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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范雨雨素素的的冷冷静静最最珍珍贵贵

师文静

近日，一篇名叫《我是范雨
素》的文章在网上突然引起众
多关注，作者范雨素是位打工
者，她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及家
庭十多年来的经历，文章被认
为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
出的感情色彩，但大社会、小人
物，跃然纸上。

范雨素的大火伴随着很多

标签。如，“乡下女人”“离异”
“初中毕业”“育儿嫂”等等。像
诗人余秀华的大火引来极端的
批评和极端的褒奖一样，范雨
素也正在经历着。有人批评她
的写作根本没文学性，有人说
她揭露底层的痛苦攫取眼球，
还有很多人则是持对底层“卑
贱”故事的猎奇去观察她。

在这些骚动与喧嚣中，范
雨素在接受采访时的态度，如
她的文章一样朴素、冷静、清
淡 ,她甚至因为怕媒体打扰而
关机躲到了庙里。“我就是一个
社会底层努力求生的弱者”“我
对文字没有自信，我也没想过

靠文字改变生活”“我是一个独
来独往的人，不适应有这么多
人关注我”。谈及自己的女儿，
范雨素说，“我让她上学只希望
能让她的求生方式体面点，我
不认为她能摆脱什么。” 被
文学圈所定义的“打工文学”，
一直被主流文坛诟病是对苦难
的喧嚣，对伤口的撕裂，算不上
高级，也得不到机会。其实范雨
素们的文字真正表达出了“文
学的根本前提是众生平等”这
个本质上的东西。“我的生命是
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
装订得极为拙劣。”说到底，谁
的命运不是如她所说，每个人

都或多或少就是范雨素。
范雨素的文字之所以能打

动读者，是其对“底层在场经
验”不卑不亢的书写及其态度，
不应过多地强调她的身份和底
层标签。

对文学和自身清醒的认
识，才是打工作家郭金牛、阿
北、范雨素们披荆斩棘、不断追
求心灵自由的动力。打工作家
们需要的不是施舍式的廉价同
情，也不是那些强调“其文学性
不过关，所以不应该被大众所
认知”的酸溜溜论调，那些拿文
学性说事儿的指手画脚和傲慢
调教，才滑稽可笑。打工作家也

好，草根作家也好，他们真正需
要的是人们通过阅读，理解他
们，进而尊重和平等地对待他
们。

此前，余秀华也被贴过“脑
瘫”“残障”等标签，被过度消费
过。这种喧嚣下，最考验写作者
的其实是能否保持自己的初
心，能否延续内在的、不竭的创
作冲动。如果被短暂的关注扰
乱了写作的初心，最后也只能
被大家遗忘。范雨素的冷静和
清醒才是这个“文化事件”中最
值得关注的。希望她能经受住
走红所带来的压力，写出更多
命运的顽强和宽容。

文化观察

本报记者 倪自放

文化探源从“稷”开始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一
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
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
在此设立学宫，称为“稷下学
宫”。

为什么要聚焦“稷下学
宫”？业内人士表示，“稷下学
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直是被低估的。总编导李九
红介绍，著名的“百家争鸣”，就
是以稷下学宫为中心发展起来
的，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
孵化园地，促进了先秦时期学
术文化的繁荣，为后世中华文
明的灿烂辉煌奠定了思想文化
基础。欧洲有“雅典学院”，为文
艺复兴储备了一份灿烂的文化
遗产，而同为世界级的思想与
学术摇篮，“稷下学宫”却鲜为
人知。“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
对于探寻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源
头，增强文化自信，具有深远的
意义。”

李九红说，纪录片《稷下学
宫》2001年已经开始策划，后因
拍摄难度大等原因一直未能成
行。“在鲁剧、山东电影品牌逐
渐形成影响后，我省提出打造

‘纪录山东’品牌，《稷下学宫》
是‘纪录山东’第一个重要作
品。”据了解，该片由山东省委
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山
东影视传媒集团等单位联合摄
制。该片总编导李九红介绍，拟
定国内版为5集，每集50分钟；
国际版为同名纪录电影，时长

90分钟。

荀子三次任院长

“稷下学宫”有多牛？导演
刘元告诉记者，这个世界上第一
所官办高等学府的故事，实际上
可以从著名成语“讳疾忌医”开
始讲起。“历史上‘讳疾忌医’的
主人公是蔡桓公，是田氏代齐的
第三位齐国国君，也称齐桓公。
就是这位‘讳疾忌医’的齐桓公

（蔡桓公），开始招纳贤士著书立
说，形成了稷下学宫的萌芽，其
后的齐国君主不断将这一学宫
壮大，延续了150年。”

