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央视和安徽卫视播出的大型人文

电视纪录片《天下徽商》，里面记有这样一则

故事：徽州府歙县人胡廷仕远赴湖南经商，久

无音讯。于是妻子当掉自己的首饰，命儿子

胡士畿出门寻父。士畿徒步至山东、河北一

带，“遍寻不见，沿途号泣”。直到遇见家中的

旧仆，父子俩才得以相见。出人意料的是，

“父以功名未遂，坚不欲归”。

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商则居四民之末，而胡父却将商业看作功名，

将商业未成称之为“功名未遂”，徽州人的价

值取向由此可见一斑。那么，这种价值观又

是如何形成的呢？

进入16世纪以后，一种与程朱理学分庭

抗礼的新思潮悄然兴起，并在素有“程朱阙

里”之誉的徽州掀起轩然大波，这就是王阳明

的心学。与程朱理学放眼于士大夫阶层迥然

不同，在王学看来，商人、田夫、市民等都具有

“良知”，“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一向高高在上的圣贤功夫终于从庙堂、书斋

走进了市井、村落，阳明心学一经问世，立即

因广泛的庶民大众基础而受到追捧。

对徽州人来说，读书是本，耕田是本，营

商同样也是本。明代徽州人汪道昆曾有过精

辟的论述，他说，徽州的风俗就是“不儒则

贾”，“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科举仕官与商业

致富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一张一弛，迭

相为用”。在这种价值取向的驱动下，徽州人

从商之风愈演愈烈，整个延续时间长达近四

个世纪之久。

不仅徽州人“不儒则贾”的价值取向促进

了徽商集团的形成，其契约意识独树一帜。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几十万件徽州文书陆

续被发现，走出尘封的历史。这其中，商业合

同文书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强烈的契

约意识让徽州人以“健讼”而著称。

纪录片《天下徽商》里还有这样一个有趣

的故事：一个除夕之夜，父子三人嘀议：“明天

是新年，大家要各说一句吉利话。”父亲先说

了第一句：“今年好。”长子接着道：“晦气少。”

