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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县里来了北京的大专家”

一名博士后、一名博士、两名硕士，

河北省太行山区的一家县级中医院来了

北京高端医疗人才开展诊疗服务，“县里来了

北京大专家”的消息在阜平县传开了……

文化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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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文旅部门出台措施
整治“网红公路”旅游乱象
本报讯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青

海省多地出现大量游客在公路中间拍照情

况，对此，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红公路”旅游安全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严禁各类旅

行团体以公路拍照作为旅游产品，并在观

赏性公路安排和设置驻足拍照等旅游项目

和环节。

近期，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315国道“南八仙波浪公路”、海东市“扎碾

公路”、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十二盘”等最

美“网红公路”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拍照。但

公路拍照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网红公

路”均为交通要道，不属于旅游专用道路，

过往车辆尤其重型货车较多，且车速较快，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通知》要求，青海省各市州文旅部门要

督导旅行社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开展旅行社

旅游线路和旅游交通安全自查自纠，出团前

严格加强风险评估，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行

程，行程中禁止一切包含“网红公路”等危险

路段拍照的项目。同时，进一步加强导游

培训，要求带团导游行前不得擅自把“网红

公路”介绍给游客，并带领游客前往拍照。

根据旅游旺季“网红公路”过往游客大

幅度增加的情况，青海省各观赏性公路所

在地交通部门在“网红公路”已安排警力常

态化巡逻，专门设置道路交通警示牌，对违

规停车拍照者予以重罚。

（白玛央措 耿辉凰）

系列纪录片《一村一寨总关情》将播
反映乡镇村寨脱贫攻坚成就变化

本报讯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摄制的系列纪录片《一村一寨总关情》第一

批（10集）将于 8月 24日起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农业、中文国际、纪录、新闻四个

频道同步播出。该片反映了新冠疫情突

发、脱贫攻坚任务经受严峻考验的形势下，

全国各地乡镇村寨脱贫攻坚的成就变化。

据中央新影厂介绍，《一村一寨总关

情》计划摄制30集，每集20分钟，以村寨

为单位，介绍全国各地扶贫工作的状况，覆

盖了所有中西部、东北部省份及华北、华

东、华南的部分省份。

据介绍，该片全面介绍了扶贫工作的

具体内容和形态，从易地搬迁、对口支援，

到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新经济推广，再到

教育扶贫、法治扶贫等，反映了从中央到地

方、从集体到个人，群策群力、层层推进、精

准到位的扶贫工作和脱贫成果。

（白 瀛）

革命历史剧《跨过鸭绿江》开机
本报讯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

日前在京宣布开机。该剧将全景式展现抗

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弘扬革命英

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出品人薛继军介绍，该剧秉持“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着力塑造中央

领导决策层，志愿军将领，以及杨根思、

黄继光、邱少云、杨连第等志愿军战士等

人物，展现中华民族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的艰难时期，不畏强权霸权、敢于斗争、勇

