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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缘何热衷于改名字

莫让“说书”成“书说”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日前，洛阳河洛
大鼓艺术团在周王城广场“摆摊”
招弟子，老艺人精彩的表演赢得喝
彩不断，却鲜有人报名学习。该团
负责人说，国家级文化遗产河洛大
鼓面临传承危机。（见本报昨日
A08版报道）

宝贝、绝活、遗产……这些词
儿放在河洛大鼓身上，一点儿也不
为过。可在流传百余年后，这一民
俗瑰宝后继乏人，实在让人心疼。

一个民间艺人的离去，在某种
意义上，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
毁灭。许多民俗传统之所以难以
为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后继乏
人，从而出现传承的断裂。在人气
很旺的周王城广场，河洛大鼓“摆
摊”招徒一整天，只有俩人表达意
向，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

面临失传困境的，又何止是河
洛大鼓？时代的不断发展，加之生
活方式的变迁，让许多传统民俗不
可避免地式微。电影院里，每逢好
莱坞大片上映就爆满；城市街头，哼
着流行小曲或跳着街舞的年轻人
很常见，可又有几人对民俗有这种
兴趣？

年轻一代为何不愿接续“香
火”？表面上看，是“一代新人”对
民俗传统缺乏认同，而民俗文化本

身对他们也缺乏吸引力。但更关
键的是，学习民俗，也实在是“没用
处”。也难怪，一个人干一件事儿，
连生计都成了问题，谁还有心去
干?

应该说，民俗文化之所以流传
百余年甚至千年，是有一定群众基
础的。就像河洛大鼓艺人牛会玲
所言，去年在新区安置小区一次演
出，500多名居民冒雨前往，说明河
洛大鼓还是有市场的。那么，如何
挖掘卖点，抓住人心，赢得市场？

东北二人转为何红火不断？
就在于其既保留了传统的民俗精
髓，又积极创新，引入现代的灯
光、音乐、舞蹈等元素，深受人们
欢迎，甚至走出了东北。面对难
以为继的现实，洛阳的优秀民俗
传统必须求新求变，紧跟生活的
脚步，创新表现形式，才有望重现
一片生机。

民俗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独
特性，绝不是单靠谁去呵护就能
存在并壮大的。在求变的过程
中，强化自身的特点，才能活下去
并活得精彩。

当然，对优秀民俗文化尤其是
“非遗”项目，单靠“民间事民间办”
肯定不够，政府要打破“重申轻保”
的现状，建立多层次的保护机制，
不能眼瞅着河洛大鼓这样的“说
书”成“书说”，“遗产”成记忆。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 5月20日，上大学
网最新发布了《2008年至2013年教
育部批准更名的全国高校名单目
录》，该目录显示：2008年3月至今，
全国共有257所高等院校获得教育
部批准而更名，占到目前全国高校
总数的10.35%。科技、财经、工商、
文理、经济等词频繁出现在新校名
中，成为被追捧的热词。（5月21日
《中国青年报》）

有人说，在我们的大学眼中，只
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校名。据
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在全国近
2000所高校中，有近一半改过名字。

除了少数正当理由，大多改名行
为都是为了“名”或“利”：一是名字改
了更洋气了，更时髦了；二是名字听起
来气派了，招生的时候自然就方便了。

大学当然要有个好名字，就像我
们提到哈佛和牛津就肃然起敬一样。
就拿国内名校来说，北大和清华，听起
来也还不错。那么，是因为他们的名
字活该这么走运吗？换言之，大学的

好口碑，是因为名字起得好吗？
当国内大学纷纷忙不迭改名的

时候，人家仍在学术的路上沉淀着、
沉静着。就像我们理解的大学之

“大”，显然也与有着好名字的一流大
学相去甚远：比如哈佛，校门是与校
园建筑融为一体的。想在哈佛大学

“校门”留影的人，多少是有些失望
的。实际上，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
学的校门同样如此。它们校园官网
上挂着的照片，要么是学校最古老的
建筑，譬如图书馆，要么就是学生在
草坪上阅读或嬉戏——因为在他们
看来，与学生学习体验直接相关的建
筑和其他场景，才蕴蓄并彰显着大学
的精神。

大学，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大学，
总归是做学问的地方。名字好不好，
大抵只与学格或人格有关。改得了
名字，改不了操守与水平——这就是
最大的现实。大学不像虚拟世界的
ID，可以每日一换，一个稳定的、有
历史传承的名字，哪怕再“土”，也凝
结着最深沉的力量。这力量，比貌似
吓人的新名字，更容易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