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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观者与设计者有共鸣 需要美育的滋养

6月的湘湖，洋溢着浓烈的艺术气息。
因为，位于湘溪路1368号的世界旅游

博览馆内，有一场名为“大脑花园·第五届
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暨中国美术学院毕
业季展览。这里展陈着城市设计系、风景
园林系、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等学院毕
业生的作品。

作为一个70后，观展最大的感受就
是，“国美”的艺术创作既有脑洞又不虚
幻。这里的“不虚幻”，说的就是很多的艺
术创作，都可以找到实际的运用空间。

比如，“新集体性——察院前农贸市
场更新设计”“空屋置换计划——一次新型
乡村社会空间的实验”都有可能在未来乡
村找到广袤的实验场；书法作品中《天问今
录》以黑红二色，书屈原《天问》于木牍，拟
楚简形意的设计完全可以用在某些展陈
馆；皮影戏与AI整合的设计可以用于新的
跨界传播……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的访谈中有
两点值得思考，首先他说今日的杭州不只是
美术的杭州，更是“创造的杭州”。其次他认
为艺术家必须投身其中，尝试建造一座所有
人的“大脑花园”。毕业季所展示的不只是
果实，更是未来的花朵，是艺术带给世界的

一派生发气象。
这个观点值得点赞，艺术创作从来不

是空中楼阁，既可以在创作中实现一种脱
离感，又在创作中带给人们快乐和正向思
维。但从观展人来看，多数是中国美术学
院的学生，艺术展陈依旧是一个小众的赏
玩。又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萧山的艺术氛
围不浓，预约参观的本地观者并不多。由
此也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忙碌的都
市民众，是否需要美育滋养？

其实，每个人的艺术细胞从出生都具
备了，只不过小时候有肆意表达的出口，慢
慢长大了就被“封印”，继而给自己戴了一
个“没有艺术天赋”的帽子。

那是因为你忘却了：你几个月时就摆
出了一字马的瑜伽艺术，你儿时曾发出N
个天问般哲思，你听到音乐就摇摆身体，你
随手涂鸦就是一幅毕加索式的图画……

像画画、唱歌、跳舞，这都是人类的本
能。在法国肖维洞窟，那些岩画绘于三万
六千年前，8000年前跨湖桥文化遗址留下
了太阳纹的陶器和骨哨，原始人不需要美
术和音乐基础，只是创作出了心中所崇敬
的或美妙的东西，那是最珍贵的、代表了艺
术最本质的东西。

作为现代人类，在儿童期也一样拥有这
些艺术本真的表达。记得有一个日本设计
师曾提到他小时候，父亲跟他说你如果爱画
画就去画，你觉得一棵树是红色的，你就画成
红色。由此可见，这个日本设计师很幸运，遇

到了一个非常会启发艺术天分的父亲。
其实，真正艺术的基础，不如说是人们

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很强，而专业学习只不
过是掌握了素描、色彩、演奏等工具，而工
具始终都是为表达内容而服务的。

都市民众之所以需要美育的熏陶，那
是因为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的那些与生存
无关的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对世
界、对时间、对一切的思考和情感，是人胸
中的那些东西需要一个出口，也需要去体
察到周遭与人生里的种种，并在心中涵养、
沉淀。

正如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
谈到，不同于西方“为艺术而人生”的路数，

“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国艺术的正统。
这里谈到的“人生”就是一个宽泛的概

念，所有跟人有关的事物都可以纳入“人生”
范畴。而艺术正可以为“人生”添加更多的
美好体验，让创作者和观者都能保持一种谦
和、平衡的身心状态，能借由艺术来表达胸
中的丘壑。

在萧山，艺术设计也有很大的展示空
间。比如未来社区建设中的一些公共空间
的设计、乡村民居整体拆迁改造、乡村博物
馆的展陈设计、儿童友好乡村的概念性设
计等。

而如何让观者与设计者有共鸣，就需
要美育的存在，而这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是
需要渗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那么，不
妨从湘湖里的这场美育展开始吧。

又到了高考的日子。高考对于人生的
意义，毋庸置疑，因此在孩子人生的重要节
点，总会有家长的身影。高考期间，送考的
家长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些家长也特别讲究讨一个好彩头，如
妈妈要穿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爸爸穿马甲，