次子最后说：“不得打官司。”三人说完后，写

了副长条，挂在中堂之上，以取吉利。第二天

一早，女婿上门拜年，一见长条，竟大声念道：

“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不打官司”虽

然是个触霉头的笑话，却真实地反映出徽州

人“健讼”的特色。

契约意识和健讼之风其实是徽州社会一

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既然有那么浓厚的契约

意识，才会有如此之多的诉讼；而有那么多的

诉讼，又会引发人们订立更多的契约。矛与

盾的进退攻守，就这样一直处在动态的平衡

之中。这一特色使得黄山脚下的这方水土，

成为闻名遐迩的商贾之乡，成为徽州朝奉的

温床。

当然，徽商崛起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徽

州人以儒道诚信经商、徽州强大的宗族对商

业的扶持、徽州人的勤俭精神等，但徽州人的

价值取向和契约意识同样不可小觑。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

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郭焦峰老师推荐

了一本新书：《能源大抉择——迎接能

源转型的新时代》。

郭焦峰老师对这本书评价颇高，

称其“为能源行业涌现中国版的《能源

大转型》迈出了第一步”。在刚刚公布

的“2019 年度影响力图书推展·第一

季”中，该书也榜上有名。这本书的这

些“光环”，让长期关注能源话题的我

有了不小的阅读兴趣。前些时候，我

把这本书找来读了读，发现其中的确

颇有新意。

《能源大抉择》的作者林益楷是一

名青年能源学者，他在书中以“能源转

型的不确定性为主线”，从国家、产业

与公司的多元主体视角，探究能源转

型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尽管此书

主线是论述转型面临的诸多“不确定

性”，但作者基于对全球传统能源公司

转型路径的详实探讨与比较研究，在

对大量数据与公司案例进严谨细致的

分析后，对“不确定性”背景下的能源

转型路径给出了诸多深具启发性的前

瞻思考。

学术研究最关键的是要找到“真

问题”。提出一个好问题，学术研究成

功了一半。当前，人类正处在“能源转

型”的时代，气候变化、智能化与信息

化潮流裹挟而来，倒逼能源领域加快

创新迭代和变革步伐。国家、产业、公

司该如何在新一轮转型浪潮中进行战

略选择，无疑是摆在能源行业从业者

和能源领域研究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

问题。

《能源大抉择》一书把新一轮能源

转型放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思

考和探讨，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书中对多份研究报告及化石能源与碳

排放进行梳理，提出如何处理好满足

人类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降低碳排

放的矛盾，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重

要问题之一。在这一根本问题的框架

下，作者还探讨了“石油消费峰值”是

否已经到来、天然气在未来能源体系

中是否还有位置、可再生能源的“灰犀

牛”是否已经到来、禁售燃油车是否意

味石油行业黄昏到来等问题，并逐一

进行了解答。

在这本书中，作者探讨了能源领

域的诸多热点话题，致力于带着读者

去穿越能源转型的“迷宫”，探究能源

转型全貌，为读者理解“万花筒”般的

能源转型进程提供了一种增益观察视

角的可能性，其中很多地方都有着作

者独到的见解。例如，书中对德国为

何弃核、亚太经济体为何难以告别煤

炭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周期论

的视角剖析石油行业百年来波动规

律，提出亚太经济驱动的“超级周期”

可能并没有结束；辨析了“天然气黄金

时代”概念并预测天然气发展趋势，对

新能源新模式新业态进行了深入分

析，使得读者可以更加清晰把握未来

能源转型的立体图景。

尽管这本书大量探讨全球能源转

型趋势，但根本立足点仍在于思考和

研究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书中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思考，

