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美林艺术馆馆藏作品澳门迎春

本报讯 （中青）1月23日下午，“新年新
美———韩美林艺术馆馆藏作品展” 在澳门
贺礼陈列馆一楼展厅举行。 由澳门基金会
和韩美林艺术馆联合举办的这场韩美林专

场艺术展览活动， 旨在进一步搭建内地与
澳门文化交流平台，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展
览将举办至2月18日，将展出大师创作的书
法、绘画作品逾百幅，展品全部来自韩美林
艺术馆之北京馆与杭州馆。

韩美林先生的艺术成就跨越多个领

域 ，除绘画外，雕塑 、陶瓷等工艺美术 、设
计、书法均有建树，并在相应的领域独领风
骚。本次展览合作单位韩美林艺术馆，其北
京馆位于北京通州区梨园文化主题公园，
面积近1万平方米，于2008年成立，是北京
通州区政府为了收藏、 陈列韩美林先生于
2006年所捐赠的2000多件珍贵艺术作品而
建； 其杭州馆坐落在西湖边植物园内，于

2005年落成。 南北两馆为艺术爱好者们提
供了参观、交流的文化平台，也展示了韩美
林先生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传
播了他的美学思想。 本次作品展展览时间
为每天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

《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将播

本报讯（记者吴晓东）由上海东方传媒
集团、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及东方
良友影视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
大型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近期将
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作为中国第一部深入探索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以
艺术史为线索， 根据卢浮宫的馆藏分类分
为12集，每集40分钟，分别演绎中亚，埃及，
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洛
可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主题。这是第
一次用中国的眼光、 当代的立场解读卢浮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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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林 蔚

“丹丹体”走红
演员宋丹丹的一

句 “求你了 ”，引发全
民娱乐 ，“丹丹体 ”由
此走红网络。 日前，宋
丹丹在微博上质疑地

产商潘石屹旗下建筑

的风格。“潘总，我就是个演员，没多少钱，
我请你喝拉菲，别再盖楼了，真的，求你
了！” 这条微博被疯狂转发并引来众多评
论，另一位地产大鳄任志强也加入调侃的
行列。最终在网上升级成一场“丹丹体”造
句大赛，网友纷纷以“××，我就是个××，
没多少钱……别再××了， 真的， 求你
了!”的模板造句，调侃各种社会现象。

点评：强烈建议宋丹丹、潘石屹、任
志强此三人上兔年春晚， 喜剧效果绝对
盖过本山大叔。大腕们大款们，我们就是
一普通老百姓，没多少钱买车买房，就想
春晚乐呵一下，真的，求你们了！

史上最温暖图书馆

近日，一条微博在网上热传，称杭州
图书馆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 因此有乞
丐和拾荒者进门阅览。 图书馆对他们唯
一的要求是洗净手再阅读。 有人向馆长
褚树青表示反对，馆长答曰：我无权拒绝
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网
友纷纷称誉杭州图书馆为 “史上最温暖
图书馆”。图书馆方面则低调表示，此项
举措已推行多年，馆长的原话是“如果读
者不愿与乞丐一同阅览， 可以换一个位
置或阅览区域”。杭图称，“公共图书馆本
就应该是这样子”。

点评：旧闻成新闻，还能引发全民热
议，只因现实中很多“常识”被有意无意
地遗忘。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做好本分工
作、“本就应该是这样子” 的事情往往变
得不是这样，“史上最温暖图书馆” 令人
受宠若惊也就不奇怪了。

苏紫紫的“幕后推手”
因“裸模”出名的大学生苏紫紫日前

遭到炒作质疑。有人称，“苏紫紫”从头到
尾都是精心策划的炒作， 其背后有一个
推手团队， 他们特地选择了贫困、 被强
拆、上访等吸引眼球的话题，打造出一个
身世坎坷但自强不息的悲情女生。 此前
引发争议的苏紫紫裸身接受采访亦是炒

