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2013年 3月 29日 星期五 名誉主编：袁仁国 主编：李芸 编辑：刘畅 校对：王心怡 Tel押（010）51949390 E-mail押dushu＠stimes.cn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中）等观看书画展。 姜锡祥摄

孔庆东状告“80后”作家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近期将《孔庆东现

象批判》一书的作者曾勋和出版该书的出版社
告上法庭，认为该书在内容及形式上严重侵犯
了自己的名誉权。日前，海淀法院已受理此案。
孔庆东在起诉书中称，该书“通篇极尽恶

俗侮辱诽谤之能事”，从污蔑自己为“魔鬼和邪
恶的代名词”、“流氓文人”、“文化傀儡”，到诋
毁自己“患上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星
宿派的丁春秋”等等不一而足。
点评：这本书腰封就颇有江湖味道，“孔庆

东与于建嵘、方舟子、韩寒的大乱斗”，“与摩
罗、司马南、贺卫方、郭德纲、白岩松的恩怨情
仇”，“知识分子的江湖，血雨腥风的再现。少侠
与醉侠论剑，究竟鹿死谁手”。看来，这本就不
是一场文化评论的对决。

西安阿房宫景区建成仅 13年将拆
媒体报道由于仿造的秦阿房宫景区大部

分位于阿房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控制地带，
从保护遗址的角度出发，这个建成仅 13年的
“阿房宫”将拆除。

该开发公司董事长介绍，企业当初来西安
投资时，经多方考察最终选定这个被陕西省政
府作为招商重点的项目。因景区选址位于阿房
宫遗址的一般保护区内，项目前期规划、选址
等均有省市文物局、规划局负责把关。1995年，
秦阿房宫景区正式开工，2000年与游客见面。
景区占地 680多亩，投资了 2亿多元。开放第
二年起，每年游客量达 50万人以上。

对此，相关负责人说，现在的阿房宫景区
在遗址保护区范围内，却没按照规定建造，存
在不少违规建筑。更重要的是，西安市将以阿
房宫遗址的文物保护为核心，建立一个考古遗
址公园和城市中央森林公园。

点评：无论现在景区有什么问题，毕竟建
成只有 13年，现在一句话就说拆，不得不让人
问：你们早干吗去了？城市规划需要谨慎，如果
真的出现问题可以修改，不一定破旧立新，何
况还是“破新”呢。

经典不能变连环画
3月 20日起，由濮存昕、梁冠华、杨立新、

冯远征等多位大腕主演的话剧将在重庆大剧
院连续演出三天。这一版本的《茶馆》，几乎保
留了老版最醇正的味道。

为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如今经典翻拍、改
编很多。对此，几位主演不认同，梁冠华认为：
“应该对观众有一些要求，必须要求受众作出
一些努力，接受这些经典，经典不能变成连环
画。”杨立新表示：“《茶馆》是雅俗共赏、老少皆
宜的。它深刻展现了那个时代，不用借与时俱
进来给它贴上其他的标签，经典就是经典。”

点评：对于经典的理解每个人都不同。而
对于经典的态度，有人想保留最原始的味道，
也有人想根据自己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去表
现。无论怎么改编，都要把握度。

“职业配书人”兴起
这是一个新的职业。因企业高管、白领等

为代表的高端人士平时几乎没有逛书店的时
间，但有着很大的图书消费需求，而“职业配书
人”使图书营销的私人定制服务变成了可能。

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老总梁先生对“配书
人”的服务很满意，特别是能把现在市面上流
行的畅销书几乎一网打尽。“这是个圈子的问
题。要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总得有话
语权。就像很多人并不是爱《纽约客》，而是需
要那上边的话题作为圈子里的谈资。”梁先生
说，“如果其他人在聊《正能量》和柴静，而我一
句话都插不上，我就 OUT了。”

点评：如此读书虽省事，却少了淘书的乐
趣。其实，书店也和大学一样，进入其中的人不
仅是买书，还是享受过程享受氛围。况且由他
人左右自己的阅读，就像他人左右了自己的思
维，这种“高级定制”，难免流于肤浅。

二月河不认可网络阅读
当下不少年轻人放弃书本，投入电脑的怀

抱，二月河表示，这是一种亟待重视的社会现
象，这种现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阅读品质
的严重下降。
二月河认为，阅读原本就应该是一件传统

的事情，安安静静、稳稳当当。而当下许多人阅
读时都停留在了解和浏览的层面，不愿意仔细
琢磨。

电脑给人带来的回味与思索，深入的程度
远远不如书本，而且网络阅读让人很难真正进
入到文学思维领域，更谈不上引发读者精准的
思考和细致的推敲。

二月河说：“在阅读量大的时候，不可能一
次消化完，遇到经典、深奥的段落和章节，一定
要记住多少页、多少行，当时没有领悟的，可以
回过头来再去慢慢消化，细细品味，这样既不影
响阅读进程，又可以真正探寻到作品的精髓。”

