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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语言是流动的

【有一说一】廖俊平 广州学者

首 先
想 说 的 是
帮 人 找 人
帮 忙 的 情

况——这话有点拗口，简单
说就是人托人的情况。曾经
多次见到帮人找人帮忙而弄
巧成拙的事，略举两例：

甲听乙说起儿子遇到一
点小麻烦，就自告奋勇去找人
帮乙的儿子解决问题，转着弯
找到了人，那边答应尽量帮
忙，让孩子直接联系解决，可
那孩子自己坚决不肯找人帮
忙，宁可按规矩办。事情就僵
住了，甲所托的人肯定感觉很
尴尬。这是很典型的“忙着
帮”，而且忙过了头。

丙帮自己的晚辈亲戚找
丁说情，希望招聘单位能够

给这位亲戚一个面试机会，
同样是辗转托人，可最后结
果是招聘单位直接拒了，为
啥？因为这位亲戚连求职表
格都不认真填写，实在太不
把应聘当回事，理由呢，说是
太忙，没空填表。自然，丁两
边不是人，这边没帮成忙，那
边还要被人说不靠谱——怎
么你推荐的人这样的？这同
样 是 另 一 种 意 义 的“ 忙 着
帮”：求职者自己没当回事，
长辈亲戚却很上心。

上面说的是人托人的情
况，人家没托你，你就别忙着
去帮。进一步说，即使是直接
受托帮忙，也同样别太“忙着
帮”，人家托你什么你就做什
么，别自作主张去发挥。这有
点像法院的“不告不理”。

“忙着帮”的尴尬

别进错大学选错专业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蔓与诠释学循环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不知不觉】

与谁共情

生活的智慧

“他们这
么拼，你没理
由选错专业
了吧？”——
这是“抖音直

播带高校”火了之后，网民在评论
区的感慨！这个“拼”字用得很准
确，直播带高校的院士、院长和教
授们，确实比讲课还拼！毕竟，选
专业的考生们，他们脑子里有比
听课大学生更多的问号。

不会再选错专业了吧？这
句话中包含着多少人走过的弯
路和流过的泪啊。不要以为这
是一件小事，也不要以为每所大
学和学院都有自己的网站，可以
上去轻易查到专业信息，需要直
播吗？——这是一种身在大学
之中的“后视”视角，换一种视
角：一个人还没有踏入大学，一
直在中学埋头刷题应试，对兴趣
很模糊，对专业的了解仅限于对

专业名称的直觉认知，并且没有
比较和参照，懵懵懂懂，迷迷茫
茫，突然来到人生关键处，他们
要在这几天作出影响未来人生
方向、将来职业选择的关键决
策。站到刚参加完高考的人的
视角，就知道“直播带高校”这件
事的意义了。国科大是全国规
模最大的研究生培养高校，每年
想报考该校研究生的考生中有
不少是跨专业考研的，说起来，
都是当年高考选择了不适合自
己或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说到试错成本，想起一个著
名的命题：麦穗命题。苏格拉底
的 3 个弟子曾求教老师，怎样才
能找到理想的伴侣？苏格拉底
带他们来到一片麦田，让他们每
人在麦田中选一支最大的麦穗
——不能走回头路，且只能摘一
支。大弟子刚走了几步便迫不
及待地摘了一支自认为是最大

的麦穗，结果发现后面的大麦穗
多的是；二弟子一直左顾右盼，
东瞧西望，直到终点才发现，前
面最大的麦穗已经错过；三弟子
把麦田分为三份，走第一个 1/3
时，只看不摘，分出大、中、小三
类麦穗，在第二个 1/3 里验证是
否正确，在第三个 1/3 里，选择了
麦穗中最大最美丽的一支。

高考填报志愿 ，也是在找
“最大的麦穗”，试错成本很高。
随便听人忽悠几句就“报”或者

“不报”，那是大弟子；犹犹豫豫
总是不决，错过最好，那是二弟
子。科学理性决策，要向三弟子
学习，获得可靠信息，进行验证
分析，再作决策。不要听业外人
士忽悠，不要听一两个说“千万
别报”就望而却步，到权威渠道
获得权威信息。多看几场大学
的直播，多听不同院长的分析，
在对比中作出权衡。

