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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老剧院渴望“又一春”
■王国荣

我已经记不得，不知有多少年没进电影

院看电影了。同我一样情况的人，可能为数

不少吧？走过 80 多年风风雨雨的瑞安剧院

（详见本报 10 月 29 日 3 版报道），或许真的老

矣，老得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子。越是落寞，

就越会回忆过去的辉煌，这正是“老”的特

征。它还能老树新枝，焕发“又一春”吗？

影剧院人气的冷落，主要还受现代高科

技影视文化媒介的冲击，传统的电影放映越

来越失去吸引力。再说了，现在还有几部大

片巨片让人喝彩，还有几个影视明星让人着

迷？粗制滥造、一夜成星，早已倒人胃口。

物是人非的影剧院，莫再提“当年勇”，当

年一票难求的辉煌不可能再“上映”，就让它成

为一圈尘封的老故事片拷贝吧。老了就得服

老，看如今光线、无线、3D无处不在，人手一机

掌上视频，传统电影院落寞，也就在情理之

中。这也是社会发展、文化变革之必然。

当然，老树可有新枝时，尽管岁月在老剧院

身上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但作为一处“不动产”，

还是有它的价值在的，关键是怎么去开发它，让

它有“华丽重生”一日。报道中，郑阿姨“放着也

是浪费，为何不试着改造呢”之问，夏老先生的

“何不直接将剧院改造成一个公园”的建议，其

实都在思考“怎么改”的问题。“改”是大势所趋，

只有“改”才是老剧院获得“又一春”的出路。

十八大中央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到了一个

历史的高度，因此瑞安剧院、电影公司、越剧

团三家单位，从去年 5 月进行了全面改制，改

制后的剧院将暂交给瑞安市越剧团有限公司

进行市场化经营，这也可视之为一次“转型升

级”，为老剧院走出困境在做有益的探索与尝

试。类似的解困，也适用于不景气的新华书

店等传统的文化经营单位。

文化产业的发展，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当今文化是多元的，

文化产业要细分、深挖、多产，除了开发服务中

老年喜爱的越剧等地方戏剧产品外，杂技、魔

术、话剧、歌舞，哪怕是文体赛事、会展、培训

等，都可以在这翻修一新的剧院里百花齐放，

广种博收。文化产业蕴含巨大商机，搭准大众

需求的市场脉搏，老剧院华丽重生可以预期。

济阳公路

河 南 济 源 段 ，

不足 7 公里的

路段设有 6 个

收 费 站 点 ，每

个站点都有专

人 把 守 ，外 地

车 需 交“ 轮 胎

降温费”。

（陶小莫 画）

年仅５岁的小男孩，在家门口被人砍了 3

刀，成了这几天瑞安人关注的一个热点事件，

也让人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正能量。

孩子的无辜，令无数瑞安人心生怜悯，主

动到医院探望，安慰悲伤中的父母；当他们得

知孩子家庭还比较困难时，纷纷解囊相助，仅

一天，爱心款就达 15 万元，此后又有不少社会

爱心人士陆续赶到医院看望小鹏，并送上爱心

款⋯⋯这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

比“硬件”，比如说城市规模、建设、景观、经

济等，强过瑞安的不在少数。但有一种“美”在

瑞安可圈可点，即人心之美。当我们把瑞安人

救助无辜小男孩当成新闻时，瑞安人也许在窃

笑：这事也算得上是新闻？是的，因为这样的

事，对瑞安人来说，太过寻常了，也习以为常

了。这些年，类似的、发生在瑞安人身上的爱心

故事，多得我不知道选用哪个例子更具代表

性。瑞安人做这些事情极其自然，是发自内心

的善举。

在现实社会中，老人跌倒无人扶起、小偷行

窃无人阻止的事还时有所闻。因此，社会需要

正能量。而瑞安人的善举传递的正是正能量。

当下，可以经常听到一些人的感叹，什么人心不

古、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这种舆论倾向，在我

看来，不代表“向下”的力量盖住了“向上”的力

量，“向上”的力量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这

种悲观论调，并不可怕，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对精

神文明建设抱有更高期盼。一百个老人跌倒，

即使 99 个得到及时救护，只要还有一个被冷

漠，就表明有“不足”，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爱是一种力量。这力量不仅仅给人以坚强

和温暖，也是一个城市的品牌和资源。爱的力

量，凝聚人心，既能铸就美好，亦能攻坚克难。爱

的力量，也是一种威慑力。同情无辜者，帮助困

难者，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接济，是表明立场，维护

正义，这股力量越强大，行凶作恶者越胆寒。

以“让终身学习成为瑞安人的生活

方式”为主题的首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于 10 月 27 日在市区玉海广场启幕（详

见本报 10 月 28 日 6 版报道）。笔者不禁

为这样的活动拍手叫好，老话说“活到

老，学到老”，终身学习该是多么重要的

生活方式啊。然而，转念一想，脑海中又

蹦出了一个问题：“终身学习”学些什么

呢？

一般来说，“终身学习”包括广义和

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理解，生活中的

一切知识都是学习内容，比如，学开车、

学上网、学唱歌跳舞，学健身养生等，并

不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从狭义理解，

“终身学习”就是终生读书。广义的“终

身学习”不需要费力鼓吹，生活了，就是

学习了；而平常所倡导的“终身学习”，却

大有名堂。

比如，读书，那该读些什么书呢？世

上的书，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不可以不

选择，但选择总要有个标准。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说：“单靠报纸

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

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

是指那些在时间的江河里历经大浪淘沙

而越发光芒四射的经典作品。他认为，

读杰作是获得教养的“最重要的途径之

一”，而“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

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

努力，本身便有意义”。

由此，笔者给“终身学习”提两个条

件：第一是读杰作，第二是没有功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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