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拍的山东青岛湾。 王建华摄

如果谈改革开放 40 年来青岛的变化，
从道路说起，那再清楚不过了。

自行车上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住在丹东路上，
煤店、百货店、菜店、粮店、诊所各有一家，中、
小学各有一所。可以说一年四季不需步出这
条街便可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那时街上汽车很少，有一种烧柴油的、
比过去黄包车稍大些的笨重的三轮拖斗车
在街上突突冒着黑烟奔跑都觉得稀罕。我
们儿时在马路上玩打木头游戏，在马路中央
像在广场一样安全，半天不见一辆汽车，见
到的多是地排车和自行车。每个家庭的交
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买煤、粮、大白菜等都
用自行车驮运。100 斤煤，一麻袋满满的，
一次可驮两麻袋，用绳索捆绑在自行车后座
上，车子常被压撅起来，像受惊的马；大白菜
也是装得鼓满了麻袋，扎不住口，捆在后座
上，车子颤颤巍巍地行进；50斤一袋面粉再
放几小袋零买的大米、绿豆、黄豆之类，这分
量正合适；经常见到的场景是骑自行车的人
后座上还坐着一个人，有的甚至在车梁上安
装幼儿座，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一家三口坐
在自行车上，可以说一辆自行车承载起一个
家庭。

自行车后座上并非总会有如此丰富的
物质可载，除了人可以常有，煤、粮、白菜、地
瓜等常断货。那时买煤、粮等都得凭购煤
证、购粮证等定量购买，而且得排队，排队也
不见得能买到手。那个时期每个家庭富足
的标志就是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
机、收音机。记得我家拥有一辆大国防牌自
行车、一只上海牌手表、一台红灯牌收音机
和鹰轮牌缝纫机。这“四大件”为我家立下
了汗马功劳——解决了一家五口人的温饱
和精神生活。

新风吹来

改革开放后，身边的生活出现加速度式
变化，丹东路一条街不再平静，成了自由市
场，人行道上搭起棚子，摆上柜台，几乎所有
的生活用品都出现在这条街上。商品价格
可以讨价还价。这种前所未有的买卖形式，
前所未有的丰富商品，前所未有的低廉价
格，没多久这条街上的国营百货店、粮店、菜
店便由门庭若市变门可罗雀，最终关门
倒闭。

那时家庭已经开始有了电视机，由只能
听音变音像一体。这是我当时的智商所不
能企及的，声音传来可以理解，图像如何传
来，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1981 年我家也
有了一台 12 英寸黑白电视机，记得当时正

上演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每到晚上播放
时间，几乎每个家庭都围着电视观看。

后来又出现了“半头砖”录音机，以邓丽
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传遍祖国大地，也
传到丹东路这条街上。我现在会唱的流行
歌曲，多半是那时常听到的歌曲。当时踏青
随身带上“半头砖”，在草地上边吃野餐边听
流行歌曲，是最浪漫的事。

这一时期，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街上摩
托车、汽车多了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有了苏
联产拉达牌轿车，有了私人经营的小公共汽
车；家里有了电话；电视由黑白变彩色。电
冰箱、空调、洗衣机、传呼机、“大哥大”手机、
电脑相继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青岛最负盛名的一条市场街叫即墨路
小商品市场，以主营服装为特色。在自由市
场逐渐被品牌商店取代的过程中，我家所在
街道丹东路和其他街道的自由市场一样逐
渐消失，而即墨路市场还依然坚挺。直到
1997年退路进室，风光不再。可以说，即墨
路市场街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那里的个
体经营者是最早响应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
是受益者。

换了容颜

1992年青岛在山东省率先开始了东部
大开发，青岛市政府东迁。香港路和东海路
如巨人的双臂推展开新的城市格局。围城
的墙被推倒，不仅开拓的空间须乘 3次方以
上，城市要素的发展和开放意识更须乘n次
方。自此，城市建设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开始
了一次次飞跃。香港路——政府机构所在
地，东海路——海岸风景区成为改革开放成
果的现场展示区。香港路上的酒店、百货商
场、写字楼，东海路上的别墅区，其高档程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几近于无区别，甚至有所
超越。我们去香格里拉大饭店、威斯汀酒店
等品尝过自助餐和中西餐，见识了三文鱼、
金枪鱼、龙虾……置身此处，就像地球村，中
外宾客同吃同乐。我们也去佳世客、家乐
福，甚至更高档的海信广场购物，这里只有
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商品。这与以
前丹东路自由市场的情形有云泥之别。

