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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陈廷榔

曾 几 何 时 ，普 通 话 推 广 难 度 很
大。我上小学时，有一天，老师宣布，
根据上级要求，今后上课要讲普通话，
同学们回答问题也要用普通话。大家
都很好奇，因为我们只在电影中听演
员讲过普通话，还没有见过说普通话
的活人呢。老师刚一开口，全班同学
就笑开了。老师严肃地要求我们配
合，不过他自己也因为同学们古怪的
发音而发笑了。我们属于古人所称的

“南蛮鴃舌”之人，方言与普通话相距
甚远，难以切换自如。后来，学校的普
通话运动草草收兵，村里人却为此创
造了一个词，称讲普通话为“洋白菜”。

前几年回老家，刚上小学二年级
的侄子，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很自如地
和我们对话，而且不打磕绊。他称呼
父母为“爸爸”“妈妈”，不同于方言土
语所用的词。语言已经显示出他是新
一代的人。一个同乡对我说，对父母
称谓的改变是令他最遗憾的一点，因
为乡音的改变似乎割掉了与童年、与
亲情的联系。

世事沧桑，非人所料。普通话仍
在推广的路上，忽然方言又需要保护
了。例如，近些年就有人提出要保护
上海话。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开放
程度的加深，五湖四海的人纷纷涌入
上海，上海本地人趋于“小众化”，迫使
上海人也要把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
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中讲普通话讲顺溜
了，回到家中也难以切换过来。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大迁
徙，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融合
过程中，共性的东西留下来了，个性的
东西被改变了，以至于逐渐消失，“呕
哑嘲哳”的方言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的音韵学家陈第说，“时有古

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
指出了语言的差异性和变迁性。但
是，历史上语言的变化之快没有比得
上 当 今 的 了 。 从 2005 年 开 始 ，教 育
部、国家语委对社会语言生活进行动
态监测，到 2015 年共提取出年度新词
6000 个左右。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
经济社会形态，也改变了我们的语言
生态。原来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很长
时间推广普通话，没想到市场经济几
年就做到了，这也可算是“种豆也得
瓜”了。

其实，不光我们担忧方言的消失，
英语国家也担忧英语的纯粹性。比
如，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类似 long
time no see、太 low 之类的中国式英语
也流行开来，以至于一些老外也接受
了这种表达方式。语言的这种变化是
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副产品。

追求效率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
目标，统一、标准、规范则是现代管理
的基本元素，如标准集装箱就大大地
提高了物流效率。要提高效率，统一、
标准、规范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通天
塔建不成不就是因为大家语言不通
嘛。不过，想一想，如果全世界人都说
一种语言，全中国的方言统统消失，那
将是多么单调而无趣的一个画面。

方言如民间艺术一样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信息，寄托着我们的情感，
也是语言发展、学术研究以至于文学
创作的养料。我老家的方言一定程度
上保留了古音，比如，有入声字。上学
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研究语言
学，分不清入声字，我用方言来念，则
百无一失。语言既是传统的一部分，
也是承载传统的工具，我国众多的方
言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语言生态。放眼
望去，地方曲艺、传统手艺、服装、建筑
以及厨艺等等何尝不是如此？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心与边
缘变得模糊起来，要保留一个
地方类似方言这样的独特的人
文 景 观 ，成 为 一 件 不 容 易 的
事。既要融入潮流，又要别具
一格，既要保持传统，又要
拥抱现代，是我们当下遇
到的文化困境。

乡音已改鬓毛衰

◆黄帅

传统文化热不是一个新话题，但
舆论有关国学教育专业化的问题却在
近期被反复讨论。舆论场上争议的焦
点主要在两处：第一，如何界定国学概
念，如何厘清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第二，国学教育是否应产业化，如何在
弘扬国学的同时满足学习者的现实需
求。