□图/文 郭新国阿姨主播

●随手拍

5 月 25 日下午，路过广州白云文化广
场树荫下，看见一位阿姨背着一双鹰翅模
型在搞网络直播：“每天下午三点半开
播，大家不见不散哟……”不知这直播是
为了娱乐还是带货，但看她眉飞色舞的深
情，不禁要点个赞。

顾彬教授获
得了“丰子恺散
文奖”，也唤起了

我对丰子恺散文的兴趣。以往只
是偶尔读过个别的篇章，借此机
会更系统地读一下。

丰子恺在《漫笔十则》中写道：
花台里生出三枝扁豆秧来。

我把它们移种到一块空地上，并且
用竹竿搭一个棚，以扶植它们。每
天清晨为它们整理枝叶，看它们欣
欣向荣，自然发生一种兴味。

那蔓好像一个触手，具有可
惊的攀缘力。但究竟因为不生眼
睛，只管盲目地向上发展，有时会
钻进竹竿的裂缝里，回不出来，看
了令人发笑。有时一根长条独自
脱离了棚，颤袅地向空中伸展，好

像一个摸不着壁的盲子，看了又
很可怜。这等时候便须我去扶
助。扶助了一个月之后，满棚枝
叶婆娑，棚下已堪纳凉闲话了。

蔓的生长和攀援能力都是超
强的，但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只
有在作者的“扶助”——引导方向
之下，扁豆秧才能够长成供人纳
凉的棚子。蔓作为一个局部的生
长物，只有在有整体观、全局观的
人的引导下才可能有用。

我想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循环”
的观念：通过参考各个部分建立了一
个人对整体的理解，并通过参考整体
来建立一个人对每个单独部分的理
解。尽管我们并不缺乏向上的勇气和
毅力，但如果没有整体观的话，这些力
量很可能会像“蔓”一样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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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语言，早已呈
野蛮生长状态，让人目不暇
接。它们的一个突出特征是，
一些人热烈地使用的同时，另
一些人却大摇其头，认为是对
语言纯洁性的破坏。要想对
这件事作出定评是不可能的。

必须承认，语言的生命在
于流动中的鲜活。任何一个
意思，其实都早已有词汇放
在那里用于准确表达，但人
们还是制造、创造、编造新鲜
词 语 ，用 于 表 达 同 样 的 意
思。为什么？因为已有的词
汇有点像标准答案，很准确，
但 不 过 瘾 ；很 规 范 ，但 不 鲜
活。也许曾是鲜活的但今天
看起来反而更“土”，还不及
原始的语词有味道，同时，缺
少含义之外的歧义，没有当
代人想要产生的有趣勾连。

语言这种东西，真的有点
像空气，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质地因时因地不同的特点。

动不动就用流行热词去与
人交流，说实在的，我有时候很
不以为然。但也必须说，一些
网络上的留言，一种特别的表
达，时常让人会心一笑。仿佛

能看到那个说话的人是个有趣
的人，一个聪明的家伙。如果一
些表达并无主观恶意，也不对人
造成伤害，用一种开玩笑的、戏
谑的方式说话，也无可厚非。比
如，两年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肆
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虽然如
期举办，但只能在空场中进行。
主办方于是发布消息称，鉴于现
场没有观众，所以传统的结束曲
《拉德斯基进行曲》将可能不会
演出。于是就有中国网友在这
则消息的下面留言：“啊！今年
没有《难忘今宵》了？”我以为这
个表达很聪明，也很诙谐。

国际米兰和曼城的欧冠
决赛在伊斯坦布尔进行。大
战前夕，有一条新闻标题为：

“送上支持，欧冠决赛前妻子
晒与劳塔罗合照”。有多位
中国网友送上玩笑式疑问：

“前妻还合照？”“不是才结婚
么，咋变成前妻了？”这是一
个不会引发实质性歧义、因
而也没有伤害性的玩笑。这
就是网络语言的特殊性吧，
碎片式、没头没尾、轻度的狂
欢。泥沙俱下中，也体现着
语言是一条涌动的河流。 好 友 阿 莉 种 了 一 株 水 莲 雾 ，果 实 成 熟 的 时

候 ，庭 院 里 淡 淡 地 氤 氲 着 清 新 的 香 气 ，颗 颗 果
子 展 现 艳 丽 的 桃 红 色 ，像 一 个 个 钟 形 的 小 树
挂，玲珑可爱。果肉饱满多汁，一吃钟情、再吃
上瘾。

