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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面何以吹起“高端风”
近年来，方便面企业开始竞相走高端路线，产品包装

更加精美，辅料开始增多，有些产品动辄卖10元、20元，价
格堪比实体店拉面等产品。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方便面是物美价廉的代名词。如
今，方便面刮起“高端风”，是在既有市场基础上尝试做增
量。数据显示，在2013年迎来行业巅峰期之后，近年来，方
便面销量出现下跌。外卖食品异军突起是主要原因。如今，
年轻人对价格没那么敏感，同时外卖食用起来同样很方便，而
且种类多样。于是，一部分方便面消费者被外卖食品分流了。

方便面企业的自救，正是着眼于满足消费者新需求展
开的。动辄10元、20元的方便面，与传统意义上的方便面
有很大区别，高端方便面用料强调真材实料，“包装所见即
所得”，保质期只有 60 天，给人的感觉的确更营养、更新
鲜。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方便面企业之所以选择推出 10 元至 20 元的产品，也
有与外卖食品一较高下之意。随着近两年外卖市场逐渐
进入头部企业竞争阶段，“烧钱补贴”力度大不如前，外
卖食品平均价格不断上涨，加之近两年不时出现外卖食
品安全问题，这都为方便面企业提供了“翻身”的机会。
不少吃腻了外卖的年轻消费者也愿意“再给方便面一次
机会”，他们虽对价格没有那么敏感，却对口味、健康和
个性化更加在意。

同时，还应看到，方便面市场刮起“高端风”，并不意味
着行业集体涨价，消费者仍有大量低价、平价方便面可以
选择。这更像是方便面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开拓增量市场
的一种努力。当然，在尝鲜之后，消费者会不会对这些新
款产品充分认可，“高端风”能否坚持下去，还需要实践和
时间来检验。 □宋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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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杭州朱姑娘发朋友圈，对父母爱上网购后
种种不理智的消费行为而吐槽：“老年人爱上网购的后果就
是，源源不断的品质一般的水果海鲜，自己吃不完逼全家一
起吃，你不吃她还不高兴，但你吃了她又买了。”

下面的留言，同为爸妈网购感到无奈的70后、80后们，
开始了集体吐槽，有些内容令人捧腹。但与父母言说，则是
鸡同鸭讲，双方明显不是同一条战壕里的。

这是两代人之间消费观念差异导致的。老父母们往往
都是刚玩手机不久，正在挖空心思学习“先进网络技术”，看
看这个觉得省钱，看看那个也是，就买下许多价格便宜品质
一般的东西，平添许多成就感。老人家往往觉得价格便宜
就是好，东西越买越多，结果老父母买来的“生活必需品”最
终就没人吃了，浪费了。

如今的网购平台，有些东西确实实惠，难免让人动心。

商家洞察人性弱点，用各种营销方法来满足顾客追求价格
实惠的心理。年轻人浸淫网络已久，见得多了，难以被便宜
两字撼动，那些刚刚玩智能手机的老人则更容易受到低价
的诱惑。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的发展，让中国货越来越便宜，再
加上网购没有中间环节，让大家能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各
种产品。网购平台也取得了极大成功，促进了经济活跃，让
产需双方实现无缝对接。但也要看到，一些商家对商品质
量的自我要求似乎仍在原地踏步，亟待提升，老人们买到的
低价货中很大一部分品质不高，造成了浪费。

作为子女，与其吐槽，不如和父母进行有效沟通，做好
老人上网的领路人。不仅要教会老人使用有关网络工具，
更要让老人了解网络也是个复杂的社会，要避开各种陷阱，
吹得再好的商品未必是真的好。 □项向荣

做好老人上网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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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咖啡，翻看书籍，欣赏非遗文
化创意作品……近日，浙江省杭州市
临安区昌化镇一座工业老建筑变身文
化体验中心。改造后的体验中心保留
了园区旧有的风貌，同时上线了直播
间、咖啡馆、市集等功能，让工业遗产
保护项目成为文化、旅游、艺术与创意
融汇的平台。

工业遗存重现繁荣
□文/于石 图/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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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生在某次高铁上
的一幕，让众多网友怒了。
据网友爆料，一名女乘客的
座位在靠窗位置,一名男子的
行李和餐桌挡住了女乘客去
路，女乘客要求他让行时,男
子断然拒绝。该男子理直气
壮地称，“你怎么过是你的事
情，不要问我。”他还毫不客
气地回怼女子，“你难道智商
有问题吗？我有为你服务的
义务吗？”

这起事件虽属极端个案，
但该男子的奇葩心理却带有
一定的普遍性。或许在他看

来，别人的一切事与他无关，他悠然自
得地玩手机，所有打断他的行为，不管
是否正当，也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对他
都是一种冒犯，他让了，就是作出牺牲，
他不作出牺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
十分在乎自己的感受，却不能理解别人
的感受。

