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打

来电话致好。我问其近况，答曰：

“忙得一塌糊涂。”我再问都在忙些

什么？回答：“杂七杂八的，连自己

都不明白在忙什么名堂！”听这语

气，似乎也不像是在谦虚。

事也凑巧，近日在路上邂逅另

一位久违的老友，一问，回答竟与

那位朋友如出一辙：一个“忙”字概

括所有。再详询具体，也是一脸迷

茫，似乎不仅不知自己为谁忙，甚

至大有连自己在忙什么事情都不

清楚的味道。当时看着朋友疲惫

的面容，我想说些什么，思绪却开

始短路，最终什么也没说。直到最

近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后，“短路”了

的思绪才开始顺畅起来。

新朋友之一，是一家大型企

业的老总。他的工作情形倒确实

是一个忙字了得。他对“忙”的话

题作了如下回答：“基层工作不仅

是体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同时也

意味着经受困难和压力的考验。

处在商品社会里，通常情况下人

忙是正常，不忙才不妙啊。所以

现代人不应该拒绝忙。但关键是

要忙得有内容，至少得明白自己

为什么而忙。就像我，我只为梦

想忙，业务忙，只要觉得这忙对我

们企业发展有好处，对职工有实

惠，我就心甘情愿去忙。”另一位

新朋友是市级机关里的公务员。

这位已经晋升为副处级的年轻

人，平日里的工作也是忙得不可

开交。他坦言，光有激情而没有

工作经验和套路是无法取得业绩

的。自己挺辛苦，忙于工作安排、

忙于服务基层、忙于学习充电、忙

于开会材料……但再忙也值得，

因为我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

标。忙，使我意识到了幸福来自

多方面，而不仅仅是取得某个具

体职务。

两位朋友的言论着实让我心

中一动。总结他们的忙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都相信自己是唯一

能完成自己立下的目标的人。虽

然日常工作都很忙，但由于他们

都明白自己在忙的后面，希望达

到的效果是什么，明白自己需要

什么，有着明确的辨析和计划，所

以同时也就知道了自己不要的是

什么。追求的是过自己想要过的

生活或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哪怕

这种生活和工作并不舒坦。那位

老总朋友，他忙的是产品质量的

提高和企业的发展。那么，他就

不能在工作中贪图闲适，不能计

较时间的长短；而那位机关青年

干部，他要忙的是让自己在同事

中出类拔萃，这也就注定了他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思想

素质。

一个人在忙的生活里，他的

精神和体力得到了充分的活动机

会。心里一定随时在为下一步该

做什么而准备，明白自己真正想

要的是什么，懂得想成为一个怎

样的自己！所以，一个忙的人，明

白忙的点在哪里？不但可以忙好

他分内的工作，还因为惯性的缘

故，也能忙出他额外的成果。因

此，人要让自己忙起来，关键是认

清自己内心的需求，朝着心灵的

指引前进，寻找到那种属于自己

的梦想，才能忙得有内容、忙得有

意义、忙得问心无愧，努力来接近

梦想。只有勤奋，才让我们生命

变得与众不同。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真正无

事可忙的人是极少数的。古人

云：“自嗟名利客，扰扰在人间。

何事长淮水，东流亦不闲？”可见

是人就非忙不可。只是各人忙的

程度有深有浅，忙的种类有不同，

忙的内容和性质更是不尽划一。

有的人，忙得有目标明确有梦想；

有的人，却忙得杂乱无章混日

子。人生的路很长，想换条路？

不是不可以，但生命绝对没有回

程的机会。不管何时开始追求梦

想，都不算晚。如果我们只是坐

着想象的话，所有的事情永远只

是一个梦；如果我们勇敢一点去

实施的话，有可能明天就梦想成

真了。不管你的梦想最后有没有

实现，你的生命与经历，都是这个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而我

们在每日的反省之中，不妨添入一

“省”，欲想实现人生梦想，倒不妨

经常问问自己：今天我该忙些啥！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做好暑期网络

视听节目播出工作发出通知。通知要求，对于

