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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各种展览备受

关注，“观展宝典”“全球春节看展指南”在

微信刷屏，连朋友圈晒的也是各种观展照

片，回老家的、外地游的、留守的、出国的，

似乎都在看展。其实，这一现象并非春节

独有。最近几年，看展成了国民新时尚。

去博物馆、美术馆看展览，也正在成为许多

人假期活动的“标配”。

与此同时，看展排队也成为一种“常

态”，某个展览排长队的“火爆”场面屡见报

道。“故宫跑”这一形容“井喷式”热情的专

用名词也应运而生。回顾过去的一年，观

众跑的又何止故宫。不论展览的内容是中

国还是西方，只要是精品或“网红”，观众就

会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

毫无疑问，排队看展是个好现象。它

反映了国人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审美诉求的

提升，表明走出了物质匮乏时代的中国社

会，正在涌现一股改变精神文化匮乏的动

力。这恰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最重

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好多人看展带着下

一代，文化生活浸润对于少年人格养成的

熏陶，更是润物无声、泽被深远。这就无怪

乎有的媒体发文说，排长队看展是民族崛

起的象征。

不过，为过节看展叫好的同时，也不应

把它无限拔高。文化热情是民族崛起的必

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更何况，排队看展

本身也可作些细致分析。乌泱乌泱的人群

大体上是橄榄型结构：处于两端的，一是对

展品充满“真爱”的人，一是纯粹跟风或看

热闹的，这两部分人都不是很多；对前者而

言，看展是一种文化刚需，对后者而言，看

展是满足无聊心态的“刚需”。

处于中间的大多数，则是“打卡”看展

者。有的人打的是“旅游”之卡，到北京了，

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在打卡的名单上，

烤鸭、炒肝也在同一份卡单上。有的人打

的是“网红”之卡，互联网传播的力量在制

造脏脏包等食品网红的同时，也在制造文

化网红，诉诸视觉感官的各类展览天然地

就是“美图”，有变成网红得天独厚的条

件。还有的人打的是其他的“卡”。不论哪

一种，本质上都是“认同”之卡。文化或艺

术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阶层或人群认同的手

段，看展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达成一种认同，

你看过这个展，我也看过这个展，我们就有

了共同话题；某名人、某专家、某领导在为

这个展点赞，我也为这个展点赞，我与名人

就建立了某种联系。这些都会给人带来心

理满足感。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好面

子”“虚荣心”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本就是

文化、艺术的社会功用之一。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这样的心理感受，它让生活更有意