这两条路上的车辆像车展，奔驰、宝马、
沃尔沃、奥迪成了普通车辆。车辆之多以至
形成了交通拥堵。于是，青岛开建高架桥，
东西快速路、杭鞍快速路、海信立交桥、澳柯
玛立交桥、昌乐河立交桥、新冠高架桥……
如此多的路桥也难以跟上汽车业的发展速
度，就像奥运会长跑冠军和最后一名的差
距。车辆继续增多，交通依然拥堵。于是
2009年起青岛开建地铁。随着地铁3号线、
2 号线的开通，交通拥堵的压力明显缓解。
过去交通高峰时段，车辆如蚁群般爬行，红
色尾灯似无精打采的火龙缓慢移动。如今，

开车经香港路、东海路，除了红绿灯让你停
下，几乎畅通无阻。我在交通高峰时段出
行，也多选择地铁。看到地铁内人头攒动，
这种巨变恍若隔梦。40 多年前，保家卫国
挖防空洞，调皮的我们钻地洞游戏的情形还
历历在目，而今现代化的地铁已经在城市地
下纵横奔驰了。

海上海下

2011年6月，随着世界第三的胶州湾海
底隧道和世界第一的胶州湾跨海大桥通车，
始自 1985 年的“西部大开发”，其格局已基
本形成。过去老县城似的黄岛，原始的渔村
薛家岛，现已成为国际化新区。许多朋友在
此区买了高档住房或别墅。以前去黄岛和
薛家岛开车需一个多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
到。我因此写了一首题为《薛家岛》的诗：

过去，我们去薛家岛是乘轮渡

把车开进船舱，在阴暗的

油污气息中，等待慢吞吞起锚

伴着巨大金属的摩擦声

我们一边抱怨它的慢

一边到甲板上打发时光：

巨轮、渔船、鸥鸟各自忙碌

越来越近的发电厂烟囱吞云吐雾

话题被风吹来吹去

现在，我们驱车穿过黑洞洞的海底

从白昼突然闯入黑夜，车灯照亮了

海底的柏油路和黄白指示线

海洋在我们头顶，像狮子

盯着我们

一眨眼就登上薛家岛的早晨

我们惊喜它的快

某天中午，我在键盘上

敲打薛家岛的一草一木

忽闻远处码头的汽笛声

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

现在，区域性门户枢纽机场胶东国际机
场在建。以此为引擎的青岛国际化城市建
设将实现再一次飞跃。地上、地下、海上、海
下、天上的道路构成现实版的“嘉年华”，任
青岛这座城市尽情腾飞。

我的家将从走过30多年的丹东路迁至
澳门路。澳门路是青岛进入国际化都市的
一个缩影。奥帆中心海湾停泊着各色帆
船，无数桅杆的白色线条及倒影描绘着这
座城市的梦境。2008 年奥帆赛在此举办，
2018年上合组织大会也将在此举行。青岛
的国际化进程必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我想，从我乔迁的新家窗上将会看到
所有美好的变化。

（作者系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

青 岛 的 路
□ 高建刚

这是个自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于

形式多样的自媒体平台，有的人“春蚕到死丝

方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传播真知灼见；可

也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惜以搅乱自媒

体生态乃至触及法律底线为代价，图谋获取

真金白银。

近来出现的种种自媒体乱象，令人喟

叹。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买卖自媒体账号

现象并不鲜见。许多不同类型的自媒体账号

明码标价出售，价格从几百元到十多万元不

等。为了“吸粉”“吸流量”，有的自媒体账号

经常发布一些伪历史、伪科学、伪常识文章，

令读者莫辨真伪；有的随意发布耸人听闻的

虚假信息，煽风点火误导读者；有的使用技术

手段刷量，营造繁盛假象；更有的自媒体甚至

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

行为，给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威胁。

自媒体账号不是普通商品，当它被摆上

了“货架”任意销售则不免变味。事实上，不

少为自媒体运营提供服务的平台在其管理规

定中明确提到，禁止任何赠予、借用、租用、转

让或售卖账号等的行为。至于那些有违诚信

原则，搅扰公众视听，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是在把舆论影响力引向旁门左道。而像挟自

