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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贵州长大的，无论故事、照片我都有
一箩筐。这几张苗寨照片是两年前拍自贵州西江
苗寨。余秋雨曾经在《文化苦旅》中描写过西江千
户苗寨，这是我选这个题材的原因之一。文化人青
睐的地方，我们学文化的人是一定要跟进的。

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凯里附近，我的
朋友开车，从贵阳到这里大约半天的时间。

贵州山多，交通不好，人们常说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现
在高架桥加山洞，一级二级公路四通八达，也把我
带到了西江千户苗寨。

也是因为过去的隔绝，这里的少数民族（苗
族）得以发展起一套自己的建筑和文化，并在闭塞
的环境中保存下来。现在这些寨子，成了旅游景
点，进村的路上修个门，就可以收钱了。试营运的
那一年，门票 60元一张，我的朋友说当年的收入
有两个亿，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我去的时候，
门票已经是 100元。当年是几个亿还没有统计。

千户苗寨四面环山，坡地、梯田依山顺势
往高了去。这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木结构、青
瓦的三层吊脚楼。和我过去在苗家住的情形
类似。这里的房子中，一层通常是圈养牛，二
层住人，三层为粮仓。

寨子里都是青石板路和阶梯串连。苗族有多
个支系———长裙苗，短裙苗，生苗，熟苗，等等。这
里的苗族是什么体系，我不清楚。

和所有类似的旅游景点一样，这里也有一个
很大的场子，当地居民的代表在这里表演自己的
歌舞。我们到的时候有点迟了，场子已经被游人围
得水泄不通，里面一位男子正在表演用木叶演奏
的《青藏高原》，音挺高。我没有往里挤。到这样的
地方来，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表演，通常都有点

过于修饰，失去了原来的朴实。所以和朋友约好碰
头时间，我自己背着包，拎着相机，往山上爬，去串
寨子。

在一家门口，看见一位老婆婆，抱着三个星
期大的孙孙在晒太阳，我就去跟她聊天，她还让我
给他们拍照。后来她的媳妇出来了，我问她能不能
进屋去看看，她说没问题，于是把我让进去。

墙上有老婆婆四个儿子的照片，媳妇指着其
中一位说，这是老幺，是她老公。这位老幺在哥儿
几个中个头最大，我就跟这位媳妇开玩笑：你挺会
找啊，找了人家的高富帅。她就在那儿笑，显然很
满足的样子。后来发现，他们这儿收拾了两间房做
旅馆，游人可以住在这里。我本来以为苗寨的人会
比较害羞，不愿跟生人交往，现在来看我 out 了。
跟他们聊完天，我接着到处转。穿过水稻田，爬到
寨子对面的山上去拍寨子的全景。因为天气湿热，
我的衣服都湿透了。

到这里来，肯定要吃顿苗家饭。酸汤鱼，蘸水
的坨坨肉，折耳根，炒当地的土鸡和土鸡蛋。我不
大相信是当地的土鸡，因为他们养的鸡有限，不可
能供应这么多的游客。将就吃吧，我也饿了，何必
认真。酒肯定是当地的米酒，用铝壶提上来，一斤
一壶，倒在土碗里，然后来些劝酒的歌和招式，基
本原理就是要灌你多喝。这种酒喝起来淡，不过比
较上头。招呼我们吃饭的服务员是附近的一位苗
家妹子，跑这儿来打工。我跟她聊了一会儿，知道
苗族人还在用自己的语言，但文字已经失传，挺可
惜的。折腾了一天，这顿饭吃得很尽兴，像过年一
样。我还是喜欢山里人家的饭菜。

灯亮起来时才往回赶。我们两个人喝了两壶
酒，下山时走得不稳，有点儿高……

（http://blog.sciencenet.cn/u/jins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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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

年书。这算是古汉语的宏观量
化，感性描述的范例吧。我在
想，与智者谈完一席话，余味
未尽，再读他一本书，受益匪
浅，但如何能像古人那样进一
步量化表达这种体验呢？

4 月中旬，回国参加“中
国网络科学论坛”，随后应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武夷
山副所长邀请进行学术交流，
这也是我和武老师第二次结
缘。以往大家都在网上写博
客，在虚拟世界沟通交流。网
友间的共同爱好和志向，让我
们走到一起。

此次交流主要是探讨科研
资源管理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目前，这在国内科技教育界是
个热门话题，关系到每个科技
工作者的切身利益，涉及到各
级科研管理部门的深化改革。
中信所作为国家科技部科技政
策制定和执行监督的信息支撑
机构，对此议题格外关注。同
时，中巴作为金砖四国组织，两
国间的交往有着很多相同性和
互补性，这方面的交流也是十
分有益的。

尽管本人研究领域不是科
研管理，但多年参与一线教学
科研活动，在研究生教学管理、实验室建设和
项目开发等涉及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议题
上，还是能和中信所的同仁们对上话的。

