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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优秀传统文化接引城市设计回家
刘士林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挖掘整理传统建

筑文化，鼓励建筑设计继承创新，推进城市

修补、生态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中宣

部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时进一步阐述要

“将传统文化标志性元素纳入城镇化建

设、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公共空间”。 这既

是对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 “端
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加强城市设计”及
在规划编制中注重“文化特色”和“文脉延

续性”的展开和落实，也可以看做是我国

城市设计正从过去对西方崇拜的迷梦中

醒来，发现并走上了自己的还乡之路。

“奇奇怪怪的建筑 ”反认
他乡是故乡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 “不要搞奇奇

怪怪的建筑”。 所谓“奇奇怪怪的建筑”，
就是背弃中国文化传统价值和当代中国

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 完全按照西方审

美和价值标准对中国城市进行设计和生

产的结果。它的主要特点是“贪大、媚洋、
求怪”。“贪大”是不顾我国城市发展的阶

段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 凡事都

向纽约、巴黎、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看齐、
对标甚至是相互攀比。 “媚洋”是把西方

建筑样式和风格等作为中国城市设计的

最高美学理想， 而对我国城市已有的空

间文脉和人文积淀等一味排斥。 “求怪”
是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设计理念和建

筑风格为圭臬， 并为了吸引眼球和商业

炒作而掀起的一股娱乐化甚至是恶俗化

时尚。 这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生产“异化”
现象， 即我们越是积极努力地设计和建

设， 结果却是城市越来越不具有中国城

市应有的形态、功能、精神和气质。比如，
有些城市把本应传承着城市历史文脉、
再现着城市时代精神的地标性建筑，等

同于雇一个“洋设计师”和建一个“洋建

筑物”，以为由此就完成了城市的现代化

或融入了全球化潮流。
“以洋为美、 以洋为尊”， 既是各

种 “雷人设计 ” 频繁出现 ， 也 是 各 种

“罗马城 ” “意大利城 ” “曼哈顿城 ”
等城市空间、 社区和建筑泛滥的主要原

因。 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二： 一是在

文化上， “贪大、 媚洋、 求怪” 本质上

是一种城市景观、 生产生活方式、 社会

和 文 化 生 态 上 的 “去 中 国 化 ” 现 象 ，
“反认他乡是故乡”， 不仅直接破坏了中

国城市历史形成和积淀的空间布局、 建

筑样式、 文化特色和审美风格， 同时也

抽去了隐含其内的中华文化的理念、 精

神、 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 二是在功能

上， “贪大、 媚洋、 求怪” 的建筑设计

大都是西方设计师的 “跑马场” 或西方

先锋设计观念的 “实验室”， 它们很少

考虑中国城市发展和普通老百姓的实际

需求， 是我国城建领域中 “供给侧” 和

“需求侧” 出现严重倾斜和不均衡的始

作俑者之一。 以一些城市充满异域风格

的大型公共建筑为例， 它们耗资巨大，
“看上去也很美”， 但承载的服务功能极

其有限， “提供的不需要和需要的不提

供 ” 在很多城市早已司空见惯 。 就此而

言， 《意见》 明确了我国城市设计的战略

方向和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对于中国城

市设计可以说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作用。

将传统文化标志性元素纳
入城市设计

从某种意义上说， 包括城市设计在内

的 “去中国化” 问题， 一直是国家和社会

有识之士在高度关注和努力解决的。 从总

体上看， 早在 2011 年 10 月， 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就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 在此背景下， 我国传统的文化、 学

术、 思想、 价值的地位不断提升， 相关活

动日益增多， 社会影响不断拓展。 如近期

大到全国性的央视传统诗词大赛， 小到上

海市闵行区直接深入到社区的 “修齐讲

堂 ” 等等 。 就城市设 计 而 言 ， 2016 年 2
月中央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 “适

