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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应有一定的文化品位
夕 君

用文明旅游托起公共生活的“质地”
佘宗明

一线评论

建于某 5A 级旅游景区里的一座

“农民公园”，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

长假火了一把。

这座“农民公园”内竖立着一座

碑，上书“世界第一农民公园”，其特色

是将世界各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先“缩

小”、再“移植”，游客可以在这里看到

“苏州园林”“美国大峡谷”等，此外还

有十二生肖岛等景点和各类动物。

某媒体近日发布赴该公园游览体

验的视频，视频显示，公园内的“法式

购物中心”卖的是凉皮炒面，“美国大

峡谷”中暗藏着一座“恐怖屋”，“宙斯

神庙”前唯一的文艺表演是“美女吞

蛇”，十二生肖岛

的“蛇岛”上并没

有蛇而是养着驴，挂着“灰鹭”指示牌

的笼子中散养着许多只鸡，工作人员

解释说，原本这里是有灰鹭的，后来没

看住，飞走了。

这样一座“公园”，竟给人一种五

味杂陈、哭笑不得之感。

将“天下美景”集于一处，似乎是

中国人其来有自的一项喜好，无论实

际操作的成果是精致还是粗糙，背后

总有些共同的文化心理在。山寨或言

戏仿几处世界知名景观，令其带上强

烈的本土气息，也是不同文化碰撞、交

融时（尤其是初期）十分常见的情况，

无可厚非。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观照，

解读出几分解构与嘲弄的意味来，也

未可知。

然而，这种对世界风光的集中展

示，这种解构或嘲弄必须保持在合适

的尺度和范围之内，否则就会给人以

挂羊头卖狗肉、煮鹤焚琴之感，显示

出旅游景区较为低下甚至低俗的文化

品位。

游客外出旅游，总是希望从日常

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从陌生之地的

自然、人文中感受不同的文化，打开眼

界、获得放松、享受审美，最好能够有

所收获和回味。人工“微缩、移植”而

来的建筑物，以及嫁接于其上的不伦

不类的各种物什，显然无法达到这一

效果，甚至令人不快。“蛇岛”上只有

驴、“羊岛”上只有鹿等情况则会让人

产生被误导、欺骗的感觉。再加上灰

鹭没看住、飞走了，用其笼子养鸡等问

题，充分显示出该景区运营管理之疏

忽错漏，经营态度之草率敷衍，甚至触

碰了诚信底线，当地某些部门，恐怕也

有疏于监督管理之嫌。

旅游景区应当百花齐放，大漠孤

烟、小桥流水都是风景，皇家庭院、农

舍风情都可欣赏，但是不论何种类型、

何种风格，旅游景区应当坚守基本的文

化品位，符合基本的运营规范。国家有

关部门对旅游景区级别的评估、认定起

到了明显的示范、引领作用，对已经确

立为某一级别的旅游景区时常敲一敲

警钟，加强一些实时监督反馈，如果出

现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况，就采取相应的

措施，也是必要的。

“五一”假期已过，复盘小长假里

的不文明旅游行为，也成了媒体的“保

留节目”。虽然很多人出游都带上了

“文明行囊”，可诸如攀爬雕像折花枝、

摇树拍照、乱扔烟头、踩踏草坪之类的

乱象依旧频现。

性质最为恶劣的，大概要数“越野

车队碾压四川甘孜州‘格聂之眼’植

被”。因其纯净和神圣感，“格聂之眼”

被不少人称为“通往天堂的眼睛”，可

就在日前，该越野车队将“格聂之眼”

