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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市市中中的的风风情情与与乐乐趣趣
本报记者 朱文龙

在这一期的居民投稿板块
中，我们收到了许多居民的作
品，经过精挑细选，选出了三幅
作品进行刊登。

首先来看一下吉祥苑社
区 王 新 民 老 师 的《 佛 山 美
景》，从几个角度诠释出了这
座名山的幽奇奥妙。无论是
夜景的宏伟，还是夕阳的曼
妙，在王老师的镜头下，都显

得那么清静自然。
沙东君老师同样来自吉祥

苑，她提供的作品是毛主席写
给彭德怀的六言诗：“山高路远
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
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作品利
用篆书书写，形体匀称齐整，令
人回味无穷。

最后一幅作品也是来自吉
祥苑，是夏庆云老师的蔬菜艺
术品。其实，将瓜果蔬菜变身为
艺术品，不仅仅在民间的一些

饰品中，更多的是在酒店的菜
肴上。果蔬雕刻，在酒店里称为
食品雕刻。

它的使用是多方面的，
不仅是美化宴席、烘托气氛
的造型艺术，而且在与菜肴
的配合上更能表现出其独到
之处。它能使一个精美的菜
肴锦上添花，成为一个艺术
佳品，又能和一些菜肴在寓
意上达到和谐统一，既赏心
悦目，又耐人寻味。

夏庆云文艺作品

沙东君书法作品 王新民摄影作品

于于无无声声处处见见品品质质

吉祥苑社区 文/高强 片/王国芹

初春的寒意还没有完全散去，楼前院子里的梧桐树又开
花了。

每年的这个季节，我常常会一大早就伫立在窗户前，静静
地注视着梧桐树，享受着梧桐树花带给我的美感。

在末冬的寒冷中，梧桐树就已经开始孕育新的生机了。初
期，在树梢上，形成了圆圆的花蕾。花蕾呈土黄色，深深地表达
了它的生命来自大地、并保持着和大地一样本色的意愿。

花蕾一串串挂在树梢的每一个枝头，随着微风有节奏摇
摆着，恰是一串串金灿灿的珠子在闪闪发光。

几天后，花身慢慢从花蕾中地伸了出来，并悄悄地长大。
她那淡紫色的花身，显得那样修长，五个花瓣形成一个圆圆的
喇叭口，内侧花心有两道自下而上的浅黄色，在白色花须的映
忖下，别有一番风韵。

梧桐树花们默默地依偎在一起，一朵挨着一朵，一串连着
一串，形成一簇簇花团，静静地绽放在树梢。近观，恰似一个个
坚强的团队，远看，紫色尽染，赏心悦目。

绽开的梧桐树花天真地挂在树梢，花儿哪里知道，一场场
考验正向她们走来。

夜里，北方的寒流悄然袭来。冷风呼啸着，肆意地侵袭着
梧桐树花的各个部位，疯狂地摇晃着梧桐树，把它的威风和肆
虐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梧桐树花没有梅花傲雪的英雄气概，
但她们抱成一团，紧咬牙关，共同抵御着来自北方的不速之
客。

在坚强的梧桐树花面前，无计可施的寒风不得不知趣而
退。

黎明，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雨点展现着它的魔
力，随心所欲地敲打着梧桐树花的腰身。梧桐树花倔强地挺起

胸膛，任凭冷冷的雨点荡涤着身上的尘埃，把更加真实的自我
呈现给世界。

风和雨的洗礼，折射出梧桐树花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强大
的生命力。

在一夜之间，梧桐树花更加成熟了。
清晨，随着太阳的慢慢升起，人们从梧桐树花前急匆匆地

走过，纷纷到郊外观桃花、赏梨花。面对众人的不屑一顾，梧桐
树花没有感到半点自卑，她们仍然一如既往地、默默无闻地奉
献着自己。

二十多天过去了，天气已经炎热了。众多的春季树花早已
耐不住高温的烘烤，纷纷凋谢了，只有梧桐树花，依然在抗争
中顽强地绽放着。

我虽然喜欢迎春花的明媚，也喜欢桃花的娇艳、梨花的纯
洁，但我更喜欢梧桐树花的朴实。她把报春的荣耀让给了迎春
花，把春天的亮丽送给了桃花和梨花，而自己，只是无声无息
地绽开着，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用自己娇少的身躯，点缀着
城市、乡村。

正是她的这种朴实和平凡，才真正展示出梧桐树花特有
的风格和品质。

现现代代化化：：多多元元与与共共识识的的交交响响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课

题。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的时代背景下，各国现代化进
程色彩纷呈而又相容相通，汇
聚为一曲多元与共识的交响。

从历史经验与价值取向上
看，现代化应体现民族性与世
界性、多元与共识的统一。一方
面，现代化是不同民族和国家
从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文化形
态、政治体制及经济社会发展
模式的多元选择。从这个角度
说，现代化应体现民族性和多元
的内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
化趋势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民
族和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与世界
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格局密
切相关。在发展问题上，有必要
确立一些为不同国家共同遵循
的基本准则，以促进全球经济、
政治治理体系与文化形态和谐
发展。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化应
体现世界性和共识的内涵。

从民族性与世界性、多元与
共识相统一的角度理解和推进
现代化，须摒弃自我中心、唯我
独尊的立场和心态。遗憾的是，
当今西方一些思想家在这个问
题上是存在偏颇的。对于他们而
言，西方理性主义是理解和诠释
现代化问题的基本立场。持这一
立场的思想家，可以德国哲学
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为代表。
他除了在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
内部对现代化、现代性问题作出
反思外，未能关注西方国家与非
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

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尤其是
文化形态上交流交融交锋的态
势。仅从西方理性主义的视域看
待现代化问题，忽略了多元文化
共存这一事实以及经济全球化
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
理论定位容易导致“西方中心主
义”。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少
数发达国家加紧向后发国家进
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理念
灌输与渗透的局势下，我们应有
这种文化警醒。

在现代化问题上避免落入
“西化”“分化”的陷阱，要求我
们在将西方现代性文明合理要
素整合到自身文明体系中的同
时，不放弃自身文化传统中的
特殊成分，不放弃自身的话语
体系，不放弃自身传统中与现
实国情相符合、但与西方现代
性文明针锋相对的成分。这样
一来，现代性文明在世界范围
内的表现就决不只是西方现代
性文明这一种模式，而是呈现
多元共存、多样发展的生动图
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以色列
社会学家爱森斯塔特提出了

“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从多元
现代性的视角来看，西方流行
的关于现代文明走向的两种阐
释，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总
体上说都是错误的。200 多年
来，通过殖民化和帝国主义等
手段，西方现代性文明不断向
世界范围扩张。但与福山和亨
廷顿设想的不同，一些非西方
文明对西方现代性文明并未全

盘照搬，也没有一概拒斥，而是
在批判接受一些理念、象征以
及制度(如代议制、法律制度和
行政制度)的同时，对西方现代
性文明提出了挑战、进行了创
造性转变；同时，秉持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有理
有利有节的方式发展与西方国
家的关系。中国道路、中国理
论、中国制度的形成和拓展，就
是一个成功例证。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进行现
代化研究、推进现代化建设，多
元的视角不可或缺。与此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民
族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遵
循一些基本的、共识性的原则。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局部的失误
所带来的后果是全球性的，由美
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
机、全球性的厄尔尼诺现象等充
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形势
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在
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现代化建设，
而应改变狭隘民族主义、霸权主
义的立场，在广泛对话协商的基
础上以共识方式确立新的秩序
和规范。我们所主张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亦有
其明确的内涵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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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花朵次第开放，令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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