作手段之一。学者之间也发生论战，有人
力挺苏紫紫，也有人认为，苏紫紫所谓的
创作不过是低俗的商业娱乐炒作。

点评：苏紫紫的“一脱成名”能获得
网友力挺，是因为一开始就被锁定在“被
强拆家庭出来的贫困生”的感人故事里。
这个标签的力量强大， 将些许微弱质疑
瞬间淹没。问题是，如果我们继续兀自深
刻感动，而苏紫紫越走越偏离，那会是何
等的尴尬？

吸毒还是炒作

歌手谢天笑刚刚获得 “年
度传媒推荐摇滚音乐大奖”，几
天之后就因藏匿不足三克的大

麻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也有人
称，谢天笑藏毒量不大，情节较
轻，很快就能获释。不少人因此
质疑经纪公司炒作， 认为若不

是这些消息，多数人连“摇滚教父”的名
字都没听过。 对此经纪公司给予否认并
同时安慰乐迷，“乐迷和朋友们请不要担
心，感谢大家对谢天笑的关注”。

点评： 虽说摇滚歌手吸毒的消息早
已让人听到麻木。 但出了丑闻至少也要
先低头道歉装装样子吧。 肆意渲染闻所
未闻的“教父”名号，轻描淡写地“安慰”
歌迷，这就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吧，这可真叫我们担心。

2010年全年526部新片， 进入商业院线公映的不足20%， 26部影片卷走总票房的65%

百亿票房骄傲难补中国电影集体体虚
本报记者 吴晓东

不久前结束的2010年中国电影导演协
会年度表彰大会上， 王小帅凭借 《日照重
庆》坐上“年度导演”的宝座，他的对手是以
《唐山大地震》创下了6.73亿国产电影票房
纪录的冯小刚。

在去年戛纳电影节上错失金棕榈，国
内票房也仅有300万元，王小帅的夺冠被媒
体称为“爆冷”并不奇怪，对此连他自己都
连称“意外”。他说，从以往看，中国电影的
评判规则是和票房挂钩的，“我的电影票房
不好，这次却把这个荣誉给我，我很高兴我
的努力没有白费， 导演协会看到了票房之
外的东西。”

26部影片卷走总票房的六成
“万般皆下品，唯有票房高”被誉为整

个2010年中国电影业的写照，“票房之外的
东西”几乎无人关注。“《日照重庆》的叫好，
也仅限于导演们这种专业群体。”著名导演
郑洞天说。

一连串鼓舞人心的数字， 似乎勾勒了
中国电影的 “盛世”：2010年全年故事影片
产量526部， 较2009年的456部增幅达15%，
目前已高踞全球第三，仅次于印度和美国；

全国城市影院总票房101.72亿元， 较2009
年的62.06亿元增长63.9%， 已跻身全球十
大市场。去年年初《阿凡达》票房超过13亿
元，年中《唐山大地震》又以6.73亿元的成
绩刷新国产片票房纪录，而年末的贺岁档，
更是三台大戏你追我赶，在“百亿”赛道上
一路狂奔。甚至有人预言，2011年票房可达
150亿元。

然而，在华丽数据的背后，中国电影的
生态却令人担忧。

据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
年526部新片中，能进入商业院线公映的不
足20%。贺岁档，《非诚勿扰2》、《让子弹飞》
加起来占了目前影院9成以上场次。和一部
大片雄霸银幕一个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大批的低成本、小制作影片沦为“影院一日
游”，甚至连片名都没被观众记清，便惨遭
出局。

去年7月《唐山大地震》上映，为了“避
震” 而在6月扎堆上映的27部电影中，25部
亏损。去年10月也一样，27部中小影片为了
避开贺岁档一拥而至，最终只有一部赚钱。

《2009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曾指
出，目前中国电影产品结构是金字塔形，绝
大部分的中小投资电影成为金字塔的底

部。而根据成熟市场界定，一个电影产业的

健康产品结构应该是纺锤体， 大片小片都
有，而且都有得赚。大片保证行业的稳定，
中小成本电影为行业提供新鲜力量。

相关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国每10万
人拥有的银幕数是0.41块， 与国际平均水
平相差10倍。当舞台资源有限的时候，市场
和人们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为商业大片所