义和趣味；社会需要这样的心理机制，它增

进了个体间的组织度和凝聚力。

正因为这样，看展应获得更深刻的意

义，简言之，不但要“打卡”而且要“走心”。

如果说，“打卡”表示了观众对艺术展览的态

度，那么，“走心”要求的是欣赏艺术的能

力。态度的获得或许可以依样学样，能力提

升却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可以实现。它既

需要欣赏主体也就是观众自己提高素养，做

足功课，更需要欣赏条件的改善也是展览举

办方的努力。博物馆、艺术馆或展览举办方

在抢抓、推动甚或制造过节看展这股文化

“商机”的同时，还应提升策展理念和能力，

改进展陈条件，让展览方式和观展手段更加

友好。比如，为排在队伍中焦急等待的观众

准备一些宣传、讲解，或者组织一些互动活

动，让排队本身也成为看展的一部分。又

如，给展览搭配一些艺术欣赏讲座，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

众多人口的文化热情正在全国各地多点“井

喷”的国度，有关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还应

加强对展览活动的顶层规划、统筹安排，让

观展的人潮流动地更加错落有序，使喷薄的

文化热情变成真实的文化力量。

过节看展要“打卡”更要“走心”
眉间尺

在现代文明高度集中的城市，公共绿

化是人类与自然接近的重要设施。然而，

一些地方在绿化工作中热衷于贪大求靓，

倾向于移栽一些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树种，

违背了城市绿化应遵循的自然规律。

据《半月谈》杂志报道，有的北方城市

为了种植常绿树种，在过冬时，耗费巨资为

来自南方的树种穿上“防寒服”、喷洒防冻

液。即便如此，很多南方树种仍然熬不过

冬天。

应该承认，地方政府愿意为绿化投入

更多资金，是一种理念上的进步。曾几何

时，在城市建设与扩张过程中舍弃绿化，忽

略市民居住环境，让城市沦为冷冰冰的钢

筋混凝土森林，是一些地方建设者所秉持

的错误思路。但是，如今各地大兴绿化，也

要遵循最基本的科学规律。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

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从美学的角

度看，不管是南方的树木常绿常青，还是北

方的树木随季节变化落叶和萌发新芽，都

是美好自然的直观体现。把南方的常绿树

种到北方，就像把热带鱼类放到恒温鱼缸

里，终究无法展现自然的奥义。

某些地方在开展绿化时还热衷于种植

珍贵树种，这显然是“四风”问题在城市建

设领域的具体体现。城市绿化设施不是收

纳珍奇物种的植物园，没有必要花巨资引

入珍贵树种。而且，作为与市民紧密接触

的自然景观，绿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有无的

问题、多少的问题，在整体上城市绿化设施

依然稀缺的情况下，消耗宝贵的绿化资源

种植珍贵树种无异于打肿脸充胖子。

一味种大树也是普遍存在的错误倾

向。很多地方忽视种植条件，大搞突击绿

化，花高价购买长成的大树种植在新建道

路两侧，不仅维护成本高昂，而且忽视了大

树与生长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事实上，

能够提供大树的苗圃并不多，一些地方“为

了挖大树铲平半座山”，以牺牲树木原生环

境为代价装点城市。期待新建城区一夜之

间长出一片森林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城市

绿化要遵循“十年树木”的常识。

实际上，无论在理念上，还是执行上，

我国的城市在绿化方面存在的缺失依然很

多，很多问题存在于整体规划层面。在短

时间内疾风骤雨式地“补课”，非但于事无

补，还难免进退失据。

以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为例，纽约市

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设计了这座美国第一

个城市公园，并且在此后多年里抵制了将

这块土地用于开发的压力，从而造就了城

市中央拥有一片“森林”的奇迹。

反观国内城市，绿化面积集中于新建

城区和郊区，在数据统计上固然可以做出

一个好看的成绩单，然而越往中心城区，

绿化设施往往越匮乏。地方政府开发房

地产的冲动，使得中心城区的绿化空间被

压缩到极致。一些地方不妨利用旧城改

造的契机，不以一时的得失为决策依据，

在中心城区插入更多绿化带，让城市绿化

均匀分布。

目前，行道树是城市绿化的重点工作，

园林部门更多地在道路两边种什么树、怎

么种树做文章，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绿化

工作所做的仍然太少了。理想的城市绿

化，应当是城市主动地融入绿化空间之中，

而不是绿化带被动地和城市捆绑在一起。

搞好城市绿化，需要城市管理者站在更高

层面的思考，为子孙后代留下绿色的生存

空间。

城市绿化是一门科学，开展城市绿化

工作需要割舍利益，放下功利心，以科学规

律为最高准则。

城市种树也要讲究科学规律
王钟的

一篇题为《在北京，30 年前的春节才叫

过年，现在顶多叫放假》的公众号文章，引起

了不少人的共鸣。年味儿淡了的感慨年复一

年，淡了的感觉却愈演愈烈。

以前的年味儿藏在手书的春联里，藏在

站着包饺子的一家人里，藏在绝版无它的央

视春晚里。而今年春晚有央视版、卫视版、网

络版甚至还有一台两版，年夜饭有饭店、有速

冻甚至有美团不放假，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家

门口甚至连春联都省了。

大人们怀念的是自己小时候“老”春节里

的温情，而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

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度过他们小时候的春

节，他们的“新”春节里出现了名目多样的“高

科技”。他们也成为春节期间商家的“惦记”，

毕竟让孩子玩好，就等于攫住了钱袋子。

比如节日中的重头戏“闹庙会”。如果愿

意，孩子们每天一个庙会地逛，所谓的高科技

玩法完全可以不重样。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全息投影等听起来就高精尖的技术在庙会处