对于国学的内涵，其实百年以来
的知识界和教育界一直没有公论。我
的理解是，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
诗词歌赋和文化精华加以提取，剔除
封建的、陈腐的糟粕，用于陶冶当代人
的心性，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
境界。但在具体的国学教育活动中，
需要格外注意分门别类与年龄分层。
比如，牙牙学语的儿童接受的国学教
育和民间国学班的教育、名牌大学里
的国学课，针对的群体及其教育内容
显然是不同的，不可混为一谈。

国学教育专业化首先是大学国学
课程的专业化。因为，任何一个学科
想获得其合法性，首先就需要在高等
教育的知识体系里获得一席之地，拥
有教育部批准的学科建制，否则相关
师生学习和就业、后续发展的权益都
难以得到制度的保障。在这方面，我
们看到相关部门和高校正在如火如荼
地展开探索。

教育部《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
格培养研究》课题组执行主任张健曾
介绍，目前国家提倡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至少应该包括国学经典、传统艺
术和民俗文化三个部分。早在 2014
年 3 月 26 日，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印
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
纲要〉的通知》，明确传统文化要逐渐
进高考。与此同时，截至 2015 年 5 月
末，国家以及教育部的传统文化相关
课题组已完成了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成人教育（全国领导干部
国学教育系列教材）、海外汉文化教育

近 700 册传统文化标准化教材研发工
作。而武汉大学早就建立了完整的国
学专业设置，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院
也不断吸引着莘莘学子的兴趣，更多
高校的国学专业的设置、培养的尝试
也正在路上。

不过，在诸多成果之外，我们也不
能忽视，有些国学专业学生就业方向
不清晰、自我定位模糊、课程设置与社
会需求脱节的现象始终存在，这就让
人们反思：到底什么样的国学教育才
是更专业、更合理的呢？

对此，我的看法是：以官方教育为
主导，以民间教育为支撑，以全民教育
为基础。目前，国家在花大力气培养
国学文化的继承人。值得注意的是，
民间自发的国学教育是整个教育版图
中不可缺失的一块。目前大学国学教
育基本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
市，而广大地方城市、基层的国学教
育，还多依托民间的各类国学班、读经
班、传统文化班等。它们是民间社会
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的花草，有其独
特的生命力，但也有着良莠不齐、管理
混乱、缺乏长效教育体系等缺憾。

更重要的是，国学教育应该是全
民 教 育 、终 身 教 育 ，它 不 像 一 些 业
务 培 训 班 ，通 过 短 期 集 训 就能让人
学成并投入实践，国学对人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在润物无声中实现全面
提升。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短期内
可能看不到成果。这就需要社会努力
营造一种终身国学学习的观念，并使
学习者能通过专业书籍、广播电视与
互 联 网 获 取 专 业 的 国 学 教 育 ，如 国
学 公 开 课 、电 视 文 化 讲 坛等方式，让
专业的国学教育服务每一个愿意学习
的人。

总体来说，国学教育专业化不是
单维的，它是一个需要大学、民间和全
民都参与和思考的多面向的过程，只
有在这三方联动的情况下，未来的国
学专业教育才会获得更扎实、更具体、
更有可持续性的成效。

国学教育专业化应三方联动

楼上听涛

新趋势

慢递
给未来的信

愿18年后的你保持对自然的好奇

◆清扬

孩子，见字如面。 打从你在娘胎
里，我就时刻想，要给你一个怎样的世
界？确切地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给你
的，而是我带着你去发现的。

我喜爱的作家蕾切尔·卡逊，对此
却早有答案。她的文字《寂静的春天》
引发了全世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而
她的《万物皆奇迹》系列著作，则深深影
响了作为母亲的我。我热爱阅读她的
文字。她说，孩子的世界新鲜、美丽，充
满奇妙和惊喜。而我们中的大部分，所
谓的世事洞明者，感受美和敬畏的本
能，早在长大前就已暗淡，甚至磨灭了。

