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论近几年来经久不衰紧抓眼球的一大
热词，大概非“流量”莫属。而最近流量圈的
最热话题——周杰伦粉丝与蔡徐坤粉丝的

“微博超话”屠榜之争，其躁动的影响力如喷
发的啤酒泡沫一般，大大溢出了流行娱乐的
边界，随着《人民日报》等“大V”加入讨论，关
于“流量”的喧嚣与虚无第一次呈放大性地向
公众展示了它从沸腾到速朽的全过程。

事情的起源很像一个笑话，一条质疑周
杰伦人气的文章被疯狂转发：“周杰伦有数
据吗？有话题吗？有粉丝吗？”言下之意比
不过新晋的某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一线流量
巨星。老实说，作为一个与流行娱乐脱节已
久的80后，对于这“灵魂三连问”我都看不
明白是什么意思。大概一大帮80后的周杰
伦“夕阳红”粉丝，同样觉得自己的审美即将
受到“前浪拍到沙滩上”的挑战，于是奋起抗
击，搏浪此前一片空白的新浪超话，用流量
圈那一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誓要将周杰伦
顶上“明星超话排行榜第一”：“你不投我不
投，杰伦何时能出头？”于是，此前排行榜第
一的蔡徐坤粉丝开始正面迎战：“让他们看
看谁才是当今流量圈的老大！”

大致两边粉丝开始纷争的时候，并没有

想到这件事最后会变得比笑话还像一个笑
话，但也正是这种戏谑，大大冲淡了娱乐圈

“流量为王”针锋相对的剑拔弩张。普通公
众如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我们原本以为
的“流量”，代表着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个体审
美指向；而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早已异化
为一小撮粉丝只要手握大量的“僵尸账号”，
就能通过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操作炮制出一
大堆华而不实的数据泡沫。而这种形同作
弊的操作，只要若干个人和团队愿意，皆能
一山更比一山高地迅速复制。

靠着大行其道刷出的虚假数据，由“普
通人”注水成“网红”，再由“网红”炮制成五
光十色的“明星”，早就形成了一条利益巨大
的产业链，此前，“星援”APP通过流量造假
疯狂牟利的案件已经被广大媒体披露；今年
2月，央视新闻的调查报道《“惊人”数据的
秘密》，也曾指出部分明星的数据造假比例

高达80%。锈蚀的齿轮就这样铁屑簌簌地
迅速转动，大量粗制滥造的节目和矫揉造作
的明星源源不断地产生，无形中牢牢地占据
着各种大小屏幕，反过头来再极大地影响公
众的审美，明里暗里地诱导你为了眼球经济
刷出一笔笔真金白银。至此，流量经济赚得
盆满钵满，再为刷屏新的流量储备了充足的

“弹药”，有效地形成了娱乐圈“数据为王”的
“闭环管理”。

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不正常。在周杰
伦粉丝与蔡徐坤粉丝争锋的“微博超话”排
行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明星”的分类当仁
不让地占据第一，而被一溜烟甩到末尾的则
是“体育”超话，“读书”超话也好不到哪里
去，落后“明星”“饭圈”和“红人”等关键词若
干个身位。相比流行娱乐，“体育”与“读书”
这两个人人都能参与的话题竟然远远落于
下风，这是一种怎样的奇怪症候？可当我们

公正地审视这个问题，会发现在大数据分布
中，关注“体育”与“读书”的人群未必会比关
注流量小鲜肉的人少。只是这两个领域人
为制造的热度不高，更缺乏资本和热钱的流
动造血，因而更难形成众利所趋的高密度产
业群。

如何净化愈演愈烈的虚假流量环境，需
要从制度层面到公众选择的共同努力。通
过加大对“流量造假”等网络灰色地带的惩
戒力度，升级规范市场秩序，构建诚信有序
的大数据生态；通过传播手段的严格把控，
从技术层面有效遏制非理性攀比的网络泡
沫；各方资本和影视艺术制作单位应积极拓
宽自身思想格局，早日打破目前早已泛滥的