用、 经济、 绿色、 美观” 的 “建筑八字方

针”， 并把 “贪大、 媚洋、 求怪” 列为城

市空间治理的重点对象。 由此可知， 无论

是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 还是针

对城市发展的各项铺垫政策， 实际上都

为传统文化接引 “迷路的城市设计” 回

家创造了良好氛围和条件。
把优秀传统 文 化 纳 入 当 代 城 市 设

计，并不是一件简单和一蹴而就的事情。
其中既有“老账”，也会面临新的情况和

问题。在城市设计领域切实落实《意见》，
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先形成共识： 一是要

牢牢把握住一个基本原则。 把传统文化

纳入城市设计， 既不是对西方设计文化

不加任何区分地全盘否定， 也不是对本

民族传统不加鉴别地全盘肯定， 必须杜

绝在历史上一再上演的 “以一种倾向压

倒另一种倾向”。二是要深入开展理论研

究和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学习

西方”和“媚洋”的界限、“求怪”和“创新

求变” 的区别以及如何促进中西优秀设

计建筑文化之间的学习、借鉴和交流等，
不能“闭起门来”“自说自话”地弘扬传统

文化。 三是要做好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案

的跟进。 目前的《意见》只是一个宏观性

的指导意见， 主要作用是明确城市设计

的战略方向和文化目标。 而要把它真正

贯穿、落实于中国的大街小巷，还需要各

地和各方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 际 出 台

“操作细则”， 探索行之有效的 “发展模

式”，使国家这一重大城市文化战略落地

生根并结出硕果。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

究院院长、 首席专家， 北京交通大学中
国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首席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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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地中小学新学期开学

13 日， 我国多地中小学 2017 年新学期开学。 图为当日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

道 “微小学” 五台村小学的师生在上体育课。 新华社发

网络直播暗藏哪些“漩涡”
天价打赏乱象频发，众多网友沉迷其中

“野蛮生长”的网络直播，在打开一

个新窗口的同时，频发的天价打赏乱象，
也引发各界关注。 网络主播究竟有何魅

力，让众多网友沉迷？ 巨额打赏的背后，
又暗藏哪些“漩涡”？

观众花钱“造梦”，多方合
谋“套利”