轧出“黑眼圈”，而被压坏的植被恢复

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同样让人扼腕的，还有几天前的

“游客 30 秒砸断数百万年才形成的

钟乳石”事件。这些乱象勾绘出的，

是 现 实 中 坑 洼 不 平 的 道 德 地 貌 ：虽

然 在 文 明 理 念 的 濡 染 下 ，整 个 社 会

的“文明水位”有了明显提升，但仍

有少数人缺乏公共意识和文明出游

意识。

在网上，有人总结出了不文明旅

游的几种类型：随意攀爬型，乱刻乱

画型，乱扔垃圾型，不文明合影型。

这 些 素 质 欠 奉 行 为 的 存 在 与 频 现 ，

是部分国民精神文化层次与经济实

力 出 现 断 层 的 表 征 ，也 表 明 淬 炼 国

民文明出行习惯依旧“道阻且长”。

但就算是“道阻且长”，终究会“行

则将至”。涵养公共文明、消除旅游陋

习，固然非一日之功，但不必小觑“积

跬步”的价值，也要相信细水长流的力

量。正所谓“礼本非一时一事而成，积

久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很

多文明观念的养成，也是渐进之果，而

非速成之效。

而要将文明理念植入人们的价值

认同中，关键还得将其“内化于心”，这

样才能“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题

中之意就是个体自律，“外化于行”的

要义则是自觉践行。

公众旅游的基本目的，通常是图

个轻松自在，但自由自在不等于任性

妄为。正如有些人说的，“自律者方得

自由”，多些克制与自制，多以规则意

识牵引自身行为，才能获得更好的精

神体验。

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都该意识

到，自己就是国民形象的代言人，我们

的言行举止也是丈量社会文明高度的

微观尺度。在文明旅游的要求面前，

我们没有谢绝的余地。

揆诸现实，尽管“乱刻乱画没素

养，随意攀爬不文明”已成共识，但习

以为常的无意识加上破窗效应的“负

向激励”，让很多人轻易挣脱了自律

之锁。而旅游作为参与门槛极低的

社会性活动，也难免成为各色人等素

质层次的检验场，那些文明新风会在

旅游场域得到呈现，有些人德行的匮

乏也会在旅游市场有所投射。

在 此 情 况 下 ，文 明 观 念 的 熏 陶

外，制度与法规的“助攻”也不可或

缺。无论是 2013 年 10 月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还是 2015 年

4 月起施行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暂行办法》，都是制度性的纠偏

之力。很多地方也采取了各种举措，

如设旅游警察，完善信用机制，设立

不文明旅游举报热线和信箱，也强化

了对不文明旅游行为的约束。

也只有依托法治和公共规则，将

所有人的旅游行为收束到“文明”轨道

内，文明旅游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景美与

人美“美美与共”才不会是奢侈景象。

当此之时，同时摁下“自律”和“他

律”的文明培育按钮，让文明理念在民

众脑海中嵌入得更深，旅游社会的图

景势必会更美好，我们的公共生活也

会更有质地。

作 家 与 文 学 太 需 要 一 个 像“ 护

士节”“教师节”那样的节日了。文学

需要民众的土壤为之滋补，作家的灵

魂需在社会的舞台上高蹈，作家的情

感更需要生活的蜜饯。

有人说现代化的都市不需要作

家，可文学却从来没有背叛过生活，

都 市 只 要 还 过 着 人 的 生 活 ，你 就 无

法摆脱文学。文学只是想告诉更多

的人，大家在肉身疲惫之后，转身享

受一下文学之美，用你的心灵过滤一

下生活，你才能吧嗒出生活中就盐的

滋味。

文学不是让人们向往虚构，作家

也不是让大众舍弃财富，文学只是不

想让人们的欲火太盛，作家只是让更

多的人也能在傍晚的时光用文学的

心 态 去 看 看 树 木 花 草 ，听 听 涛 声 拍

岸 ，让 忘 记 时 间 成 为 一 种 自 觉 的 高

贵，让一颗忙碌的心就此归隐。我们

不妨假装一会儿懒惰，我们自觉地选

择几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没用

的文学就有这个用处。

没用的文学生活状态却有优雅的

人生格调，因为文学有梦。高速、奢

华、纷繁、喧嚣的都市已经让人们的灵

魂疲惫，呼唤文学的回归迟早会成为

更多人生活的目标。

放缓我们前行的脚步，为奔波之路

点上一个休止符。停顿是美，停顿是

诗，停顿是国画中的留白。农民你就走

出田野，渔民就把船儿开回港湾，老板