保护好一颗孩童对这个世界的好
奇心，是我对你的期望。当身边的父母
张罗着给孩子灌输知识，奔走于早教班
时，你却被我和爸爸带到户外，听风、看
雨。知识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感
受 。 庄 子 说 ，人 皆 有 七 窍 ，以 视 听 食
息。眼耳口鼻身，对应佛家所言色声香
味触五感。大千世界五光十色，气象万
物千姿百态。双眼启合，目力所及，自
然万物便囊括入内心。遗憾的是，嗅觉
和触觉被人们忽略，终其一生都没能物
尽其用，当然就遗失了许多世间的美
好，也丧失了对世间万物的好奇。事实
是知识和智慧的种子，情感和印象才是
种子生发的沃土。

我 们 常 带 你 去 院 子 里 的 柳 树 林 。
柳树林这个名字，是爸爸取的。别小看
这一方小小的土地，你在其间乐不思
蜀，每次都被我们强行抱走。你的小手
抚摸着万条垂下的丝绦，我会于一旁吟
诵贺知章的《咏柳》。1 岁时你只是好奇
地听，两岁时的春天，你竟然脱口而出：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当
你蹒跚学步时，就踩在柳树林里，兴高

采烈。泥土孕育着生命，小草萌出新
芽，就像学步的你。当你在茂密的草地
上摸爬滚打，我不禁念起“晴川历历汉
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而转过来的冬
天，你躺在枯黄的草地上仰望天际时，
已经会对我说：妈妈，离离原上草，一岁
一枯荣。那一刻，我的内心翻江倒海、
感慨万千。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我们陪你观
赏天空，朝晖夕阴，云兴霞落，星河璀
璨。我希望，即使你一直身处都市，也
可以澄澈双眼，发现美、感受美。毕竟，
和孩子探索自然，就是要让他对周围的
一切变得敏感。

用你的眼耳鼻舌指尖去感受，疏通
已经淤塞的感官。你喜欢把手插进黑
黑的泥巴里面，我从不像其他父母一样
阻止，任凭你去折腾好了。我甚至鼓励
你抓一把土，放在鼻子边嗅嗅气味。下
过雨的泥土、晴朗天气的泥土、春夏秋
冬的泥土，其实各不相同。童年是美育
最关键的时期，一旦他的情感被激发起

来，就会对新奇未知感到兴奋，拥有同
情、珍惜、羡慕和挚爱。

孩子，感谢你的到来，也让作为母
亲 的 我 ，发 现 了 万 物 皆 奇 迹 的 真 谛 。
2016 年 11 月的一天，新闻报道说，将有
极大的狮子座流星雨。换做以前，我过
目即忘懒得出门，而那天，我抱着你走
出家门。从没有看见过星空如此美丽，
朗朗晴空中，万点银星，流贯而过，划破
天际。这情景惊讶了我们，百年难遇。
孩子，就像我和你的相遇，是生命中注
定的缘分。当你长大后，也许记不住这
场流星雨，而我现在写下来，用文字留
住那转瞬的时空。

实际上，每天夜晚的星空都有不同
的璀璨，只不过这城市光污染太重，亦
或说家家户户习以为常，懒于迈开双
腿，欣赏头顶上的大美天地。愿 18 年
以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自然的好奇，
心鹜寰宇、神游太虚。在渺茫宇宙中的
弹丸之地——地球中，一点一滴歆享成
长百味，思索、探寻生命的意义。

“

▲图为一位母亲与即将上幼儿园的孩子在信封印上火漆。熊猫慢递供图

未来信节选

10 年后的我们：10 年
前的我们一家三口一起来
到熊猫慢递，写信给 10 年
后的我们。相信那时的我
们 还 是 相 亲 相 爱 的 一 家
人。

——我们仨

30 岁的自己：愿你活
成我想要的模样，愿“三十
而立”，希望 30 岁的你可
以从容地说出“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拥有的请珍
惜，失去的请释怀。

