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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里看风景
史中兴

    微信群遍地开花，各色人等一
机在手，不少时间是花在看微信上
头,有的看后觉得浪费了时间，可是
什么事一旦上了瘾，就放不下手了。

群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也
是展现不同观点、喜好的展台，群越
大，人越杂，形形色色信息也越多，
众说纷纭，既扩大群友的视野，丰富
群友见闻，也带来思想迷乱、是非不
明、香臭不分。由于内容原创的少，
转发的多，跟着起哄的也多。一旦转
帖被证明是错误的，转者有引为教
训的，也有依然故我的。好的群，不
是各说各的，而是互有提醒。对观点
偏颇的提出质疑，不是讨伐，是一种
善意的提醒。传来的是谣言，或者是
假冒名人权威某某之口发出的不实
之词，目光敏锐者一眼就识别出来，
这不是某某说的，是瞎编的，使轻信
者避免上当。直抒己见者，遇到不同
观点，即使见解不一，也能和风细

雨，平心静气地讨论。双方都心情舒
畅，没有任何压力。扩大知识面的有
价值的帖子，大家也不吝热情点赞。
这样的群，生态良好，而且生动活
泼，时有音乐、舞蹈、绘画、海外风光
的精品推出，丰富了群友的精神文
化生活，自然受到众多群友欢迎，相
互学习，相互启发。即便是这样的
群，也是兴趣多样，各取所需，不是
有帖必读必转。有的一看到底，有的
见题即删。人的时间毕竟有限，工
作、学习、生活等，都花在看帖上，别
的啥事也别干了。即使是离退休老
人，也不能终日握着手机看微信。看
点书，看看报，隔三岔五，跟亲友通
通电话，总是该有的吧。

不同的群，风
景也大不相同。有
的是赞歌一片，明
明是高级黑低级红，
也一本正经，煞有介
事，一听不同声音，就群起而攻之戾
气弥漫。发帖的人就那么几个，多数
人沉默无言，变成死水一潭。有的是
营垒分明，争吵不休，让人心烦、压
抑。对此兴味索然的群友于是宣布，
此群不宜居，退群，压抑心情得到释
放。还有一种群风清气正，是非分
明，胡言乱语者遭到坚决抵制。

有一种人，不参加任何一个群，
只跟个人建立微信联系，这有偏听
偏信之嫌。这些人，职业岗位不同，
有在职的，有离退休的，经历不同，
思想倾向不同，传来的是不同的信
息，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信谁？有头
脑的人经过比较分析，是会作出自
己正确判断的。

营造未来
潘 真

    当“申都”选择一所小学作为
形象代言的时候，我想，这家年轻
的设计公司是在营造未来。
深圳福田，蓝天白云之下，红

岭实验小学横空出世。
就在 2019年秋天，一年级新

生潮水般涌入，清澈的眸子闪过惊
喜———比幼儿园好看、好玩的小
学！朵朵小浪花，飞溅起欢声笑语。
新校园，依安托山起伏的地

貌而建，仅一幢楼。在深圳，有没
有类似“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俗
语？孩子们进入的，真是一个有限
空间里的无限世界啊！
寸土寸金、夏季炎热，是先天

不足么？年轻的设计师，以作品回
答：No！

所有空间，立体的、复合的，
被灵活、高
效地利用。

教室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创新教
学模式下，课桌椅按主题散状分
布，宛如思维发散；合班教学模
式下，两个教室间的隔断被打
开，宛如思路拓展⋯⋯互动式、混
合式的教学，使学习过程变得生
动、多元、开放。教
学空间与半地下的
艺术、体育空间（游
泳池、篮球场、网
球场）有机交融，
更有半敞开起伏的运动公园⋯⋯

顺应亚热带海滨城市的气
候，教学楼层水平板错动，遮蔽烈
日、自然通风；建筑的色调协和而
恬静，走廊宽绰而通透，隐隐导出
丝丝凉意；多层次的绿色景观及
内庭院外立面攀爬植物，错落有
致，构建起全绿色环境⋯⋯
这样的中国校园，我们何曾

见识过？更别提使用了。欣赏着赞
叹着一幅幅建筑美图，我想起古
今西哲关于教育的名言，诸如
让-雅克·卢梭的“学生看不到教
育的发生，教育却实实在在影响
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