们放下几天的生意，不该我们奔波、不

该我们干的事情在人生之中太多了，可

人们却不知道。人们常说：能今天做好

的事情，绝不拖到明天。作家吴亮也有

名言：“凡是能拖到明天做的事情，今天

就不要去干”。

大家以文学的名义举行一次精神

的盛宴吧！灵魂也需要聚会。交流阅

读文学的感悟，畅谈虚构的快乐，展望

未来的美好……

如今的文学，已走进多元化的时

代，它虽然没有繁花似锦，但也绝不会

凋敝衰败。文学是能潜入有灵性人内

心的，在不同的场合贴着不同的标签，

成为可以多元选择的生活方式。在这

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谁也无法做到让

全民族每一个人都去背诗写诗去热爱

文学，但有梦想的人心中的文学情结就

是一座活着的火山。

如果作家有了节日，文学就容易发

酵。节日能让爱好文学的人们回归到享

受精神欢愉的生活方式之中。节日能给

作家传递的温暖，作家就能以自己激情

之火去燎原大众的情感。中国人即便不

写诗的人也是诗人，就连一个姓氏的排

名，国人都把它诗化、韵化成“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中国人是活在亲情与人情中的，文

学就是“人学”。这个世界无论哪个国

家的文学消失，我们的文学也不会，文

学是民族精神中永存的根脉，当下的文

学由一度的“庙堂之高”，回到了民间的

江湖，而文学总会在自己的土壤里长出

属于它的花花草草。

当文学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读者和作家都可以选择的时候，文学才

算找到了它的根。但愿每个人心里都

有一间房子，里

面装颗自由畅

想的心。

传统工艺是产生于民间的

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这几年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各地都注

重利用城乡的传统工艺资源，

以产业振兴来实现贫困地区民

众增收致富。但在此期间也出

现了一些走弯路的情况，具体

表现在部分地区过于看重传统

工艺带来的短期效益，没有长

远的发展规划，导致一些项目

始终无法扩大规模，无法向产

业链上游迈进。

以华北某乡镇为例。该镇以木

梳制作技艺而闻名，木梳产量在

全国市场所占份额较大。既然产

业红红火火，当地加工户的收入

应该很高，事实却不然。镇上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镇的木梳

产量虽然高，销售价格却提不上

去，主要原因是加工户之间过度

竞争，没有合力打造出品牌。工

艺差不多的一把木梳，国内一些

知名品牌能卖到一二百元，该镇

的出货价却只有一二十元。

上述乡镇遇到的困境，放眼

全国比比皆是。很多地方的传

统工艺优势明显，却并未给当地

带来应有的收益。细想起来，原

因不外乎 3 点：一是品牌影响力

不够，二是工艺的创新性不足，

三是缺乏营销能力与平台。这

样一来，部分地区看似资源丰

富，实则出现了“抱着金饭碗讨

饭吃”的情况。

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对症

下药，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首先，要强化对传统工艺传

承人、匠人及相关产业人员的培

训，开阔他们的眼界，提高创新

能力。很多传统工艺的从业人

员，基本功扎实，原原本本学到

了老辈人的手艺，但发展的能力

还不够。要加强科研院所、高校

与基层单位的对接，通过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的授课培训，让从

业人员了解工艺蕴含的独特价

值和开发潜力。

其次，要制定工艺传承发展

规划。一些地方只看到了短期

内工艺带来的收益，却忽略了商

标保护、品牌打造等关键问题，

为 工 艺 今 后 的 发 展 埋 下 了 隐

患。因此，当地党委政府要牵头

或委托专业机构，着手起草符合

本地实际的工艺发展规划。要

发挥行业协会等平台的优势，抱

团闯市场，避免单干、蛮干乃至

恶性竞争，从而从产业链的下游

向上游迈进，提高产品附加值。

生活需要文学蜜饯一下
阮 直

5月 6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

布消息，某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该官员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的细节，笔者并不了解，但

