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要与其他国家深化

交流与合作，提升英语熟练度

是必要的

□ 佘 颖

我们为什么

要学英语

以文艺滋养美好生活 □ 何 美

文艺，正

在绘制出新时

代崭新美好的

中国色彩。

巴金说：“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

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这两年

文化领域的创作源泉不息，文艺新风

清朗，令人欣喜。

第五届乌镇戏剧节曲终人不散。

11 天里，五大洲数百组艺术表演团

体，献上千场精彩演出。北京园博园

里，中国戏曲文化周余韵袅袅，戏曲

花车巡游、地方戏夜场等让园博园化

身戏曲小镇。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中国

民歌大会》《见字如面》等一大批文化

类节目火爆荧屏。在湖南，“潇湘诗

会”30 年来活动已逾百场，“飞花令”

“二十四节气”吟咏诵读涌动着诗意、

激荡起文化共鸣。

2016 年有 10 万人次文艺工作者

深入基层、社区、农村，开展采风创

作、慰问演出、文化惠民活动。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如

今三分之二的村有了文化中心，所有

社区都有了文化活动室。人民是文艺

的剧中人。

文艺，正在绘制出崭新美好的中

国色彩。从硬件到软件，从科技到文

艺，从精英到大众，从物质到精神，文

艺 价 值 强 势 回 归 ，中 华 美 学 焕 发

生机。

“美好生活”“美好未来”“美丽中

国”……党的十九大报告，3.2万字中，

27次提到“美”、16次提到“美好”、8次

提到“美丽”。这么多“美”的字眼，读

来倍感欣喜而温暖。文化与美最相

关、最契合。我们注意到，“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在报告里占了较大篇幅。党的十九大

报告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

个全新高度。

今天，文艺建设需要更多承载和

担当，对中国文艺思想理论、创作实

践和价值功能的呼声激荡：

在文艺理论上，探讨和破解文艺

与生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市场、批

评的标准与方法等文艺难题、理论要

点的各种观点相互碰撞。

在创作实践上，艺术家不断着力

锻造精品力作。在掌握讲好故事的能

力、树立创作史诗的雄心、强化现实

主义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推出《战狼

2》《装台》等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形成艺

术共振。“树三讲”“去三俗”，树立讲

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创作风气，自

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之风。

在价值功能上，注重发挥文艺独

特作用。在文艺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在文艺与旅游资源的对接，在

文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

人关爱服务体系等方面，文化正在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汇聚文艺力量，助力民族复兴。