寓意马到成功。衣服颜色也有讲究，比如第
一天，必然要穿大红色，寓意开门红。至于
后面几天穿什么颜色，就各有讲究了。有的
主张穿绿色，寓意一路绿灯；有的主张穿灰
色黄色，寓意一路辉煌；还有的主张穿紫色
裤子，寓意指定（紫腚）能成……更有讲究的
连送考车牌都要考虑到，可谓尽心尽力。

当然，家长们的这些努力，跟小时候考
试当天给孩子买根油条，煮两个鸡蛋也并
无本质不同。吃了百分套餐，喜气洋洋去
考试，也是童年的美好回忆，只不过结果未
必尽如人意罢了。

其实论讨彩头，古人比今人有过之而
无不及。古人考的是科举，其意义可比高
考重大多了，因此古人对高中这一执念，深
得令现代人叹为观止。江南有一传统小吃
米糕，名字就叫“状元糕”，流传至今，每逢科
举考试前，这类彩头食品就特别流行，很多
考生要买来吃。再比如喝酒要喝“状元
红”，住店要住“连升店”，吃喝要去“魁元馆”

“状元楼”，这些都是讲究。
要是遇到秋闱，那必吃桂花糕，寓意

“蟾宫折桂”，说的还是金榜题名的事。广
东有传统小吃猪杂粥名为“及第粥”，有关

于状元的传说，但实际上恐怕也是为了招
徕考生讲的商业故事，不过此粥营养丰富，
或许也有助于考生发挥。

现代商家师古人故智，用来商业炒作也
有之。比如有些文具品牌前些年推出“孔庙
祈福”之类文具，也是抓住一部分考生的心
理。当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具可
谓考生最重要的武器，排在首位的永远是质
量，如果只是做噱头，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
产品质量，那恐怕也没人会信这一套。

同样，面临大考，很多孩子内心会格外
紧张，家长要做的就是做好心理辅导，缓解

孩子的紧张情绪，同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尽可能让孩子吃好睡好，发挥水平。

讨彩头之类的举动，背后是家长朴实
的心愿，可以理解，但不应该喧宾夺主，甚
至对孩子造成额外的压力。曾有媒体报
道，一位沉迷于网络上各类“算命网站”的
考生家长，几乎每天都要到网上去为孩子
求高考运程，还根据网上“提示”要求孩子
必须右脚先跨进考场，出考场时则要左脚
先迈出去，不关心孩子的心理状态，反而在
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徒增压力，岂不是本
末倒置？

别让彩头成了额外压力

■本报评论员 王肖君

湘湖时评

去年年底，姜女士（化名）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富二代，自称姓孙，北京人，在美国生活，父亲是
某私募基金亚太主席、某集团创始人。在两人恋爱期间，孙某多次晒出投资盈利截图，表示自己
有靠谱的内幕消息，劝姜女士也一起注册账号赚钱。姜女士做了两笔命中率100%的交易后，愈
发信任男友的为人和财力，并把国内理财产品的钱、亲友借的钱共计2000余万元全都投了进
去。2023年1月下旬，经多番打听后，发现某集团创始人儿子与孙某有多处信息对不上，发觉不
对劲的姜女士马上在App里提现，却发现无法操作。姜女士便匆匆报了警…… 漫画俞钦洋

■本报评论员 刘殿君

2000万的“网恋诈骗”

高考人性化服务 萧山一直在路上

今天是 2023 年度高考开考的第一
天。我区10255名高三学子走进考场，为梦
想努力。今年的高考有一个新变化：在单

独考试，即高职高考考试中，萧山新增了两
个考点，分别是萧山三职和萧山四职。

考点的新增意味着什么呢？
以萧山三职考生为例，往年，考生的考试

地点一般在萧山一职，这就意味着，不少考生
需要从萧山三职所在的临浦镇出发，乘坐学
校大巴，前往一职。而这段路程的时间基本
在30分钟左右。8点半，首场语文考试开始入
场。算上路上的时间和到校准备时间，学校
一般安排学生在7点10分左右出发。