“大IP+大流量=爆款”的思维迷局，围绕社
会发展对文艺作品的真实需求，寻找新时期
大众真正关注的文化热点与时代节拍。

潮流易变，而经典永恒，只有早日走出
“唯流量”是举的怪圈，努力提供更多的优质
内容，才是与时俱进的发展之道。毕竟流量
终会脱水、喧嚣迟早退潮，大浪淘沙后最终
留存下来的，始终只有那些长久以来真正能
够慰藉滋养人心的东西，这一铁律，千百年
来从未改变。

潮起潮落，经典永恒
□ 李咏瑾

北京东四地区保留着具有北京旧城最典型
的院落与街坊生长模式和完全的“鱼骨”式肌
理，其中东四三条至八条的胡同肌理自元代形
成至今几乎完整保存，并留存着大量名人故居
等珍贵历史遗迹，是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本周，北京东四胡同中，一群身着旗袍、长
衫的年轻人骑着复古自行车穿梭在传统民居之
间，着实打眼，引人侧目。

举办胡同骑行活动的意义，我们都能理解
和接受。文化传承与时代延续是人们的情感生
活中永不褪色的向往。胡同连接着老北京和新
北京，我国曾经被誉为“自行车王国”，这些记忆
不曾远去，仍然柔软，但毕竟不再是今天生活中
的主角，用什么方式让昔日那个纯朴、安适的岁
月留存呢。

现在人们想了很多办法，聚力文化传承，希
望用现代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延续过去的美好
瞬间。比如，此次一群年轻人身着复古服装，足
蹬曾经风靡一时的国产老牌自行车，穿行于东
四三条至八条这片“国风静巷”时，这样的场景
仿若通过时光隧道，将人们又带回到昔日的老
北京岁月。

这种创新形式的文化传承方式，给人留下
了清新亮丽的印象。以偏概全来说，传统文化真
要在当代人的生活中留下印迹，能够“活”起来，
还是得转换思路，用人们喜闻乐见或者说是勾
起好奇心的方式达到目的。

对于90后、00后以及未来更多的年轻人来
说，传统文化的“面目”决定着它能否亲近、能否
接受、能否走下去。那些高高在上的、不求与时
俱进的表达方式是无法让瑰丽多彩的传统文化
在年轻人身上复活的。从客观角度来说，在任何
时间空间，只有用当下人能够接受的“语言”来
传递文化符号，才能真正在这个时代留下痕迹。
更何况，我们今天的青年一代，因时代馈赠和前
人福祉，是走在创新进取、勇于探索潮头的一代
人，他们更善于用新鲜的思维打开属于自己民
族的文化传统，并习惯于“创造性转换”。

复古骑行大会引起了参与者们的强烈共
鸣。就像一位骑摆客所说：“这次文化体验让我
对胡同文化有了新的认知，胡同不再是破旧落
寞的象征，不再是一张泛黄的故纸，只有我自己
亲身体验了，才能理解这种文化的意义。”

用现在的一句流行名词来讲，传统文化就
好比原生家庭，一代一代年轻人的思维意识与
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一个家庭有自己长期形成
的生活习惯和家风，也能随着新鲜人口的加入，
不断改变家庭中的文化风貌。我们世代传承的
传统与此相仿，在认同中才能继承和延续，在继
承中需要进化，才能创造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像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
生命体，只有跟时代和鲜活的人生建立了紧密
的共生关系才能不断繁衍。

胡同中的一砖一瓦虽然还是旧时的模样，
但是生活在其间的人，是今天的人。我们在观赏
老北京寻常民居那些有趣的纹路、构造时，用传
承和创新来打开它们，才是使其活在当下最好
的方式。

“花呗式”的生活要不得

□ 张立美

算好老年人生活的两本账

□ 刘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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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流量，败也流量，可流量终会脱水、喧嚣迟早退潮，大浪淘沙后

最终留存下来的，始终只有那些真正能够慰藉滋养人心的东西。

文化传承

当存于鲜活生活中

□ 路 同

传统文化就像一个不断

吐故纳新的生命体。

近日，听朋友讲了一个真实的
事：他老母亲今年已经80多岁了，
腿脚不太利索，走起路来有些晃
悠。为了防止老太太摔倒骨折，他
想花几千块钱给老母亲用的卫生
间安装一套安全扶手。但这个提
议遭到了老母亲坚决反对，说不想
花冤枉钱。可没过多久，老太太就
在卫生间摔了一跤，造成股骨头骨
折，卧床不起，花了不少医疗费，需
要雇请保姆不说，还疼痛难忍，不
能走路，生活质量明显下降。老母
亲对自己不舍得花钱装安全扶手
后悔不已，他也感到很无奈。