让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文艺治理、艺

术产业、艺术教育、艺术传媒与艺术

遗产等遍地开花，从繁荣现在到璀璨

未来，让中华美学、美丽中国焕发勃

勃生机。

点亮乡村那盏灯

提升村民精神生活、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其实是个“技术活”，必须把

“好心”和“实招”绑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

□ 瞿长福

做个

理性消费者

买什么东西都要考虑

利用率，利用率不高的物

品不能贪图价格便宜

□ 刘 希

公益宣传还要走心

大众消防

安全意识的提

高需要正确引

导，但是以什

么样的方式宣

传才能让人入

脑入心

□ 陶 然

在我心中，关于乡村生活的记忆很多。

或许是由于工作原因，有几个场景让我印象

特别深刻。每每与不同话语的人谈起乡村生

活，那几个场景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让

我不断咀嚼，难以平静。

有一次，在鄂西南一个离城市并不很远

的山村，我目睹了一场舞龙表演。表演就是

乡村普通的龙灯、狮子、花轿之类，并不新

奇。没想到的是，来看表演的村民很多，把山

脚下一块相对宽敞的表演场挤得满满当当。

还有一些人没下山，或站或坐在半山坡的公

路边，有的脖子上还骑着小孩，也就远远地能

看到山下的人群，或者断续地听见锣鼓声而

已。在蜿蜒的山路上，还不时有村民赶集似

的兴冲冲赶过来。

过后，我问过一位驻村干部，现在年轻人

差不多都外出了，留下来的人还有兴致、时间

或者闲情来围观这种表演吗？他的回答简

单，却击中“泪点”：这是生活嘛，别管多么偏

远，也别管老人妇女还是儿童，大家对精神生

活、文化生活的需求是一样的，只是各人的条

件不同罢了。这里还有龙灯可看，好多连这

也见不了。

同样的一幕，我在鲁南地区也见过，不

过，剧情却反转了。那是初冬，凉意已浓，在

小镇边上的一个村子里，小广场上灯火通明，

穿着红红绿绿的村民且歌且舞、热火朝天，跳

舞的男女老少都有，当然上年岁的人更多，看

热闹的把小广场围得水泄不通。领头的老太

太说，她退休回村后就牵头组了个歌舞队，节

目自编自演，每晚都活动，镇里还给了些经费

支持，现在村里人一黑天就等着来广场活动。

这个歌舞队的影子一直留在我的脑子

里，好几年过去，还能想见他们热热闹闹吹拉

弹唱的模样。我时常想，他们的文化生活为

什么就充满欢歌笑语，并且美美与共呢？这

里面可能各有各的基因与道道，不过有两点

似乎是共同的。其一，他们有一位热心的领

头人。乡村的事就是这样，即使大家都想做

或者都有需求，如果没有人牵头、带动、推动，

还是难以启动。其二，政府部门的具体支持

很精准，点到了“穴位”。这个歌舞队就是因

为得到了最需要的经费扶持才得以一路走来

不停歇。

这使我联想到另外一幅场景。这些年，

各地都建了许多乡村“农家书屋”，从西部的

青海四川、中部的江西湖北，到东部的江苏浙

江，“农家书屋”几乎是新农村建设的标配。

书屋大多建在村委会，有的专门有阅览室，有

的书架和书桌都放在一起，但真正去读书、借

书的村民很少，许多书屋、书桌都成了一种摆

设，遇到上级检查或者记者采访时，有些书屋

会做一些适当安排。

“好心的书屋”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

回报？很重要的原因，没有打到“靶心”。从

“书屋”来看，放什么书就耐人琢磨。以为村

民要看的书除了种植养殖、防病治虫，就是

邻里纠纷婆媳长短之类，其实村民阅读的需

求已经多样化，许多村民即使承包地没有流

转，农活也都靠专业服务队解决了。需要这

些技术的“大户”“蓝领”又各有技术渠道，更

别说现在电子阅读网络互通让村民也可足

不出户了。

平心而论，这些年为了繁荣乡村文化，各

级各地相关部门想了很多辙，乡村的夜晚不

再“咋就那么长”。但现实中，提升村民精神

生活、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其实是个“技术

活”，必须把“好心”和“实招”绑在一起，才能

开花结果。

比如村民有文化生活的内在需求，这种

需求要转化为自觉自发的行动，就要有人组

织、推动、引导。谁是这个组织者、引领者？

除了“乡村能人”的自觉，除了“文化下乡”“大

戏下乡”的点缀，真正从机制上有保障、行动

上有力有利也能持久见效的，就是农村党支

部这个离村民最近的“堡垒”。只有农村党支

部切实把繁荣乡村文化生活作为分内之责，

去抓、去推，才可能久久为功。而政府部门的

具体支持扶持，更要瞄准“靶心”，对准“穴

位”，雪中送炭，关键处着力。

所以，点亮乡村文化这盏灯，还需要共同

持久努力。

临近“双 11”，朋友们都在忙着往购