主宰。惨烈竞争之下，直接受到威胁的就是
电影的“多样性基因”。

“赚钱的电影集中在少数的导演、少数
的电影公司、少数的大制作影片上，而不少
中小成本影片、 青年导演则成了市场中的
炮灰。”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一语道破。 整
个2010年， 仅仅26部票房上亿元的大片就
卷走了总票房的65%。 也就是说，“百亿票
房”的辉煌大多数影片根本无法分享，即使
有幸登上大银幕，赚钱的片子也不到20%，
赔本赚吆喝仍旧是绝大多数中小成本影片

的常态。何况，分析表明，百亿票房中，票价
上涨和银幕增加的因素，还至少“贡献”出
10亿。

电影和现实生活渐行渐远

《日照重庆》讲述了一段关于青春和两
代人情感隔阂的纠结故事，投资2000万元，
是第六代导演王小帅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

一部影片。和他以往的《二弟》、《青红》、《左
右》 一样， 都市繁华生活下人们缺失的情
感， 总能通过他表面沉闷却暗藏激流的影
片展现无遗， 但肯掏腰包看他电影的人总
是不多。

即使有范冰冰、 王学圻等大牌撑台，
《日照重庆》也没能幸免上榜近日某商业网
站制作的2010年亏损电影榜单。 在这张榜
单上，张瑜复出大银幕的首部作品《庐山恋
2010》投资1000万元 ，结果票房只有150万
元。而陶红首次担任监制并主演的《米香》
投资500万元，全国票房不到10万元，与焦
恩俊、苗圃主演的《惊情》列亏损电影第一、
二名。

艺术电影的生存困境还在延续。 上海
电影节上获得4项大奖的电影《碧罗雪山》，
因为“钱景”问题无人发行、无法上映；我国
首部采用哈萨克语同期声拍摄的彩色故事

片《永生羊》，眼下正在北京的百老汇艺术
影院公映，而下一步的打算是走海外市场。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难在电影里
找到真实社会的有效的对应， 电影人越来
越迷恋在银幕上制造视觉奇观， 而电影和
现实生活渐行渐远。” 《永生羊》 导演高峰
说， 他们的这部影片和电影市场上的商业
大片是两码事，只想填补一下市场的空白。

“内地电影市场现在只有大片，只有大
牌明星，没有中小片，也没有新人。”UME
院线负责人、 香港资深影人吴思远在香港
电影节上曾直言。

匪夷所思的拳脚功夫， 网络时代的浮
泛爱情，纵情嬉笑的古今闹剧，中国电影对
观众感官享受的体贴已到了无微不至的地

步，但在绝大多数作品中，亲情 、互助 、爱
国、 人本主义等为人类世界广为认同的价
值观却始终缺席， 我们既看不到对中国传
统文化精华的传承， 也看不到对当代中国
人精神世界的认真省察和观照。

冯小刚曾在微博上有这样一段话：“电
影的好坏是没有标准的。 唯一可以被量化
的标准就是票房。票房好=观众认可。这是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

可票房真的可以代表一切吗？

中国电影需要集体“补钙”
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令世界瞩目。《华

尔街日报》近日宣称，中国电影业的增长正
在影响整个亚洲， 将成为超过印度的亚洲
电影制作大国， 而且将当之无愧地成为最
大的电影消费市场。 但国内电影创作类型
单一、文化品格缺失等现象也日益凸显。

2010年，电影跟风盛行。当卡梅隆用12
年时间打造的《阿凡达》票房急速蹿升的时
刻 ，3D电影随之成为中国电影必赶的时

髦。 从以低俗的媚态讨好观众的各类山寨
喜剧，到乐此不疲反复打造的续集、翻拍，
对于商业的惯性依赖、 对于政策扶持的依
赖，让很多中国导演创意不足，缺乏底气。

综观2010年上映的近200部电影中，喜
剧类型片大约占30部， 动作和爱情片大约
占40部。而反映当下现实题材的电影，诸如
《海洋天堂》、《我是植物人》、《我们天上见》
这些具备现实意义、 人文关怀的作品依然
严重缺失。