处可见。高科技名目繁多，这些技术真的已

经成熟到可以落地应用的阶段了吗？其实，

这些所谓的高科技，最基础的依旧是传统“声

光电”的应用，通过炫彩的灯光、高亮的声音、

紧凑的节奏，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刺激他们的

视听感官，引起关注。相关资料显示，医学角

度 40—70 分贝是人听觉的可接受阈，为了不

损伤孩子的听力，应将声音保持在 40分贝以

下为宜。而在庙会中的游戏区，超过 70分贝

是轻而易举的，对听力和神经的危害可想而

知。更不要说庙会上质量不等的显示设备对

视力的影响了。

还有些技术，比“声光电”功力更高一层，

但技术成熟度不够、标准也不完善。例如虚

拟现实技术专攻大脑的“枕叶脑区”，制造“感

觉登记”，让人信以为真。而实际上，业内人

士坦言，目前市场上多数的 VR 设备在用户

体验上都存在不足，包括重量、眩晕感、交互

体验、清晰度等均不完善。换句话说，想通过

这些简版的 VR 做到“身临其境”，多半还得

靠自己的想象。

而“人工智能”机器人专攻与人的互动。

其与人对话、回应的功能与其说是“智能”，不

如说是“噱头”。大名鼎鼎的沙特公民机器人

“索菲娅”不久前刚被深度学习之父杨立昆质

疑“假说”——不过是研究团队的预先设定，

绝非出于本心。庙会上的机器人也不会出其

右，何况目前的人工智能都只是弱人工智能。

还傻的“弱智能”、粗糙的“假仿真”、超标的

“声光电”……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看起来光鲜

亮丽却经不起拆解一二。想起那句老生常谈

的真理：科技是把双刃剑。在还没打磨光亮之

前就受利益的驱动拿出市场，没有真情只有真

钱的春节很可能不会留下多么美好的记忆。

想要扮靓春节，“高科技”还需锤炼

张佳星

据媒体报道，Space X 创始人埃隆·马

斯克成立的“钻孔公司”近日获批。它将在

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之间挖掘一个地下隧

道，用于运行“胶囊高铁”。目前工程已准

备开工。另据报道，2 月 18 日，印度马哈拉

施特拉邦政府和美国“维珍超环一号”公司

签署了框架协议，将建设从孟买市到普纳

的 150公里超环高铁，将两市的交通时间缩

短到 25 分钟。一时间，“超级胶囊高铁”引

得无数眼球。然而，这究竟是一场近在眼

前的交通革命，还是资本市场“画饼融资”