来自沈阳的小鹿是直播平台 “一直

播”的主播。 不久前，小鹿辞去了某知名

互联网公司的工作， 从公司白领变成了

专职主播。 2016 年 2 月，听朋友说直播

很赚钱，小鹿开始尝试。 只要闲下来，她
就坐在手机屏幕前与粉丝互动， 经常一

播就是几个小时。 小鹿直播的内容很平

常，但凭借出众外表、甜美声音，还是吸

引了众多粉丝捧场， 一年下来已经收到

粉丝送出的价值 100 多万元的礼物。
“就是纯聊天，唱唱歌，教化妆，我也

不理解粉丝们为啥爱看我的直播。 ”小鹿

透露，大家直播的内容都很雷同，“美女+
聊天+卖萌”几乎成为直播的标配模式。

网络直播的兴起， 给普通人提供了

展示才艺和欣赏互动的平台， 一些 “草
根”跻身“网红”行列。

一名昵称为“康康”的观众告诉记者，
自己刚刚看直播1个月， 已经花了12万元

给漂亮女主播送礼物。康康只要持续给主

播刷礼物，就能和主播互动聊天，其他观

众也会追捧 。“明明知道主播是为了赚

钱，但心里就是愿意，因为她满足了你的

虚荣心，你不愿意从这场梦境中醒来。”
为了投合观众的需要， 一些主播不

惜突破道德底线，通过色情、暴力内容吸

引观众掏钱。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

吴亦明表示，直播行业的乱象涉及心理、
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其中利益关系

成为主导。“有的人通过花钱来购买存在

感，满足虚荣心；有的人则借此成名，为

自己牟利创造条件。 ”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获得高额回报，

一些主播不惜采用造假、 炒作等手段。
2016 年 11 月， 一些主播在一家直播平

台直播给四川凉山州贫困区村民发钱，
吸引众多观众围观打赏。 当地警方调查

发现， 他们真正的目的并非慈善， 而是

“吸粉”赚钱，很多发给村民的钱在直播

结束后，又被收了回去。主播“快手黑叔”
直言不讳：“我两个月能挣六十万， 就是

挣粉丝的钱，总有人愿意给我刷礼物。 ”
一些直播平台、经纪公司、主播三方

合谋，从普通网民观众身上“套利”。 一位

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经纪公司低价大量购

买平台的虚拟礼物，再刷给自己的签约主

播，通过“天价打赏”噱头、水军造势等手

段把主播捧成“网红”，提升平台流量，最
终吸引大量普通网友打赏。 整个过程，只
有掏出真金白银的普通网友的利益受损，
直播平台、经纪公司和主播只付出了少许

成本，就能按比例分得巨额利润。

网络直播不能“向钱而生”
网络直播“来钱快”，让很多青年人

趋之若鹜， 甚至有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

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网络主播。 小鹿坦

言， 年轻人如果习惯了用这种轻松的方

法赚钱，就会变得浮躁起来，很难再静下

心来好好工作，“主播这个职业不能一直

做下去的，还是要趁年轻多学点知识。 ”
“直播经济是技术突破、发展过程中

衍生出的新经济模式，打破了明星对‘粉
丝经济’的垄断，让普通民众也有机会从

中受益。 ”吴亦明说，但问题在于，如果只

注重观看数量和网红的打赏额度，而缺乏

进一步提升其内容质量、深耕平台与服务

方式，直播经济最终只能沦为泡沫经济。
天价打赏、内容违规等问题已经引起

相关部门关注。2016年4月，文化部查处了

26个网络表演平台，有4000多个涉嫌严重

违规的表演房间被关停。此后，《关于加强

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和《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陆
续出台，从政策上对直播进行规范。

“政策能否发挥实效， 关键要看落

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

表示，直播不能“向钱而生”，要遵循社会

公德，传播积极、健康、主流的内容。直播

经济发展极快， 相关部门应根据最新情

况制定政策实施细则， 进一步加强引导

和规范，让直播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杨洋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彝族赛装节：最古老乡村T台秀
1300多年来，每逢正月十五直苴村民都会载歌载舞比拼盛装