一般在校生都是跟着学校包车来的，高三
阶段已经开始实习的学生则大多是自己或者
家长送过来。就往年的高考情况看，突发情况

也不少，比如踩点到场、公交坐过头、堵车等。
而今年，作为新设立的高考考点，萧山三

职和萧山四职的考生则可以在本校进行考
试。其余职高的考生也可以就近安排。这样
人性化的考场安排，不仅让学生节约了在路
上的时间，而且在本校考试也能帮助考生减
少紧张感。同时，由于单独考试中语数科目
的考试分在上午和下午进行。相比以前考点
学校给考生准备的体育馆、报告厅，这次可以
让考生在本校教室或寝室复习和休息。

看起来，增设考点好像并不难，但其实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增的高考考
点不仅需要就高考标准化考点进行建设，

完善相关的设施设备，还需要向上级报批、
审核、验收，同时设立相应的考务、保卫、医
疗、后勤等小组，以保证考试正常实施。

考点的增设，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萧山高考的人性化服务一直在路上：

前年，萧山还增设了人脸识别系统，并
安排入场演练，在保证考试公平公正的前
提下确保学生快速、高效地进入考场。

去年，区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参加
爱心助考的车辆多达167辆，是历年来最多
的一次。百余辆出租车张贴了2022年爱心
助考车贴，并系上红丝带，88辆爱心助考车
驻点在萧山城区的7个考场，为考生提供免

费的接送和应急保障服务。
今年年初的首场学考选考中，我区也

在每个考点设置了普通考场、备用考场、应
急考场3种考场，餐饮、休息区等后勤保障
根据考场类型进行分类设置，同时设置临
时医疗防治站，配齐各类应对药物，积极为
学生考试护航。

可以说，相关部门以考生为本，各项服
务越来越精细化、人性化，展现了浓浓的服
务意识，尽力让考生“一帆风顺”、从容应
考。今年高考，将一直持续到10日。也祝
愿每一位勇往直前的高考生能够为自己的
拼搏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公交站点的“文字游戏”
老年人可玩不起

对一般人而言，如果等上半小时、一小时，公

交车还不来，大都会放弃了，改作其他方式“走

人”。而偏偏近日有位老人很是“执着”，一等就

是6小时，最终还是没“盼来”公交车。

据杭州市民小张反映，5月25日，他70多岁

的外婆在永久路上的沁园春公交站，从中午等到

下午，一共6个小时，没有一辆公交车到站。

原来，该公交站站牌信息标注：760路公交

车会经过这里，起点站发车时间从6点20分到18

点30分，路线从山北新苑到通惠路公交站。地

图软件显示，沁园春站到萧山汽车总站的距离大

约1.4公里，开车只需4分钟。

而小张的外婆就是在这里等车去汽车总站，

因为年纪大，不想走路过去。从11点等到17点，

她也没等到车。

原来，基于客流量等因素考虑，这条线路只

有首末班车，也就是说只有6点20分和18点30

分的两班车，中间是没有车子的。但车牌信息是

“6点20分到18点30分”，让人感觉中间还有班

次，难怪小张外婆“一直等”。

小张外婆后来被家里人接回去了，回去后就感

觉身体有点不舒服。模糊歧义的站牌信息，让老人

“望车兴叹”。用小张的话说：如果中间不发车，就改

成顿号或者其他标注方式，也不至于让人误解。

事实上，如果是年轻人，通过智能手机相关

软件查询，就会知晓各个班次的公交车运行情

况。但小张外婆70多岁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所以就只能根据站牌信息“执着”地等车。

网友们也认为，公交部门应及时将站台的指

示信息准确标注，避免更多人无效等待。据反馈，

公交公司已经道歉，并通知有关部门更换站牌。

公交出行等作为重要的“民生服务”项目，应当

做到精准服务，细致入微，这也是城市管理人性化、

精细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此，有市民建议，公

交站能否设立距离到站“电子实时告知牌”，让市民

能直观看到自己要搭乘的公交车还有多久到站。

站牌上语言使用要准确，不能让人产生歧义。

对此，也有市民反映，区内有些公交站名字的

相似度极高，容易混淆。比如南四路站和南四路口

站，两站只差一个“口”字，但是方向完全不同。本地

人或许还能知晓，但外来人就很容易“误解”了。

民生服务精细，其实践与效果，既映射着人

们对相关服务部门的直观认知，也凝聚着相关民

生工作带给百姓的体验感、获得感。

城市管理就像绣花一样精细。近年来，我区

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

生，并以完善城市功能为切入点，以提升城市品

质为着力点，以激发城市活力为落脚点，不断提

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市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为民服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为此，相关民生服务部门要服务前置，主动