喜不自抑的阿莉看着满树丰硕的果实，意兴勃
勃地拟出名单，打算以此分赠亲朋好友；然而，果子
尚未采摘，便来了不速之客——成群结队的鸟儿麇
集树上，大肆啄食，啁啾之声不绝于耳。

有人劝她以竹竿打鸟，没有想到她居然笑嘻嘻
地说：

“我的庭院太安静了，现在，水莲雾引来群鸟，
增添了活力无限，多好啊！”

闲来无事时，阿莉拿着望远镜和孙辈一起观赏
群鸟争食水莲雾的热闹景象，她也趁此良机给后辈
灌输有关禽鸟的常识，还满心感激地说：“鸟儿把活
的课堂带来我的庭院，真好呀！”

深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人生哲理，阿莉
豁达地以果子换取满园野趣和一间空中课室。

最近，到新西兰旅行，在南岛瓦纳卡的一家农庄
里，看到果农在杏树旁放了一个造型吓人的稻草
人，挂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告示：

“亲爱的鸟儿啊，请你们到森林去寻找食物吧！且
把满树杏子留给我们酿制果酱——这可是我一家子的
生计呢！感谢你们的贴心合作！查理启。”

字里行间，有恳求，有解释，也有幽默。
苦中作乐，正是果农应对生活体现出来的智慧。

广州先后出台《广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等多
部政府规章和政策文件；多层
次、多形式的非遗展示体验设
施体系逐渐成形；非遗在景区、
在博物馆、在校园、在商场、在
社区的“五在工程”率先提出
……近年来，广州的系统性保
护推动非遗进入新阶段，也焕
出新彩。

迄今，广州市已认定市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216项（含扩展项
目），其中人类非遗代表作2项、
国家级项目21项、省级项目95
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项目总量
均居全省首位；现有市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267名，其中国家级
传承人 12 名、省级传承人 74
名。全市建成2条非遗街区、1家
非遗工坊、21个非遗工作站、2个
省级生态保护实验区，还有1个
非遗聚集区——珠江钢琴创梦园

非遗聚集区也正在推进建设中。
此外，广州非遗活化利用工

程全面启动，与游戏公司联袂将
非遗植入网络游戏，与地铁集团
策划首条全国非遗示范线……
非遗+文创、非遗+教育、非遗+
旅游等“非遗+”新业态涌现。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的非遗
研究与实践处于全国前沿行列，
如“抖音广州非遗馆”、非遗记录

“百集工程”等项目，正在线上线
下不断扩大广州非遗影响力。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广州将
深化非遗聚集区建设，引入更
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培育更
多“非遗+”业态，同时充分发挥
非遗品牌大会导向作用，引导
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增强品
牌意识和市场意识，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推动传统工艺
实现高质量传承发展。

非遗“双创”展新貌
助力广州出新彩
近日，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公布了第八批广
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新认定市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70 人。至
此，广州市市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达到267人，数量居全
省首位。

6月 20 日，这些新认定的
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广州
市文化馆首次集中亮相。

近年来，广州全面加强非遗系
统性保护，积极推动广州非遗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新认定的这批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将进一步壮大广州非

遗传承队伍，优化传承梯队，提升传承活
力，推动广州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

据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非遗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批传承人认
定工作呈现出四大特点，集中反映
了广州市非遗保护工作的新态势与
新面貌。

一是申报和入选数量创新高。
2022年12月，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启动了第八批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
认定工作，单批推荐申报人数首次突破
百人，最终共有70人入选，数量创下历
年之最。这反映出广州市非遗保护工作
的开展受到广泛认可，广州非遗的影响
力日益提升，社会参与积极性大大增强。

二是申报类别全、覆盖广。本批
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认定，全市11区
均有入选，且非遗十大类别均有入
选，这体现出广州非遗综合发展、全
面开花的良好局面。

三是传承人年富力强、质量高。
此次入选人员平均年龄约50岁，传承
人队伍整体年龄梯次得到优化。更多
年轻人志愿加入非遗传承行列，将持
续增强非遗传承传播活力。同时，本
批认定的一些传承人虽然年轻，但在
业内已具有较大影响力，如粤剧传承
人李嘉宜于今年5月刚摘得第31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