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

艺竞秀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立意、价值导

向、思想内涵、环节设置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

确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方可播出，坚

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

近利等错误倾向……

今年，偶像综艺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全民

造星再次流行起来，偶像综艺节目带火偶像经

济，偶像行业带动了品牌与流量的狂欢。而随

着偶像综艺的火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乱象，

有的为了赚取眼球故意制造话题，受利益驱动

一味消费年轻观众；有的过度娱乐化、消费化，

缺乏正能量引导和人文关怀；有的把偶像综艺

看成一门好生意，急功近利一切以拓展品牌为

目的；有的宣扬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所谓“你

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金钱投票成了生杀予

夺的力量……

在这样的花样百出的乱局中，如何清楚地

审视当前偶像文艺环境、偶像文化环境的现状，

找到偶像综艺的问题所在，发现偶像文艺创作

的倾向性问题，从而摆正综艺节目的原则问题，

坚守健康、向上、富有正能量的思想内涵和衡量

评判标准……必须引起我们偶像文艺节目制作

者的高度重视和思考。

一些塑造偶像的综艺节目越来越变得急功

近利，收视率至上，流量至上，赚钱至上。荧屏

上继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后，一批真人秀、综

艺选秀、偶像养成类节目呈泛滥之势。这类偶

像竞秀类节目之滥，把许多明星的身价捧得极

高，他们一集或者一季节目劳务费高到成百上

千万，而许多明星在节目里的表现却不思进取，

引发观众的反感。

前不久，《偶像练习生》和《创造 101》两档

节目火爆播出。每一期的节目都有不少槽点，

但基本上却都是以唱歌跳舞、颜值形象这些娱

乐展示为主，而节目的教育性、科学性、导向性

都差强人意，在节目的三观培养、文化审美上，

年轻观众没有获得更多收获。其中某位选手更

是带来了争议性的话题，但其本人在艺术表演

上毫无实力，靠哭卖惨成功上位……粉丝以投

票拥趸自己的偶像，而这个偶像综艺所传播的

艺术观、审美观和成功观，会给年轻观众带来哪

些影响呢？对这种现象，尽管观众不断吐槽表

达意见，其实却正对了制作方的胃口。因为，选

手一旦产生争议性的话题，就带来了这档综艺

节目最需要的流量，所以制作方是乐于看到甚

至助推这位选手产生有大量负面话题和吐槽

的。但是，这种靠招黑来吸引眼球的方式一定

是错的，不该成为示范。

有人说，时下为什么偶像文化流行，偶像产

业火爆，这是因为抓住了其命脉——年轻人

群。实际上，这也是准确地找到了偶像综艺节

目的观众定位，以年轻群体为主要文化受众。

偶像综艺中的偶像主体，在年轻群体中拥有众

多的粉丝、崇拜者。这样看，偶像综艺会深刻影

响着年轻观众的生活观、艺术观、成功观乃至价

值观。如果这些偶像明星出现负面的东西，再

得以大众文化传媒的追捧和炒作，无疑会在很

大程度上误导这些偶像粉丝……

这不由得让我们再次反观今天的偶像文

化、偶像崇拜现象。不能否认，今天商业娱乐

明星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偶像主体，海量“粉

丝”各种形式的追星则构成了种种浮生世

相。我们的流行文化，更是对此不断推波助

澜，以致使这种偶像崇拜失去了精神意义，失

去了严肃而崇高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娱乐狂

欢，一种集体的商业文化冲动，一种消费文化

的盛宴。这导致了我们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文

化产生偏乖，甚至使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偶像

明星的价值，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就是

一个人的人生的唯一信念，就是一个人值得