老年人不舍得花钱的现象具
有普遍性。变了味的剩饭剩菜不
舍得倒掉，加加热继续食用；不顾
年老体弱，擦玻璃、搬重物，家务活
样样都是自己干，不舍得花钱雇请
家政服务员来做；到医院看病，不
管是高温酷暑，还是天寒地冻，宁
可挤公交车，也不舍得花钱打车前
往；买东西时，不求质量求便宜，导
致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等等。
此外，老年人在文化娱乐、观光旅
游、健康养生等方面不舍得花钱的
现象也可以列出许多许多。

其实，现在的老年人养老金持
续增加，其子女的收入也不低，家
里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但他们为
什么仍然不舍得花钱呢？对这个
问题，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穷日
子过惯了”来敷衍，更不能用“老抠
门”来讽刺嘲笑，而应理性分析，客
观看待，积极加以正确引导。

厉行节俭、反对浪费历来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的
老年人从小就接受“勤俭节约、艰
苦朴素”的教育，节俭朴素已深深
刻印在脑海中，融化在血液里，到

老了不舍得花钱。同时，多年前，
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极为匮乏，不得
不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现在的老
年人都曾经历过那个年代，不会因
为现在生活富裕了就轻而易举地
改变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习惯。

老年人不舍得花钱，还与“爱
储蓄”有着直接的关系。普遍看
来，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爱储蓄。原
因主要是，年龄大容易得病，需要
存看病治疗的钱；一旦需要雇请保
姆或是到养老院，每月开支比较
大，需提前积蓄；为了补贴子女生
活或多留下一些财产，把养老金存
在银行里不舍得动用……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其
中强调促进老年人消费增长。开
展全国老年人产品用品创新设计
大赛，制定老年人产品用品目录，
建设产学研用协同的成果转化推
广平台。出台老年人康复辅助器
具配置、租赁、回收和融资租赁办
法，推进在养老机构、城乡社区设
立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租赁）
站点。开展系统的营养均衡配餐
研究，开发适合老年人群营养健康
需求的饮食产品，逐步改善老年人
群饮食结构等。要促进老年人消
费增长，必须要解决好老年人消费
观的转变，具体来讲，就是要引导
老年人该节俭的要节俭，该消费的
要舍得花钱。

如何树立新的节俭观？笔者
认为，可以通过开办老年大学、举
办专题讲座、利用各种媒体等，向
老年人宣传恵老政策、恵老制度、
恵老举措，使“老有所养、学有所
教、病有所医”等实实在在的好政
策、好做法深入人心，使其减轻后

顾之忧，舍得和敢于消费。同时，
还要讲清弘扬节俭传统美德与改
善生活条件的关系，引导老年人树
立新的节俭观，在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大前提下，逐步做到科学消
费、理性消费。

要学会算好两本账。老年人
过日子爱算账，多数人往往只算花
了多少钱的“小账”，却很少算保持
身体健康的“大账”。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经济账要算，健康账也要
算。比如，老年人在考虑学习教
育、文娱活动、外出旅游、锻炼身
体、安装安全防护设施等方面消费
时，既要算需花多少钱的经济账，
也应算由此给延年益寿带来多少
益处的健康账。两本账一算，就会
得出结论：健康最重要，花点钱换
来健康长寿值得。心情愉悦、健康
长寿、阖家幸福，这是每个老年人
所向往的。要实现这个目标，老年
人应该想开一些，只要条件允许，
该花的钱千万不要太“抠门”，要舍
得消费，免得给自己造成痛苦，给
家人带来负担。

要善于搞好变通。当遇到父
母不舍得花钱时，只要是有利于其
身心健康的需要，作为子女不仅要
耐心劝说，而且还应该付诸行动，
自己拿钱，把好事办好，编个理由，
哄着父母高兴。子女自己花钱给
父母安装安全防护设施，让父母尽
快享受新开发的助老产品，以实际
行动多尽尽孝心，以免留下终身
遗憾。

