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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格冲击诺奖的是极少数
人，但我国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
方面的缺失，多少暴露出创新人才
培养方面的短板。这一问题不解决，
不仅冲击学术高峰的顶尖人才“出
不来”，对整个国家的科研水平提升
乃至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大的阻碍。

人才培养是长期的过程，教育
在其中发挥着基础的，也是非常关
键的作用。尽管经过多次调整，当前
我国中小学阶段的教育格局始终未
能有本质突破，“应试教育”和“应赛

教育”仍占主导。单一的教育模式和
评价体系，把学校变成标准化流水
线，也把学生逼成了考生。这也是中
国孩子能在学科竞赛中打遍世界无
敌手，但想象力、创造性却有欠缺的
重要原因。

青少年阶段正是一个人学习能
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等基本能力
养成的时期。但在分数的指挥棒下，
基础教育“功利化”的特点非常明
显，考得到才学，考不到的就放一
边，死记硬背的东西多，自主探索的
东西少，孩子们天性中好奇、好玩、
自由想象的成分，往往被挤压得没
了空间。

尤其让人焦虑的是，只要升学
率高、高分考生多，无论怎样严苛管

理、拼命灌输，哪怕把学生的活力榨
干，学校依然会被公认为“好校”、

“名校”。像安徽六安市的毛坦厂中
学，就是以军事化管理和高上榜率
打响了品牌，虽然被称作“高考工
厂”，但每年来这里就读的学生还是
达到1万多人，以至于到了课堂上人
满为患，教师必须用扩音器讲课的
程度。

在教育价值观出现扭曲的情况
下，改革也异常艰难——— 家长不愿
意孩子冒风险，学校和教育行政部
门也不愿从自己身上动刀子。教育
创新喊得震天响，但吃螃蟹的却不
多。新路迟迟趟不出来，旧模式却一
天天变本加厉。

最后吃亏的还是接受教育的

人。近日北大教授郑也夫在谈到“中
国教育病理”时作出预测：只要在中
国大陆受了十二年中小学教育，日
后即使上哈佛、耶鲁，都不可能得诺
贝尔奖。郑教授的说法虽然武断，但
并非全无道理。在高压态势下培养
出来的学生，不但思考和创造的活
力受到影响，在学习方面往往也坏
了“胃口”，遑论长期坐冷板凳潜心
做学问了。

其实，教育如果被形式主义和
功利价值观绑架，脱离了解放人、启
迪人的目标，那受影响的不光是科
研创新。改革虽然有诸多困难，但希
望尽快有破冰之举，毕竟，人的成长
没有回头路，一旦被耽误，可不光是
获不获诺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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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高考工厂”造不出诺奖
——— 诺奖之下的反思之三

尽管经过多次调整，当前我国中小学阶段“应试教育”和“应赛教育”仍占主导。在高压态势下培养出来的学

生，不但思考和创造的活力受到影响，在学习方面往往也坏了“胃口”，遑论长期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了。

用艺术“流水宴”疏导“万人观展”

“十艺节·欧美经典美术作品展”开幕式15日上午在山

东博物馆举行，展出的达·芬奇自画像等作品吸引了将近

15000人，达到场馆的最高接待能力。万人观展的火爆场面，

既表现出我省文化艺术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也反映了普

通老百姓对欣赏艺术精品的渴求。

葛圆桌评论

本报评论部

“十艺节”火爆

源于百姓需求

张向阳：很多高水平的艺术品
和艺术节目来到山东，也确实是个
难得的观赏机会。随着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水
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为“十艺
节”的火爆气氛奠定了基础。

吉祥：与以往相比，本届艺术节
杜绝了“送票”、“赠票”。尽管如此，
各地剧院演出的上座率还是非常高
的，散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看
来，我省文化艺术市场的发展潜力
还是相当大的。

张向阳：上座率高也与票价平
民化有关，不少演出的票价只有几
十元，跟看一场电影差不多。只要有
好的节目，价格又合理，大家还是愿
意花钱看的。

娄士强：文化艺术品只有面向
公众，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以往“赠
票”、“送票”等现象大量存在，营造
了一种艺术市场的虚假繁荣，无异
于饮鸩止渴。随着文化艺术市场的
不断发育，老百姓的热情得到充分
调动，文艺活动的成本也会相应地

降低，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价格价值画等号

还是看得少

娄士强：之所以一万多人在一
天之内来到省博物馆，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日常的艺术活动太少，老
百姓能够看到的优秀作品也太少
了。都集中在“十艺节”期间，需求在
短时间内释放，自然会有种“火爆”
甚至“拥挤”的感觉。

张向阳：也有一部分人只是看
热闹，我听到有些观众说：“达·芬奇
的画价值连城，于是就来看展览
了。”这说明有些观众把艺术品的价
格和艺术价值混淆了。价格确实是
体现艺术价值的重要指标，但不能
完全画等号。

吉祥：这恰恰反映了审美经验
的缺失。平常见识得少，第一反应是
看不懂，更不敢妄加评论，一个最简
便的方法就是看价格。这会导致艺
术的解释权转移到了少数人的手
里，艺术也就成了高高在上的神秘
名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艺术品
评价标准也就跟大众更加隔膜了。

娄士强：这里面还是要有一个
观念上的转变，艺术是源于生活的，
每个人都有欣赏艺术品的权利。只
要自己感兴趣，未必非得看出什么
意义或门道，耳濡目染有所积累，也
是对艺术的尊重。

艺术节之后

“盛宴”别停

娄士强：文化艺术市场的培育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饥一顿饱
一顿肯定不是健康的方式。也有很
多人表示担忧，在这样的大型活动
结束之后，对艺术的热情还能不能
持续下去。

张向阳：事实上，这么多好的活
动集中在一起，也让人有点“消化不
良”。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安排在同
一时间，挑来挑去必然有割舍。如果
能够细水长流，平时也能看到演出，
对老百姓肯定是件好事。

吉祥：“艺术盛宴”不是一阵风
的事，既要有老百姓的持久热情，也
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
持。像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山东美
术馆等场馆，都是按照很高标准建
的，“十艺节”后也应该充分利用，把

“艺术盛宴”办成“流水宴”。
娄士强：这次借助十艺节，很多

场馆分散建在了各市、县，初衷也是
完善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

张向阳：“十艺节”也可以看做
是对山东文化艺术市场潜力的一次
展示，相关的职能部门可以以此为
契机，与一些国内国际知名的艺术
团、展览馆等签订合作协议，把更多
更好的文艺产品和节目吸引进来，
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平常的日子
里轻松享受艺术大餐。

沙元森

广西平果县一位老人身患
癌症，竟自己在家“动手术”，最
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七十老
翁所为何求？据当地乡政府官
员所言，老人的子女“收入不
错”，也多次送父求医。老人此
举像求生，更像是自我了断，以
减轻子女的负担。

“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
往医院抬”，确有很多农民是这
样消极应对疾病的。究其原因，
一是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
贵”现象让不少农民对求医治
病心生恐惧；二是新农合宣传
不到位，一些农民还不太了解
惠民政策如何惠民。如果癌症
老人不把自己看做一个“累
赘”，或许不会这么坚决地拒绝
求医。

看到“剖腹切肠”的老人很
容易让人想起那位“锯腿自救”
的河北农民。两者家境不同，病
情不同，“手术”动机也不尽相
同，但农民身份是相同的。要避
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完善农村
医疗保障制度应是关键，这就
需要地方政府要加大民生投
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真正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
水平，最终消除一些农民对求
医的恐惧。

葛时事微微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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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切肠”，

像求生更像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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