媒体资源行敲诈勒索之实的不法行径，更是

令人难以容忍。

正是一些自媒体经营者未能严于律己，

造成了行业乱象频现，使得其整体口碑不

佳。即便如此，置身于网络信息化的大环境，

依然有太多的人无法摆脱自媒体吸引，他们

时不时地要掏出手机，或是在电脑终端沉溺

于良莠不齐的自媒体内容难以自拔。越是有

太多人热衷于消费自媒体内容，越需要加强

对自媒体生态的治理，不能让那些莫衷一是

甚至有毒有害的信息侵蚀大众心灵，颠覆传

统主流道德价值观念。

整肃自媒体行业秩序，需要监管职能部

门严格执法，发挥法律法规的现实威慑力；需

要运用大数据实时监控，加强失信惩戒机制

建设；需要创造条件畅通渠道，健全社会监督

投诉和举报制度。除此之外，窃以为，社会有

识之士不妨行动起来，多向网络空间贡献一

些高品质内容，抑或以实际行动挺身而出，在

与不良自媒体的博弈中，造福社会，并丰盈

自身。

由此不免联想到牙签鸟。牙签鸟外表娇

小柔弱，但它不惧与鳄鱼过招。鳄鱼饱餐一

顿后，牙签鸟总能找准机会飞到其张开的嘴

里，啄食鳄鱼牙缝中的残羹。鳄鱼通过牙签

鸟清理了口腔，牙签鸟则能从鳄鱼的齿缝间，

吃到自己需要的食物。牙签鸟与鳄鱼的关

系，某种程度上和不良自媒体与社会有识之

士类似。社会有识之士在与那些不良自媒体

打交道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指摘其中谬误，揭

发不良行为，努力督促自媒体走上正道，维护

健康有序的网络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也有助

于练就一双慧眼，不断培养锻炼自己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以此进一步提升与不良自媒体

交手的胜算，在知识与心理上赢得充实。

任何社会都不乏藏龙卧虎之辈，我们

所处的这个时代尤其如此。希望有更多的

各界精英能够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不只是

对不良自媒体面露鄙夷敬而远之，更需要

的，是拿出堂吉诃德勇战风车的劲头，自

甘做个牙签鸟，一起营造网络中健康向上

的舆论风气。

敢与鳄鱼过招

□ 丰 悦

本周，今年秋季将要入学的高中

新生得知一个消息，从2018年秋季学

期开始，高中课程执行新标准，尤其是

语文，除保留原有《论语》《孟子》《庄

子》外，还增加了《老子》《史记》等文化

经典著作，要求背诵的古诗文也从14

篇（首）增加到72篇（首）。

肯定有叫苦的学生。但再过十几

二十年，他们一定会感谢高中老师要

求他们多背诵这些经典篇目。这不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作为过来人，我现

在记得的大多数诗词都来自初高中乃

至小学时的“强制”背诵。短到“离离

原上草”“白日依山尽”，长到《木兰辞》

《孔雀东南飞》《捕蛇者说》《岳阳楼记》

《梦游天姥吟留别》《长恨歌》，这些盘

桓在脑海中的名篇佳作，没有一篇是

大学或者工作之后才记住的。成人后

的再阅读，只是加深了理解，但要让我

像当初那样背下来，脑细胞真的有点

跟不上了。

心理学也证明了这一点：人的一

生中，13 岁以前是记忆力最好的时

期，记住的东西往往终身不忘；13 岁

—20岁记忆力也相当不错。因此，在

这两个阶段，让学生多背诵一些经典

名著，是符合学生心智发展规律的。

同时，让学生在三观养成的关键阶段，

多了解传统文化，也有利于他们坚守

中国文化立场，将来在跨文化交流中

讲好中国故事。

看看这些要求背诵的篇目吧——

《屈原列传》《师说》《阿房宫赋》《六国

论》《赤壁赋》《过秦论》《逍遥游》《兰亭

集序》《滕王阁序》《短歌行》《春江花月

夜》《琵琶行》《念奴娇赤壁怀古》《鹊桥

仙》，每一篇都是传统文学中的经典。

说句玩笑话，哪怕将来只记得一两句

话，在合适的场合说出来，都能提升说

话的品位。

也有家长担心，背诵篇目多了，会

不会增加学生负担，把他们被功课压

得抬不起的小脑袋塞得更满？那倒不

一定。

学生课业负担重，是客观现实，今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减轻中小

学过重课外负担作为全党的一项工作

提出来。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现在学生负担重主要是因为重复刷

题、天天刷题。这样的学习方式对学

生成长的贡献不是那么大，对提高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并无实质帮助。

学生的主业是学习，跟成年人必

须工作是一个道理，忙什么，怎么忙，

决定了忙得有没有价值。因此，我们

的减负不是要把所有的学习任务都减

去，让学生纯玩，那不现实，而是要通

过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让学生在学

习和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创新思维

和学习能力。

新课标的设计理念遵循了这一原

则。在课程容量方面，它与2003年的

版本保持稳定，都是要求学生必须修

满的144个学分才能拿毕业证书。具

体到背诵会不会增加学生负担，不能

一概而论，要结合学科特点。古诗文

学习，就该背诵名篇佳作，在文字中领

会诗意。但是有些学科就不能死记硬

背，比如思想政治、物理、化学等，除了

学概念以外，新课标强化了实践、体

验、动手操作，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

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

基础教育，不只是为升大学做准备，还

要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和职业发展做

准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生多了解一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常有必要。我