对此，电影局局长童刚不无担忧地说：
“电影创作不是一次简单的市场行为，每一
部影片都是一次重要的价值输出， 有着独
特的文化贡献。为此，不能单纯地以影片创
作数量为追求，以制片成本大小为标准，以
明星、时尚、猎奇、炒作为包装，以血腥、暴
力、低俗、恶搞为卖点。”

“绝大部分有可能发言有权利发言的
我们，都自觉放弃了通往崇高的道路，而彻
底拥抱了低俗。”导演陆川看完《阿凡达》后
表示：“我们在虚高的票房中裸奔和狂欢的
时候，我们彻底放弃了作为一个电影人，一
个民族精神文化产品创作者应有的操守。”

虽然《阿凡达》给中国电影人集体上了
一课，明白电影不可或缺的关怀和情怀，但
面对现实，所谓电影理想，仍旧抵抗不过钞
票的威力。在“票房痴迷症”流感一样蔓延
的2010年，更多执着于“站着把钱挣了”的
电影人终于改弦易辙， 投身到商业大片的
怀抱之中。

童刚表示，面对百亿票房，中国电影人
必须保持清醒的思考， 电影产业和电影文
化发展过程中还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比
如文化关怀薄弱、价值呈现缺失、审美境界
狭小、现实主义力作缺乏等，特别是立足当
下、肩负责任的现实题材作品仍处于弱势，
满足观众心灵需求、引发情感共鸣、有可能
形成历史文化记忆的作品不多。

显然， 站在100亿元的新起点上，中国
电影还需集体“补钙”。

制作成本高、绘画人才紧缺、市场严重萎缩

连环画会“绝后”吗
本报记者 张黎姣

“1971年，正值‘文革’的非常时期，周
总理提出要重视‘小人书’，并在深夜接见
了我们。”连环画编辑姜维朴难忘那段特殊
时期，他在撰文怀念周总理时，不免想到如
今连环画事业的低潮，“我写着写着， 就抑
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如今，已经85岁高龄
的姜维朴，仍在为选出100部经典连环画作
品走进“农家书屋”和中学图书馆的计划而
工作着：“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能促成这件
事，别成为我的遗憾。”

当几毛钱的小人书以几万的价格被收

藏家拍走； 当书店里整套的小人书动辄百
元的价格让读者望而生畏； 当 《海贼王》、
《火影忍者》 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经典读
物，你是否还能记起连环画《鸡毛信》封面
上，拿着红缨枪的海娃？

“陪伴我长大的小人书，在我家的书柜
里曾经堆积如山，如今所剩无几了。有的是
别人找我大批量地借，借了不还，我不好意
思追讨。后来我离家上班，我妈退休后闲着
没事，拿我的小人书出去练摊儿。”这是作
家蔡小容的小人书的 “履历”， 她很惋惜：
“我自己早年散出去的书还少吗？我在借我
书的人家里看到我的书， 那人说句：‘这书
是你的呢。’我都不拿走，我还能怨谁？”

除了曾是家中的主要藏书， 连环画还
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我是老北京人，
我就觉得连环画好。 甭管是古典题材中反
映出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现代题材中董
存瑞、黄继光身上体现出的革命精神，可以
说，这些决定了我的世界观。”连环画策划

人刘洁之所以能坚守连环画的阵地， 就源
于他对连环画的情感。

究竟为何连环画能如此牵动人心？或
许“60后”李峡可给出答案。在她眼中，《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 中的白骨精都被描绘得
仙女一般， 以至于当看到白骨精被打死的
一幕时，都觉得十分可惜。

所以，经典的故事，线描的绘画手法，
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 是吸引读者的主要
原因。