对老年人不舍得花钱的情况，
全社会应给予高度关注，营造良好
的氛围，创造有利的条件，使老年
人以科学、理性、适度的消费，尽享
小康美好生活。

引 导 老

年人该节俭

的 要 节 俭 ，

该消费的要

舍得花钱。

虽然我好读文言古籍，却对现代人写文
言文颇有成见。然读赵普《掇珍集》之后，深
觉我原来所抱之见，颇为狭隘。

成见何来？一来是因所见今人写文言，
多造作泥古，文无新意，更无美感，不伦不类，
面目可憎，哗众取宠，贻笑后世；二来是认为
作文的意义或在于明道、载道，或在于言志、
抒情，或在于沟通、叙录，社会发展到今日，既
然可以用大多数人熟悉的现代汉语写作，为
何还要“倒退”回去用文言文写作呢。

读赵普《掇珍集》，使我遽然意识到，今人
写文言文，其实可出于单纯的艺术之心，而不
废其明道、载道、言志、抒情、沟通、叙录等诸
功用。难道不是吗？既然今日我们可以把唐
诗宋词视为艺术品来欣赏，当作传统文化之
精髓来传承，为何不可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
今日文言文的创作呢，为何不可将文章之功
用寄于美文的艺术性之中呢。审美层面之功
用，难道不正是“无用”之“大用”吗？我想，这
是赵普文言文创作带给读者的一种艺术与文
化层面的启发。

《掇珍集》收赵普所写文言散文十篇，文
题为：《好（引）》《造物且有灵》《襄神》《茶》《汲
泉水望月·杏花怀古·雅集·序》《先生》《德州
牛仔》《医病园记》《捕斋名记》《了》等。我于
一周日午后翻读，不知不觉，遍历诸篇。读得
尽兴，读得惬意，如品佳茗，似入佳境。读非
美文，焉会有此体验。

我中华文章之精髓，窃以为，要在两字，
一字曰“文”，一字曰“道”。“文”者，今日之意，
即“文章”（一篇文章之“文章”），但自古以来，
此字有更丰富之内涵。刘勰作《文心雕龙》，
在“原道第一”中开宗明义指出，“傍及万品，
动植皆文”“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这就是
说，世间的万物，动物植物都有各自的文章；
语言有文采，才能揭示天地之心。这种将

“文”与“原道”相结合的观点，是刘勰的首
创。至唐代，韩愈主张“文以明道”。韩愈继
承了刘勰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文”和“道”
是统一的，“道”因“文”而明，“文”为“道”而
生。宋儒则推崇“文以载道”，上承唐代，更强
调“文”的相对独立的功能，将“文”作为载

“道”的工具，强化了文章的功用性。这种观
点，如被过度发展，一则可能落入“以文害道”
的窠臼，二则可能走向“为道弃文”的偏途。
今人以现代文作文，如能明“文”“道”一体，亦
可得文章真意。

作者赵普作文言文，妙就妙在，篇篇追求
道，篇篇力求文，古之典故，今之名物，融于文
中，不着雕琢之痕，不害堆砌之病，化古为今，
写今入古，古今一体，句承文脉，言藏文心。
集中诸文，虽非白玉无瑕，然深得古文之方
法，上追唐宋散文之风骨。

《好》篇，是集子的一篇引文。文有句云：
“余之所衷，冀愿人间大‘好’也。”此一句，揭
集子宗旨，明作者之志，直抒胸臆，有昌黎之
风。末篇《了》，文中引苏子瞻文：“君子可以
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旋即自揭其
旨，云：“人由物役，非物能逮，乃心桎梏也。”
由其对收藏之道的体悟，直指人生藏舍之道，
理通佛老，发人深省。由此知作者醉心收藏，
自诩“匠奴”，甘为人梯，实在是其“冀愿人间
大‘好’”之志的诠释，实在是其寄情于文言文
创作之意的体现。有此高志，有此美意，方能
得美文。

