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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带一路"要有绿色思维
诸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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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天衡的!三论" 小鲜肉 当!读书"成为谈资

! ! ! ! !一带一路"成为从政府

官员到股市大妈的热点话

题#当然值得庆幸#因为这是

有关中国未来 !"#$"年发展

的大事$ 搞!一带一路"是国

家的一本好经#不能念歪#讨

论!一带一路"需要有绿色思

考# 需要提升中国走出去战

略的思维质量# 对此谈三点

想法$

一是在为什么的问题

上#需要为!一带一路"项目

设立绿色环保的门槛$ 实施

!一带一路"大战略#当然有

输出中国产能包括过剩产能

的内容# 但是过剩产能肯定

不等于污染产能# 这一点各

方面要清楚$ 向中亚和非洲

等发展中地区输出相对低端

的产能# 也需要有基本的绿

色门槛$ 要让非洲和亚洲地

区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

的便车# 是要搭上中国生态

文明和绿色发展的便车$ 将

心比心#过去 !"年中国改革

开放实施引进来战略# 我们

对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

业多有愤慨%最近几年来#对

东部经济转型向中西部转移

落后产能的一些案例# 国内

也有许多自我批评$ 现在轮

到我们大规模走出去# 也不

能造成!有钱任性"的土豪感

觉$记得 %"&!年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参加城市发展国际会

议# 我发言完后有台下非洲

听者提出尖锐问题# 说中国

到非洲投资是否有图谋自然

资源的意味#我当时很震惊$

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 别人

可以有误会# 我们自己不能

有误导$我曾听到有人把!一

带一路" 说成是输出过剩的

具有高消耗高排放特征的产

能#当然感到需要予以批评$

二是在做什么的问题

上# 需要强调将绿色和环保

融入!一带一路"内容之中#

而不是游离之外$ 即使讲绿

色和环保置入!一带一路"#也

有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

搞独立的环保要素# 特别是

强调环保产业的输出$我不认

为把这样的策略作为主打是

合适的#因为狭义的环保产业

往往具有末端治理的特征$过

去 !"多年# 中国发展多少具

有先污染后治理的特征#我们

要给!一带一路"国家讲一个

好的中国故事#就不能推行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套路$

倡导绿色化的 !一带一

路"应该适合另一种战略#要

运用十八大强调的将生态文

明融入发展要素的思想#把

环保和绿色融入!一带一路"

的!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

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

民心相通之中# 使得整个发

展方式绿色化$例如#在基础

设施建设中有节水&节地&节

能&节材&环保的标准#在资

金流通中有绿色金融的概

念# 在政策沟通中强调资源

环境问题上的价格政策#等

等$显然#不能把!一带一路"