生活下去的唯一东西……

所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这个通知，要

求偶像类综艺节目价值导向、思想内涵，要正确

健康、积极向上，正是基于此的认识。这个通知

的重要意义在于让我们辨清，在商业明星偶像

价值取代了一切偶像价值，偶像已经变成了充

满浓重的商业气息和功利色彩的流行娱乐符号

的当下，偶像综艺应该倡导和宣传一种怎样的

偶像文化、偶像价值？

流行文化受追捧无可非议，但为年轻人播

出的偶像类综艺节目，应该注重传播和宣传能

够激发人们心灵共鸣和精神向往的东西，注重

挖掘这个时代的励志、成功、温暖的人生片段，

彰显优秀品质、正能量，才应当是偶像养成类

节目最重要的丰富内涵，才能让更多年轻人感

受到这个时代他们的青春话语里偶像的文化

含义、精神能量。

偶像综艺

不该这么干

□ 许民彤

忙有所图
□ 林国强

看着俄罗斯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

突然联想起京剧与足球。

京剧与足球大概是不能类比的，它

们一个传统，一个前卫；一个典雅，一个

狂野。然而，它们都是很醉人、很煽情的

艺术，不是吗？我们都曾为之微笑，也为

之含悲，在它们面前，我们都充满情感。

京剧的美感在于它的成熟和安宁。

京剧很少有即兴的东西，它的一句台词、

一段唱腔，乃至一个细微的表情都丝毫

马虎不得，经过上百年的自我完善与毫

不客气的“拿来”与“发展”之后，京剧无

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已至善至美，以至

于一出戏总是一气呵成，中间没有半点

停滞。据说京剧“老票友”不会太在意戏

的内容和情节，而在意一种“韵”，一种不

能沾丁点儿“俗气”也不能染丁点儿“匠

气”的“清韵”。京剧是属于阳春白雪的，

它超凡脱俗的孤傲令人难以企及，以至

于有些曲高和寡。这也难怪，京剧天生

就应是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的惊艳艺术，

柴米油盐莫近，春夏秋冬莫浸。

而足球的魅力则在于它的野性和不

可预知。足球不仅仅属于球员，属于球

场，更属于观众，没有观众的参与，再圆

的足球也转不起来。足球需要山呼海啸

般的呐喊，需要赤裸裸的狂喜或愤怒，更

需要对球场上球员以及裁判所犯错误

（假球、黑哨除外）的善意宽容。足球是

没有脚本的，没有既定故事和结局，它在

舞台上演绎的是一场未曾彩排的戏，每

一个瞬间都可能发生 N个不同的故事，

每个细节都可以诠释 N个不同的版本，

所以它令人激动，令人兴奋，给人以强烈

的满足感。

我想，人要么成为京剧舞台上的角

色，要么成为足球赛场上的角色。前者

是清高的，孤傲的，类似古代的“隐士”，

他可以在无人喝彩时孤独地行走，内心

却非常充实和快乐；后者是狂野的，不羁

的，像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顽童，纵使

赤裸裸地袒露在别人面前也一脸的清

纯，可他从骨子里透出的张扬与疏狂，却

令人禁不住呐喊与鼓掌。

我呢，是怎样的角色？曾经甚嚣尘

上的得意与放浪形骸的轻狂都随如水的

岁月而去，内心偶有的唳天之志也早已

无端地熄灭，如今有的只是勤奋地工作，

平静地生活。可内心分明像是在固守什

么，又像是在捕捉什么。那究竟是什么

呢？遍搜全身，只在身后的某一衣角处

找到了片刻的安宁，也只有在这里，才发

现些许京剧角色的清高与孤傲，它们支

撑着我继续前行。可再仔细搜搜，却在

全身更多的角落里找到了心跳，找到了

脉动，这些地方记录的全是足球角色的

狂野与不羁，它们让我永远保鲜。

角色，随时光流转。有时是京剧的，

有时是足球的！

京剧与足球

□ 揭方晓

明朝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

说》中记载了一件事情，说是杨

文 定 在 监 狱 中 被 拘 系 了 10 多

年。那时犯人入监，按照惯例是

家人送饭，家里送饭不及时，就

会出现断粮的情况，生活极为艰

难；还有一点，你进了监狱，前途

叵测，不知道到底会遇到什么判

决，囚犯的心理一直会处于忐忑

不安的状态。

那么杨文定呢？面对饥饿

和担惧，他却很镇定，每天依然

振作精神，不停地读书。其他犯

人百思不得其解，对他说：你看

你都成这个样子了，随时都有死

掉的可能，为什么还要读书呢？

你读了书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杨文定用孔子的话作为回

答：“朝闻道，夕死可矣。”