该官员此前在报纸上发表过的

一个观点，此时倒是被很多媒体

又重新翻了出来。他在媒体上

公开声称“人人有房产可能是雷

区”，“很多大喊着买不起房的

人，却压根就不该买房。”作为

当时从事住建委工作的官员，不

是为百姓买不起房操心，却发表

如此“个人言论”，真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

另外，据公开资料显示，该

官员除了行政职务，还有另一重

身份，是“知名词作者”。据说他

曾为多位著名歌手演唱的歌曲创

作过歌词。笔者用该官员的名字

在网上搜索其创作的歌曲，意外

发现一个三、四年前北京某大学

正式发布校歌的新闻。

为迎接 60周年校庆，该校启

动了校歌创作等一系列文化建

设工作。为了创作出一首充分

体现校训和校园文化的校歌，学

校的有关部门了解了师生们对

校歌的创作意见，还调研了海内

外近 60所高校的校歌，并在调研

中特别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 高 校 的 校 歌 进 行 了 重 点 分

析。经过校歌词曲征集，来自校

内师生和社会各界的 303件作品

进入初审，最终确定了知名词作

者某某某的作品作为歌词，随后

邀请一位著名作曲家谱写歌曲，

并请一个著名的合唱组合来演

唱。为校歌创作歌词的“知名词

作者”与此次落马的官员同名，

未经考证，不知二者是否是同一

个人。但是出于一位职业编辑

的工作习惯，仔细阅读该校歌的

歌词，我却还是想陈述一些不同

看法。

“一树的阳光，温暖着学子的寒

窗，一地的花香，桃李的芬芳……”

这样的歌词，是值得斟酌的。比

如寒窗指冬日寒冷的窗前，用来

比喻艰苦的学习环境。而把今

天该学校花香鸟语、阳光灿烂的

就学环境说成是寒窗，是值得商

榷的——这块热土上理应演绎

激情飞扬的青春故事，绽放美丽

芬芳的青春年华，回荡昂扬奋进

的时代旋律。古人用滥了的“寒

窗”这样一个往日的词汇，是不

足以展现今日菁菁校园里的莘

莘 学 子 朝 气 蓬 勃 的 精 神 风 貌

的。另外，桃李虽然不是高大

挺拔的树种，但是并不是低矮

的草木或者灌木，直接把桃李

的芬芳说成是“一地”花香，其

实也不是太准确。不过比较而

言，这首校歌歌词中最让人觉

得费解的，还是后面这样几句

话 ：“ 上 求 政 美 ，物 丰 国 力 强 。

下求苍生，不息乾坤朗。”佶屈

聱牙的句子就不理论了，而把

“ 政 美 ”放 在“ 苍 生 ”之 上 的 理

念，却是连孟子的“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都不如，

而和“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

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东

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

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

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这

样奋发昂扬的时代精神，更是差

之远矣。

谁把百姓放在心“上”、谁以

人民为中心、谁真正关心民间疾

苦世上疮痍，谁就能够真正得到

百姓们的支持。而谁习惯于用

居高临下的眼光来俯视天下苍

生，谁就有可能栽跟头。

五月，阳光灿烂，百花盛开，微

风拂面。在这灿烂的季节里，我们

即将再一次迎来充满温情的“母

亲节”。母亲，是神圣而纯洁的字

眼，母爱，是深沉而厚重的情感。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忠孝礼

义”的传统，尊重母亲，孝顺母亲

早就有礼有节。无论是二十四

孝中后汉包文芳，为救母亲，不

怕万险，给后人留下千古佳话：

“重重危难益坚忍，孝更绝伦足

可矜”。还是亲尝汤药的仁孝闻

天下的刘恒，作为一国之君，母

后三载病，却是汤药必先尝，树

立起了孝顺母亲的榜样。

现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社交

网络上表达对母亲的赞美、感激

和愧疚之情，但因这些文字不一

定会被母亲看到，或者并没有更

多具体的行动，结果成了某种意

义上的“作秀”。事实上，除了一

天的集中抒情，母亲更需要的是

日 常 的 陪 伴 、聆 听 、体 贴 和 帮

助。到养老院、农村、小区去看

看，有多少母亲形影孤单，有多

少母亲生活拮据，有多少母亲精

神落寞。比起在社交网络发些

催泪的言语，多给她打个电话，

多陪陪她，或许更能让母亲感受

到 具 体 的

幸福。

传统工艺振兴要算长远账
苏 锐

请把人民放在心“上”
巴灵一

别让爱母亲成了“作秀”
时习之

家人不少，时候还早。爷爷他看

手机皱眉烦恼，妈妈她看手机忘了唠

叨。爸爸他看手机开心偷乐，妞妞她

坐一边独自无聊。［过尧民歌］手机里

莫不是住了什么妖？大人们莫不是

中了什么招？家中安静得像空巢，偶

尔听谁叫声高。无聊！老师在多好，

都给没收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