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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文化以本来的样貌走出去
董芳宁（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1级卓越班）

教育不该如此简单粗暴
杨政霖（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1级卓越班）

歌手2024爆火
音乐舞台需要这份真实

王梦佳（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1级网新班）

前段时间，赵菊英小火了一把，她受学生家长
邀请，对学生房间进行“改造”：要求学生亲手把自
己的手办砸碎，把收集的漫画、闲书、周边产品都
扔掉，其行为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从视频里得到的信息是，因为孩子学习成绩
落后，家长也管不住，甚至是不敢管，因此不得已
请了“教育专家”代为管教。相信这些学生的家长
是出于“父母爱之深，则为之计之远”的心理才会
请一个外人帮忙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成绩不该成
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

现行教育制度下，家长们很容易把成绩作为

衡量一个孩子好坏的标准，但成绩其实只能代表
孩子们应对考试的能力，甚至不能代表孩子的整
体学习情况。生活中，家长除了用成绩和排名评
价自己的孩子，还应该更多关心孩子的兴趣爱好
以及社交情况等等，而不应该是因为成绩而限制
孩子的爱好。

孩子们终究不可能一直身处学校，成绩不足
以评价一个孩子，当他们面对社会时，会考试也解
决不了任何问题，但如果他们有自己的爱好，有自
己的朋友，有家人的支持和理解，那当他们步入社
会遇到问题时，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一切。

近日，歌手 2024 火爆全网。节
目一经播出，直播竞演的形式、歌手
们的实力和表演的排名便立刻成为
网友热议的话题，甚至有许多网友开
始喊话其他实力歌手前去参加节目，
随后更有韩红等多位歌手发文请战。

节目组的形式创新值得肯定。
长久以来，国内的音乐节目都是以录
播的形式展现，观众难以知晓真实的
现场情况，加之各种假唱、后期修音
等黑历史层出不穷，难免让观众质疑
歌手实力、节目组有失公允。而本次

《歌手》采用直播竞演的形式则杜绝
了这些可能，将真实的现场还给观
众，同时也传递出一种观念——想赢
要靠实力。

有网友戏称《歌手》撕开了内娱
的遮羞布，《歌手》导演也说：“确实有
一部分歌手在听到是直播形式后拒
绝参加”。我们不必过于纠结拒绝节
目录制的这一部分人是谁，但正是这
种现象存在，不禁让我们发问：究竟
是什么给了这些人弄虚作假的机会？

而只要这种现象存在，《歌手》的
舞台就有价值。它更像是一份迟来
的测验、一种对歌手自身的拷问，同
时也是一种机遇。有实力的歌手在
舞台上发光发热，能力不足的歌手也
能引以为戒，专注提升自我。

事件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网友
过于执着节目排名，甚至上升到了国
家层面。音乐本无国界，一档节目的
排名无法衡量一位歌手真正的实力，
每个人对美的感受各不相同，有些人
从歌声中听到技巧、有些人从歌声中
听到故事，与其纠结排名，不如回归
到音乐本身。正如《歌手》官方所说

“赢，只是歌手的一段路；迎，才是音
乐的目的地”。

近日，博主孙悦在短视频平台呼吁停止“翻
译”中国的文化，她称在英语语境下，日本拉面、韩
国杂酱面等，每一个翻译都带有中国文化特色，也
成功地走了出去。但中国大部分美食的翻译，都
是为了方便外国人理解，而进行借代或逐字翻译，
不仅毫无新意更是失去了美食名字本身的特色。

语言作为交流与体验的媒介，本身就承载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的进化
与纠正是为了更准确地传递信息，减少误解。正
如今年是甲辰龙年，不少人注意到“龙”不再翻译
成Dragon,而是loong，央视新闻发文称，中国的龙
不是西方文化里代表邪恶与贪婪的Dragon，而是
吉祥与尊贵的象征。而在这之前，功夫，麻婆豆腐
的拼音都已进入英文词典。对此，网友说道，“我
们很强，值得骄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涵盖了诗词、书画、音
乐、戏剧等多个领域，而每一个名字都有其独特
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例如，中国人的饺子蕴
含了中国人深厚的情感记忆，更是成为一种文化
符号，它与西方的 dumpling 本质上有很大的不