看作单纯的项目建设# 而是

要建立以基础设施为载体&

以可持续发展为准则的区域

整体发展模式$

三是在怎么做的问题

上#!一带一路" 建设要有符

合国际规范的环境标准#而

不是强调低的标准$ 即便把

环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也有人说我们应该按照低的

标准#比!一带一路"国家当

地标准高一些就行# 而不要

太高$ 我不认为这样的说法

对两边均有利$相反#中国过

去 !"年的发展证明#开始于

低的环保标准# 后来会导致

更大的成本和损失# 对投资

双方是双输的事情# 而不是

双赢的事情$ 我们已经看多

了跨国公司在中国与在本国

搞两套环境标准的事例#对

此感到不齿# 这样的公司其

实不可能在中国长期干下

去$ !一带一路"建设要按照

国际通行的环境技术和环境

政策办事# 这对中国企业和

政府是重大挑战# 但也反过

来会给国内创造动力# 可以

借此推进内外整合的中国转

型发展和版本升级$（作者为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
城镇化智库主任）

! ! ! !韩天衡不是有名扬南

北的'豆庐十论(吗#怎么说

起了!三论") 是的#清明过

后#跑到嘉定的韩天衡美术

馆去看他#只见盈丈见方的

泥金大宣纸已经铺开在展

厅里#十公斤重的大笔也已

蘸在墨池#军旅出身的书画

大师正要!弃文从武"#挥舞

!兵器"写大字呢* 见我不速

而来#一句!咱们先文后武

吧"* 便让座&饮茶#侃侃而

谈起来#不料竟聊了!三论"$

一论!学习"$ 叙谈当然

是从近期正在筹备的 !韩天

衡学艺七十年"活动说起#韩

天衡说#都是!从艺!!年"!舞

台!!年"#我却叫做!学艺七

十年"$ 一字之差#什么道理

呢) 因为艺术这个行当#天天

都在学习$ 他 $岁习字#'岁

学篆刻#!'岁学画#("年就

是一个学习的!古稀"呵* 孔

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

就是要向所有的人学习#向

古人&今人学习#向学生&青

年人学习$ !知无涯"#学更是

没有边际&没有止境#所以说

!从艺"怎如说!学艺"更对)

韩天衡刻过三方章#一

方就是著名的!老学生"#说

自己要刻到老& 学到老#一

生到老都是!学生"%另一方

叫做!老大努力"#不仅是说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而

且是说老了更要学习# 那你

一生都不至于!伤悲"啦* 这

两年还刻了一方 !老来多

梦"$不是说!中国梦"吗#老

为什么有为#为什么还要不

倦地学习# 就是因为还有

!梦"啊* 所以说#一个!学"

字#是韩天衡 ("年的总结$

二论!辩证"$ 韩天衡笔

墨丹青篆刻刀# 但他竟是读

过一点哲学的$天衡说#那时

除了读毛著#还提倡!读一点

马列"#于是也来读#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直到

认识论#都!读一点"$ 他居

然还读过恩格斯的'路德维

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

学的终结(这样的哲学著作

呢*虽然初得尚浅#但那意识

毕竟是!潜移"下来了呀#为

后来的艺术思维打下了一点

!童子功"$天衡曰#书画篆刻

充满着辩证法#黑与白&强与

弱&实与虚&满与空&精与拙

等等#都是一对对矛盾&一个

个辩证的范畴呵*比如篆刻#

方寸之间# 你要能容纳最多

的矛盾# 又要使之和谐协

调#这就要辩证#一方图章

一尺宣纸# 你要掀起惊涛骇

浪#又要让它归于平静#这也

要讲对立统一呵*

韩天衡的 '豆庐十论(#

已经石破天惊# 但那其实是

讲了!十大关系"!十对矛盾"

的#'十论(论天赋&成才&读

书&坚忍&打通&艺术圈&风格&

自我评价&名利及批评#可谓

贯穿着辩证法#讲的是'矛盾

论($ 比如论天赋#!天赋这东

西#讲早了或预支了#往往不

是激励人#倒是适得其反麻痹

人"% 又比如论自我评价#!攻

艺如登山#登顶远眺#别自诩

登泰山而小天下#须知此时也

小了自己$ 即使身居峰峦#也

要清醒明白#山外有山&天外

有天"等等#都是一分为二&合

二为一# 都是两面讲& 两分

法#讲的不都是辩证法吗)

三论!做人"$怎么做人)

韩天衡有六个字#!夹住尾巴

做人"$尽管有了大师的地位

和美誉#但他仍然认为!低调

就是腔调"$ $"岁成名之后#

韩天衡极少参加酒会& 典礼

和颁奖仪式等等#而且多次

挂印辞仕#是因为时间实在

太金贵#要做的事实在太多

呀*但韩天衡同时还有一句

话#叫做!放开胆子攻艺"#

就是说#在艺术的探索和创

新上#他是!不客气"的$韩天

衡不太同意孔老夫子的!不

逾矩"#说!矩"是要不断地

!逾"的$不打破常规#不挑战

陈习#艺术就不能突破#不能

进步#千万不能为了讲规矩

而固化僵滞呵,,,那一天

韩天衡的大字#写了!涛声"