农历正月十五是彝族人一年一度

的节日———赛装节。
永仁县直苴村的彝族老人李永福

嬷已经 97 岁高龄，依然没有放下她的指

尖技艺，也从未放下她那颗爱美之心。从

6 岁到现在，90 多年的时间里，老人从未

缺席过一次赛装节； 从 15 岁第一次绣

出一件完整的衣服起，所有的盛装全由

她绣制完成。 今年，身为“奶奶赛装队”
最年长成员的她，带着已经传承自己手

艺的孙女一起，参加赛装表演，希望孙

女和当初的自己一样，因赛结缘。
赛装节，简单来说，就是服饰大比

拼。 这是一个充分显示彝族人民聪明、
勤劳、 才干的节日， 也是一个爱美、选
美、比美的日子。在直苴村，赛装节表演

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被外界称为“世
界最早的乡村 T 台表演”。

观众坐满整个山头

金沙江畔的直苴村，扼守着云南的

北大门。 这里的山路“八十弯”，高寒且

封闭。 放眼望去，村寨的四周，只有山。
这样一个在地图上需要放大许多倍才

能发现的小山村，如今，却吸引了世界

关注的目光。
从清晨开始，通往直苴的山路就出

现车辆的长龙 ，大巴车 、面包车 、小轿

车、摩托车……沿山盘绕，涌入的人潮

超过了当地村民的数十倍。热情好客的

彝族少女早早等在村口，为远道而来的

宾客递上粑粑、香包和热酒。
12 时 30 分，离赛装节启动还有半

个小时， 赛装场就涌入了近 5 万名观

众，他们从全球各地赶来，只为一睹彝

族传统文化的风采。

“直苴赛装场或许是世界最早的 T
台。 ”永仁县文体局主任科员、 赛装传

承人殷必聪对记者说。 直苴赛装场的

观众席 ， 如同附近山间的梯田 一 般 ，
山坡经过部分改造后借着高低落差形

成阶梯效果 ； 而主舞台则一片 青 绿 ，
几乎看不到一点土色。 这不是普通的

草坪， 而是当地人就地取材， 从山上

的云南松上剪下的长长 “松毛”， 铺在

土地上又厚又软。
很多人甚至没吃午饭，只为提前占

据一个有利位置，但不少人只能收获失

望。 因为正对主舞台的位置，即便只能

席地而坐， 还是从山脚挤到了山顶，孩
子们骑在父亲的脖子上，瞪大眼睛向前

看，整个山头都成了人群的海洋。 不得

已，一部分人绕到侧方，踮起脚尖，试图

在几棵千年树龄的滇朴的缝隙中，窥探

到舞台。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直苴的

美源自彝族文化的积淀，必将越来越多

地被外界所认同和感知。 ”殷必聪说。

97 岁与 7 岁同台竞技

直苴流传着一个关于朝列若和朝

拉若兄弟二人狩猎奇遇的传说：他们俩

沿着金沙江顺流而下，发现了直苴这块

黑色而肥沃的土地， 从三颗谷粒开始，
种出成片金黄的谷穗。消息传遍了周边

村寨，乡亲随兄弟俩来到直苴，也喜获

丰收。 公元 666 年的正月十五，彝族村

民为了奖赏兄弟俩，就让少女们绣服装

进行比赛，然后把最心灵手巧的姑娘选

配给兄弟俩。 从此，赛装节成为彝族的

重要节日。
“最开始，赛装场是彝族少女展现

自己魅力的舞台。 ”殷必聪说，“赛装节

为居住分散、平时很难有机会相聚相识

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表白爱情的机

会，传统上也被看作彝族的情人节。 ”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限制逐渐被

打破， 从 7 岁的小姑娘到 97 岁的老奶

奶，大家都来赛。不管怎么变，参赛女性

既是服装的设计者，也是制作者，更是

表演时的“时装模特”。
彝绣，早已深入彝族女性的血液之

中。 李永福嬷从小便和母亲、外婆学习

刺绣， 七八岁就能独自完成一幅绣品，
15 岁能娴熟掌握刺绣技法，绣出盛装。
她告诉记者， 彝族绣品一般选择黑、蓝
色纯棉布打底， 用鲜艳夺目的大红、粉
红为主色调，并以橙、黄、绿、青、蓝、紫

相搭配。 袖口绣到肘， 裤筒绣到膝，领
口 、衣襟 、坎肩 、鸡冠帽 、束腰带 、绣花

鞋、垮包，到处都绣着花朵、花边、线条。
基本上，从头到脚、前前后后没有哪里

不缀花，没有哪里不镶边。
与其他刺绣相比，彝绣最大的特点

是图案抽象，更为粗犷，构图上的繁简虚

实， 形象的夸张变形， 色调上的对比反

差，令人叹为观止。“俗话说，红绿搭配臭

嘟嘟，但彝族女性绣的花，红绿搭配同样

艳丽。 楚雄彝族人民把对美好事物的诠

释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都融入具有彝族

独特审美观和民族特征的指尖艺术之

中。 ”楚雄彝族自治州外宣办副主任孟

孚告诉记者，相比写实，彝族绣娘更喜

欢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对山川河流、飞
禽走兽，以及马樱花、山茶花等藤萝花

草进行变形、夸张。 正因为依托个人想

象力而创作，很多乍看一样的服饰细看

则每一件、每一片都不一样，颜色花纹

都不同，找不到两朵一模一样的茶花。

赛装节体现的远不止服
饰文化

“绣出一件好看的衣裳，可能需要

数月或者数年的时间。但仅仅做出了靓

丽的服装，未必能赢得比赛。赛装场上，
舞蹈若是跳不好，之前刺绣的努力都会

前功尽弃。 ”殷必聪说。
近年来，参加赛装的除了“姑娘队”