同。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化“出海”的过程中，我
们更应注重挖掘和传承这些具有独特魅力的文
化元素。通过深入解读和展示这些文化符号背
后的故事和内涵，让世界了解和感受到中国文化
的独特魅力。

当然，停止“翻译”中国的文化，并非意味着封
闭自守或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一种更加开放和自
信的态度去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文化出海的关
键是文化独特性，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其他
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坚
守文化独特性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文化拥有五千
年的深厚底蕴，完全值得拥有自己的名字，以“原
汁原味”的形式走出去。同时，我们也应以开放包
容的态度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与碰撞，丰富自己
的文化内涵，推动中国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与
此同时，我们更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掌握翻译
和对外传播的自主权。保持神秘感是独特的起
点，以音译的角度进行翻译中国文化，既做到了传
承，又守住了我国文化的特点，让中国文化以本来
的样貌植入世界。

“官方号最终还是到00后手里了。”“00后制
作，90后审核，80后擦着汗向70后解释。”“发完这
条，小编现在还在原岗位吗？”这些都是“00后”接
管政务新媒体后刮起“整活”“玩梗”风后的网友评
论。的确，随着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开始接
手运营政务新媒体，凭借对“流量密码”“爽点”的
了解与掌握，将其有机融入工作并且带来了“泼天
流量”和新活力。当然，在轻松娱乐之后，还是要
思考政务新媒体的定位与职责，要持续创新模式、
回归主业主责，要有效触及用户需求，而非一味做
无效互动。

新媒体时代，信息繁杂，想要让政务信息更容
易被大家理解与接受，沿用过去的老一套肯定效
果不佳，而采用网络热门元素制作有趣、生动的内
容是比较有效的方式，这也是体现政府部门与时
俱进，在创新传播方式、提升沟通效能上做出的积
极探索。正因为如此，只要不出格，各种诙谐可爱
的“整活”“玩梗”基本上都是被允许和鼓励的。而

且，政务新媒体“整活”“玩梗”也不是最近才出现，
近些年的探索实践一直都有，在开放、开明与包容
的工作环境下，不那么严肃板正的官方号变得接
地气、很走心、有人情味，不但增加了自己的打开
率、阅读率，也拉近了与用户的距离，形成了良性
有效的互动。

在一些政务新媒体不断创新理念、破圈出位
的同时，有不少政务新媒体则陆续宣布注销，将信
息发布渠道转向上级单位的新媒体账号或政府网
站。之所以会关停一些“沉睡”许久的政务新媒体
账号，目的还在于推动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
避免重复运营造成资源浪费，优化资源配置提供
更好的服务，集约化管理统一发布渠道等。这恰
恰给接手运营政务新媒体的“00后”们带来了警示
与启发，“整活”“玩梗”可以有，但不是无限度地
玩，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掉进“唯流量论”和

“过度娱乐化”的陷阱，一旦盲目追逐流量，为了娱
乐而娱乐，必然会被“泼天流量”所反噬，从而消解

官方的权威和公信。
因此，我们要仔细思考政务新媒体“玩梗”之

后该做哪些文章？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所服务，流
量背后还需要呈现有价值、有深度、有实效的信
息，要能够关切大众、服务大众，而不是把人引来
看看热闹就散场了，那样就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了。说白了，政务新媒体必须进入提质增优的“新
赛道”，要建立在对信息的依法披露、职责的履行
上，要把握好在守正创新、张弛有度中更好服务群
众的原则与底线，要明确自己“为群众办事”的发
展趋向。

我们不反对政务新媒体在形式上的创新与探
索，因为这是与用户形成良好有效互动的重要途
径，也是与时俱进、变革迭代的时代需求，但通过
整合优化、功能归集，让政务新媒体真正发挥服务
群众、沟通群众的效用，切实让群众和企业网上能
办事、快办事、办成事，则是我们需要积极跟进与
持续探索的新任务、硬任务。

政务新媒体“整活”“玩梗”之后呢？
孙瑞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