就这样，在监狱中，他把五

经诸子读了好多遍。后来侥幸

被释放，晚年被拜为阁老，朝廷

每有大事，文件大都出自他的

手，这不能不说是当年监狱读书

所赐。

有人甚至戏说：“监狱是最

好的读书做学问的地方。”翻看

历史，似乎也有不少依据。文王

被拘囚，推演出了《周易》；韩非

在秦国作阶下囚，作了《说难》

《孤愤》；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

利亚的牢房里创作了文学名著

《怎么办？》；19 世纪最著名的小

提琴演奏大师、意大利作曲家尼

可洛·帕格尼尼，身陷囹圄达 20

年之久，却谱出了几十首优美感

人的《随想曲》。时间学中有一

个“时间隔离”的概念，就是指处

于一定的与时间有关的环境中

而得到别样的触发，从而有效地

利用了时间。而对于以上诸人，

封闭的监狱就相对地满足了这

样的条件。

举出类似的现象，绝对不是

要人们到监狱中去读书求学，而

是想说明一种人生状态：人，有

时依靠环境的约束力，才会产生

行为上的动力；人，要善于利用

环境为自己营造一个可以静心

做事的氛围。

远在春秋时代，老子已经注

意到一种恶劣的情况：“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

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这位哲人看到，纷繁的色彩和声

音会让一个人陷入纷乱焦躁的

境地，过多的欲望会让一个人步

入迷狂浑浊的泥淖。而时代发

展到今天，吸引我们眼球的东西

更多了，分散我们精力的事物更

多了，扰乱我们心性的现象更多

了。一个行走于世的人，难有余

暇能够凝神静气、专心致志地做

些事情。想着依靠外界的强迫，

而外界只会在内心投下斑驳的

投影；想着利用环境，而环境却

充满了粉色的诱惑。一颗不坚

定的心灵很容易就混同于光怪

陆离的表象世界中而找不到稳

定的根基。这样的结果，一个人

时刻会处于焦灼不安的状态之

中，而很难回观自己的内心，很

难捕捉到自己的真正需要，很难

摆脱匆促惶急的症状。人，常常

会在这种境况中迷失自己而找

不到精神层面上的皈依。

“审容膝之易安”，早在 1500

多年前，智慧的陶渊明就提出这

样的生存状态：当你拥有一块仅

仅可以“容膝”的狭小空间时，你

的内心就容易走向安宁。为什

么呢？因为诱惑你的外物少，干

扰你的事务少，淆乱你的想法

少。而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自可

以审视自己的最根本的需求，做

自己心灵的主人，在那种悠然自

得的氛围中品味人生的况味：你

可以阅读，安闲地透过文字去打

量一个广阔而丰富的世界；你可

以思考，想一想自己在宇宙和时

空中的位置，想一想你将把自己

的灵魂交付于怎样的风和月；你

当然也可以吟咏，让那些睿智而

隽永的语句汩汩流淌到血液里，

让一缕盎然的诗意浮泛在心头，

摆脱空虚和贫乏。而所有这些，

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能甘于那

种处境的逼仄，物质的简单，人

际的淡如水，时光的静如烛。

容膝之地可安心
□ 李尚飞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今已经蔚成风

尚，各地不断涌现各类“书院”、书馆等新

兴的文化机构，各类弘扬传统文化的展览

展示不断举办，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开

花结果。

在红红火火的态势之下，我认为有一

些现象也值得探讨。

首先，不少机构借弘扬传统文化之

名，进行弄虚作假，牟取不当利益。比如，

假社团冒用学会、协会名义招摇撞骗，在

书法、绘画、国学、工艺美术等传统文化领

域尤其普遍，各类“李鬼”仿制出似是而非

的书法、美术“协会”屡屡出现，一个比一

个来头大，打监管的擦边球。再比如，现

在未经合法批准的“书院”“学堂”横行，甚

至开起了“年会”，每年一堆“山长”云集，长

衫和西装齐飞，云髻和长髯共舞，十分滑

稽。再比如，还有不少伪大师更喜欢打着

“国学”的名义掩人耳目，或在企业家群里

搞研修，凭借断章取义的粗浅理解和惊人

的口才，胡乱诠释国学理念。这些“机构”

和“大师”，一方面传播的内容良莠不齐泥

沙俱下，一方面也成为监管的盲区。

其次是形式化倾向明显。传统文化

是历史的产物，彼时的文化与彼时的实

践、彼时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有些“书

院”“学堂”远离现实，让小朋友们穿上古

代的服装，你穿唐装，我就穿汉服；你以汉

唐为榜样，我就复制屈原时代的峨冠博

带。在舞台上，为了表演的需要，重现古

代服装无可非议。但在日常学习的过程

中，如此“忠实”地复古，不能不说是过于

形式化。还有的“国学机构”，搞闭关苦

学，把人们集中到某个地方，茹素、背经

……损害的不仅仅是身体，更是心灵的

健康。

再次是内容上的照搬照抄。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上积累的经典，是我们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并不是

说这些经典就诠释了经典诞生后的所有

社会现象，解决了经典诞生后的所有社会

问题，也不意味着这些经典的所有内容都

是永远正确的。可是有些“读经学堂”，填

鸭式教育、囫囵吞枣式背诵，要求背诵的

经书数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甚至超过了

专业工作者。这样加大小朋友们的学习

负担，肯定会对小朋友的成长产生极大的

干扰。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儿童寄语：“美好

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

们。”弘扬传统文化，离不开美好和美

丽。我们如今弘扬传统文化更要“结合时

代要求继承创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健康，不

要病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与时偕行，

不要复古守旧。可以说，弘扬传统文化是

要丰富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要成为当代人

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弘扬传统文化也要与时偕行
□ 欧阳君子

认清自己

内心的需求，

寻找自己的梦

想，才能忙得

有内容、忙得

有意义、忙得

问心无愧

人，有时

依 靠 环 境 的

约束力，才会

产 生 行 为 上

的 动 力 。 要

善 于 利 用 环

境 为 自 己 营

造 一 个 可 以

静 心 做 事 的

氛围

人生的角色，随时光

流转。有时是京剧的，有

时是足球的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健康，不要病态；要开放，不要

封闭；要与时偕行，不要复古守旧

挖掘这个时代中励志、成

功、温暖的人生片段，彰显优

秀品质、正能量，应当是偶像

类综艺节目追求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