纵然有许多人对连环画念念不忘，但
连环画的“变质”也让人寒心。

网友“sebaofshanxi3”说：“小时候，连环
画很少。每次庙会时，有人带上百本连环画
席地铺开，周围摆着小马扎，两三分钱就让
人看个够。那是何等的快乐！但是，现在有
人把连环画当做收藏品，真是可惜。书的味
道少了，对品相的评价多了。”

近年来， 连环画收藏热点燃了人们对
连环画的另一种热情，原来十分亲民的“小
人书”，一下成了“高档货”。不仅画家原稿
屡屡拍出高价：2004年，刘继卣的《野猪林》
原稿以20.9万元成交 ，2006年 ， 沈尧伊的
《地球的红飘带》 以1540万元成交，2009年
程十发的《欢迎毛主席》以358.4万元成交，
连市面上出售的旧版连环画也价值不菲。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 一本1960年出版的一
版一印、十品的《三国演义》就能买到近万
元，而1949年一版一印的《摔龙王》，品相好
点儿，也能卖到千元左右。

高价买卖连环画，这其中，有些人是为
了收藏怀旧，还有些人觉得好奇，并认为连
环画能增值，抱有一种投机心理。

“所谓升值，得是市面少见的，才能升
值。 要是现在出版的连环画过两年就能升
值， 就证明它没有能够普及。 如果大家都
有，就不值钱了，也就不拿它当买卖做了。”
刘洁解释说：“认为连环画能升值是一种对
它本身价值的误读。”

尽管有人对连环画收藏表示出不解，
出版人俞晓群却并未表现出太多担忧。“出
版人，首先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连环画作
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 我赞成它在商品
社会里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 不用管读者
的意图如何，只要它被大众认可就好。”

近年来，新出版的连环画愈来愈少，这
也是导致收藏热的一个原因。

刘洁介绍说：“进入90年代之后， 几乎
没有新创作的作品。不仅如此，原来的老版
连环画也多是把名著的精彩篇目摘编出

来，而不是把故事全部画完。像从前的《水
浒传》就只绘出了《拳打镇关西》、《武松打

虎》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目前也就只有
海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名著连环画系

列，画出了足本的故事。”
除了没有新的题材之外， 连环画画家

后继无人也成为连环画发展的一大困扰。
技艺精湛的老画家已不再能提笔作画；还
能画的画家见连环画呈现低迷态势， 转投
其它画种； 年轻画家更是不愿为了不足百
元的稿费，耗费一天时间完成一张连环画。

“现在， 还能画连环画的画家凤毛麟
角，像周申、关庆留、蒲慧华，他们都在凭着
信仰去画。即便是美术学院科班毕业的年轻
人也鲜有能画的。因为连环画画家需要有非
常厚实的文化底蕴，比如画《三国演义》，就
要熟读《三国演义》，并对当时的服饰、兵器、
人文地理各方面都有了解才能画好。”因此，
在刘洁看来，那些画连环画多年的老画家们
真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除此之外， 一些流行漫画对连环画市
场的挤压也不容小觑。

“1994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中，
我在新闻出版界小组会上向一些委员出示

了10多本据说是当时最流行的 ‘新型连环
画’，其中全是暴力、酷刑、裸体的女人、狰
狞的嘴脸，简直不堪入目。跟我们的连环画
没法比。” 姜维朴实在反感当下的漫画，这

也是他在耄耋之年， 依旧在为连环画耕耘
的原因。

目前，连环画面临制作成本高、绘画人
才紧缺、市场萎缩等问题，似已四面楚歌。
尤其当某种艺术形式被冠以 “藏品” 的名
号，似乎也预示着它的泯灭。是否连环画的
黄昏已经来到？

“有很多绘本不断想替代连环画，但是
最后还是没能代替。 这说明连环画不是那
么容易就被泯灭掉的， 它还有它的艺术生
命力。 就像我们一直担心， 京剧可能会断
层，但是当我们在怀疑的时候，它可能又出
现反弹，人们会重新发现它的价值。”俞晓
群坚信连环画的艺术生命力是持久的。