点评：像二月河这样才是真读书。尽管网
络阅读、电子书不可避免地到来，但也不是纸
版书的结束。正如二月河所说，从细细品味这
点来说，纸版书具有优势。 栏目主持：喜平

文化微议

城市广场大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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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繁荣、人
民生活的富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广场文
化已成为我国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成为城市文化最活跃的娱乐与休闲方式
之一。

其中，广场舞以其热情而质朴的生活气息
和轻松的舞姿，为广场艺术增添了炫目色彩，
成为广场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提升城市的幸福指数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在全国各地
随处可见的广场、公园、社区，都会迎来一番热
闹红火的景象———优美的舞曲响起，欢快的舞
蹈跳起。

全国各地的广场舞大致“面孔”相仿。据了
解，目前较为流行的当属佳木斯一位退休体育
教师创编的“僵尸舞”。尽管名字听上去瘆人，
但该舞自 2012年起却风行全国。据悉，僵尸舞
模仿的是摇滚巨星杰克逊《战栗》里的动作。在
音乐的节奏下，身着白衣白裤手戴白手套的浩
大队伍排成方阵迈着小碎步儿，上肢做着各种
举、伸、侧抬等动作，那场面确实颇具震撼力。

说来有趣的是，广场舞的音乐皆以时下传
唱最广的流行歌曲和红色歌曲为主，被网友戏
称为“神曲”的广场音乐有《最炫民族风》、《爱
情买卖》、《姑娘我爱你》、《我从草原来》、《伤
不起》、《老婆最大》等。
“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是舞蹈，而广场舞

又是舞之母。广场舞蹈源于社会生活，产生在
人民群众之中。群众是广场舞的创作者和表演
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康玉
岩在采访中介绍说，“广场舞已成为城市文化
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透过广场舞，我们可以
看出一座城市的幸福指数。”
笔者来到北京枫蓝国际商场前的广场，霓

虹灯下，成排列队的跳舞人群紧随着音乐的韵
律和节拍翩翩起舞，那整齐划一的动作使场景
看上去蔚为壮观。广场的另一侧，则是数十对
的男女随着同样的音律跳着浪漫的交谊舞。

这里的广场舞是由一个叫李文成的人组
织的。李文成原是首钢的电工，自 1997 年退休
后他就把兴趣转向健身，跳了一段时间的交谊
舞后，发现广场舞更好，不受有否舞伴的限制，
便开始转跳广场舞。渐渐发现跳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便于 4年前在这里辟开舞场，专门跳广场
舞。教舞的老师也是首钢的退休员工，她跟着电
脑的光盘自学，然后再教给大家，其中有佳木斯
僵尸舞、扇子舞、健身秧歌、筷子舞等等。
除去极特殊的雨雪天气，李文成每天都准

时组织活动。每天晚上 7点，李文成把收音机、
扩音器等设备用三轮车拉来，准备 7 点半开始
的跳舞。晚 10 点 10 分活动结束后，他再把设
备拉回家，充上一宵的电，以备第二天用。“其
实也就图个乐呵。只要大家都开心了，我受点
累也没什么。”李文成对笔者说。

对质朴生活的回归

实际上，在全国各个社区里，几乎每块空
地都被广场舞占领了。这种以强身健体和自娱
自乐为目的的广场舞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北京一个小区的广场上，笔者和几位跳
广场舞的大妈们进行了交流。几乎每个人都认
为自从跳上广场舞之后，身体比以前好了许
多。60 岁出头的王大妈是广场舞的活跃分子，
每天除洗衣做饭外，广场舞便成为她的全部，
她乐呵呵地告诉笔者：“我以前血糖高，我们家
也有糖尿病家族史，如果我不锻炼的话，那就
很容易发展成糖尿病。自从跳上广场舞后，我
的血糖一直正常呢。”一旁的刘大妈接茬说：
“现在住在城里的高楼大厦，邻里之间也不太

交流，到这里跳跳广场舞，会结识很多人。我一
天不来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和其他健身方式明显不同的是，广场舞有

着较强的愉悦性。“跳广场舞会让人产生精神
振奋的愉悦感，因为在公共场所跳舞，这使得
跳的人有一种表现自我的机会，在愉悦自己的
同时，也产生一种自我价值感。”康玉岩进一步
分析说，“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展现自我、健
康自我的意识，他们从家里走向公共场所，开
始跳舞交流和健身。对于他们而言，实际上这
是一种潜在的回归，对质朴生活的一种回归，
回归到‘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并通过这种方式
重新找到新型城市人的心灵归属。”
确实，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快乐有趣、