于胜利的重大历史抉择。

据介绍，该剧由余飞编剧、董亚春执

导，唐国强、丁勇岱、刘之冰等主演，将在北

京、辽宁、天津、河北、黑龙江等地拍摄，计

划12月摄制完成，并择时在央视综合频道

黄金时间播出。 （白 瀛）

□ 余俊杰 陈爱平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近日，

各地文旅部门和企业发起节约行

动，从每一餐做起，向旅途中的食物

浪费说“不”。上小份菜、适度点餐、

吃不完打包等节约行为正在成为文

旅行业的发展共识。

8月 12日，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协会、中

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美团点评向

旅游餐饮业发布倡议书，呼吁企业

利用公众号、直播等方式，倡导食

物节约；针对不同游客群体特点，

定期更新菜品种类；清晰公示菜品

的主辅配料、口味等信息，方便顾

客选择，避免因点餐误解造成食品

浪费。

同程艺龙、海昌集团等50多家

文旅集团已面向一线导游、领队及

景区、酒店从业者发起了“厉行节

约，杜绝餐饮浪费”倡议。呼吁旅游

一线工作者积极引导游客就餐拒绝

浪费；团餐尽量分餐制，每位游客按

需取用，宴席推荐“N-1”模式；在线

平台销售含餐饮的旅游产品时引导

用户拒绝食物浪费。

据悉，湖南、安徽、辽宁等地

文旅部门已陆续出台行业倡议，鼓

励“半份、半价”“小份、适量”“拼盘

价、打包走”等服务方式。

在湖北武汉，新华社记者看到已

经有许多餐厅的堂食和外卖推出了

半份、拼盘等规格，满足不同人群就

餐需求。

在中国特色商业街区安徽合肥

罍街，为营造餐饮浪费可耻、节约粮

食为荣的氛围，管理人员向这里150

多家餐饮商户发出《“光盘行动”倡

议书》。记者在街区一家餐饮店看

到，服务员会提醒客人适量点餐，游

客也很配合落实“光盘”。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暑假游客增多，劝导游客文

明用餐杜绝浪费势在必行，将在星

级饭店、民宿、农家乐等旅游住宿场

所开展“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活动，

引导服务人员和消费者形成节约的

习惯。

在四川阆中，凤舞天宫乡村旅

游度假区通过科学设计菜单，调整

菜品数量、分量，以就餐人数按需备

餐，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服务品质。游客肖先生表示，

“用餐相当于私人订制，让我们有更

多选择，愿意坐下来了解每道菜，一

桌特色菜吃了个精光。”

32岁的“旅游达人”张女士坦

言，在外地旅游时，总想尽可能多尝

试各种美食，无论是点正餐还是买

小吃，都容易“眼睛大、肚子小”。“如

果碰巧点到不合口味的食物，可能

吃一口就扔了，但这显然不是浪费

粮食的理由。”

青海西宁导游小马说，现在接

待团队游客人，会特别提醒注意饮

食习惯差别，“有时我会先买一小

份本地点心，分给游客们尝尝是否

合口味，以免有游客买了不爱吃而

浪费。”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介

绍，在旅游产品说明中，已经新增

有关“杜绝餐饮浪费”的提示；在跟

团游产品中，减少不必要的团餐安

排。“我们还将在游客质量问卷中

新增‘提倡节约’打分项，既是对从

业人员监督，也能善意提醒游客。”

她说。

今年早些时候，携程集团发布

报告称，对全国500余家高星级酒

店的调查显示，多数酒店已采取

了减少食物浪费的举措；近九成

酒店优化采购计划，对员工培训，

加强食品节约意识；五成左右酒

店还设立专人管控食物浪费。该

报告还指出，在自助餐环节，特

别是大型宴会时较容易产生食物

浪费。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说，

旅游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作用，是

传播文化、促进交流的活动。越来

越多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携手行动

起来，将有效带动社会更多人共同

杜绝餐饮浪费，推动社会健康可持

续发展。

□ 朱光潜

据我的教书经验来说，一般青

年都欢喜听故事而不欢喜读诗。记

得从前在中学里教英文，讲一篇小

说时常有别班的学生来旁听；但是

遇着讲诗时，旁听者总是瞟着机会

逃出去。

就出版界的消息看，诗是一种

滞销货。一部大致不差的小说就可

以卖钱，印出来之后一年中可以再

版三版。但是一部诗集尽管很好，

要印行时须得诗人自己掏腰包作印

刷费，过了多少年之后，藏书家如果

要买它的第一版，也用不着费高价。

从此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现在

一般青年对于文学的趣味还是很

低。在欧洲各国，小说固然也比诗

畅销，但是没有在中国的这样大的

悬殊，并且有时诗的畅销更甚于小

说。据去年的统计，法国最畅销的

书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是一

部诗，而且并不是容易懂的诗。

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

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

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

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

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

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

剧、散文学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

有些隔膜。

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

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

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

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

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趣的故事。

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

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

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

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我们一

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

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

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

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

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

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扶

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

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

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

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

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

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

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

类文学。

如果只就故事说，陈鸿的《长恨

歌传》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

或洪昇的《长生殿》，元稹的《会真

记》未必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

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未必不

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就文学

价值说，《长恨歌》《西厢记》和莎士

比亚的剧本都远非它们所根据的

或脱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拟。我

们读诗，须在《长恨歌》《西厢记》和

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中寻出《长恨歌

传》《会真记》和《莎士比亚故事集》

之中所寻不出来的东西。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来说，比如贾岛的《寻

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或是崔颢的《长干行》：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里面也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