——24岁的自己

节选内容来自熊猫慢递

▲图为猫的天空
之城概念书店“寄给
未来”明信片墙。

““

““

◆本报记者陈妍凌

“ 老 袁 ：你 好 ，我 是 10 年 前 的
你 。 收 到 这 封 信 相 信 你 一 定 很 惊
讶+惊喜，10 年后的自己过得怎么
样？希望你依旧向阳、向暖、向上、
向善。”

从 2009 年起，这封小袁写给 10
年后自己的信，就静静躺在北京 798
艺 术 区“ 熊 猫 慢 递 ”小 店 内 ，等 待
2019 年的到来，被寄出、拆阅。在店
内一排排高高的书架上，像这样慢
递给未来的信还有数万封。

近年来，书信慢递业务正在越
来越多的城市悄然成长，成为新兴
文化创意行业。

“时光邮局”悄然增多

慢递信件给未来，就是写信人
将书信、明信片等委托给第三方机
构有偿保管，待到约定日期，由保管
方寄给指定的收件人，如写信人本
人或亲朋。这类信件保管机构也被
人们称为“时光邮局”。

当下，时光邮局逐渐增多，在旅
游景区、咖啡馆、文创小店等常常以
慢递配搭服务增加文化味道。

例如，门店众多的概念书店“猫
的 天 空 之 城 ”，其 销 售 产 品 涵 盖 图
书、咖啡甜点和文创产品。店内有
一面名为“寄给未来”的明信片墙。
顾客在此购买、手写明信片，选定发
件日期。届时，工作人员将负责邮
寄。“我们每年大约卖出 200 万张明
信片。”猫的天空之城品牌部员工祖
梅对记者表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邮寄给未来的。

在熊猫慢递，客户可委托保管
一封信，也可长租一个专用信箱，不

定期向信箱里存信。一些年轻的父
母就选择了后者，每年给孩子写一
封信，存入信箱，期待孩子成年时收
到 18封酝酿多年的礼物。

就连国内邮政行业的“老大哥”
中国邮政也在开展同类业务。2010
年 10 月，中国邮政未来邮局成立。
它拥有独立的邮政 编 码 101010 和
独 立 的“ 我 的 2020 梦 想 邮 政 信
箱 ”，向 全 国 定 制 发 行“ 梦 想 未来
信”等主题邮品。4 年后，未来邮局
实体局在北京大栅栏琉璃厂传统文
化街区落成营业。参与者可将“梦
想未来信”邮资封投递到我国境内
任何一个邮政信筒。这些信汇集后
由中国邮政统一封存，待到 2020 年
启封、邮寄。

等待，在与时间的契约中

不久前，熊猫慢递工作人员李
哲娟接到一位小伙子的电话。小伙
子此前曾与女友相携到此，各自向
对方写下一封慢递给未来的信。如
今，二人的感情走到尽头，小伙子希望
提前拆阅女友寄存在熊猫慢递的信。

可惜，未能如愿。
“我很想帮他。”李哲娟向小伙

子提供了许多建议，请他从女友的朋
友等其他渠道打听内容，唯独不能提
前拆信：“这封信现在还不属于你。”

等待，是这场与时间的契约中，
最郑重的承诺。等信纸上的墨迹渐
干，等温热的火漆在信封封口处冷
却，等约定的投递日到来。

时 间 则 回 馈 以 最 玄 妙 的 艺 术
——昔日纸上的平凡文字在时光中
慢慢发酵，经年后读来，透出别样的
醇厚。

今年初，网友牟小萍和老公各
收到了一封写于 5 年前的信。“我们

看了彼此当初给对方写的
信都哭了。”彼时，
他们还是男女朋
友，写信时未看对

方 信 中 内
容。没想到，

“写着几乎相

同的内容，就好像现在的生活、现在
的孩子，就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缘
分。我们很幸福，并且会一直幸福
下去。”

