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数派报告

别人说你是少数派，你就是
少数派么？也许他们只是不愿生
活得太平庸而已。下周，山东省图
书馆第十二期“真人图书借阅活
动”请来多位社会与生活中的“少
数派”，与您交流不平庸的智慧。

第一位是退休一年后开始游
历全国的地理老师。作为一名资
深驴友，他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朋
友，并设计出独特的旅行路线，独
自一人背包上路。《花甲老人的穷
游之路》，说不定会给您诸多启
示。

第二位是关注同性恋等少数
人群的研究者。对于这个社会群
体的权利与未来，相信《无衣》会
有独特的视角。

第三位，她专门研究少数派，
希望通过社会学的视角，认清自
己，认清这个世界。

时间：5月17日下午2：00—5：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四层外文部

赵宗来讲《论语》

有人说，一万个人心中，有一
万个孔子、一万部《论语》。5月16

日起，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济
南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赵宗
来将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化作解
读，每周六上午9:30在国学讲堂举
办公益讲座“《论语》公开课”。你
会赞同他的观点吗？不妨过去听
听。

时间：5月16日起，每周六上
午9:30-11: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大明湖
分馆遐园国学讲堂

故宫专家来探宝

常言说高手在民间，还有一
些稀世珍宝也在民间。5月18日是
国际博物馆日，故宫博物院的五
位鉴宝高手将来到济南，为济南
的藏友做公益文物鉴定。

此次来济的五位专家中，故
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在漆器、
珐琅器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故
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著名书画鉴
定专家余辉，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吕
成龙，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著名
玉器鉴定专家徐琳也将应邀来济
南。

时间：5月18日上午8:50-11:00

地点：山东省博物馆

抗战实物征集

虽然抗战已经过去70周年，
但今天人们正在迎来一场新的抗
战——— 如何把这段历史保留下
来，告诫后人。

5月18日，青岛市博物馆将举
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实
物展”。同时，还面向市民开展“抗
日战争实物”征集活动，市民收藏
或保存了任何与抗战或日占青岛
时期有关系、有故事、有纪念意义
的实物，均可拨打0532-88896305向
博物馆提供线索。

时间：5月18日
地点：青岛市博物馆

如果您知道什么有意思的文
化活动，也可以通过邮件或微信
告知，我们将分享给更多人。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于民星 冯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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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复制制文文化化””
病病毒毒式式蔓蔓延延

济南周围已经建了几家大型主题公园？让我数一数，1、2、3、4、5、6……
其实，何止是济南，中国大地上，何处不在复制？城市、景点、文化、商业模式，

只要有一个站起来，就会有无数仿制者跟上去。于是，不同的城市千篇一律，不同
的文化模糊不清。

说到底，是与知识无关的美德观念、安身立命的思想以及应试的教育体制，让
“复制文化”不断地蔓延着。

本报记者 陈玮

当济南市民排队享受着刚“落户”家门口的方特东方
神画主题公园的同时，黄河北又要启动“美猴王”主题公
园项目。目前，在济南都市圈内还有多个主题公园处于不
同的建设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达16个。

这只是一个缩影。从1989年第一家主题公园“锦绣中
华”落户深圳，主题公园的“龙卷风”就没有停过。济南大
学泉城学院文化管理学院院长杨吉华说，目前全国主题
公园达2500多家。“同质化相当严重，以西游记文化主题为
例，目前国内有大大小小的西游记宫50多处，已建或在建
的大型西游记文化主题公园6家。这其中有多少是无效投
资，有多少能够持续发展，值得观察。”

“一哄而上”，有媒体这样形容跟风而起的主题公园
项目。但主题公园不是个例。

喷薄的古镇旅游、蜂拥的“国学讲堂”、集中开拍的足
球类电视剧，甚至娱乐化的“中国好××”、穿越剧、神话
剧……像是一个复印机，争抢着无限制地复制出来。

早在2003年，深圳华强北的科技市场大批量模仿
制造畅销正规手机，只在产品上标注“sz”（深圳），后来
被坊间称为“山寨”，成为国内外调侃中国“模仿”的专

用词汇。而中国也不客气，外观类似于iphone的尼采，
中国乔丹、55度杯，甚至模仿eBay的淘宝、模仿ICQ的腾
讯。英国BBC的Topgear栏目专门有一期讽刺中国的汽
车抄袭，埃及甚至要起诉中国河北原样复制“狮身人
面像”的行为，美国时代周报惊叹中国的山寨到了一
个新时代。

山东大学旅游与管理学院教授王晨光说，中国的
“模仿复制”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发达国家在各个
方面都有了较为成熟的样式和模板，于是“模仿复制
很快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以主题公园为例，它恰
好适应目前人们对于旅游的体验性而不单是观赏性，
拿迪斯尼的创意在本土应用，是最快捷的方法。