故事多么简单平凡？两首诗之所以

为诗，并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

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

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

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

领。这两个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

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

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那么容易。读诗

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

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工夫，就要学会了

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

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

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

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

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

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

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

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

趣味。这件事实在很不容易。培养

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

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

记得我第一次读外国诗，所读

的是《古舟子咏》，简直不明白那位

老船夫因射杀海鸟而受天谴的故事

有什么好处，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蒙

昧真是可笑，但是在当时我实在不

觉到这诗有趣味。后来明白作者在

意象、音调和奇思幻想上所做的工

夫，才觉得这真是一首可爱的杰

作。这一点觉悟对于我便是一层进

益，而我对于这首诗所觉到的趣味

也就是我所征服的新领土。

我学西方诗是从十九世纪浪漫

派诗人入手，从前只觉得这派诗有

趣味，讨厌前一个时期的假古典派

的作品，不了解法国象征派和现代

英国的诗；对它们逐渐感到趣味，又

觉得我从前所爱好的浪漫派诗有好

些毛病，对于它们的爱好不免淡薄

了许多。我又回头看看假古典派的

作品，逐渐明白作者的环境立场和

用意，觉得它们也有不可抹杀处，对

于他们的嫌恶也不免减少了许多。

在这种变迁中我又征服了许多新领

土，对于已得的领土也比从前认识

较清楚。

对于中国诗我也经过了同样的

变迁。最初我由爱好唐诗而看轻宋

诗，后来我又由爱好魏晋诗而看轻

唐诗。现在觉得各朝诗都各有特

点，我们不能以衡量魏晋诗的标准

去衡量唐诗和宋诗。它们代表几种

不同的趣味，我们不必强其同。

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

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

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

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

层更坚固的壁垒。学文学的人们的

最坏的脾气是坐井观天，依傍一家

门户，对于口味不合的作品一概藐

视。这种人不但是近视，在趣味方

面不能有进展；就连他们自己所偏

嗜的也很难真正地了解欣赏，因为

他们缺乏比较资料和真确观照所应

有的透视距离。文艺上的纯正的趣

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

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

地真确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

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将比开疆辟

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

逐渐向外伸张。

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

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

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

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

如此。从前私塾冬烘学究以为天下

之美尽在八股文、试帖、《古文观止》

和了凡《纲鉴》。他们对于这些乌烟

瘴气何尝不津津有味？这算是文学

的趣味么？

诗的疆土是开发不尽的，因为

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

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

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所

谓“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

生世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

而把它描绘出来。这句话中“见”字

最吃紧。特别新鲜有趣的东西本来

在那里，我们不容易“见”着，因为我

们的习惯蒙蔽住我们的眼睛。我们

如果沉溺于风花雪月，也就见不着

阶级意识中的诗；我们如果沉溺于

油盐柴米，也就见不着风花雪月中

的诗。谁没有看见过在田里收获的

农夫农妇？但是谁——除非是米勒

（Millet），陶渊明、华兹华斯（Word-

sworth）——在这中间见着新鲜有趣

的诗？

诗人的本领就在见出常人之以

不能见，读诗的用处也就在随着诗

人所指点的方向，见出我们所不能

见；这就是说，觉得我们所素认为平

凡的实在新鲜有趣。我们本来不觉

得乡村生活中有诗，从读过陶渊明、

华兹华斯诸人的作品之后，便觉得

它有诗；我们本来不觉得城市生活

和工商业文化之中有诗，从读过美

国近代小说和俄国现代诗之后，便

觉得它也有诗。莎士比亚教我们会

在罪孽灾祸中见出庄严伟大，伦勃

朗（Rambrandt）和罗丹（Rodin）教我

们会在丑陋中见出新奇。

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

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

发现也生生不息。如果生命有末

日，诗总会有末日。到了生命的末

日，我们自无容顾虑到诗是否还存

在。但是有生命而无诗的人虽未

到诗的末日，实在是早已到生命的

末日了，那真是一件最可悲哀的

事。“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心死”

就是对于人生世相失去解悟和留

恋，就是对于诗无兴趣。读诗的功

用不仅在消愁遣闷，不仅是替有闲

阶级添一件奢侈；它在使人到处都

可以觉到人生世相新鲜有趣，到处

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

活力。

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

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于其他种种

文学可有真确地了解，而且也决不

会觉得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

冈仁波齐 成 健 摄

向旅途中的食物浪费说“不”文旅业界倡导节约行动

最 是 读 诗 使 人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