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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写

公祭老子何干“李耳香油”

点评：老百姓卖香油，是

顺其自然，人人都拿传统文化

作为谋利工具，反而是对文化

的不尊重。我想老子在世，对

有人用他的名头作香油品牌，

一定高兴。老子思想一直以

尚民为先，强调的是管理者要

无为，如老子所言：“无为而民

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

欲而民自朴”，期望民众通过

自治而实现“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乐其俗”。道不远人，

如果从百姓日用伦常中，能看

到历史人物的影子，也是文化

的功德。

3月7日，是道家学派创

始人老子诞辰 2583 周年纪

念日，在河南省鹿邑县明道

宫 举 行 了 盛 大 的 公 祭 大

典。在河南鹿邑历史的斑

痕随处可见，太清宫、老君

台、明道宫等处承载了诸多

老子的典故。然而，“商业

味儿太浓”也使道教徒和香

客们颇有微词。在明道宫

和太清宫的周围，白酒企

业、农用车的宣传条幅、广

告气球俯首皆是，“李耳香

油”更是在明道宫内占据了

显要位置搞促销。

特约点评人

胡谈乱侃

大众书局配备“职业选书师”

点评：上海诞生首家 24

小时书店，对读书人肯定是

福音，很多读书人本身是夜

猫子。“职业选书师”很新

鲜，只是希望别像超市导购

员那么“热情”，最好服务于

有需求的顾客，别扰乱了书

店清静。很多国家对实体

书店都有免税及扶持政策，

为的是保护城市文化的多

样性。扶持各种小型实体

书店，不仅关系到民众的文

化素质，其实也是一个城市

人文情怀的展示。城市文

化建设需要根据住宅或商

业社区的人口，合理规划图

书馆和实体书店的数量，让

图书随时可以进入到民众

视野。保护实体书店，保护

的不只是一道文化景观，保

护的其实也是文化的尊严。

沪上首家24小时书店，

改造后的大众书局将于本

周三亮相福州路。“文化不

打烊”，书店的营业时间将

从过去的 12 小时延长到 24

小时。“职业选书师”也将粉

墨登场，为读者提供阅读指

导服务。

据介绍，“选书师”不是

导购员。导购是营业员要

做的，一般是根据读者提供

的书名，很快找到那本书。

而“选书师”所做的，是根

据读者的阅读喜好，给他们

提供阅读建议。

90后美女网络晒藏书千卷

点评：记得有副老联，

叫“诗书传家远，忠厚继世

长”，能以图书作为孩子的

“成人礼物”，能看出父母

的良苦用心。当然这样的

富有，不仅要用来“炫”，更

要 真 正 读 进 去 。 书 能 治

愚，能致远，能让人远离平

庸，有这样的财富传给后

代，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中国传统社会有大

量这类故事，表明家学渊

源，才是一个家族长盛不

衰 的 真 理 。 传 金 钱 与 子

孙，会导致后代生活奢侈、

败家混世，而有风范、有德

行的世族大家，多是诗书

传家的善果。

近日，一篇名为《我家没

有宝马车，只有藏书数千

卷》的网帖备受好评。帖子

的作者“重庆苇子”是一名

重庆高三女生，她说，这三

千多册旧书是父母送给她

的“成人礼物”。之所以上

网炫书，是想唤起更多的同

龄人“多读书，读好书”。

鲁迅故居是非保护院落就该拆？
“梁林故居”被“维修性

拆除”风波未平，“鲁迅故

居”风波又起。位于北京市

西城区砖塔胡同西头的84

号院，因鲁迅先生于此创作

出《祝福》而闻名。但日前，

该院门外贴出通知称将要拆

除。该项目拆迁办介绍，砖

塔胡同84号院及附近区域，

将要建回迁楼和学校。北

京市西城区文委表示，该院

并非文物或挂牌保护院落。

点评：一面在大谈发展

城市文化，一面迫不及待地

拆除各类名人故居，真无法

理 解 这 种 管 理 城 市 的 思

路。所谓城市文化，核心是