倒是觉得，不止语文应该适当增加些

经典篇目背诵，其他学科也应该增加

有关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促进学生坚

守中国文化立场，增强文化自信。做

一个看得懂《千里江山图》、哼得出《胡

笳十八拍》、背得出《归去来兮辞》的中

国人，总是件好事情。

不负韶华

背经典

□ 佘 颖

成都就像一幅意态纷繁的老画，汇聚了市井百姓的纷繁生活，又

像一杯用故事浸泡的清茶，等待有缘人用心来品尝

四十多年前，保家卫国挖防

空洞，调皮的我们钻地洞游戏的

情形还历历在目；今天，天上、地

面、海底的道路已经在城市立体

空间纵横奔驰了

想要了解一个城市，行走，是最好的方
式。城市的气质与内涵都隐藏在街道与巷
陌，等你走进、发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
城”，有些美好止于清晨。7 点的成都刚从睡
梦中醒来，深深的巷子里是一日之计最初的
人间烟火。龙王庙正街有不少民国时的老房
子，乍看只是一条立着两排土坯瓦房的巷子，
低矮狭窄的木门，突然感觉回到了几十年
前。巷子只有三四米宽，两旁是上世纪60年
代修建的土坯简易瓦房，十分破旧。巷子里
几乎每家门外都放着一些生活用品。

这么多年来，巷子周围的街道越来越繁
华，而巷子里的人和房子几乎没什么变化。
他们临街而市，肉铺、蔬菜摊、早餐店，忙忙碌
碌地迎着每一个清晨，那种市井气息让这座
城和历史交融着，让旧时光鲜活了起来。

想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最直观的方
法是去博物馆。金沙遗址，一扇走进商周
文明的大门，3000 年前这片脚下的土地便
有了不可思议的繁华与文明。太阳神鸟、
玉璋雕刻、石像、铜戈……当这些物件从
沉寂的黑土中涌上前来，让人不禁叹服，

也不由想象当时人们对神灵的敬畏、对平
安生活的渴望。

历史中的人，是城市独特的坐标。我去
了草堂，仿佛去访一位故人，这是我此行的最
爱。1200 年前，杜甫漂泊至此，在草堂度过
了短暂而美好的 3 年时光。留下了 240 篇诗
文和记忆。有“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
沉重喟叹，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清
新佳句。诗史堂里的杜甫消瘦而执着，坚硬
的线条也许就跟千年前诗人坚硬的灵魂一
样，铿锵有声。

这一天，始终下着连绵不绝的雨，逆光的竹
叶掩映着迷蒙的天空，深幽又宁静的一潭绿水，
红色鲤鱼群画着优美的弧线绕到你脚边。“花径
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当年只为知己
而开的柴门，格调清幽却蕴藏着万丈光芒的文
章，胸怀天下的豪情。

苍郁古木之下，眼前的竹篱茅舍已不是

当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那几间，但在此
依然能读得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的真实境界，读出那济世悯人的宽
大襟怀。

在成都生活过的历史名人着实不少，最
有名望的却是诸葛亮。武侯祠，就是纪念他
的祠堂。当然，这里还埋着另一个人的灵魂，
那就是刘备。武侯祠，也是中国唯一的君臣
合祀祠庙。

沙沙作响的树木仿佛在低声诉说着“风
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三国的故事成为千
古美谈。诸葛亮谋略独步天下，却又在时局
无奈中含恨而终。空城计里泰然自若，草船
借箭料事如神，却无法扭转历史的车轮。英
雄需要的是合适的时代，时代需要的是不止
一个英雄。

抬头看见横梁上镌刻的诗行，《诫子书》
中的两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已成为多少人的座右铭，挂上堂前，薪火
相传。静远堂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
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
思”。概括了诸葛亮用兵和治理四川的特点，
赞叹其文治武功，教历代执政者以治军治国
的道理。

从沉甸甸的历史回到现实，我找到了宽
窄巷子。青灰色街巷、黑色屋瓦、低矮砖墙、
竹椅、茶室、麻将、小吃让你踩着柔软的光阴
走进巷子。

夜幕降临，灯笼初上。楼上古典的窗户
里透露出橘色的光，温暖的感觉传到心底。
其实，离别和相逢一样，都是众所周知的寻
常。成都的巷子，写下了这座城古往今来的
记忆，成为万千过客的人生片段。

街市里一家家店铺，唤醒成都所有的生
息。无论你是归人，还是过客，都不能让自己
置身度外，而是甘愿彻底地融入交织的人流
中，与他们一起俯瞰人间烟火，品尝世情百
味。成都就是一幅意态纷繁的老画，汇聚了
市井百姓的纷繁生活。成都又像一杯用故事
浸泡的清茶，等待有缘人用心来品尝。

成都，鲜活旧时光
□ 杨婧艺

在自媒体乱象中期待更多

的“牙签鸟”式的勇者

做一个看得懂《千里江

山图》、哼得出《胡笳十八

拍》、背得出《归去来兮辞》

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