潜能，这才是天底
下最好的教育”，约
翰·杜威的“教育即
生长”，卡尔·西奥
多·雅斯贝尔斯的

“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是啊，教育的本义，并非国
人很久以来误以为的，灌输知
识、培训技艺，而是呵护孩子的
天性、鼓励孩子的好奇心、培育
孩子与生俱来的能力、塑造孩子
自由的灵魂，最终为社会输送身

心健康、
精神独
立的真正的人。
然而，以往千楼一面、缺乏美

感和想象力的校园，怎么可能提
供面向未来的优质教育呢？相反，
不良环境的熏陶或暗示，易使人产
生压迫感，长此以往，便抑制生长。

羡慕红岭实验小学的孩子
们，能在如此丰富、有趣、灵动、梦
幻的校园里学习、成长！开放的教
室连通着大自然，校园里每一寸
空间都是潜在的课堂，蓝天、大地
也拿来当教科书念。一年年置身
其间，主动学习的兴趣不断被激
发，生命的多样性不断被彰
显———每一棵树都是那么的独
特，每一朵云都是那么的轻盈，每
一个灵魂都是那么的丰沛。
我看见未来⋯⋯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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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的美，美在天蓝、
水绿，美在雪山、冰川；更
美在那些充满青春活力、
淳朴善良的姑娘小伙们！
去年五月底，我们住

入拉萨一家主题酒店，服
务员都是藏族姑娘。酒店
硬件条件一流，电视机是
新产品。我们一时不会操
作，打电话请服务
员来教一下。很快，
传来轻轻的敲门
声。打开房门，见到
一位藏族姑娘含笑
轻轻地用汉语说
道：“打扰了。我是
这里的服务员，我
是来为你们打开电
视机的。现在可以
进来吗？”
这是一位举止

大方、训练有素的
服务员。她进来后，
拿起遥控器三下两
下就打开了电视
机；然后耐心地教会了我
们，看到我们掌握了要领
才离开。
晚上，我们想到布达

拉宫广场欣赏夜景。但不
知坐什么车去妥当。就又
去请教这位藏族姑
娘。她听了，马上热
情地告诉我们说，
这里到布达拉宫广
场不远，乘出租车
最方便。出了酒店大门在
路边稍等一会儿就有出租
车来。她边说边送我们出
了酒店大门后，还很关心
地告诉我们，从这里到布

达拉宫广场，坐出租车只
需要 15元。回酒店的车钱
也一样。千万不要给多了！

同行的老张夸奖她：
“你的服务真好，很贴心
哦！”姑娘笑笑说：“这是我
应该做的。”
是呀！“这是我应该做

的。”话语简单，却透出了
这位姑娘的朴实善
良、为游客着想的
优良品质。

两天后，我们
来到海拔 5000 多
米高的羊卓雍措湖
畔，放眼望去，那湖
水在阳光的照射
下，犹如一颗碧绿
璀璨的绿宝石，光
芒四射！一下迷住
了阿拉这些上海
人。再看远处的雪
山峰顶，在阳光映
照下，发出一片银
色的光芒，与碧绿

的湖水，交相辉映，真是美
极了！
这时，忽然有人呼唤

大家到湖畔去与藏獒合
影。
我们趋前一看，只见
有几个藏族小伙，
将自己驯养的一两
条藏獒，蹲在各自
搭建的简易木板架
上，招揽游客爬到

木板架上，与藏獒一起拍
照，每次 10元。
有个“老爷叔”对小伙

说：“我刚才已到木架上与
藏獒合影了，现在我想站

在木架下面与藏獒再合
个影，行吗？”小伙说：“可
以。”这个“老爷叔”走到
木架前与藏獒又合了一
张影后，拿出 10元钱给小
伙。这位藏族小伙却微笑
着摇摇头说，站在木架下
面拍照不收钱。这让大家
有点意外。小伙见大家不
解，就笑着解释说，刚刚
你爬到木架子上拍照已
收过钱了，现在在下面拍
照就不用收钱了。

大家听了，都好像受
到了震动！有人发出疑
问：这世上哪有有钱不赚
的？也有人称赞小伙是
“做生意不贪”。我倒觉
得，这位藏族小伙的心地
淳朴善良，就像羊卓雍措
的湖水那样清亮纯净！

我们是乘坐列车穿
过青藏高原，越过唐古拉
山，观赏着可可西里美景
后离开西藏的。我们到西
宁后马上换乘了直达上海
的列车。

我发现有一间空车
厢。午餐后，我就到这空
车厢里看书。我正看得入
神，突然，一群藏族姑娘
和一个藏族小伙嘻嘻哈
哈地涌进了这节车厢里。
我正想和他们打招呼，小
伙却先开了腔说：“叔叔，
您好！我们见这节车厢没
有旅客，就想在这里休息
一下，行吗？”我连忙说：
“好呀，好呀！我也是在这
里休息的。请进来一起坐，
一起聊聊。”
“同学？你们这是到哪