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而名

人故居则是这类历史记忆

的见证。即使鲁迅故居不

是文保单位，但对鲁迅爱好

者和研究者来说，代表了一

种文化记忆。尽可能不去

损毁这类值得珍藏的文化

记忆，就是在建设城市文

化，要比提各种口号有价值

得多。砖塔胡同也是有地

标价值的老胡同，即便不是

鲁迅故居，也完全有保存的

必要，胡同文化是老北京文

化之根。一个城市如果连

历史记忆都没有了，又谈得

上什么城市文化？

城市词典

辞职设计师
应届毕业生薪酬不高生活压力

大，不少人跃跃欲试，希望通过跳槽

来提升自己的职业价值，而户口问

题、档案问题、违约金问题等一系列

拦路虎都可能被原公司拿出来作为

留住人才的武器。对于很多第一次

跳槽的职场人士来说，如何能毫发

无损地与原公司脱离关系成为他们

的头号难题。

辞职设计师就是利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专门挑单位的“刺”，帮助职

场人士顺利辞职、不付高额违约金、

顺利取回档案和社保转移单等，从

而让职场人士轻松跳槽。

缺乏真实沟通
网聊热见面冷

如今，许多年轻人热衷通过微

博、微信等网络方式与人交流，缺乏

面对面真实沟通。甚至不少人反

映，原本在线上沟通顺畅的俩人，面

对面沟通时却遭遇交流障碍，成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

调查显示，84.6%的受访者感觉当下

青年缺乏真实沟通。其中，27.8%的

人认为“非常缺乏”。

@晨-晓云：在网络中缺乏面对

面的交流，与虚幻的人沟通，太不真

实了。

@帅有时也是个错：一味依赖网

络沟通，则容易导致个体内心产生孤

独感，现实交流时反而出现困难。

@网络小超人：跟不熟悉的人

沟通交流是社会人应该掌握的社交

技巧。

怀念纸时代
你有多久没有提笔写一封信

了？可不是发电子邮件之类的，而

是拿起一支真正的笔，在一张真正

的纸上写一封信。你有没有偶尔怀

念一下提笔写字的感觉？近日，郭

敬明和张悦然两位 80 后代表作家

都在各自编辑部里发起和信或书写

有关的主题活动。

郭敬明策划的是一组叫做《飞

蛾特快》的明信片，即将发行的这套

明信片共有66款，作者包括了他公

司旗下笛安、落落等作家。张悦然

在新一期的《鲤》杂志书中将主题就

设定为“写信”，杂志封面即是一个

航空信封。

@王静平：特别怀念书写的感觉。

明信片上温暖的手写体很打动人。

@江黎小隅：从小就有写日记

的习惯，依旧怀念书写的感觉，喜欢

闻墨香的味道，喜欢钢笔与纸张摩

擦发出的美妙声音。

@麦田守望者：电子通讯时代，

一切信息的传递都如此快捷，却又如

此易于消失，开始怀念书写的美好。

夜深沉，笔尖游走在芬芳的信纸上，

一笔一画写下心声，并以爱封缄！

民间兴起巨资寻根“修谱热”
近几年来，兴修家谱悄

然升温。在湖北，修家谱方

兴未艾，中华昌氏家族耗费

近百万元，历时六年修成八

卷通谱，追溯历史千年。近

年来，修谱出现了很多新特

点，修全国性姓氏通谱者越

来越多。借助修谱软件、让

家谱登上网络平台。

点评：民 间 兴 起 寻 根

“修谱热”，说明民众文化心

灵的复苏。传统国人，是以

生命和血缘为中心，展开对

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家族

和祖先自然被看做个人生

命与价值的源头。家族不

仅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

也体现为一种道德关怀和

宗教情怀。在家族观中，个

人被看做是家族血脉的一

环，一个人生命即便逝去

了，因家族在延续，意味着

他的生命仍存在世间。家

谱则记录了一个家族的根

脉与成长。明清之后，家谱

开始转向了“尊祖敬宗睦

族”的精神性功能，家谱也

是为了让族人通晓家族的

荣辱、兴衰、治乱之理。所

以，家族观有助于个人顾及

后代利益和后人眼光，对个

人的精神与道德有引领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