而在刘洁看来，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永
远有市场。“长城、故宫、颐和园建成的年代
如此久远，却永远不缺游客。”为了连环画，
刘洁不怕只剩自己一个人在战斗。 但他也
呼吁社会应像关注动漫产业一样， 给予连
环画更多关注。

对于“关注”一词，姜维朴似乎体会更
深。在接受采访时，他专门拿出几张自己曾
在一些知名报纸刊登的文章的复印样给记

者看，并不断说：“都是头条。”继而他又叹
气，补充道：“去年正是《三毛流浪记》的作
者张乐平诞辰100周年，我想刊登一篇纪念
他的文章，好几家报社都应允了，最后却没
能兑现。 我写得再不好， 张乐平也很重要
啊，而且我的资料翔实，就不能留给他一点
版面吗？”

难道我们真已忘记那个苦乐自知，却
始终乐观的三毛吗？ 难道张乐平真就不重
要吗？

总有一些人生活在春运里
胡印斌

据说， 选择列车出行往往被认为最
有旅行的味道。 空旷的， 抑或拥挤的站
台；悠长的，抑或短促的汽笛；还有身体、
视线与山川大地不离不弃的触摸感，所
有这些因素，与人的渴望逃离、却又不免
回归的冲动结合起来， 自然就形成某种
难以言喻的唯美的乡愁。 无论是离家远
行，还是千里还乡，人在旅途的感觉往往
以其粗粝和坚硬植入意识深处。

不过，忧伤的远行之旅也好，幸福的
还乡之路也罢， 并不包括每年一次的春
运。在中国人的经验世界里，春运意味着
一张买起来太累、用起来太贵的车票；意
味着一个渴望亲近却又恐惧来临的时

段； 意味着一种本来应该欢喜最后却沦
为悲情的情绪。不管是否愿意，每年总有
一些人以最本真的面目、最原初的状态、
最荒诞的行为，生活在春运里。

我已经不再絮叨“一票难求”了。多
少年来，总是执著于同样一种句式，总是
拘泥于同样一种困境， 而没有一点变化
的迹象，说起来，还真是没文化、没意思。
刚刚进入春运的1月20日，我捏着好不容
易排出来的一张车票送人上车，却发现，
那么多的软卧居然空位！而那边厢，打击
票贩子、温暖回家路的口号喊得山响，一
时间，满眼的荒诞和闹剧。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有理性的，他
们不会像“裸奔男”陈伟伟那样，亮着一
身肌肉跑到金华火车西站办公室去表达

“一票难求”。事情闹大了之后，新华网报
道，陈伟伟感到“挺不好意思的，买不到
票也不该这么走极端”。其实，陈伟伟大
可不必急着挽回影响， 围观的人群中，

“人同此心”者不在少数，春运里的中国人，
哪个不是在“裸奔”？

当然，有理性和有耐性是两码事，生活
在春运里和生活在春运新闻里也是两码

事。这两天，因为媒体报道“成都春运第一
天：回家变容易了”，引发网友的如潮感慨，
有网友很精致也很抒情地表示 “我多么想
永远活在春运新闻里”。可见，感知春运新
闻， 永远要比感知火热的春运现实来得轻
松一些。

而难办的是， 总有一些人要生活在春
运里。

比如，那些驱驰着胯下铁骑，穿越迢迢
千里长途返乡的农民工。 其间的典型代表
据说是广西农民工，一俟年关临近，这些工
蜂一样劳碌的打工者就束装出发， 他们裹
着雨衣，三五结组，行色匆匆，一骑绝尘。从
东南沿海的打工地，直奔遥远的家乡而去。
去年，这支据说有13万人的大军，就是以这
样近乎原始的方式完成春运的。今年亦然，
明年呢？