例如，提出推动能源转型的“减量革

命”“增量革命”和“效率革命”，提出中

国能源安全应从“供给安全”“环境安

全”“价格安全”等多维度进行审视，等

等。当然，书中对中国能源转型路径

的探讨很多地方只是点了点题，读完

并不“解渴”，这也是“美中不足”之

处。期待更多专家学者参与到这一话

题的讨论中来。

在大地上创作，创作给大地看
□ 李咏瑾

价值取向

与契约精神

□ 叶海鹰

用文学点亮灵魂 □ 涂玉国

文 学

会让我们

学会审视

生命的意

义

要把文化的根脉留住，最好的办法莫若让它在“生养”自己的土

地上生生不息，这样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近日，一则“海底捞杭州一店面因

垃圾分类不当，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可

能面临垃圾被拒运”的消息，引起关注

并上了网络热搜。最新消息显示，目

前海底捞的这家门店已经对此前的问

题整改到位。

“垃圾拒运”的惩戒手段并非杭州

独有，上海、广州在推进垃圾分类的工

作时，也引进了相关措施。垃圾的分类

收集、运输、处置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

第一环不规范，后面就难以正常进行。

餐厨垃圾是生活垃圾的重要来

源，厨余垃圾为什么难分类？因为中

式餐食含油率、含汤率比较高，一顿饭

结束后，服务员往往把桌上的饭、菜、

汤等统统扔进一个桶里，干湿混合，导

致垃圾总重量较大，还容易污染旁边

的可回收物。

垃圾分类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

康。日本和新加坡是垃圾分类的先行

者，很多做法值得借鉴。日本垃圾分

类规矩严格，可燃垃圾、不燃垃圾、资

源垃圾和回收垃圾都要分类，每种垃

圾收集的时间不一样，每条街道收集

同种垃圾的时间也不一样，扔得早或

晚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违反规定者，

或许面临5年以下监禁、1000万日元以

下的巨额罚款。

根据一位居住在东京的华人的说

法，她住的地方要求每周二和周五扔

可燃垃圾，周三扔再生利用资源垃圾，

每个月第一个和第三个周六是扔金属

和玻璃器皿……如果垃圾分类做得不

好，很容易产生邻里纠纷。

再看新加坡。新加坡一直以“零

垃圾国家”为目标，从源头上控制垃

圾，并实现垃圾的回收和重复利用。

新加坡政府规定，垃圾收集商运送垃

圾时必须附上运单，上面注明垃圾类

别和垃圾源头。有资质的垃圾收集商

才能参与，同时居民也要缴纳相应的

垃圾回收费用。

随着我国46个城市垃圾分类试点

工作的逐步推进，绿色生活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要想垃圾分类落到实处，

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监管、处罚这

个闭环一个链子也不能掉。日本新加

坡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思路。

垃圾治理不妨学学邻居 □ 程曼诗

垃 圾

分类是城

市文明的

重要内容

探究徽商形成的内幕

外卖小哥、诗词达人，这两个完全

不搭界的词语，因为一个人，却完美地

融合到一起，并发出耀眼的光辉。

这个人叫雷海为，一个在全国多

个城市打工的外卖小哥，一个地地道

道的草根。他靠着自己经年累月的坚

持学习诗词，一路披荆斩棘，力克北大

才子，获得《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

冠军，一夜火遍大江南北。

雷海为奇迹般的成功，再次证明

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无论高低贵贱，不

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充满文学

梦想，便可以点亮我们的灵魂，让人内

心变得纯洁和高贵，让平淡的日子活

出诗意，让困顿的人生变得绚丽多彩。

年少时，因为沉醉于读书，让我在

贫苦中找到了快乐，就像一束黑暗中

的光，照亮了我的人生。从那时起，我

就暗暗立志：长大了当一名作家。这

也是我和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梦

想。因为在那个时代，文学是一项崇

高的、发出圣洁光辉的事业，是一项让

人顶礼膜拜的事业。

当青春如花儿一般开放时，我从

偏居一隅的小山村走进了让人目眩的

城市里，现实的窘迫与成长的烦恼，让

我在书海中汲取了力量、在写作中找

到了自信，并坚定了“剑胆琴心、诗酒

傲王侯”的志向。因为文学可以让人

心灵丰盈、品位高雅、充满魅力。

参加工作后，青涩慢慢褪去，一块

坚硬的石头开始磨掉棱角时，内心的清

亮与生活的冲突，骨子里的高傲与现实

的妥协，再次让我在文字中得到了调

适，找到了平衡点。是文学，慰藉了一

颗四处突围、向上向远向亮的心灵。

我与文学的结缘并深陷其中的故

事，并不是孤例，而是烙上了深深的时

代印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做文

学梦、当作家、当诗人，曾经是最时髦

的事。就像五十年代当工人，六十年

代从军，九十年代下海，每一个时代都

有每一个时代的崇拜。而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文学始终伴随我们左右，不离

不弃，摇曳生姿，因为，文学最接近人

的本质内心，让我们学会审视生命的

意义，学会探究人性的美与丑、人世的

冷与暖。

“文学的价值，不仅可以增加城市

的亮度，还会为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提

供人性的温暖与生命的芬芳，从而让

精神欢愉、灵魂发光。”鲁迅文学院原

副院长王彬如是说。

文学永远是照亮灵魂的明灯，这

盏明灯，就站在我们的头顶，需要的仅

是一颗虔诚的心，转身时的一次深情

回眸。

参加选秀放弃高考是短视吗 □ 何 勇

文 艺

工作拼到

最后拼的

必然是文

化、学识

年轻艺人是选择参加高考，还是

选择参加真人选秀综艺节目，这都是

个人的选择，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都

是旁观者。想要走进演艺圈的年轻艺

人，为了参加综艺选秀节目总决赛或

者拍电影、拍电视剧而放弃参加高考，

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并不能简单

地认为就是一种短视行为。毕竟参加

一次综艺选秀节目总决赛而放弃高

考，并不等于今后不再参加高考，不读

大学，这是两回事。参加综艺选秀节

目总决赛而放弃高考，可能只是推迟

一年参加高考和读大学而已。对年轻

人来说，这一年时间耗费得起、耽误

得起。

对个人来说，对参加真人选秀综

艺节目总决赛也许就是一次非常难得

的机会，若是错过机会极有可能抱憾

终身。而高考则不同，今年没有参加

高考，复读一年，来年还可以继续参加

高考，甚至艺人出道 N 年后还能参加

高考。比如，当下深受观众喜爱的演

员黄渤，经过两次落选，直到28岁时才

考取北京电影学院配音专业，这并不

妨碍他“大器晚成”，大红大紫。而且，

全国每年都有几十万高考复读生，不

少艺考落榜考生也是选择复读，来年

再战。

但是，从社会价值层面说，年轻艺

人为了参加选秀放弃高考，很容易误

导广大年轻的粉丝，让他们认为出名、

出道比参加高考、读大学更重要，这样

的负面导向不可忽视，真人选秀综艺

节目的制作、播出平台必须看到这一

点。从这个角度说，节目制作单位应

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在节目制作的

时间安排上，尽可能错开高考时间。

同时，需要告诫年轻艺人的是，文

艺工作拼到最后拼的必然是文化、学

识，而不是暂时的颜值。一个艺人的从

业之路要想走得更长远，创作出更多精

品，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学

识。而参加高考、读大学，虽然不是提

高个人文化修养的唯一途径，却是非常

重要的门槛。如果年轻艺人为了“出名

要趁早”，不仅放弃高考，甚至连读大学

都放弃，那就是一种短视，未来的演艺

事业恐怕很难有大发展。

“西边太阳落山，我电话也不敢打一个。”