这名男子很难认识到，规则是维护
社会秩序的基础，在高铁等拥挤的公共
场所，人与人之间理想的互动方式，是
相互礼让和帮助，能搭把手时决不含
糊，搭不上手时也不添乱，才是正常的
相处之道。可别以为礼让与帮助是一
种付出，懂得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人，
不难理解“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所蕴含
的深刻道理，互敬互谅所营造的和谐气
氛，会让人保持心情愉悦，自己也从礼
让他人的过程中收获颇多。

但这是一种较高的境界，若想人人
都能如此也不太现实。然而，互动的文
明程度即使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但底
线不能失守，这个底线是规则，对于每
个人提出的最低要求。在这起事件当
中，这名男子即使做不到对他人笑脸相
迎和主动谦让，但至少不能无视他人的
路权，让他人无法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只要这个底线不失守，倒可相安无事，
也就不便苛求他什么。

问题在于，在公共场所里，少数人完全分不清
权利与义务的边界。这或许是因为，自私可以让人
失去基本的判断力，这样的人眼中只有自己、没有
他人，把个人权利看得很大，却看不到他人的权利，
只为自己方便，却不管他人是否方便，其结果是，履
行自身义务被其当作是一种付出，侵害他人权利被
当成是维护自身权利。高铁上霸座也好，堵着不让
他人坐自己的位置也罢，这样明显无理的事，当事
人之所以认为有理，主要就在于，自私能够蒙蔽人
的眼睛。

对于礼让他人的人，社会要褒奖，对于遵守规
则底线的人，也应该给予尊重，但对突破底线的人，
则应该在规则之内寻找回击手段，唯如此，方能帮
其树立规则意识。 □罗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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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一座城市，人们往往会想
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600 岁的
紫禁城见证着北京城的过往，拓荒
牛雕塑标记着深圳的开拓进取，珠
海大剧院“日月贝”讲述着“珠生于
贝，贝生于海”的城市记忆，古典园
林里生长着苏州的温婉……城市文
化地标或深植于历史文化，或投射
着时代风貌，以鲜明独特的符号形
象，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和文化象

征，与人们产生紧密的情感连接、文化认同。
文化地标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在传

播城市形象方面有巨大的流量效应。近年
来，文化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类文化地标成
为热门参观地、网红打卡地。与此同时，一些

地方急功近利打造新文化地标的现象也引起
社会关注。

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文化地标首先应当
与地理环境“不违和”。人文景观与自然环
境浑然天成、融为一体，才能给人以美的享
受。无论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
审美意境，还是如今兴起的保护生态、亲近
自然的绿色发展理念，都强调人文景观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生。丽江古城依山傍水、以水
为脉，整座古城获评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体育
场“鸟巢”充分采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勾勒出
现代北京的美丽风景。反之，若缺乏对自然
的敬畏，滥造钢筋水泥地标，即便再大的“手
笔”，也与审美旨趣和群众期待相差甚远。

作为一种符号化呈现，文化地标也应该

追求形神兼备。一个建筑之所以能成为一
个地方的文化地标，不是凭借炫目奇特的视
觉效果和文化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流淌着
活生生的历史文脉，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情感
记忆。走进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原样保
留的铸造厂车间及生产设备，拉近了人们与
老工业基地的时空距离；漫步福州修旧如
旧的古厝间，曾经的老房子、如今的文创
园，古老与现代交融，乡愁与时尚相遇。面
对数之不尽的历史文化街区、革命文化纪
念地、农业遗产、工业遗产，进行合理适度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广受
认可的文化地标。

作为一种公共建筑，文化地标还应当
发挥服务公众的功能。地标建筑是有“生

命”的，其生命力来自于生活。人们喜欢将
博物馆、剧院、书店称为文化地标，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直接连通着
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生活。到一座城市先逛
博物馆，人们才能加深对这个城市的历史
过往和现实文化的认知。以北京的国家大
剧院为例，建院以来，为观众带来一万多场
演出，开展大量艺术普及教育演出及活动，
观众和粉丝遍布全国。正是那些传播文
化、服务公众的不懈努力，使得文化地标的
形象更加亲切、更加持久。

文化地标承载着不可替代的人文价
值。打造新的文化地标，必须丰富其审美内
涵，完善其服务功能，让其在与公众的“紧密
连接”中收获持久口碑和影响。 □智春丽

打造有生命力的文化地标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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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中国的知
名度颇高，多年来吸引了一大批忠实
读者。我第一次了解他，是读他的小
说《挪威的森林》。那是一部爱情题
材的现实主义小说，读起来流畅、有
思想，但自始至终感觉笼罩着忧郁
感，我总为主人公纠结，像是连阴雨
天气憋在房间里不停踱步，没有阳
光，出不了门，心情挺潮湿。