稷下学宫最兴盛时，曾容
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
个学派，汇集了多达千人的天
下贤士，著名的学者有孟子、淳
于髡、邹衍、慎到、鲁仲连、荀子
等，成为“百家争鸣”的重要舞
台。对于稷下学宫对中华文化
的影响力，梁启超的评价是“前
空往劫，后绝来尘”。

刘元说，这里是许多重要
思想的诞生地，“孟子曾两次到
稷下学宫，与各派学者辩论，让
儒学更为丰富。荀子曾三次担
任学宫的院长。学宫时期的荀
子，正处于思想的最高峰。”至
于法家两大代表人物韩非子和
李斯是否到过稷下学宫，刘元
说，“目前没有十分明确的记
载，但他们两个都是荀子的学
生，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设，他
们当时在学宫跟荀子学习，只
是课堂角落里不为人关注、并
不是特别出众的学生。虽然没
有记录在案，但他们生活的时
间和稷下学宫的时间高度重

合，作为当时文化思想界最主
要的舞台，我们相信他们一定
受到过稷下学宫的影响。”

“稷下”故事专业有趣

经过15年的酝酿、一年的
筹备，文化纪录片《稷下学宫》
终于开机拍摄。李九红称，回望
2300多年前的中国文化和思想
源头，且要在春秋战国500年的
历史长河中，撷取150年的稷下
历程，拍摄难度不小。“稷下学
宫文物留存少、实拍外景少，是
一段静静锁在历史记忆中与受
众无交集的尘封故事。如何让
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接
受，抓住观众的眼球再直达内
心，也是一个难题。”

纪录片要专业而有趣，是
剧组达成的共识。刘元介绍，
为了首先保证纪录片专业，节
目组聘请了强大的专家团队。

“但在内容深处，我们必须保
持想象，要有趣地去表达，是
我们坚持的原则。在部分内容
中，我们会抽取和稷下学宫有
关、观众又耳熟能详的成语，
比如讳疾忌医、滥竽充数等作
为切入点。在表现形式上，我
们会邀请一些知名的演员扮
演角色。”刘元称，在纪录片中
有演员参与扮演角色并不鲜
见。“我之前拍摄的纪录片《玄
武门》等，也有演员，但我们这
次可能会多邀请一线当红演
员在纪录片中担纲角色。”此
外，《稷下学宫》的同名纪录电
影为国际版，国际范儿会更明
显，较多的内容会对比西方文
明的摇篮“雅典学院”。

媲美西方雅典学院，这里是“百家争鸣”的重要舞台

稷稷下下学学宫宫，，揭揭开开尘尘封封的的历历史史
世界传统文化摇篮，西有“雅典学院”，东有“稷下学宫”。兴起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位于临淄，

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4 月 27 日，文化纪录片《稷下学宫》在临淄区齐文化博物院开机。该片
将再现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向国内外展示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韩韩天天衡衡海海派派

艺艺术术亮亮相相省省博博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不逾矩不——— 韩天衡学艺70
年作品展”4月28日在山东博物
馆开幕，当代海派书画艺术经
典代表作品精彩亮相。

本展览是韩天衡70年艺术
生涯回顾系列展第七站，展品最
为丰富，近300件精品力作中包
括书法、绘画、篆刻及艺术专著
百余种。其中巨制水墨《松云皓
月图》、重彩《杨万里诗意图》，书

法《涛声》《不逾矩不》等极具震
撼力。韩天衡现任西泠印社副社
长等职，擅长篆刻、书法、国画、
美术理论、收藏鉴赏和美术教
育，是当代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复
合型艺术家。他70年如一日潜心
艺术，不张扬，不追名，在海内
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2016年6月，韩天衡被评选
为上海市非遗项目“海上书法
代表性传承人”。他视弘扬海派

艺术文化为己任，致力于文化
传承与创新，更喜欢做公益，将
一生钟爱的创作和曾视为性命
的古代艺术收藏珍品共1136
件，图书一万多册捐给国家。

此次济南办展，韩天衡称，
山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精神家园，自己是来做
回报，来学习的。“孔子说，‘七
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将
展览的主题定位‘不逾矩不’，

也是与孔子的一种碰撞。做学
问搞艺术，不能被‘不逾矩’束
缚住，我在‘不逾矩’后面加了

‘不’字，是否定之否定，在艺术
领域不能守旧，在固定化的圈
子里游走，需要推陈出新。”

本次展出由山东省委宣传
部、上海市委宣传部、山东省文
化厅等单位联合主办；山东博
物馆等联合承办。展览持续到5
月20日结束。

刘刘刘刘涛涛涛涛，，，，
榜榜榜榜样样样样慈慈慈慈善善善善明明明明星星星星！！！！

近日，中国慈善榜发榜，刘涛获得“年度榜样慈善明星”。多年
来刘涛身体力行助力慈善，救助留守的烧伤姐弟，为山区孩子建设
教学中心，帮助老乡抗癌等。 （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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