当这支来自广东连平、叫作“九连真人”的冷

门乐队在综艺中悲怆地吼出第一个音符，就

注定了他们在今年夏季的流行文化中不会籍

籍无名。

其代表曲目《莫欺少年穷》立意直白，以

不常见的广东客家话来演绎，主唱与副主唱

好似雄踞于两座峭壁，在弦乐与小号的互相

撕扯中，以现代摇滚的方式演绎出了一幕空

间感相对完整的“乡村情景剧”：农村少年阿

民偷偷外出打工，招致了所有亲朋好友的嘲

笑，“给你 4 条腿也跑不起来，难不成你还想

上天？”阿民虽然梗着脖子倔强“哪怕赚个小

摩托骑也是胜利”，其实心里也发虚：“看不

起，放不下，没钱没着落。”最后，他怀揣着近

乎虚幻的理想，奋力走出了“九连山十八弯”，

回首茫茫大山中的故乡，他情绪迸发近乎凄

厉地大喊出了一声：“阿哥——”既像是渴望

亲情的接续，更像是软弱中对自我理想的最

后紧攫——这种茫然、失意、不甘和无措……

巨大的现实扑面碾来，是我们所有人都熟悉

的感觉。

这首作品脱胎于创作者真实的人生冷

暖，精准地切中乡村青年的痛点，裹挟着某种

生猛的现实质感，在流行文化某些软弱的“伪

痛苦”中格外具有力量。这种力量甚至撕裂

了我们惯常在通俗娱乐中感知到的精致与高

级，带着不顾一切的土腥，嘶哑开腔就能把人

关于失意的感知紧紧攫住；甚至听完之后还

是感觉有些揪心，那怎么办？只能重新点开、

再来一遍。

不管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创作，最伟大

的作品往往诞生于创作者的敏锐触感与现实

社会的短兵相接。我们提倡深入基层“感受

大地最为真实的温度”，一方面是为了接续中

国传统文化最为本真的脉络，记录大时代发

展下多姿多彩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是为了

“文化塑魂”，在广大基层地区重新构建、培养

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夯实由底层到顶层的文

化根基，为形式各异的文化生态贡献源源不

竭的能量。

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

以“非虚构”的现实笔触，聚焦山乡巨变的“现

在进行时”，以多种形式讲述脱贫攻坚故事，

记录脱贫攻坚实践；同时，以非遗传承为代表

的多种乡村原生态文化形式，一改日趋沉寂

的颓势，与本乡本土的文化脱贫有效结合，逐

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乡村特色的文化发展

之路。我们既欣喜于这些新态势，亦应关注

由乡村走出的文化是否真正反哺于曾经“生

养”它的土地？

以扶贫文学为例，当这些作品完成了抒

写乡村的使命，它们推广和展现的主阵地仍

然集中于我们的主流舆论平台，面向的受众

更多的是资讯发达的城市公众群体。而少有

人想过，这些来源于乡村的艺术亮点又有多

少回流到乡村，让老百姓双眼濡湿地看看关

于自己的最真切的故事？由乡村到城市，单

一向度的传播方向必然导致单一维度的孤立

呈现，基层一线那些最为生动鲜活的人与事，

在多数情况中只是被当作了观察对象，而不

是平等交流的文化个体。至于这种观察是否

准确，由于缺少来自被观察对象的积极反馈，

其实缺少某些与时俱进的后继呈现与发展

活力。

以“九连真人”为例，这支乐队的呈现

方式就是乡村文化一个积极缩影。原本大学

毕业在县城里任教的几位乐手，在下乡巡演

的过程中领略到当地原生态民间戏曲的独到

之美，将它们与自己的所知所感、与当下青

年的困惑焦虑融为一体，才呈现出别具一格

的创作形态。而这样的创作形态又在他们乡

村巡演的过程中直接展现给乡里乡亲，乡亲

们在如此淋漓尽致的文化交流中觉得无隔

阂，很亲切。这些年轻人唱出了自己的心

声，一舒自己同样困惑的胸臆——这个过程

颇像 《墨客挥犀》 中那则关于白居易的典

故，每做好诗后必读给老婆婆听、要改到老

人家真听得懂，才觉得自己的作品真正代表

了底层民众的心声。毕竟文学最大的意义就

在于记录我们当下滚滚而来的社会发展变

迁，再凝结为对后世而言重若千钧的历史文

本，文化工作者应有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与

责任感。

所以，乡村文化乃至扶贫文化的传播与

传承，不该仅是一个向上的传播过程，也应该

注重向下回流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向外的影

响力辐射过程，也应该是向内的文化内核引

领铸造的过程。我们注意到，除了将文化表

演送下乡等多种推广形式，目前各地欣欣向

荣进行的县域融媒体建设，都为乡村文化的

推广和回流搭建了平台、畅通了渠道、创新了

多种呈现方式。要把文化的根脉留住，最好

的办法莫若让它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生生

不息，这样它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

这本书大量探讨全球能

源转型趋势，但根本立足点

仍在于思考和研究中国能源

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能源转型的答案

□ 林火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