里去上学啊？”我问道。
小伙回答说，他们是

在江苏徐州一所师范学校
念书的学生。已念了三年，
今年毕业。上半年回西藏
实习，现在是返回学校参
加毕业典礼的。

我说，你们很了不起
呀！汉语说得这么好！在学
校学了不少知识吧！
“是的。”小伙很健谈，

见我夸他汉语说得好，就
更起劲了。他告诉我，三年
里，他们学了数理化，学汉
语，学英语，还学了唱歌、
画画和互联网，更重要的
是学习了怎样当老师。

当他说到互联网时，
我这才注意到，这些藏族
学生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
一个手机。他们不时地拍
照片，发信息，哼着歌，相
互观看手机里的照片，不

时地引发出一阵阵的欢笑
声⋯⋯我感慨道，年轻真
好！哪里有年轻人，哪里就
会有欢笑！
我问他们，毕业后回

西藏最想做什么工作？小
伙说，我最想做老师。我
问，为什么？
小伙说，因为我家住

在阿里地区，自然环境差，
生活困难，我的父母都不
识字。所以，我想回去当老
师，教阿里的藏族孩子们
读书识字，将他们培养成
材，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问他，你的同学们

跟你的想法一样吗？他转
头朝女同学们看了一眼
说，她们和我的想法一样。
姑娘们听了，都乐了。

我正想告诉他们，他
们选择的是一个伟大的职
业时，有个藏族小伙在门
口招呼大家去另一节车厢
开会。于是，这群姑娘小伙
马上站起身来，向我告辞，
然后就说说笑笑地走了。

看着他们青春的身
影，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
我觉得，有了他们，西藏的
明天一定更美好！

小调匙
魏鸣放

    人，也会与物恋爱。
比如，一件极小的器具。

又比如，一只银亮的
调匙，不锈钢制品。一杆
细长，如笔，连着一个小
圆。圆中，一个微微的浅凹，聚集了天下最小的池塘。

小小钢匙，一片银亮，一道寒光，恍若一把锋利的
匕首。但它有着仁厚的圆弧。大的圆和小的圆，都是美
和善的丰满。白瓷的白，是另一种亮。
丁丁，这是调匙与瓷杯的美音。
晨起，举起一只金属的凉，搅动一握杯中的热。
晚上，一不小心，你会让跷起的小指，风勾月引，美

似兰花。轻轻搅动，在杯中画出一个个圆，圈住了天上
的月亮和星星。
一只银亮，在白瓷托盘之上。
一切，回到等待。

“一
根
筋
”导
演

瞿
新
华

    我认识上影厂的一位中年导演，他叫田铮铮。初次
见面，映入眼帘的是一颗锃亮的光头和一双大而有神
的眼睛；除了这两个外在标志性的特征外，还有一开口
便是略带沙哑却始终保持亢奋声调的话语，我很容易
记住了这个人。慢慢接触中，他在做事上“一根筋”的执
著精神更成了他的内在标志。
田导做过副导演，演过戏，后来又独立拍过戏。两

年前，上海曌盈影视公司成立，他被任命为总经理。公
司第一部剧做什么呢？他想到了中华成
语，随便翻开一本最普通的成语词典，洋
洋洒洒便是五六千条，其中不乏耳熟能
详的经典成语。成语是中华优秀文化的
一个瑰宝，是无可置疑的一个熠熠生辉
的文化遗产。作为精神食粮，它滋养了一
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中华成语作为一
个巨大的文化和知识的宝库，能不能再
进行新的开发呢？而影视的手段对进一
步开发又有什么可能的作为呢？

田导带领公司团队开始了调研，发
现全国打成语开发这个念头的人还真大有人在，如北
京某影视公司拍的《中国成语故事》，摄制单位甚至名
正言顺地将“成语故事”注册成了公司名，还有广东某
影视公司拍的《成语故事》等，英雄所见略同。
他发现，已拍成的成语故事，基本以古装剧的样式

包装，即以古人演古人的故事，这种表述方式的最大缺
陷是跳不出原有成语约定俗成的窠臼，缺少新意，有新
瓶装陈酒的嫌疑，因而很难唤起现代观众的观赏兴趣。
田导进而意识到，置于一个多元化的当代信息社