由是观之，集子中其余八篇，所颂者所歌
者——匠人，故人，友人；匠心，真心，赤子
心。《造物且有灵》篇是直接致敬匠人之作，有
句云：“匠人所凭，双手也。双手所宗，性灵
也。”《先生》文写冯骥才先生，文句洗练，刻画
人物，栩栩如生，如立眼前。《德州牛仔》篇则
是记录一位美国匠人，通过记述此异国匠人
的话语，说明“宇内匠心”相似相通。读之，感
手艺传承之艰难，叹匠人匠心之无私。掩卷
深思，意味绵长。《茶》《汲泉水望月·杏花怀
古·雅集·序》两篇，乃作者记与故人、友人、匠
人交往之文，情真意切，感怀至深。《茶》篇临
近结尾，末一段忽转为对父亲的回忆，有句
云：“不记何年，父携我元夕观灯……只得一
纸，谜面曰：言对青山不是山，二人土上说分
明，三人骑牛牛无角，草木之中有一人。至于
谜底，吾不谓子，子亦能知之也。”简文蓄意，
戛然而止，如子瞻望月，圆缺缥缈间，寄无限
深情。

《掇珍集》中短文十篇，篇篇有哲思与深
意，皆值得细细回味。我试一语揭《掇珍集》
之意义，云：发艺术之心，振文化之力。

赵普君的家乡是安徽黄山，我的家乡是
浙江衢州，地理位置很近，算得上是半个老
乡。赵普君与我亦是大学校友。我与他虽相
识多年，然当面交往，不过数次。初在荧屏见
他主持节目，动情处潸然泪下，知其为性情中
人。后他邀我开会论事，始有当面往来。至
读《掇珍集》，更知其有赤子之心，崇敬不已。
草就此文，一为点评，亦为表感佩之心也。

“无用”之中

见“大用”
□ 何 辉

在现代文通行的今天，如

何看待文言文写作？

女护士李玫欠下几十万网贷，
母亲为其偿还23.8万元，但她仍然
继续偷偷借贷，近日有这样一件事
被人们讨论。调查发现，她的借贷
对象基本都是正规的贷款机构，她
的债务基本也都是她自己的消
费。经李玫同意，记者看了她的账
单，发现她每月的消费，少的近两
万元，多的三四万元，但是她的月
收入，也就在 8000 元左右。几年
下来，她便累积了几十万的债务。

其实，当下像李玫这样因追求
精致生活而欠下大额贷款沦为“负
翁”的85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人
并不在少数。在现实生活中，越来
越多的大学生以及刚刚走上社会
的年轻人成为“花呗式青年”，过上
了借钱购物、借钱消费、贷款消费
的所谓精致生活。

年轻人追求精致生活，讲究生
活质量，本身并没有错，是人们的
正常追求，也不必视为洪水猛兽。
但凡事都要有个度，年轻人追求精

致生活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不顾
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这应是讲
究和追求精致生活的基本原则。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一些年轻
人奉行、崇尚消费至上主义，为了
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为了在朋友圈
里打卡、晒照炫耀，盲目跟风、攀比
追求乃至沉迷精致生活，其实把精
致生活等同于、异化成了物质生
活、阔绰生活、奢侈生活，完全无视
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和经济能
力。这种通过入不敷出方式，堆积
起所谓的精致生活，实质上是一种
伪精致生活，是以牺牲今后的正常
生活和生活品质为代价，是在透支
未来。这种伪精致生活只会慢慢
侵蚀年轻人的正常生活，最终将毁
掉年轻人的人生。

年轻人一旦偿还不上贷款，陷
入债务缠身之中，将面临法律风
险，成为失信者，生活处处受限。
而且，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
入俭难”，年轻人靠借钱、贷款维持

所谓的精致生活，久而久之，这种
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如同吸食毒
品，一旦沾染上，很难停下来、改变
掉，由奢入俭难，不利于养成健康、
科 学 、良 性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消 费
习惯。

消费生活不能只在乎曾经拥
有，还必须考虑天长地久。对年轻
人不顾经济实力而盲目追求精致
生活的消费至上现象，高校、家长
和社会要提前干预，尽早教育引导
年轻人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养成健
康、科学的消费生活。同时，网贷
平台、正规的贷款机构和银行，要
从社会责任出发，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办理贷款业务，切实将放贷金额
与借贷人的还贷能力、个人信用挂
钩，不再为了追逐经济效益最大化
而盲目放贷。既需要强化监管，也
有必要尽快出台个人破产制度，让
盲目放贷的贷款机构遭受贷款打
水漂的压力，倒逼正规贷款机构严
格规范放贷，不再盲目放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