各一#但他却不写!依旧"#这

也许有其道理吧)

! ! ! !话说唐三藏师徒五人

前往西天取经#一路上历尽

艰辛#碰上了很多爱吃人肉

的妖精和怪物$ 一般来说#

妖精都喜欢唐僧肉#怪物则

爱吃猪八戒$以现在的流行

观#唐三藏是!小鲜肉"#猪

八戒是!大叔"$ 各有所爱#

倒是民主趣味的现实体现$

也可见到#妖精和怪物

趣味是很不相同的$

师徒五人唐三藏年纪

最小#自然是!小鲜肉"了#

以致妖精们# 如白骨精&蜘

蛛精&老鼠精#看见他都会

流口水$有谣言说吃了唐僧

肉会长生不老#但没有证据

证实#因为最终谁也没有吃

到他的肉#有些可怜的妖精

为此还丧了小命$现在有一

批数量众多的少妇观影群#

据说她们看到年轻男演员

!小鲜肉"们#也有大致类似

表现$ %"&$年#网上评出十

大!小鲜肉"#其中有人出生

于 &))&年#算极嫩路线$其

他八零后已不年轻了$九零

后乃至零零后的 !小鲜肉"

已整装待发#虎视眈眈了$

!小鲜肉"的特点-岁数

年轻&感情清白&肌肉健壮$

综合起来是!小"*!鲜"*!肉"*

三者缺一不可$ 走!小鲜肉"

路线#短暂如夏花#不得不争

分夺秒努力出名$ !小鲜肉"