另一位与孕妻共同写信的先生
则畅想着：“十年后读着这封有意思
的信，一定会笑出眼泪来吧？祝我
们十年后，收信快乐，恩爱如初。”

书信，不是文青的专属时尚

相比一条手机短信，“卡片和纸
张给人以温暖的感觉。”祖梅说，他
们希望找回并珍惜那些生活里最本
真的东西。

“坐在这里，有信纸的味，有满
墙的信盒子，有暖暖的灯光，有你，
感觉时间停在这一刻也不错，手也
不冷了，一切刚刚好。”今年初春，一
位女顾客在熊猫慢递如此写道。身
旁的爱人俯身写着给 3 年后的她的
信，这名女顾客的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要是美人鱼的话，这时候流下的
泪水一定是粉色的珍珠。”

写信给未来，是温暖自己和他
人的过程，也是自我释放和期许的
体验。初春的午后，大二学生陈梅
琼眼眶泛红，埋首于熊猫慢递的长
桌前，写信给两年后的自己。面对
陌生的城市、屡屡受挫的学业、未知
的前路，她所有的情绪在写信时被
放大。陈梅琼鼻翼翕动，不时“得停
下来缓缓”。但她很享受这个过程，

“就像抱着枕头痛哭了一场一样。”
她噙着泪笑道：“希望 2019 年读信时
觉得今天的自己特别搞笑，现在的
困难都是小问题。”

“这里不是一家店，而是心灵驿
站，一个收藏心里话的地方。”在熊
猫慢递创始人刘伟看来，慢递书信
切中的是当下公众的精神痛点。快
节奏生活中，人们在不断抗压的同
时，变得孤独、浮躁。孩子学习压力
大，年轻人需要伴侣，老年人也渴望
陪伴。因此，写信给未来不仅是年
轻人的时尚，也可以成为老年人的
情感宣泄通道。

现在，刘伟经常进社区，鼓励老

人以写信的方式，讲述他们的年代
故 事 。 可 以 写 给 经 年 不 见 的 老 朋
友，也可以写给过去的自己。“一封
信，就是一段旧历史。”刘伟说，许多
老人的信比年轻人的更有意思，更
富思想性和故事性。

延伸，做接地气的文创

当前，慢递服务的低门槛也带
来了行业的鱼龙混杂和业务的复制
模仿。

对此，猫的天空之城品牌部员
工祖梅说：“我们不怕被模仿。”企业
有 10 余位插画设计师和平面设计师
参与明信片原创设计，确保不断推
陈出新，持续吸引消费者。

而刘伟则继续坚定地走在将慢
递与书信结合的路上。他回忆，小
时候，自己很喜欢写信、集邮，还结
交了几位笔友。长大后，写信的人
越发少了，可书信所承载的厚重文
化内涵让刘伟不忍见其式微，决心
探索接地气的书信文化公共服务方
式。

“如果只是把书信文化束之高
阁，为了保护而保护，那是不可能成
功的。”刘伟认为，要把写信变成有
活力、有趣味的事，让它焕发生机。
书信的地域适应性很广，且人人可
写 、可 读 ，是 大 众 最 容 易 上 手 的 文
体，传情达意平实质朴。“它用老百
姓的方式，讲老百姓的故事。”

刘伟计划，一方面，延伸这项文
化服务范畴。例如，在征得原作者
同意的基础上，把近年在熊猫慢递
和社区里积累、搜集的书信，按内容
主题分类，编纂成书出版，如未知爱
人、北漂生活、老人回忆等。“书开始
具备新文创产品功能了，比如日历
书。那么，书信本身也可以成为文
化产品或服务。”刘伟还鼓励写信人
读信，将写给未来的信制作成“心声
档案”，以音频的形式在线上分享。
另一方面，刘伟希望将慢递书信打
造成文化消费方式，甚至作为礼物
在大众中相互传递，就像邀请朋友
看场电影一样。

文化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