交流时，我听说中国不同科研管理部门安
排的重大科技项目最终会审时，同一批外地专
家应邀频频到京出差，苦不堪言。对此问题的
解决，巴西是有成功经验的。例如我多年参与
联邦科技部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CNPq）和教
育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委员会（CAPES）的国
际合作项目会审，以往都是到了这家去那家，
起码要折腾两个星期。但 2013 年标书会审时，
两个部委间预先协调，决定同时在一个地点对
两家的基金项目进行会审，这样既省去会审专
家的宝贵时间，又为管理部门节减不少费用，
一举几得，各方共赢。

回到巴西后，武老师还专门发来邮件提
到一事：不久前，科技部领导作报告，也谈到
不同科研计划的评审会都可能请到同样的
专家，搞得他们疲于奔命。可见，我们这次交
流涉及的很多内容，尤其巴西利用信息技术
改善宏观及微观科研管理的思路与实践，对
于中国科技管理部门都有借鉴意义。

其实这次回国前，已得知武夷山老师的
一部大作付梓面世，盼睹为快。果然，这本

《一个情报学者的前瞻眼光》，成为本次往返
家乡和回巴西路程中的良伴益友。

这本书是湖北科技出版社“地平线未来
丛书”中的一辑，丛书的初衷是“为思想打开
一扇窗，领略现在与未来交接的地平线！”武
老师的立意与前瞻显然让读者眼睛一亮，真
正体现出作者思想活跃，对涉及社会民生和
科技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独到看法具有跨界
性、超前性和挑战性。全书共分四部分，“他
山之石”“发展漫谈”“科学教育与未来”以及

“未来学家如是说”。
因为我们交谈中涉及较多的是科技政策

与发展，所以本书的第二部分自然成为重点。
在这部分的开篇之作《科技政策如何促进社会
平等》一文中，武老师以减少社会不平等为己
任，从强化科技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如何优化社
会发展，别具只眼。《从加州电动汽车推广受挫
说起》一文介绍了美国相关人员如何应用动态
战略规划（DSP）对新技术开发项目或大型工
程项目进行分析，避免决策失误。在我看来，采
用同样或类似的方法对国内电动车辆发展现
状进行深入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的家乡是内地的一个中等城市，这次回
家探亲看到了市政建设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的可喜景象，但也注意到一些新问题。例如，
在家乡的大街小巷，电动摩托、电动汽车触目
皆是。这种绿色交通工具的优点是价格低廉，
老少皆宜。两万余元人民币就可买上一辆，大
部分家庭都买得起，以至这类产品迅速占据市
场。而目前情况是，这种电动车辆无需牌照，司
机无需驾照，这必然带来新的、无序的交通隐
患。在城市高速扩张导致的众多问题中，这一
新病症的影响程度难以评估。现在，当地政府
甚至中央相关部门对此隐患似乎并无感觉，采
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细读武老师的相关文章，
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尽快产生
解决病症的良药妙方。

“政策制定中的学科冲突”，是一个会在科
技资源管理和社会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大问题。
武老师早在 1996 年就引进国外的相关先进理
念，结合国内科技发展情况，提出了科学的决
策观。这也正是我们双方下一步拟合作开展的
科技资源管理改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本文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章，都涉及到
某个具体问题。武老师作为情报研究人员，
具有特殊的职业敏感性，他常常先是引介国
外解决类似问题的先进理念和方法，然后结
合国内具体情况，提出独到的看法和对策建
议。我十分欣赏这样的写作风格，还有一点
体会是，未来并不遥远，“过去”倏忽走向的

“未来”就是今天，而今天正在向未来迅速突
进。这本书不仅能给未来学学者和科技人员
带来学术滋养，也可成为政府决策部门管理
者的参考资料。从这本书里能吸收的营养不
仅是未来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应对新时
代、新问题的新认识和新思路。

与君一席话，读君一本书，相互了解更
加全面了，更为今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http://blog.sciencenet.cn/u/Liwei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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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规矩”都去哪里了？
姻刘加民

73 岁的山西知名剪纸艺术专家段改芳老师
来参加“中国剪纸研究中心”成立活动，我与她坐
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小憩。段老师坐了一夜火
车，应该十分疲劳，但是得知我也是大清早饿着
肚子去接她的，就十分热情地与我分享她带来的
饼干。忽然，她轻拽我的衣袖，用眼神“指”着对面
沙发上睡着的一个女子，说：“你看，这个女的，这
么坐着，还睡着了，真难看。”

我其实也注意了这个女的。沙发的靠背比较
低，她努力要躺下来睡，形成一个仰卧的蛤蟆的
造型。而且真的睡着了，响起了呼噜声。

我明白段老师的意思，在公共场合，大庭广
众之下，一个女子，这么四仰八叉地睡着了，不
雅，不文明，不符合文明社会里的老规矩。

我说：“段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而有些老
规矩，比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人前不教妻，
饭前不训子’‘大人不动筷，小孩要等待’‘吃饭不
能吧唧嘴’‘打喷嚏要捂嘴’‘人前站立别岔腿’