四是与国家重大战略更加密切
关联。粤剧、龙舟、醒狮、武术等均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重点
提到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人在本次认
定中均得到进一步补充，强化了非遗
在人文湾区建设中的纽带作用。同
时，新认定的竹编、鳌鱼舞、酱油酿造
技艺等一批乡村非遗项目的传承人，
也以“非遗新活力”赋能乡村振兴。

本批新认定的非遗传承
人还凸显出广州非遗一线的创
新实践，体现了非遗传承人注
重将古老传统与当代生活的有
机连接。

很多人认识龙舟龙头、龙尾
制作技艺传承人张伟潮，缘于他
制作的龙头在2022年北京冬奥
会开幕式上的惊艳亮相。这位
出生于 1987 年的年轻人，从小
在岭南水乡长大，听长辈讲述有
关龙舟的传说故事，端午时节在
岸上看众龙争先……渐渐地，他
开始拿木匠父亲的工具雕刻龙
舟模型，并沉醉其中。如今，张
伟潮已经成为龙舟龙头、龙尾制
作的带头人，以新时代年轻人的
审美和思考，为这门古老的手艺
注入新的灵魂。

广府婚礼习俗传承人卢燕

武，自 1999 年至今已作为“大
妗姐”主持了多场婚礼。她熟
知古今中外的传统婚礼仪式，
尤其是广府传统婚礼习俗。她
主持的婚礼摒弃了一些传统婚
礼中的不当积习，并融入新的
精神内涵和表达形式，使广府
传统婚礼习俗更具时代生命
力。此外，她还通过与岭南印
象园共建广府非遗婚俗主题生
活馆，探索“婚俗+旅游”的文旅
融合新路径。

广式腊味制作技艺传承人
肖立平在23年的肉制品加工工
作生涯中，不断改进生产技艺、
培养核心人才、传播腊味知识，
与广州酒家的领导和同事们一
道，将腊味品项从年销量 100
吨、产值300万元发展到年销量
3000吨、产值超亿元的项目。

壹

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全省第一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周欣怡
通讯员 穗文广旅宣
图/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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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八批
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70人）

一、民间文学
龙智敏（素馨花传说）、黎桂彬

（从化温泉传说）

二、传统音乐
李润兰（客家山歌）、黄丽萍（广

东音乐）

三、传统舞蹈
龚桂冬（广东醒狮）、江炳良（鳌

鱼舞）、龚秉伟【龙舞（广府龙舞）】

四、传统戏剧
罗福林【木偶戏（广东木偶戏）】、

黄小第【木偶戏（广东木偶戏）】、陈韵
红（粤剧）、陈镇江（艺名陈振江）（粤
剧）、李嘉宜（粤剧）、肖婉婷（粤剧）

五、曲艺
招沛深【相声（粤语相声）】、林玉

婷（艺名林婷婷）（粤曲）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李家驹（熊氏易筋经）、何昭明

【洪拳（黄飞鸿派）】、梁乃钊（蔡李佛
拳）、李翠环（南派花毽）、霍礼谦【咏
春拳（西关）】、周振江【龙形拳（黄
埔）】、房胜棠【蔡李佛拳（广州北胜蔡
李佛拳）】、黄健波（黄啸侠拳法）、陈
娟（太极拳）