通常存活期很短#最多不过

十年就会变成!大叔"$

!居家必备"的猪八戒

据说一度成为择婿首选#勤

劳&顾家#为老婆甚至连神

仙都不愿当#是新时代新好

男人新模范$ 但无论如何#

猪八戒都是一副!大叔"相$

虽然老皮老肉的#但是给人

以稳重感&安全感#即便冒

着生命危险偷偷积攒了一

些小碎银#也是为了有朝一

日开小差作盘缠回高老庄

与爱妻高小姐重聚首$一次

猪八戒被浸泡洗净上笼开

蒸了#内心一阵忧伤#想起

耳朵里藏着十几两碎银和

在高老庄时同高小姐一起

过着的幸福生活$若有人问

他-你幸福吗) 他兴许会耳

朵摇一摇很生气$在高老庄

虽然每天下地干活#但有美

貌如花的高小姐陪伴在侧#

笑语嫣然#自然幸福$ 但和

很难相处&又臭又硬的老驴

友大师兄孙悟空在一起#根

本幸福不起来$

师徒五人#徒弟的年纪

都比师父大$ 孙悟空当过妖

精#曾是反上天宫的大英雄#

是见多识广的大人物$ 其他

三位师弟中# 猪八戒和沙僧

也是天上人下界# 一个在高

老庄附近当妖怪# 一个在流

沙河里做恶人# 都等着取经

人唐三藏过来挽救自己#不

再堕落$ ,,,这里附加说一

句#天上当官是真不容易#那

天蓬元帅不过喝醉了跟嫦娥

姐姐说了两句不太得体的

话#就被罚投胎#量刑过重$

至于卷帘将军不慎失手打碎

了琉璃盏#也一样罚到下界

当妖怪# 更是天上法律不

公$ 所以#天上人间#很多事

情不好说#依法治国任重道

远#需要良法善治$ 白龙马

也是犯有大案# 待罪在身#

要去西天取经赎罪的$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

会变化过于迅速#因为之前

的贫困#导致人们追求物质

的最大化占有#为此可能会

冒险&违反&突破#对原有的

价值规范和法律道德都有

极大的冲击#导致整个社会

处在价值不稳状态$

此前我们说过#!流行

词"的大规模出现#是原有的

语言系统无法有效表达新

时代新现象#而不得不创造

出新的词汇# 来给这些新现

象命名$在命名之前#一切都

还处在混沌状态# 而无法探

讨$ 至于这些新词&新观念#

有些会迅速消失#很快被人

忘记% 有些会沉淀下来#被

收入各类词典里加以解析#

成为新的传统$ 因此#我们

也不必忙着规范#只需要等

待语言之流慢慢沉淀#沙砾

和钻石#都在河床底下$

! ! ! !当读书又成为一个公

共话题时# 你一定意识到#

世界读书日又来了$

$月 %!日# 世界读书

日这天#我的朋友圈里被读

书的内容刷屏了$刷朋友圈

的时候# 内心不免有些惭

愧#我已经好久没有认真读

过一本完整的书了$如果把

自己的这点儿 !个人叙事"

放在!公共议题"中呈现#那

便如种种调查数据所证明

的#我们的人均阅读量比其

他一些国家的人少不少$读

书日里#舆论总免不了反思

!我们为什么不读书"$

有意思的是#与!国民

阅读率不高"相对应的#!荐

书"反倒是很流行很时髦的

事$媒体书评版上的书单就

不说了#朋友之间聊起读书

的话题时# 也忍不住会问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甚至

官场上#!荐书"也成为一件

很普通的事情$ 推荐书单&

求书单这不是什么坏事儿#

但能不能提高全民阅读率#

着实不好说$ 或者说#这两

者本不相干$

真正热爱阅读的人大

概不会向人推荐书单#也不

会向人求书单吧)阅读本来

就是私人化的事情#口味不

等&趣味不同#阅读的书目

自然不同$ 所以#那些所谓

!私人秘密书架" 之类的推

介#或许也是多余的#只不

过是!包装"一种罢了$ 当

然#如果一个社会必须有一

个人人必读的公共书架#这

也未必是正常的事情$

细细想想#那些以!求

书单" 为由头来谈论读书

的#是不是只是为了让读书

成为一种谈资)这么说未免

有些刻薄# 但不能否认的

是#很多时候#阅读本身已

经成了一件需要迎合外界

目光的事情#别人都在谈论

某本书# 而你对此一无所

知#你便失去了在朋友圈里

谈天说地的资格$当我们需

要靠外力驱动来激发阅读

的热情时#恐怕离真正的阅

读还有很长距离$一度我曾

很羡慕做书评的朋友#出版

社时不时寄来各种样书#即

便没时间全部读完#把它们

摆放在家里#那也是很有品

格的装饰品$ 没错#现如今

谈论读书#总会滋生一种莫

名的感觉#就像参与一场家

装建设# 装点自己的门面#

以便掩饰虚弱的内心$

作为一个阅读量不太

及格的人#有时候我还是会

怀念一下小时候把书当礼

物的年代$ 上中学时#大家

过生日时要好的朋友会送

礼物表示庆祝$那时候没有

生日蛋糕#比较流行的做法

是买一本自己认为不错的

书#写上!生日快乐"送给对

方$ 与现在推荐书&求书单

不同#那个年代把书当礼物

送人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像

现如今很多时候要谋求!谈

资参与感"$ 记不得什么时

候起# 这个习惯慢慢丢失

了#把书当礼物的时代一去

不复返$ 现在偶尔也会送

书#但只是买儿童绘本送给

家里不满 *岁的孩子#再也

不好意思把它当礼物郑重

地送给朋友$

在这个谈资越来越多

的社会#当!读书"也成为谈

资一种时#我们到底该庆幸

还是悲哀) 高效便捷的!浅

阅读"正剥夺着纸质阅读的

精细#读!书"也正在向读

!话题"&读!信息"的方向泛

化#无论如何#这都不该是

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法国人

夏尔+丹齐格在 '为什么读

书(一书中说-!在功利主义

的世界里# 阅读维系着超

脱#而超脱有利于我们的思

考$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粗

粝功利的社会#阅读已成为

一项越来越重要的自我构

建的工程$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依然只是把它当作一

个外在的形式$ 否则#++

或微信里#那些!好久没看

书"的感慨也不会成为流行

签名的一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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