共录
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 9 万余人，较 2015
年增长 20%以上，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三所重点高校来自农村地区
的学生比例都超过了 15%。

在政策的倾斜下，能上大学的农村孩
子多了。但是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是在
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而这种教育对绝大
多数的农村学生来说意义不大。

“在相当多的农村西部地区，全县平均
高考入学率 20%左右，也就是说 80%的学
生是上不了大学的。”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
院长杨东平说：“但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小
学、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升学教育，对少数升
学的人有用，对大部分人是没用的。如果
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那 20%能升学的人
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呢？”

更让杨东平担忧的是，在招聘会的大
军中，农村孩子即使拿着一样的毕业证书，
找的工作也比不上城里孩子。“因此，很多
农民宁愿孩子打工，也不愿意让他花三四
年钱和时间去读书。”

那么，农村孩子究竟应该学什么？专
家们表示，最重要的是学会掌握新技能的
能力，而不是记忆知识点。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的职
业教育。报告统计，2012年，农村户籍中职
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 82%。近年来，中
职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高
职学生就业率也高于 90%。

踏实、肯干、动手能力强，是用人单位
对职校毕业生的普遍评价。北京农业职业
学院畜牧兽医系长期向中科院、军事医学
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农大等高水平科研
院所输送学生。“中科院发育所实验动物室
主任跟我说过好几次，本科生来了待几个
月就要考研、出国，反而是我们的学生能坚
持下去，并且技术掌握很熟练，成了科研团
队离不开的人。”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畜牧兽
医系教授肖西山说。

张林秀强调，针对乡村教育，我们现有
的教学方式方法亟需改进，比如乡村远程
教育、课程直播的课件应该更接近农村孩
子的生活。她也提醒，农村教育质量和标
准不能降低。因为只要走上社会，城乡孩
子还是要在相同环境里竞争的。

前不久，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祥地南通，
中华慈善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远观中华慈善博物馆，浓浓的民国建筑气
息扑面而来。附近的“老南通”知道，这里曾是
张謇先生创办的大生纱厂旧址。这位“中国近
代第一城”的总设计师，用了毕生心力发展南通
的经济文化和公益慈善事业。他改良育婴堂、
养济院、栖流所等传统善堂善会；创兴近代新型
慈善公益机构，如盲哑学校、残废院、贫民工场
等，在南通构筑了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组
织网络。

走进博物馆，在一楼和二楼展厅之间，一尊
张謇“鬻字筹款”的雕像卓然而立。他手握毛
笔，仿佛在为筹集更多善款而奋笔疾书。

除了张謇，中华慈善博物馆内不乏南通慈
善名人。博物馆的大门两侧种植了两排银杏
树，与园景融合在一起，看起来不起眼，但它们
却大有故事。在南通，“修车老人”胡汉生的名
字家喻户晓。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靠着常年
一元一元的积累，帮助了许多困难群众。许多
人因为胡汉生加入到行善的队伍中。当胡汉生
老人去世后，很多人坚守在老人的修车点，接力
老人的慈善事业。大门口的这两排银杏树，就
是老人生前种下的，家人为了寄托对父亲的思
念，将其移栽捐献给了中华慈善博物馆。

在思想厅，陈列着一部素有“佛教熊猫”之
称的贝叶经。这是一种在贝树的树叶上书写的
经文，书写年代为明代。经书每叶长 48 厘米，
宽 6.5 厘米，一共 13 册，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
一。这部傣文贝叶经描绘了世尊佛祖前世——
傣族王子维先达腊乐善好施故事。

慈善机构自古就有，如专门收养老幼病残
的福田院，从事医疗慈善的机构惠民药局，劝人
行善的同善会等。为了更立体直观地展现这些
慈善组织，博物馆设立了惠民药局等仿古街景，
再现了古代慈善活动。

牌匾楹联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在古代，上至
朝廷，下到乡里，大多以牌匾、楹联的方式表彰
慈善人物。博物馆集中展示了各地征集来的牌
匾楹联，包括清嘉庆“大慈纯孝”匾、清道光十年

“好善惟优”匾、清光绪“一乡善士”匾和“积善余
庆”匾四块牌匾。“勉善成荣”牌匾悬挂于近代著
名徽商胡雪岩创立的胡庆馀堂大门最高处，为
清朝同治皇帝亲赐的牌匾，意为多做善事以成
就荣耀。匾上的善字少了两点，意欲善无止境。

目前，中华慈善博物馆已征集实物类藏品
2900 多件、图片 8300 多张。不过，来到博物
馆，如果只是单纯的看展品、文字和图片就太可
惜了。在馆内，一共有 20 余种艺术表现形式，
其中不乏艺术精品。

漫步博物馆内，三幅关于范蠡的国画吸
引了记者的目光。范蠡最有影响的是“三聚三
散”的故事，他三次积累千金又三次散尽家财，

《史记》记载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
贫交疏昆弟”。在如何表现范蠡的慈善故事上，
博物馆工作人员动足了脑筋。虽然史书上有关
于范蠡的事情，但由于年代久远，他的文物保存
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不厌其烦的查证
下，工作人员终于获悉在山东省肥城市有范蠡
祠，他们立刻赶去，复制了范蠡祠门前的一对刻
有“赤心报国兴越时竭能洁己，立志诛歼灭吴后
独善知人”的八棱石柱，这是后人对范蠡独善其
身高尚品质的纪念。

在反映清代山西商人乔致庸赠粮的慈善故
事时，博物馆特地选用了多层剪纸，由剪纸艺术
大师李闽创作。远远望去，作品宛如一幅泛黄
的画，只有走进细细打量才能发现，这是由黑
色、橙色、黄色、浅黄色的纸层层叠叠剪出的效
果。更让人称绝的是，马鞭、马尾纤毫毕现；人
物表情、动作栩栩如生；乔致庸服饰上的花纹繁
复精美，是一件难得的艺术佳品。

慈善不分贵贱，爱心不分大小。中华慈善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应该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
的慈善爱心。中华慈善博物馆馆长陈坚说，设
立中华慈善博物馆，目的是让更多来过这里的
人探寻慈善、感受慈善、践行慈善、传播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