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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汉语危机说’，今天我们

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语言规范问

题也应多元化，《宪法》规定了推广普通

话、规范汉字，这是汉语发展的主旋律，但

这并不意味着要禁止方言，扼杀网络语

言。这就像一台戏，有人唱主角，有人唱

配角，有人跑龙套，语言生活多层面，才能

组成精彩的一台戏，不能因为方言、网络

语言流行，就认为语言主体有危机，这未

免太悲观了。”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周洪波对许多

学者发出了“汉语危机”的呼声，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

“包装和营销很重要，现在是个广告时

代，人们已经习惯了各式各样的商品推荐

放在眼前任凭挑选。如果不在包装和营销

上花费力气，东西再好也很难得到应有的

关注。但包装和营销毕竟只是推广手段，

它敲开受众的大门，最终留住消费者的，归

根结底还是过硬的质量。放在小说来讲，

那就是它够不够好看。”

——谈到“如何让一本书衍生出更多

附加值？”时，郭敬明这样回答。

“作家都是既多情也无情的吧？若不

多情，不可能会爱上写作，却也因为无情，

所以才会不停抛弃昨日的自己，希望每一

本书也跟以前的不一样。我一直都在探索

和改变，从来就不喜欢跟着固定的路线

走。写作的快乐就是可以不拘一格、天马

行空；没有不能写的故事，只有写得好和不

好的。写作的痛苦却也一样，想要不拘一

格、想要挑战自己和超越自己，老是跟自己

过不去，那是在消耗生命啊。”

——台湾著名女作家张小娴语。

“我们国家不仅没有进入‘盛世收藏’

的时代，而且就美术界来说是一个模糊、麻

木的浮躁时代，是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的时

代。普通大众做艺术品投资，千万不能贪

心。媒体组织的全国‘寻宝’节目，能鉴定

到几件真品？几乎全是赝品！”

——著名书画收藏家郭庆祥是这样看

待艺术品投资“全民化”浪潮。

锐评

“实景”演出何时休？
精美的针织甜点
看的出来吗？这些诱人的甜点，

全部是用针织的线做成的。

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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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内地传记