“千城一面。”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首席岗
教授邓庆坦这样形容城市建筑与景观的同质化。

而同质化的后果是惨痛的。杨吉华说，同质化将
直接导致游客分流，同业恶性竞争，企业忙于打广告
战、促销战、价格战，形成低利润的恶性循环，无暇进
行创新和内涵发展。如此，“复制文化”愈加顽固，并构
成复制性的生活。

一哄而上的“热闹”

“中国文化并不缺少创造力。”邓庆坦说，就中国
传统建筑文化而言，既有体现大一统思想的官式建筑
文化，如宫殿衙署、坛庙宫观；也有丰富多彩的地域建
筑文化，如北京四合院、胶东海草房、江南民居、徽派
民居、福建土楼，乃至新疆、西藏的地域性建筑，都是
独具特色的中国原创性建筑文化。

即便在为人所诟病的科技研发方面，华罗庚的
《高等数学引论》，苏步青的《微积分几何》，黄昆、谢希
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都堪比世界著名大学教科
书。而水墨动画、皮影木偶戏等，都是中国独创的新技
术。

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院长曹
小卉曾说，现在很少有人去利用自己的技术，而在模
仿美国的同时，忘记创造新的文化符号。跟风模仿的
背后，就是丢失自己的文化与特色。

但是模仿，并不是复制性生活的根本所在。美国
科学基金会曾经调查过1953年至1973年全世界出现的
500项技术创新，结果发现其中近90%都从模仿开始。
二战后，日本快速崛起为经济大国，靠的正是模仿。日
本“自主技术”仅占国民经济的30%，在上世纪70年代
买进外国已受肯定的创造和发明，加以改良后赚钱。
诸如现在日本引以为傲的汽车、电视机、照相机等，都
是以欧美的原理为基础，配合政商一体的推销技巧，
在世界市场上称霸的。

把模仿作为创新的基础和途径，本身并没有过
错。而我们却陷入复制性生活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对于这个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
芒认为，我们缺少的不单单是技术，而是一种科学
精神。

这是由中国哲学决定的，邓晓芒认为，在中国古
代，孔子的道德是“仁者，人也”，所以仁者，可以失之
于愚。“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无道的时候装作什
么都不知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智慧。同时，安
身立命的思想传达了一个观念，就是安全。这就好比
写作文，一个老的例子或观点虽然不会加分，但至少
不会出错。复制便成了大多数人的“安全岛”。

邓晓芒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思想，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从而影响了西方的观
念，孕育着科学精神的土壤。

从近处来说，教育的不同，也使得复制文化越来
越兴盛。著名建筑学家薄曦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中国的
建筑师缺乏原创。他认为，中国孩子成长，以考试为基
本路径，建筑师的成长途径也类似，看同样的书，用同
样的方式思考。

著名学者石毓智在解答钱学森之问时表示，官
本位文化造成了大众奴性意识，这种奴性导致了

“跟风”——— 跟着潮流或者权威，从而扼杀了大众创
造力。

与知识无关的“美德”

从主题公园的无限制模仿说开去，王晨光指出，
中国从模仿到创新的过渡，恰好赶上了全球化以及信
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一位资深媒体人说，这个时
代重要的特征就是信息共享，同质化是世界难题，这
为复制提供了甜蜜的温床。

邓庆坦指出，就建筑而言，建筑技术同质化，相同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功能同质化，住宅、写字楼、
办公楼功能越来越相同，再加上文化的全球化，即建
筑文化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借鉴、渗透交融，必然造成
世界范围内城市建筑形式的高度复制性。

其他方面，大抵如此。
“除了急于满足游客的需求，也应和着政府与土

地、财政的需要，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杨吉华说。再

加上中国体量大，“拿来”能快速满足不断增长的需
求，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创新。

抛开单纯“复制”外壳的纯山寨文化，比如“周
住”、“康帅博”、“日猫”等涉及知识产权的复制，中国
的“拿来”，也在悄悄地改良，尽管慢了一些。马化腾模
仿ICQ建立了腾讯QQ，如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吉
利汽车建厂至今，数十款汽车产品都有名牌汽车的影
子，而最近推出的一款汽车已然有了创新的苗头；而
类似于豆瓣、华为的出现，也让大家看到了拔出“复制
文化”泥潭的努力。

显然，做复印机还是加工器，是可以选择的。有外
媒称，中国正逐渐从“世界加工厂”走向创新，尽管这
脚步走得不轻快。

做复印机还是加工器

文化资讯

奥地利小镇哈施塔特风景如画（左图），广东惠州则仿造了一个几乎一样的小镇（右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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