物车里加东西，有个朋友透露了一下，

说她购物车里的物品，加起来要两万多

元。我吓了一跳，打开我的购物车，除

了两套孩子的衣服，一点五谷杂粮，再

就是一张老妈心仪了很久的按摩椅，我

看着我的购物车，满意地笑了。

几年前，我也曾迷上了网购，不要

钱似的，大件小件全往家搬。那时候没

有七天无理由退货，也没有运费险，买

回来的东西，不满意要跟商家解释半

天，心疼退货费不说，退货程序还烦琐，

想想暂时虽然用不上，说不定以后会用

得着，再加上有些小件价格也不贵，就

留下来了。

起初总是以为，趁着商家搞活动囤

物品就是省钱，碰到买二送一、买三送

一的促销活动，绝对不会放过。于是，

重复地买了好多不必要的东西。特别

是逢上店家搞秒杀活动，心想着比平时

便宜很多，巴不得全买回来，哪知道，很

多东西买来根本没用过，有些东西，放

着放着就过期了。

去年夏天，一个朋友自己在朋友圈

里晒她自做的蛋糕，我心血来潮，按她

提供给我的链接，将那款烤箱买了回

来。烤了几次后，我对自己动手做蛋糕

就生厌了，烤箱被搁置起来。后来，同

事说用破壁机打豆浆都不用过滤，我也

买了破壁机。买回来后，感觉效果不

错。但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不爱打豆浆

了。孩子们也不爱喝了，破壁机也被我

搁置起来。再看看我家里的那些小家

电，煮蛋器、烤箱、酸奶机、电煎锅、电火

锅，一样一样全搁在储物间，沾满了厚

厚的灰尘。

去年“双 11”前夕，我心想着搞活动

便宜，多买点，买完再货比三家，该退的

退。于是，洗发水、擦脸霜、保暖衣、大

衣都是大堆大堆地买。可买回来后，比

来比去，各有各的优势，都舍不得退，结

果，钱花了不少，东西买了不少，用上的

却没几件。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整理家务时，

从储物间，床头柜里，旧皮箱里翻出好

多物品来，才发现那几年自己买得实在

有点多，花了很多冤枉钱，于是就对自

己爱捡便宜的心理开始检讨。我发现，

打开衣柜，喜欢穿的衣服依然是那几

件，打开橱柜，喜欢用的碗碟也就那几

套，常用的物品并不多，于是开始节制

购买的欲望，理性消费，不再囤货了。

即使是生活必需品，也是用完再买。既

节省空间，又不浪费，何乐而不为呢？

逐渐地，我家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

少了，杂物间也空旷了很多。我养成了

理性购物的好习惯，被爱人责怪的次数

少了，家里的存款也多了起来。

如今的我，买什么东西都会考虑利

用率，利用率不高的物品再便宜我也不

会买，自从做理性消费者，我的生活越

来越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学英语，现在可能

有了最有发言权的答案：通过一项涉

及 80 个非英语母语的国家地区，共有

逾 100 万人参与的测试，国际英语培

训机构英孚最近发布了 《2017 英语熟

练度报告》，显示一个国家的英语水平

越高，生活品质越高、平均总收入也

越高。例如，非英语母语国家中，英

语熟练程度较高的新西兰、瑞士、丹

麦、挪威、新加坡等国，在联合国发

布的人类发展指数 （包括经商便利

度、经济发展程度、人均可预期寿命

等） 排位也较高。

同时，英语的熟练度和国家的创

新能力也是相关的。从每百万人口的

科研人员占比和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

指数来看，同样呈现出英语越“溜”，

能力越强。

如果把目光聚集到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与英语熟练程度呈现出更加明

显的联动。十八大以来的 5 年，是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取 得 显 著 成 就 的 5

年。同时这 5 年也是中国英语熟练水

平稳步上升的 5 年，2017 年国人英语

熟练程度已经在 80 个国家和地区里排

名 36，比去年的成绩提升了 3 位，创

下新高，并且从低熟练度水平逼近中

等熟练度水平，接近南非、法国、意

大利。要知道，这些国家要么是被英

语国家殖民过，要么是离英语母语国

家最近的欧洲国家，英语基础远胜于

中国。

其实在 2014 年、2015 年，社会有

种误读，认为高考改革后不考英语

了，英语学习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

那两年国人英语熟练程度明显下滑，

但近年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深入人心，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提