展现自我的健身场所，让民众摆脱了城市空间
的孤独冷漠，重新找到一种温暖的回归。

崇尚世俗的文化态度

生机盎然的广场文化作为在现代城市广场发
展的新生产物，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成为一种
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它不仅反映着城市社区的
完善程度，也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
满意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和象征。
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热闹的广场也像磁

铁般吸引着在城里的打工者。笔者就此采访了
一位看热闹的务工人员，他嘿嘿地憨笑着，说晚
上没事干，就来这里看热闹。的确，广场文化给
他们提供了一个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也丰富
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正是因为广场舞这种类似
‘原生态’的质朴，拉近了城里人和务工者的距
离，使城市生活充满和谐温馨。”康玉岩如是说。
据了解，广场文化的兴起，不仅减少了社会矛盾

的发生，同时也净化了社会风气。
看热闹的不仅仅有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很

多市民。实际上，人们对于广场有着深深的情
结，搬个小板凳在广场看电影已成了很多 40岁
以上的人心中留恋不已的温馨一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西来认为，广场
文化的发展与中国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他
向笔者介绍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
社会状况越来越接近市民社会。人们对文化的
态度也明显具有崇尚世俗的特点。人们需要的
是一种轻松简单的休闲文化。”

作为新型城市的文化意象，广场文化越来
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在沿着继承、创
新、发展的健康轨道向前迈进的同时，广场文化
将为人们未来的美好生活发挥其他艺术形式所
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北京风景迷人的小月河畔，
总能看到一群扭秧歌的老年人。
不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寒冷冬日，
她们穿红着绿，腰系彩带，那整齐
优美的动作，常常吸引过往人群
驻足观看。

这天笔者观看时，发现一位
满头白发的老大娘颇为引人注
目。也许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她
的动作有些迟缓，在整个秧歌队
伍里显得不那么合拍，但那脸上
的笑却始终灿烂。跳上一段，她提
前歇息下来。笔者见状便上前跟
她攀谈，于是一段采访由此开始。
“我是跟着凑热闹的。”她有

点不好意思。
她叫黄玉兰，今年 81岁，是

这个秧歌队里年纪最大的。“我跳
秧歌的历史比她们都长。”她自豪
地说。

黄玉兰于 1932年出生于江苏苏北的农村，
14岁那年不顾父母反对参加了革命，小小年纪
的她便成为乡里的妇女主任。“参加革命后，我
就组织乡里的妇女扭秧歌。记得有一次新四军
打了一个胜仗，我们在路边扭了好几个小时。印
象最深的是 1947年苏北解放的时候，我们秧歌
队扭了好几天，当时真是太开心了……”

因为秧歌，黄玉兰也结识了她后来的丈
夫———一位英俊的新四军连长。“他看过我扭秧
歌，就注意到了我，后来就托人向我求了亲。”就
这样，秧歌成全了一段姻缘。

新中国成立后，黄玉兰又扭了几年的秧歌，
“当时区里一有活动，我们就得参加。跳了几年
之后就不再跳了”。虽然不跳了，可黄玉兰的心
里却始终念叨着秧歌，有时家里没人时，便系上
红带唱唱扭扭过上一把秧歌瘾。
“文革”流行忠字舞时，黄玉兰被选进她所

在单位的宣传队。“记得那时我们经常下乡演
出，每到一个村，随便找块空地就开始演出了。
那时跳得最多的有《社会主义好》、《东方红》、
《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毛主席语录歌。”说到
这里，黄玉兰轻轻哼起了这首语录歌：“我们共
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黄玉兰的生

活再无“跳舞”二字，她专心于养儿育女，操持家
务。不幸的是，她 55岁那年经历了丧夫之痛。

黄玉兰再次接触秧歌是在 1997年春，那时
她儿子在北京工作，也把已退休的她接来安度
晚年。而当时的北京，许多公园和广场早已出现
一些秧歌的队伍。热闹的锣鼓声，一下子把她带
回到激情的岁月中。于是，闲来无事的她便每天
去附近的小月河畔看人家扭秧歌，时间一久，早
已心痒的她便也加入进去。

从此，无论严寒酷暑，黄玉兰跟着大家勤学
苦练。“参加秧歌队后结识了不少老年朋友，感

觉又找到了新的集体。”那年的 10月，她所在的
秧歌队在海淀区中关村体育场举行的秧歌大赛
上还拿上了名次，这让她感觉到了生活的美好，
令她从丧夫的阴影中彻底走了出来。