会，中华成语如果仍然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来传承的
话，很可能在青少年中间产生一个接受上的“断裂带”。
事实证明，现在的青少年接受成语的教诲，在一定程度
上是被动的、机械的，缺少主动接受的情感动因和需求
意识。所以，对中华成语的传承和普及，必须与创新发
展结合起来，要注入当代语汇，创造出成语新故事。
成语新故事的具体呈现是什么呢？田导开始了日

思夜想。一次，他在小区的大门口偶尔听到了一对父女
的对话，六七岁模样的女儿对父亲说：“爸爸，明天的家
长会你要穿得漂漂亮亮的，记得哦。”爸爸问：“家长会
又不是时装表演会，为什么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女儿答：“穿得不好会被人看不起的，反正我们同学都
这么认为的。”爸爸一时无言以对，满脸是茫然和无奈。
正是这次无心的围观，让田导的脑海中突然跳出

“以貌取人”的成语。他灵光一闪：何不以现实的小故事
来演绎古代的成语？这既接地气，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继而又进一步想到：何不干脆以青少年为主要对
象，把他们成长中的现实小故事结合成语来加以展现？
中国的青少年人口有四亿多，未来的观众对象锁定青
少年，目标明确，有利于市场定位，有利于把影视文化

产品做精做大做强。
田导的想法得到了团

队的认同，这种具有成语
内涵的现实小故事正是在
“断裂带”上架起的一座桥
梁，成语新说，兴许就是一
条创新之路。于是 30集的
微电影《成语新故事》经
“一根筋”的田导边思索边
完善如愿杀青了，并在东
方卫视的哈哈炫动频道播
出。“一根筋”的田导不想
停下脚步，他想雄心勃勃
地拍一千集《成语新故
事》，即便有太多困难，也
不改初心。他自信地告诉
朋友们：这是一部不失中
华成语的精神内涵又有现
代人思想外延的影视作
品，这或许也是一部以当
代青少年成长的烦恼为标
签的新影视系列剧。

红场情结
薛 松

    当浦东临港还是一片处
女地时，生活在市中心的居
民都不愿搬过去住。在该地
考察的海事大学某教员分析
与预测：“市民习惯于住在以

广场附近的市中心，在很大层度上是受了苏联时期的
红场影响。随着浦东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市民会改变
观念搬到临港住的。”如今，那句惊世骇俗的话逐渐应
验。那么，从前的市民为什么受红场的影响那么深？我
很好奇。趁在俄罗斯旅游之际，我进行了考察。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政治中心，城市的中心是红场。

它的原名叫托尔格，意为集市。前身是 15世纪末伊凡
三世在城东开拓的“城外工商区”。16世纪初广场发生
大火，被称为“火灾广场”。17世纪中叶改称“红场”。在
俄语中“红色”意为“美丽”。红场是国家举行各种大型
庆典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也是世界著名广场之一。
红场大规模扩建是在 19世纪初。那时，拿破仑的

军队纵火焚烧了莫斯科城。当地人民在重建家园时把
红场拓宽，东面是 1893年建成的世界知名十家百货商
店之一的古姆商场；南面是向莫斯科河微倾的斜坡，矗
立着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这是为了纪念战胜喀山
鞑靼军队，伊凡大帝下令修建的，被誉为古代俄罗斯建
筑艺术的卓越代表；列宁墓坐落在红场西侧；北面是建
于 1873年、红砖白顶的历史博物馆，也是莫斯科的标
志性建筑，以及为纪念“二战”胜利 50周年而立起的朱
可夫元帅雕像。红场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步入莫斯科的中心红场，即是叩开俄罗斯的精神

家园大门。环顾广场四周，没见有大量的市民居住区
域。我不解，就去询问一些
经历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
市民。他们认为：此中的关
键是，改革开放前，是我们
走进世界；在改革开放后，
是世界走进我们。过去，市
民更愿意住在以广场附近
的市中心，客观上是依赖
交通与购物便捷、医疗条
件与教育质量好等因素；
如今，随着各地一系列设
施健全起来，网络购物和
快递业迅速发展，缩小了
市郊因距离造成的落差，
于是，很多市民以广场为
中心的居住观念发生了变
化，显然对住在远离拥挤堵
车的市中心更感兴趣。
可见，人同此心，改革

开放，让中俄两国人民的
居住理念发生了变化，而
且是非常相同的变化。

曼陀罗花 (彩色钢笔画) 陆锡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