裹挟在“千里走铁骑”队伍里的，还有
一位重庆黔江的年轻母亲。 这个在浙江温
州打工的辣妹，因为思念留守在家的儿子，
在经历了票价高昂等挫折之后，情急之下，
昼夜兼程驱车4000里返回家乡 。“摩托妈
妈” 的个体壮举以及这一事件所蕴含的亲
情，成为这个冬季、这个春运季一抹温暖的
色彩。也感动，也温暖，也触动，也伤情。

春运的大迁徙中，我们固然无须过度溢
美这些“千里走铁骑”的农民工，不必过度渲
染其中的悲情色彩。只是，不渲染并不意味
着农民工的行为就不悲情，不溢美也不意味
着“千里走铁骑”本身不美。这些年来，相当
数量的底层民众开始以原始的方式返乡，这
样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自力救济，以个体所

能做到的方式完成个体的春运；也可以说
是一种无奈之举， 如果不做这样的选择，
则家可能永远都在千里之外。 一方面，我
们拥有世界上最快的高铁， 另一方面，相
当一部分底层民众不得不借助简陋摩托

甚至徒步返乡。一个正常的社会，至少应
该对此作出正常的反应。 我们不应该听
任社会成员在使用公共产品上的分化不

断扩大。有分化，则必然加剧一些人群的
边缘化，并最终导致社会的断裂。

其实，笼罩在春运上面的，也并非全
是团团是非、无限悲情。对于传统的中国
人而言，春运同样还意味着温暖和温情。
很多外国人目睹了春运盛况之后， 惊叹
于普通中国人的忍耐力，殊不知，正是因
为有回家的渴望，有平安的诉求，才能够
在这么多年来让中国人一直在环境恶劣

的春运大潮中浮沉，甘苦自知。
也因此， 对此负有责任的官员们没

有理由继续听任春运继续恶劣下去。那
些漫长的等待、 拥挤的人流、 污浊的空
气，乃至灰色的“春运食物链”，不应该继
续持续下去了。民众的耐性和自力救济，
不是管理者宽纵自己的理由。 这个国家
的每一个公民，无论身份高低贵贱，无论
地处东西南北，都应该以一种更体面、更
有尊严的方式自由游走在山川大地。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称，
春运开始， 在浙江宁波北仑的火车票代
售点， 一位64岁的老人陈阿姨连夜熬制
百斤热粥， 免费发放给在雨雪中彻夜排
队的返乡农民工……陈阿姨能够做的，
大概也只能是尽一己之力， 为农民工兄
弟端上一碗热粥。 那些权力和责任更大
一些的人，难道不更该多做少说，尽一己
之责，照亮众人回家的路吗？

1 月 19 日 ，
2011全国春运正式
拉开帷幕。 乘客在铁
路上海站春运售票大

卖场连夜排队购买车

票时的眼神。
钮一新/CFP

百个非遗项目还春节年味儿

本报讯（记者王晶晶）今年春节，陕
西省黄陵县69岁的王民政打算做些兔子
面塑，送给家里的娃娃们玩。如今，这些
面兔子提前摆在了北京金源新燕莎mall
的大厅里。1月20日至25日期间，“我们的
节日———百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迎春展示活动” 在北京市百货
大楼等大型商场进行。 此次活动选调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100个与
民众年节文化密切相关的项目， 如河北
蔚县剪纸，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北京彩
灯，山西闻喜花馍等，为久居城市里的人
们提前送来了传统“年味儿”。

黄陵面花是流行于陕西黄陵的传统

食用塑作艺术， 人们习惯用面塑的各种
动物、花卉来代替祭典用的三牲。陕西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民政

说，如今这一习俗依然保留着，每年7月
到12月， 他就要开始准备下一年的面花
产品了， 这些订单主要来自西安和延安
等地。

在传统节俗被逐渐淡化的现代化进

程中， 保持和发挥春节等众多传统节日
的地位和作用， 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内
容之一。曾有专家指出，对非遗项目进行
生产性方式保护， 可以通过激活民俗的
方式实现， 如过节时老百姓自发制作面
花、贴年画，通过对这些传统技艺的继续
使用，保护它们的生态环境。

麻辣一周

批评

你的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