的套路？

又是签约建设又是开挖隧道，似乎这种

超级高铁已经水到渠成。然而，你想不到的

是，敲锣打鼓要开始“工程实现”的超级高

铁，居然还没做过载人试验。超级高铁最近

一次试验是由“维珍超环一号”实现，试验仅

持续了 5秒，并没有载人。这只是一次技术

验证性质的试验，距离实用化的原型车还很

遥远。而马上要“挖隧道”的马斯克“钻孔公

司”甚至还没有任何车辆测试的记录。

看来，“胶囊高铁”尚在试验，“开工建

造 ”大 概 是 忽 悠 。 为 什 么 要 如 此“ 大 忽

悠”？其实，现有模式下的科技研发，如此

“忽悠”并不少见，也纯属无奈：目的就是为

了融资。

不同于爱迪生、达芬奇那样“科学独行

侠”的时代，当代无论是 IT、航天还是其他

高科技领域，任何科技研发都是在“烧钱”，

研发过程的高资金成本、长周期与高风险，

与资金资本追求短周期、高收益的特质构

成了矛盾，为“天才构想”与“技术实现”之

间划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鸿沟。为了

把 idea变成现实，科学天才们只好做起“营

销专家”，先把自己的想法“卖”给投资人，

再把想法“变现”卖给市场。如此，诸如此

类的“噱头”与“炒作”就不稀罕了。

如果说，同为轨道交通概念的国内“巴

铁一号”项目是一场彻底的骗局，其融资完

全是“诈骗”。那么，“胶囊高铁”与猎鹰火

箭通过这种“炒作”融资，则是为解决研发

中的资金问题。Space X 的火箭研发正是

通过多次不太成功的发射试验作为“推

广”，以及“飞向火星”的概念炒作来获得了

前后 6轮总额 16亿美元的融资，“维珍超环

一号”公司也是在一次次“炒作”中获得了

英国维珍公司等高达 1.6 亿美元的投资来

维持研发。

反观我国政府主导、资金支持的科研

体制，虽然避免了“理想”与“现实”的遥不

可及，但科研效率与创新能力却是相对短

板。引入社会资本无论在美国还是我国都

非常必要。如何摸索新模式，来解决“资

本”与“研发”这一对矛盾，正是我们科技与

金融界需要合作解决的课题。

超级胶囊高铁：水到渠成还是画饼融资
王鹏飞

在热心网友周纪超的电脑里，有一个专

门的“纠错”文件夹。他曾经连续 3 个多月、

每天花 1—2个小时，给全国政府网站“找茬”