2002 年，北京市推广普及新秧歌，结合京
剧锣鼓点、现代流行音乐，自编自创了沙罐秧
歌、激灵圈等七八种舞姿优美、富有时代感的
新秧歌，让黄玉兰的秧歌热情越发高涨。“这新
秧歌比传统秧歌有了创新，有舞蹈动作还配了
音乐，跳着都带劲。”秧歌给黄玉兰带来了健
康、快乐，也让她的晚年生活有滋有味。尽管年
纪再大一些之后，扭秧歌时感觉力不从心，但
黄玉兰还是尽可能每天都去凑凑热闹，活动一
下筋骨。

和黄玉兰一样，很多老年人喜欢秧歌，不仅
在于强身健体、排遣孤独，还在于秧歌与老年人
的情感经历和潜意识相吻合。她们这辈人经历
了大半个世纪的坎坷，年轻时的热情，中年时的
压抑和进入晚年以后的孤独、迷惘，很容易激起
她们对往日纯情的怀旧。这种怀旧既是对时间
的一种感慨，又是对年龄的一种超越。“我扭秧
歌时，仿佛回到了童年。”黄玉兰说。

“秧歌舞起源于几百年前的农村，是乡村
人庆贺节日、喜事的一种活动。而它的兴起则
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给秧歌赋予了一
种政治功能，使它成为军民联系的一个象征。
那时候，哪里有解放军，哪里就有锣鼓声。”
1923 年出生的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贾作
光是位老革命，对秧歌舞怀有深厚的感情，在
谈到秧歌舞的发展和演变时他曾向笔者介绍
说：“到了 50 年代中期，秧歌渐渐被交谊舞以
及‘文革’中的‘忠字舞’所取代。‘文革’结束
后，人们被压抑的审美意识随着精神的解放
而开始复苏。如今，秧歌的兴起和流行首先得
益于我国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社会现
代化的一个标志，是国泰民安、百废俱兴的一
种体现。”

有专家认为，秧歌在城市的火爆仅仅是传
统的民间文化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过程中的回
光返照。更有人预测，秧歌在城市的生命力将会
随着解放前出生的老年人的离去而逐渐减弱。
然而，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感谢秧歌，感谢它
给这批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受过沧桑的
老人们身心上所带来的快乐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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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出自十多位院士之手的逾百幅书画作品，呈现了科
学理性与艺术之美的和谐交融。由中国工程院书画社主办、同济
大学承办，以“科学与艺术”为主题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书画展”，3
月 21日开始在同济大学举行。

此次展出的一百余幅书画作品，涵盖了书法、国画、水彩画、
铅笔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书画作者包括建筑学与城市规划
专家吴良镛、遗传学家李振声、应用地球物理学家何继善、人工
智能及计算机图形专家潘云鹤等十余位院士。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程院书画社社长潘云鹤，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祖翼，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复东、项海帆、
范立础、李同保、王红阳，沪上著名书画家毛国伦，上海书画
院执行院长乐震文等出席展览开幕式。

与会院士还与沪上知名书画家一道挥毫泼墨，联手作画。
周祖翼在讲话中表示，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双翼，

同济大学一直积极致力于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此次一
批著名科学家的书画作品在同济展出，让学子们有机会感受到
这些科学家在追求科学真理的同时，所拥有的深厚的艺术底蕴
和人文情怀。 （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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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打造国学“特区”
“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成立

本报讯 3 月 26 日，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在湖
南大学正式成立。这意味着继清华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
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等之后，我国又拥有了一所设在
高校的国学学术重镇。

据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介绍，新成立的中心将整
合国内外学术研究资源，围绕经学、史学、子学、古典文学、
湖湘文化等内容开展研究和传播，努力将中心建成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的高地，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世界的高端
学术平台，以实现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

记者了解到，中心拟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如面向海内
外学者设立国学研究终身成就奖、国学研究成果奖两大奖
项，在国内外聘请“国学特聘教授”和“国学兼职教授”，以
组建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研究队伍，探索新型文科学术制
度。

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亦表示，该校将在人、财、物方面
予以倾斜，形成有利于中心发展建设的体制机制，打造国学
研究与传播的“特区”。

成立大会上，新时期如何弘扬国学引起了与会专家的
高度关注。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
子今教授认为，今天面对的中国社会、文化与过去有很大的
不同，今日国学研究应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基础上承担起
新的使命。作为该中心的发起人之一，中心指导委员会主
任、湖南省委常委许又声表示，应秉承岳麓书院“经世致用”
的传统，增强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深入挖掘传统国学的当
代价值。

据悉，作为打造高端学术平台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心还
将定期举办岳麓书院讲坛，邀请国际国内顶尖级国学专家
开坛讲学。首期讲坛拟在今年 4 月由著名语言学家、全国人
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开讲。 （成舸 张一弛）

▲如今风行全国的广场舞———佳

木斯“僵尸舞”。

荩以强身健体和自娱自乐为目的
的广场舞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
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