升，金砖国家会议、G20 峰会、APEC

等国际会议都选择在中国召开，带动

国民英语学习热情迅速上涨。

目前，我国有 5 个城市及省份进

入了中等熟练度，排名依次是上海、

香港、北京、天津和福建，其中福建

省是今年唯一一个新进入中等熟练度

的省份。回顾过去 5 年的数据，会发

现福建在今年简直是飞跃，其背后的

原因就是 2015 年国家确立福建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发展区，再加

上今年 6 月，金砖国际会议在厦门召

开。政策的倾斜使得福建的开放程度

加深，居民对英语热情高涨。

毫无疑问，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

多，但英语未来的重要性也不会削弱。

全球化时代，商品和服务都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要

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资源和服务的流通

中，对国际语言英语的熟练使用是必

要技能，而且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中国要与其他国家深化交流与合

作，提升英语熟练度也是必要的。

从学术刊物到推特内容和 TED 演

讲，都以压倒性的比例使用英语。较

高的英语熟练水平使得阅读原始科研

论文、开展国际合作、引进海外人才

以及参加会议更加容易，世界范围内

的科技成果交流也更加通畅，从而产

生更多创新成果，因此，较高的英语

熟练水平还是加强科技创新，实现

“中国制造2025”的助推器。

中国历史悠长，有很多优秀文化

值得与世界分享，而中国文化要走出

国门，也必须掌握好英语这门世界语

言，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这对当前中国英语教学提出了挑

战。长期以来，我国学生的英语实际

专业应用能力薄弱，笔头答题强，开

口往往是哑巴英语。利用新兴技术改

变英语教学方式、充实英语师资力

量、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推进

成人英语培训，可能是提升英语水平

的有效方式。不过那些盼望着取消英

语考试的学生恐怕不得不失望了——

英语还是要学、要考的。

经济学上的“恩格尔系数”，反映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一个国家越

穷，其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

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恩格尔系

数就越高。作为精神生活方面重要内

容的文化阅读，是否也可以有个这样

的系数？如果能够通过对这一系数的

持续观察与有效干预，来促进其一路

走低，是否有助于提升人们精神生活

方面的充盈呢？

新闻出版业人士、知名作家梁衡

曾经撰文，指陈社会存在着“两类出

版、两种阅读”。他认为，书籍有多种

功能和分类，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消费型的图书，它们是为了满

足当时的、短期的需要，如菜谱、旅游

指南、礼仪、社交技巧等实用型读物；

另一类是积累型的图书，如政治理论、

文学艺术、学术专著及各种专业图

书。主要功能是为读者提供思想，为

社会积累文化。这两种书籍，生活中

固然都离不开，但应有个适当的比

例。据梁衡观察，这两种书籍的出版

偏偏比例失衡，消费型图书出版得太

多，被摆在了书店的显眼位置，相反，

积累型图书得不到应有重视，多被安

置在书店的偏僻处，数量也极少。

与两类出版物相对应，是读者的

两种阅读。一种是消费型阅读，满足

人们对日常生活知识的需求；一种是

积累型阅读，它培养人的世界观、审美

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对一个人的全面

发展必不可缺。两类出版物的冷热不

均，折射出积累型阅读的不足，无论对

个人还是社会，都将带来不利影响。

梁衡撰文指陈“两类出版、两种阅

读”，距今已经十多年了，不过，目前来

看，情况似乎变化不大。而且，还需指

出的是，随着移动网络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随着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消费

型图书及其阅读量还在继续增加。因

此，作为阅读“恩格尔系数”进行衡量，

结果肯定不能让人满意。

近年来，为了营造书香社会氛围，

提升全民阅读质量，党和国家自上而

下相继实施了不少惠民政策，采取了

一系列助推举措。虽然说收到了一定

效果，可国民阅读现状与我国的经济

发展程度相比，依然存在着差距。繁

荣兴盛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高品质国

民阅读提供助力。党和国家在为增强

大众的文化获得感尽可能地创造条

件，作为每一位个人，应该主动跟上时

代的脚步，努力使自己爱上阅读，并且

以实际行动逐渐提升个人的阅读“恩

格尔系数”。诚若是，书香助益下的个

人与民族，都将迎来愈益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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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是国家消防日。在北京

市大兴御园小区，“马大姐”蔡明版

本的海报提示大家：“出门无牵挂、

先把火源查”；在北京市朝阳区图书

馆门口，《读者》 杂志社社长、总编

辑富康年版本的海报告诉人们“天下

第一好事是读书；人生最大幸福莫过

平安”；在新疆于田县的街头，库尔

班大叔的孙子亚森买买提明版本的海

报上写道：“好瓜结在藤蔓上，平安

结在小心上。”

这些消防海报上的主人公有各条

战线的劳动模范，有声望卓著的科学

家，有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有责任担

当的企业家，更多的是热心公益关注

消防的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他们围绕

消防安全这一主题，用鲜活生动的消

防宣传语言，向社会传递着消防安全

的理念、讲述务实管用的消防安全知

识，获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大众消防安全意识的提高需要正

确引导，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宣传才

能让人入脑入心呢？公安部消防局于8

月份开始部署“全民消防我代言”大

型公益活动，动员各地具有高度责任

感和广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以及有代

表性的社会各界人士为消防安全代

言。朴实生动的群众语言取代了空洞

的口号式标语或不走心的群发短信。

事实证明，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的讲述方式远比简单粗暴的灌输更令

群众买账。

据全国国民消防安全素质调查显

示 ， 民 众 对 消 防 知 识 知 晓 率 不 足

30%。从火灾原因看，80%的火灾是

人为因素造成的；从重特大火灾人员

伤亡看，多数是因公众缺乏消防安全

常识和逃生自救能力所致。全民消防

就应该全民参与，从这一点来看，

“全民消防我代言”活动选对了主角。

给老百姓看的东西就是要贴近生

活，好懂好记才能引起共鸣，有效传

播。“全民消防我代言”公益海报把

官方话语转化为民间语言，把专业术

语转化为生活语言，亲切自然、通俗

易懂。这些海报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

的主体作用和参与热情，让消防意识

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公益广告怎样做才能实现真正的

推广？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

课题。好言好语也需要有好的形式，

好的宣传应该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接受

感，把好事做到老百姓身边去，好话

说到老百姓的心里去，多用群众耳熟

能详的语言，普遍认可的道理，往往

起到事半功倍、润物无声的效果，这

样的宣传也更富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