“奶奶队”， 还有以往只充当欣赏者的

“汉子队”“爷爷队”。在“毕摩”老人进行

虔诚的祭祀后， 各赛装队伍手挽着手，
和着悠扬的葫芦笙旋律，跳起传统的彝

族跳脚舞。 比赛中，各个参赛组的舞蹈

节奏和动作都有所不同。 “‘爷爷队’跳
的‘乡老舞咕’，动作偏慢，跳脚幅度大；
‘奶奶队’跳的‘咕氏咕呐’，动作慢，幅

度小 ；‘姑娘队 ’和 ‘汉子队 ’跳的都是

‘背靠背’，旋律欢快，但前者较为柔美，
而后者力度强劲，往往打跳时脚掌击起

的尘土越多，观众的掌声越响。”殷必聪

说，“长期以来， 赛装没有评委和裁判，
也没有名次评判。 谁最心灵手巧，谁最

美丽漂亮，比赛结束后根据口碑自有定

论。不过，未来赛装或将引入评委，科学

评价，让赛装更好地传承下去。 ”
在殷必聪看来，赛装节是彝族传统

文化在多个方面的结晶。 “赛装节来自

‘三颗谷粒’的传说，本身蕴含着稻作文

化或者说农耕文化； 赛装以祭祀开头，
体现了浓郁的祭祀文化； 而服饰文化、
歌舞文化自不必说，‘彝族人能说话的

就会唱歌，能走路的就会跳舞，能拿针

线的就会绣花’；还有婚恋文化，赛装节

的晚上，互有爱意的青年男女会一起跳

脚联欢，谈情说爱。 ”他说。
和其他一些非遗一样，赛装也面临

着传承难题。 “就拿其中的服饰文化来

说，现在除了节日，彝族人也很少穿手

绣盛装， 再加上廉价机器绣的冲击，大
家对刺绣的热情正在降低。 此外，愿意

走出大山的姑娘越来越多，她们能学习

手艺的时间越来越少， 难以静下心来，
完整地传承前辈的技艺。要把彝绣产业

做大做强，人才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殷必聪呼吁。

（本报云南楚雄 2 月 13 日专电）

网络餐饮商家应有实体店
新规征求意见稿：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餐具

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１３ 日电 （记者陈
聪 毛伟豪） 备受老百姓关注的网络订

餐安全问题将迎来更加完善的监管。 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 发 布 了

《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

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稿

提出， 利用互联网提供餐饮服务的， 应

当具有实体店铺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 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

业态、 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 不得超

范围经营。
意见稿明确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平台应履行的责任。 意见稿明确， 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

经营行为和服务进行抽查和监测。 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发现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

违法行为的， 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

其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 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 应当立

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意见稿提 出 ， 网 络 餐 饮 服 务 提 供

者 应 当 使 用 无 毒 、 清 洁 的 食 品 容 器 、
餐具和包装材料 ， 包装好食品 ， 避 免

送餐人员直接接触食品 ， 确保 送 餐 过

程食品不受污染 。 禁止重复使 用 一 次

性餐具。
对于自办网站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

者， 意见稿提出， 应当在其网站首页醒

目位置公示其食品经营许可证。 网上公

示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店名和地址应

当与实际店名和地址一致 ， 公 示 的 门

面、 大堂、 厨房等图片应当与实体店一

致； 公示的菜品信息、 主辅料等应当与

实际菜品和所用主辅料一致； 公示的图

片应当与实际菜品基本一致。

姑娘赛装队在跳传统的彝族跳脚舞。

台湾一游览车发生翻车事故
已致 32 人遇难，车上无大陆游客

据新华社台北 2 月 14 日电 （记者

吴济海 刘欢 胡龙江）据台湾消防署 14
日零时许发布的消息，13 日晚发生的翻

车事故已造成 32 人死亡， 受伤的 12 人

已全数送医。 新华社记者从台湾公路警

察部门获悉，游览车上没有大陆游客。
消防署接 台 北 市 消 防 局 通 报 ， 13

日 21 时 6 分许 ， 在台湾公路主干道 5
号南港系统交流道接 3 号南下路段， 台

北市蝶恋花公司一辆游览车翻覆于引道

边坡 ， 车内 共 44 人 （游 客 42 人 ， 导

游、 司机各 1 人)， 其中死亡 32 人 （30
人未送医， 2 人送医后不治）， 12 人送

医持续治疗中。
据现场救援警察初步调查， 该游览

车为武陵农场赏樱团返回台北途中， 疑

因车速过快 ， 直接冲出护栏 ， 翻 落 边

坡。 车上游客多为 50 岁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