挑错，然后提交“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

周纪超成了政府网站的“挑错达人”，主

要是因为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主办的政府网

站“找错”监督举报平台为网友挑错提供了便

利，也激发了网友挑错的积极性。实际上，除

了周纪超，还有很多网友在给政府网站挑错，

公开数据显示，“找错”平台自 2015 年 9 月开

通后至 2017 年 1 月，收到网民的纠错留言

3000多条。

“找错”平台是一种啄木鸟式监督机制，

挑错的网友则都是“啄木鸟”，有了“啄木鸟”，

政府网站会更健康。诚然，近年来，各级政府

通过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自我挑错、自我“治

疗”，已经对政府网站进行了有效整改，清理

了不少患有“僵尸症”的网站，淘汰了一大批

基础薄弱、运维保障能力不足的网站，实现了

明显瘦身。一些政府网站尤其是基层网站存

在的久不更新、互动性差、服务效率低下、信

息或栏目链接失效、站点无法访问等问题得

到了明显改善。

但是，一些政府网站依然存有法律法规

或政策链接内容过时、错别字、服务端口形同

虚设、回复内容机械模糊等问题。由于政府

自身挑错监督受监督视角、精力等因素的影

响，具有局限性，监督的效率和效果难以达到

一个很高的标准。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网友经常浏览、使用政府

网站，对政府网站的细节有最直接的接触，最

了解政府网站的问题出在哪，也最容易找出

错误。网友们有监督政府网站的主动性、积

极性，且数量众多，挑错监督的力量大，能对政

府网站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实时监督，监督

更细致、更全面、更到位、更及时。网友挑错

后，“找错”监督举报平台会对确实存在的问题

进行曝光，并通过转交、督办机制促动相关政

府网站进行整改。如此，“啄木鸟”的挑错功能

就可倒逼政府网站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笔者建议，“啄木鸟”挑错机制还应配套

奖惩办法，对挑错成功率高、贡献大的网友进

行奖励，对犯错率高、纠错率低、整改不及时、

不彻底、不到位的政府网站进行问责。有了

奖惩机制，政府网站“找错”监督平台就能挑

出纠正更多错误，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有了“啄木鸟”，政府网站更健康

狗年伊始，《捉妖记 2》携国民级萌宠胡

巴席卷全国院线。人有人言，妖有妖语，延续

第一部，片方继续为胡巴和众妖单独设计和

扩展了“妖语”。据介绍这种语言由一位不愿

意透露姓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综合我国

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编制而成。

为电影构造虚拟语言，在国内还很少见，

但也绝非孤例。2012 年的玄幻电影《画皮 2》

中，导演乌尔善就邀请北京大学的有关专家

根据古梵语为虚构的中亚古国天狼国编制了

魔幻的天狼语，甚至还配套了文化习俗、宗教

信仰和巫术仪式。这是已知内地电影第一次

聘请语言学家编制虚拟语言。

放眼国际，文艺作品中最著名的虚拟语

言莫过于《指环王》系列作品中的精灵语。作

者 J. R. 托尔金本人就是古英语学家。他亲

自上阵为各色精灵构建了多种互有联系的精

灵语，形成了有祖语、有方言、有通用语的精

灵语系。

常言道什么人说什么话。从一方面说是

人物决定语种、口音和风格，另一方面语言也

是塑造人物推动情节最直接的手段。语言即

是最重要的道具，也是故事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语言上的考究既体现剧组的专业精

神，又把观众带入更精彩的戏剧冲突中。

魔幻、科幻作品构建架空历史、塑造奇幻

人物自然需要与观众“相间隔”的虚拟语言。

现实主义作品则更需要与人物、历史相吻合

的语言设置。曾几何时历史影片中的各种人

物都讲起了普通话，这实在让并不久远的历

史失了不少真实和韵味。而各类抗战影片

中，下至列兵上至天皇的日语更是如灾难一

般。以至于抗战剧井喷时，索性都用日本腔

的汉语代替了。个人以为地方普通话可以充

当还原历史和普世观众的折中。而抗战剧里

的“日语”则实在是因为剧组缺乏投入，缺乏

专业精神。

讲究语言当然不是搞“语言正确”。不是

说推普之前的人物都要讲方言，古装剧都要

念文言，甚至要用中古音去配音，而是要为剧

情的发展，为冲突的合理性绷起语言这根

弦。一边是还原历史、构建冲突的“间隔”与

“陌生感”，另一边是要保持观众与局中人一

体化的“共鸣”。这两边的平衡是戏剧理论的

探索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对角色语言的设计。

归根结底，语言是客观世界最容易被忽

视却也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电影、戏剧

都是画面与声音相结合的艺术，更是“创造”

一个小世界的艺术。如空气一般的语言即是

讲故事的手段，又是故事本身。

打造影视巨作，别忽视语言

饶高琦

李英锋

政务App不能办事
要它干啥

一些政务 App 名不副实，究其因，问责

机制匮乏，考核体系不健全，甚至根本就没

有纳入考核体系。还有一个原因是，使用

者无权问责，有权问责的人不使用。民众

要通过政务 App 办事，办不了事再啧有烦

言，工作人员也很难感到压力。而对工作

人员有问责权的官员，则根本无需通过政

务 App 办事，他们往往理解和体会不了民

众的痛点，对无效果的政务 App 难免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王石川（《中国青年报》）评报告显
示超过40%的省部级机构单位的政务软件
存在链接失败、兼容性差等各种不可用的
问题

年龄莫成“分水岭”
科研资助要因才施策

当年龄成了“硬杠杠”，甚至是科研资

助项目评审中的某种导向，又会带来一些

新问题。比如，部分科研人员为了赶在“年

龄线”前出成果，追求“短平快”，不愿选择

那些周期长、见效慢的方向或问题，助长了

浮躁的学术风气。一些拿了项目的科研人

员则会在后续项目的评审中不断积累优

势，而那些没有及早拿到项目的人，不仅当

期的科研活动受到影响，还有可能“一步赶

不上，步步赶不上”。

——谷业凯（《人民日报》）评 35岁成
申请科研资助项目的关键节点，令接近这
一年龄的科研人员“压力山大”

小学生“喜欢”课外补习
暴露学校教育短板

学生们之所以如此高度“认同”甚至

“迷恋”课外培训，固然与跟风密切相关，

但确实也暴露了当下学校教育的一大软

肋——大班额的教学无法满足学生个性

化需求。因此，学校如何抓住学校教育这

个主阵地，大有文章可做。学校里给的专

业教育服务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和家庭的需

求，就能发挥出应有的“挤占效应”，参加课

外教育自然会减少。

——胡欣红（《澎湃新闻》）评小样本调
查发现超九成小学生喜欢上课外培训班

除夕当天，“冲顶大会”发布了“升级维护”的公告，今日头条旗下的“百万英雄”宣布第一季活动已
经结束，并未公布是否还会有第二季……一夜之间，直播答题在各大平台上消失了,它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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