‘不大声喧哗’‘做客不翘二郎腿’，可能被不少年
轻人淡忘了。今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目就是‘老
规矩’。也许，出题的人也意识到了这种日常礼
仪、规范的缺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通过
高考作文命题，来唤醒社会的关注。”

段老师显然是引我为知音，轻声细语，说到
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老规矩，说到了传统文化中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那些规则，那些宽容、体谅、善
于换位思考、让所有人都感觉舒服的老规矩。

几年前，我与原单位同事去井冈山寻访红色文
化。到了酒店，饭菜已经摆好。跟我同行的史老师是
我们这一桌 10个人年龄最大的，其他都是“80后”。
我和他一起到服务台自费买点啤酒，回来时发现餐
桌上几乎已经扫荡一空。我们两个手持啤酒有点发
愣。我跟史老师交换了一个眼神，没有说什么。是
的，这是一桌“80后”，都是我们的孩子辈儿的。也许
他们太饿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长者优先”或者

“等人齐了一起吃”的概念。当我与史老师捡一点年
轻人吃剩下的饭菜，喝着本来很凉爽的啤酒的时
候，心里充满了难言的苦涩。

这至少是六七年前发生的小插曲，我至今难
以忘怀。如今，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单位，那些“80
后”也大多过了而立之年，成为人之父母，成为工
作上的栋梁和骨干。他们是不是已经从切身的经
历和人生的历练中学到了一些饭桌上的规矩呢？
但愿他们已经学到了。

文明存在于一些细节中，成为我们言谈举止
的规范、接人待物的方式。这些东西，在不同的民
族文化中，或许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一般
说来，他们都是协调矛盾、柔化冲突、处分利益、
营养心灵的精神财富，都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大
家的利益也维护自我利益，最大限度让更多人感
觉舒服的灵丹妙药。它不是某个人发明的，它是
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逐渐形成，经过了圣贤的整
理和推广，甚至被统治阶级改造和利用。它就是
自发形成于文明社会中的、被文明社会不断发展

和完善的、为绝大多数人身体力行的无言的“民
间文化”。

四十多年前，我自己还是个少年。有一次，奶
奶赶集回来，气喘吁吁的。一坐下，就气呼呼地
说：“今天真是见了景了！回来的路上，树荫凉里，
巨峰（地名）的女人们四仰八叉躺在车子（独轮
车）上睡午觉！可是开了眼了！”这个小插曲，至今
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有点莫名。在跟段改芳老
师谈到民间文明礼仪的时候，这个小插曲立刻就
跳出来了。

奶奶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是对于乡村
社会的文明礼仪懂得很多。我是在奶奶的背上长
大的，在我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童年时期，我在
奶奶的背上，学会了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而这
些规则，都是通过民间故事来体现。奶奶特别善
于把一个普通的“说教”用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
来告诉我，让我明白并且接受。尽管当时我就发
现，很多故事是奶奶即兴的，有些传奇故事的主
人公，就在我们村子里，我都认识。但是，我喜欢
听，并且乐此不疲地指出奶奶每次所讲故事的不
同版本之间的异同。

不读圣贤书，却满脑子圣贤思想，这是民间
文化塑造人、影响人的神奇之处。千千万万像我
奶奶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没
有能力阅读和书写，但是他们依然能够自觉自
愿，按照“圣贤”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谈行止。而
且几乎同时，还自觉自愿承担起了传承和传播

“圣贤”思想的责任。崇尚圣贤，尊重古训，是一种
文化传统，这“传统”是把圣贤当作一种象征，一
种意识，一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人们需要
的是圣贤所代言的那些个规矩、规则，那些让所
有人都舒舒服服和谐相处的文明规则。

我们通常说，民间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宝库，是千秋万代传承繁衍而
不消亡的血脉。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
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的时候，有没有自信洋为中
用、古为今用，把动态的优秀的民族文化，融合到
民间去，成为人民群众浑然不觉而准确践行的优
质文明呢？能不能靠这些有根、有脉、有生机也有
活力的民间文化，确保中华民族站在人类文明的
最高点上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趣的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创设的这个
“中国剪纸研究中心”，最初的名字是“中国剪纸
艺术研究中心”，二字之差，味道不同。这是冯骥
才主席的大智慧、大手笔。他的意思是，剪纸不仅
仅是艺术，更是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人类学、社会
学、审美学的内容。说白了，剪纸是民间艺术的一
种，同时也是具体而微的民间文化的一个标本，
一个研究民间文化的“麻雀”。两个字的改动，提
醒我们，在当前，尤其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
传承、发扬光大的过程中，如果只看见艺术，忽略
了文化，就仿佛只看见了树叶忽略了森林，只看
见了石头忽略了泰山，只看见涓流忽略了大江大
河。 （http://blog.sciencenet.cn/u/dami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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