七、传统美术
梁淑萍（广绣）、韩艳【剪纸（海

珠）】、叶福欢（广州玉雕）、刘庆峰（广
州玉雕）、黄文水（象牙雕刻）、麦珠妹
（象牙雕刻）、余日良【盆景技艺（岭南
盆景艺术）】、傅庆军（岭南押花艺

术）、夏永洪（竹编）、何丹凤【剪纸（增
城）】、范毅强（灰塑）、洪四海（篆刻）、
仇玉英（象牙雕刻）

八、传统技艺
尹纪召【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古

书画修复）】、魏广文（广钟制作技
艺）、欧健（广彩瓷烧制技艺）、许珺茹
（广彩瓷烧制技艺）、梁俊威（广式硬
木家具制作技艺）、张伟潮（龙舟龙
头、龙尾制作技艺）、陈韵诗（广彩瓷
烧制技艺）、卢戈全（上漖龙舟制作技
艺）、黄剑挺（上漖龙舟制作技艺）、邓
灿华【广式肠粉制作技艺（越秀）】、戴
文青（广式烧卖制作技艺）、薛文婷
【小凤饼（鸡仔饼）制作技艺】、李玮熹
（广式盆菜制作技艺）、冼伟文（广式
白切鸡制作技艺）、谢颖春（西关礼饼
制作技艺）、吴锦云（广式云吞面制作
技艺）、杨颖（广式甜品制作工艺）、颜
思颖（广式老婆饼制作技艺）、钟焕娣
【嫁女饼（绫酥）制作技艺】、郭英杰（疍
家菜制作技艺）、刘庆堂【酱油酿造技
艺（增城石滩豉油）】、刘亮明（致美斋
广式调味品制作技艺）、肖立平（广式
腊味制作技艺）、胡罗松（广式月饼制
作技艺）、麦展飞（粤菜烹饪技艺）

九、传统医药
黄伟（小柴胡制剂方法）、彭惠炫

（潘高寿传统中药文化）、陈秀华【针
灸（岭南陈氏针法）】、庄礼兴【针灸
（岭南火针疗法）】

十、民俗
卢燕武（广府婚礼习俗）、黎伟明

（沙湾飘色）、黎月欢（南沙水乡婚
俗）、欧阳锐添（添丁上灯习俗）

光荣榜

李嘉宜指导学生练习粤剧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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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艳向徒弟传授剪纸技艺

张伟潮正在进行龙头制作粗雕工序

今天夏至，
明 天 端 午 。 记
得 老 舍 先 生 曾

写一首《七律·端午》：“端午偏逢
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相邀情
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
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
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路边有小贩在售卖菖蒲与艾
草，以红丝线扎成一束束。民谚说：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古人此时
会洒扫庭除，在门楣插艾和菖蒲，还
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
制成人形或虎形；或给孩童额头涂
上雄黄酒……除了纪念屈原，端午
的习俗，也都是驱邪镇恶的吧。

附近有一家宁波老太经营的摊
子，我不是宁波人，也不太嗜甜，可但
凡买酒酿，却都会去光顾她那里，喜
欢看见她揭开坛子盖，长长的勺子舀
起来一大块酒酿那一刻。除了酒酿，
摊位上还有各种年糕与糕点、宁波酱
菜之类，她先问要做什么，再推荐“食
材”，递给时“普及”几句她老家的做
法。今天忽然看见她面前的笸箩里，
有了红丝线、黄丝线绑的粽子，我按
一按粽子，有点软，仿佛是新鲜刚煮
出来的。我说，你做的？她摇摇头，
我妈妈会，我都不会了，这是我家乡
的大肉粽和蛋黄肉粽。我买了五个。

如今上海的包子铺，常年都

摆着一堆粽子，去青浦朱家角，遍
地也都是肉粽的铺子……年节和
某种食物的象征紧密关联，已经因
为日常化消解了。是什么时刻，才
会觉得这些年节的“仪式”也有意
味?也许是感受到时间飞快流失，
记忆中的细节比现实的省略更清
晰的时刻。尤其是看到某“社畜”
昨天半夜两点半才加班回家，只关
心可以睡几天、何时补班的时候，
那种叫做“回忆”的东西，就像白蛇
与雄黄酒的历练，消弭了……

想起第一次吃到浙江的肉粽，是
童年时，我家已经由广东迁徙到上
海。正是端午节的前一天，父亲从外
地出差回来，带着一个小竹篮，里面是
闻名遐迩的嘉兴肉粽。那还是绿皮火
车时代，父亲说他特意下车买的。我
看看外婆和妈妈已经准备妥当的包粽
子的食材：洗得清亮的绿色粽叶，细细
的，整齐摞着；泡过的糯米和绿豆红
豆；方方的一块块腌制中的五花肉，花
生碎……我问妈妈：我能不能先把嘉
兴粽子里面的肉先挖出来吃了，跟咱
们家的阳江粽子比较一下？而外婆却
端详着那些嘉兴肉粽的粽叶，说，这粽
子叶大多了，是不是好包？

如今，能够扎出美观结实的粽
子的我的外婆、讲究复刻故乡美食
的父亲，都已经仙去，母亲也不再
下厨给我们做老家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