今年是三毛去世20周年，两本和三

毛有关的图书《三毛1943-1991》和《三毛

的最后一封信》年初时相继出版。前一

本在宣传时强调是三毛家人唯一授权

的三毛传记，而后一本书里则刊登了三

毛写给作者眭澔平的一封信。

三毛的弟弟陈杰告诉记者，三毛家

人从未授权出版过《三毛 1943-1991》一

书，而眭澔平这本书的信件刊登也涉及

侵权行为。对此，《三毛1943-1991》一书

作者之一的师永刚称，陈杰看过书稿，按

照大陆惯例，这就是默认授权的表示。

近期，师永刚又将推出《三毛台北

地图》一书，他在微博上宣传该书时也

强调是继《三毛1943-1991》后，再次获得

三毛家人授权的图书。

“一水绕苍山，苍山抱古城”的大

理，近来“热闹”了起来——由陈凯歌执

导、号称投资过两个亿、全亚洲规模第

一的大型实景演出《希夷之大理》，在这

座1200多年历史的古城郊安营扎寨。

据报道，仅仅投资这一项，《希夷之

大理》便已将此前的“印象”系列甩在身

后。可这两个亿，让人心生疑惑：这笔

钱从哪里来？又用到何处？在《希夷之

大理》诞生之初，当地政府表达了有意

通过这一实景演出，打响大理旅游品牌

的愿望。人们难免猜想，这笔巨资是否

出自政府财政，是否已经过当地人大的

审批。倘若完全是市场行为，恐怕要提

醒有关各方谨慎评估实景演出的投入

与收益，毕竟就在不久前，投资1.8亿元

的《印象·海南岛》仅仅上马一年半就因

经营惨淡，而不得不被当地政府“贱

卖”——这让人不免担忧，此次两亿元

的巨额投资，如何保证不再打了水漂？

如果说，巨额的投资对于大理百姓

来说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数字”，那么这

建在身边的亚洲第一大实景演出，则是

一头扎进了大理人的日常生活——这

种大规模的水上演出是否对自然环境

造成污染，声光电是否扰民，已经成其

被人诟病的焦点。对此，演出方解释

称，将演出场地建在城郊一座废弃水库

之上原本是一项“变废为宝”的举措。

但是，对于一座“沉静”了1200多年的古

城来说，现代化声光电的强势入侵，不

仅会打破古城的质朴与纯净，也将改变

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在那些观光客心

中，大理的魅力也许正在于古城风韵，

若要观看什么“震撼”的真人景观秀，又

何必不远万里来到大理？《希夷之大理》

取自民间爱情故事“望夫云”，一个传

说，能够代表大理文化的精髓吗？

还有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导演陈

凯歌。不过，毕竟陈凯歌不是实景演出

的始作俑者，或许他对《希夷之大理》也

有着自己独到的艺术阐释，但通过这些

遍地开花的实景演出，我们又确实看到

了艺术原创力的匮乏——用声光电来

包装某个民间传说，再摆一摆人海战

术，搭建起巨型舞台，就能体现一地的

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吗？恐怕文艺创

作一旦缺少了创意和真诚，哪怕是再有

名的“腕儿”，哪怕是再奢华的舞台，都

难以最终打动人心。

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经济的良好愿

望也许不应当受到苛责，只是真心期盼

着，这种文化与产业的结合能少一些急

功近利，尽早走出“实景”演出的单一模

式，找到一条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艺

术规律与经济规律相协调的发展道

路。也期盼着，艺术家们能少一些浮

躁，让艺术真正回归原点。更期盼着，

我们的艺术舞台能少一些奢华浮夸！

任姗姗

李承鹏
上榜指数：★★★

上榜理由：接连“炮轰”倪萍 称其“假”

日前，倪萍获得“共和国脊梁十大卓越

人物”的称号。7月12日17：03，知名作家李

承鹏在微博上就此向倪萍开炮。他表示：

“倪萍确实是共和国脊梁，只是得了颈椎

病。”当天19：13，倪萍随即在博客中回应李

承鹏，表示自己“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

能退的话，这个奖我退了吧。”

对于倪萍抛来的橄榄枝，李承鹏却在7

月 14日 9：06的微博中继续炮轰倪萍：“你

不婉拒获德艺双馨奖，却婉拒采访。婉拒

采访，还告诉观众“德艺双馨是一个文艺工

作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不用表扬。”我雷

鸣般想起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就是写

在日记上。”

李承鹏在微博中大打嘴仗，前前后后

共发微博近10条。而倪萍在博客上致信李

承鹏后，暂无其他回应。

而又有网友爆料称，倪萍的这个奖有花

9800 元买的嫌疑。倪萍表示，“共和国脊

梁”活动没有收任何费用。

点击

《哈利波特》作者童年居所待售

楼梯下的碗柜、咯吱作响的地窖

门、哥特式建筑……让人想起《哈利·波

特》小说中的场景。这里是英国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J·K·罗琳童年居所，是她创

作《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时灵感源泉之

一，眼下以近40万英镑（约合 64.4 万美

元）价格挂牌出售。

罗琳 1974 年至 1983 年间住在这

里。1983年秋，她离开家园，进入埃克塞

特大学攻读法语与古典文学，后来前往

法国巴黎学习，之后回到伦敦为国际特

赦组织工作。

罗琳的父母一直住在这里。母亲久

病多年去世后，父亲将这栋小楼出租。

1500年古长城遗迹

据北京市昌平区文物管理所公布

的最新长城踏查结果显示：从延庆大庄

科乡解字石村至昌平大岭沟，再到八达

岭一线，新发现一段长约19公里的古长

城遗址。初步推断为建于北齐时期，距

今约有1500年历史。该段长城的发现，

将明长城西北方向的空缺处连接起来。

为何此处只残留北齐古长城未再

建设呢？当地村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

传说，当年明朝统治者准备修建皇陵时

发现，若有一段长城横跨在皇陵的西北

方，就像有一道墙压在了皇陵背上，这

样会破坏皇陵的风水，所以就未在此修

建长城。

“巨无霸”汉堡包

爆米花

巧克力冰淇淋

奶油蛋糕

圣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