近日读村上春树的另一部长篇
小说《舞！舞！舞！》，还是他的风格，
还是他的味道，像老朋友的性格不会
轻易改变一样。他总是能在第一时
间把读者的心抓住，跟随他的情绪渐
渐延伸下去，从容不迫，优雅淡定，同
读者一起慢慢把故事讲完，把现代都
市生活的孤独和无奈淋漓尽致地展
现在我们面前。天才作家，往往让读
者看不出所谓的写作技巧，但就是让
人爱读，不自觉中把自己读成了主人
公，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共感共知。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村上春树
的小说语言是他特有的，也是独一无
二的。我在看这部小说的过程中，读
着读着经常忘记了人物，忽视了情
节，注意力不自觉关注在他小说的语
言上，沉浸其中、妙不可言、回味无
穷。关于他小说语言的功力和特色，

我尝试着总结归纳了几点。
细节描写游刃有余。比如小说

中：“她摘下太阳镜，就像观看天空
裂缝似的盯着我的脸，盯了 30秒钟，
然后抬起晒得恰到好处的手，拨开
额角的头发。”这句话里，既有动作，
又有时间，而且动作很精确，时间很
精准，读者如同看电影。“他久久地抱
臂沉吟，俨然累得睡了过去。实际上
当然没睡，手指时而组合时而分离。
其他部位则纹丝不动。夜色不知从
何处悄悄潜入室内……”这一段话，
让读者身临其境，仿佛这个人的一举
一动都在我面前，尽收眼底。

传递情绪不动声色。小说中写：
“那是世上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听起
来十分凄凉幽怨。何以如此呢？很简
单：偏见而已。我是无端地厌恶高尔
夫这项运动。”这段话表面上是描写打
球声音的，其实表明了作者的运动喜
好。“愚蠢的只我自己，接二连三地同
蹊跷事扯在一起，每次都弄得焦头烂
额。如此心旷神怡的春夜，居然没有
约会的对象。”这句话先描写自己糟糕
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原来作者内心
是孤独的，想着约会的事。

描述生动别致有趣。我尤其钦
佩作者在书中传神的描写和生动的
比喻，让读者浮想联翩，眼前一亮，
感觉整本书是绚丽的，每页纸都是
灵动的。例如：“蓝色的烟盒由于汗

水的浸润，变得软软的。一如往常
的小鸟以一如往常的复杂音阶啁啾
不已。”这段描述中，有颜色、有声
音、有形状、有状态，把湿软的烟盒
比做小鸟，突破了我们的想象空间。

最后，我想特别表达，这本书是
日文原著中文译本，如果没有林少
华精彩传神的中文翻译，村上春树
的小说语言也会打折扣，甚至黯然
失色。尤其是这部小说的中文翻译
很本土化，中国文化气息十足。读
读这段话：“全都是在物欲横流的都
市 里 投 机 钻 营 的 混 蛋 、吸 血
鬼！……”这么界限分明、灵活流
畅、富有韵律的汉语表述，如果不提
前告知，恐怕没几个读者能品出这是
日本小说。我想借用一下这部小说
的书名，村上春树就是文字里的孤
独舞者，“什么也别想，争取跳得好
些再好些，你必须这样做。”

近日看新闻，备受瞩目的诺贝
尔文学奖揭晓谜底，美国女诗人格丽
克摘得桂冠，村上春树与之无缘，继续
充当陪跑角色。是不是有点惋惜？我
看未必。据说托尔斯泰曾被提名诺奖
十几次，每次都落空，但他依然是世界
有名的作家，光芒照射四方。

村上春树今年70多岁了，他表示自
己要写作到90岁。有人问他保持长寿
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干自己喜欢的
事情，不和讨厌的人来往。” □孙鹏

文字里的孤独舞者
佳作鉴赏

近日，王选信散文集《枯枝上的春天》由北京民主与
建设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西北化工研究院退休职工。

2011年，作者退休到南方打工，工作之余，拿起笔
开始学习写作。从 2015年在报刊上发表第一篇作品
开始，至今已在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发表散文 200

多篇，《枯枝上的春天》是作者 2015 年到 2018 年部分
作品的结集。

作者从生活底部着笔，描述人生的酸甜苦辣和世
事的跌宕起伏，给人在阅读和审美中获得一些深层次
的感受和无尽的联想。 □南宇

王选信散文集《枯枝上的春天》出版

省职工作协主席周养俊第二部长篇小说《浐河岸
边》，近日由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浐河岸边》是作家周养俊继《雀儿》之后又一部长
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生活在白鹿
原下、浐河岸边的一群青年人，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立
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作者以娴熟的笔法，饱蘸浓墨，满含深情，成功塑造
了丁晓龙、王大力、冯一哲等一批农村青年和农村基层
干部的形象。作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改革
发展以及农村青年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道德伦理。人
物形象典型丰满，故事情节生动感人，语言朴实老道，作
品富有满满的正能量，很有教育意义。 □半瞳

周养俊长篇小说《浐河岸边》出版

新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