问需于民，办好民生小事。服务要问计于民，打

开发展局面。服务要问效于民，为民查漏补缺。

同时，尽力聚焦提质增效，使暖心服务不断升温，

使民生底色持续擦亮。

■首席评论员 俞海波

忽如一夜春风来，世界处处是AI。今
年是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各种各样的
AI技术正在迅速进入我们的生活，有人将
其称为人类历史上又一次科技革命。

正如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大生产、
半导体革命带来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普及
一样，AI技术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解放生
产力，让人们拥有更好的生活，可以想见，我
们的世界将因为AI技术的发展而焕然一
新，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将更多使用AI
建议、辅助决策等。迈克斯·泰格马克在《生
命3.0》中描述，AI很可能成为未来生命的一
种形式、人类的伙伴、社会的准成员。

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随着AI技术的
广泛应用，其负面特性也越来越凸显。近
日，国际AI领域非营利组织“人工智能安全
中心”（Center for AI Safety）在其官网发布
一封联名公开信，表达了对一些高级人工智

能所带来的严重风险的担忧。目前全球已
有400多名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企业高管
等签署联名公开信。签署人中不乏人工智
能领域的著名学者和高校教授，还包括三家
全球顶尖人工智能公司的CEO。

这些专家显然是看到了AI技术发展
将给人类带来的风险。距离我们比较远的
风险，比如AI智力水平远超人类，未来可
能威胁人类生存。这种担忧很多科幻电影
都展示过，比如《黑客帝国》。当然，这种风
险毕竟过于超前，当前AI技术的风险还是
主要在合成虚假信息这一方面。

众所周知，电信诈骗手段多种多样，
常常令人防不胜防。根据媒体报道来看，
电信诈骗近期也逐渐采用AI技术，并且

“如虎添翼”，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如一位
包头老板被AI换脸诈骗430万元，而根据
安徽警方公布的另一起AI换脸诈骗案，涉
案金额同样高达百万元。这些诈骗采用的
是熟人诈骗办法，使用AI技术合成熟人的
声音，并且进行换脸，让被害人毫无警惕就
上了当。通过AI技术，无论是声音还是视
频通话，都轻易骗过了被害人。

由于AI技术能够利用互联网规模的
数据与信息，训练用的数据越多，生成的信
息就越逼真，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AI技

术放大了虚假信息的危害。
虚假信息所危害的，并非只是少数

人。随着AI语言技术的成熟，构造假新闻
等将变得更加容易，而且看起来比真新闻
还“真”，今年ChatGPT流行时曾经生产过
几个假新闻，几乎闹得满城风雨，也让我们
见识到了AI造假的威力。毫无疑问，AI技
术的进一步普及，我们也可能面对更多的
假消息，也更无力进行甄别。

另外，AI换脸等技术也让个人更容易
被侵权。在直播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主播通过AI合成明星脸进行带货。甚至
还有不法分子通过AI换脸伪造明星的不
雅视频等。可想而知，如果普通人遭遇AI
换脸，很可能就面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
境地。

归根结底，AI技术是一门技术，技术
无法进行价值判断，掌握在科学家手里，可
以造福人类；掌握在犯罪者手里，则会危害
社会。因此，规范AI技术的运用，其实还
是规范人。如果AI技术缺乏管理和风险
控制，毫无疑问将导致失控的结局，对人类
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因此，对人工
智能的发展加以管控，并且用法律保障公
众隐私和知情权利，建立人工智能的伦理
安全机制，已经是迫在眉睫。

警惕AI的负面特性

■首席评论员 俞海波

■本报评论员 王俞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