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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最近连续关注了文

化界的“速成现象”。不仅有声称让

毫无写作基础的学员在30天内写出

10 万字中长篇小说的培训班，还有

号称能让孩子“一目十行”的“速读

班”。当然，与“速成班”同时出现的

还有“成功学”，所有的培训都是教

人怎么样走捷径去获得成功。这种

文化怪象的背后是功利主义心态的

泛滥。

交学费就能够“一目十行”？
孩子阅读很重要，这已经是共

识，但如何让孩子在最短的时间内读

最多的内容？这是现在越来越多家

长的关切所在，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各

种“速读班”。

青年报记者联系上一家所谓“全

脑速读班”。这家机构的负责人透

露，他们可以通过训练左右脑，极大

提高阅读速度：培训第一天，可以每

分钟阅读1000字，培训第二天，可以

每分钟阅读 2000 字。上完课之后，

阅读速度会得到3至5倍的提升。而

且能够加快眼跳速度，能一目十行，

甚至一目多行。

这种“速读班”学费不菲，从3000

元到1.5万元不等。一个“速读班”的

老师见记者对学费有异议，就再三怂

恿说，提高孩子阅读速度十分重要，

比如考试做阅读理解，读得快就能节

约时间，节约了时间就能提高分数，

提高了分数就节约了学习开支。所

以这点学费绝对是物有所值的。

“网红培训班”很不靠谱
对于“速读班”网络红人、儿童教

育和心理专家“六妈罗罗”却持有怀

疑的态度。她告诉记者，小学生阅读

速度每分钟 150 字到 300 字，成人是

每分钟是300字到500字。通过上速

读班让一个普通人在理解内容的情

况下，阅读能够一目十行，基本全是

骗人的。即便真的能读这么快，那对

于文字内容的理解也是值得怀疑的。

在文化界，与“速成现象”相对应

的是“成功学”的兴起。青年报记者

注意到，现在有各种所谓“成功学”培

训班，号称能够通过走捷径，让人用

最少的精力去获得最大的成功。社

会上有很多“网红培训班”，就是教人

怎么成为“网红”。市民侯先生去年

曾参加过上海瑞金南路上的一家网

红培训班。他告诉记者，老师声称成

为网红可以日入万元，而所教的无非

是照片视频拍摄技巧、买粉、帖子发

表时间的寻找，侯先生原本想通过参

加网红培训班，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

婚庆达人，结果到现在一年多过去

了，一点也没红起来。

更多的“成功学”泛滥在各色“作

文班”“国学班”，甚至“总裁班”中。

很少听说有哪些成功人士是从这些

“成功学”的培训班中毕业的，但是因

为“成功学”的口号太诱人，总有那么

一些人乐此不疲。

其实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

知道，所谓“速成”或者“成功学”，都

有违事物发展规律的，因为学习虽有

窍门，但不付出努力仍不会成功。现

在那么多人追捧，恰恰说明功利主义

心态的泛滥。

就连出版社也来凑热闹。他们

推出的书不是《三天读懂五千年中

华史》就是《30 秒看穿人心，30 秒打

动人心》，就从时间来看，一本书比

一本书短，直接从“天读”跨越到

“秒读”。最好，一翻开书就立刻收

获成功。

当然，“慢工出细活”的经验让人

很确信，速度快未必能出现佳作。可

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质量不是第一位

的，速度才是最重要的，有了速度就

不会错过什么。这显然是一种功利

主义在作祟。让人感到忧虑的是，现

在这种成人的功利主义对孩子产生

了影响。阅读专家王旭表示，孩子正

处于各种习惯的形成期，因为还没有

定型，所以很容易扭曲变形，这个时

候如果让他们不择手段，投机取巧，

追名逐利，这是要贻害终身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
术节展览板块的重要内容，全国优
秀美术作品展览、全国优秀书法篆刻
作品展览、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昨
天在中华艺术宫揭幕。总计近1200
件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美术、书法篆
刻和摄影作品云集上海，这在近年十
分罕见。

为推动中国美术、书法篆刻、摄
影事业繁荣发展，充分展示近年来中
国美术、书法篆刻、摄影创作丰硕成
果和新时代艺术家的精神风貌，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期间，文化和旅游部、上海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了此次展览。

本届中国艺术节展览呈现五大
特点。一是主题鲜明突出。展览聚
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唱响爱国主义
主旋律，以艺术的形式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70华诞献礼，向人民汇报。二
是关注现实题材，彰显时代精神。展
览作品中，现实题材创作占较大比
例。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特别将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
项目第一批 38 件优秀作品和上海

“时代风采”主题美术创作部分优秀
作品纳入了展览。三是坚持严格的

艺术标准和价值标准。展览倡导讲
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
俗、媚俗，确保国家级专业展览的权
威性、导向性、示范性，使艺术节展
览真正成为近年来美术、书法篆刻、
摄影创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四是
参与度高、覆盖面广。参展作者覆
盖全国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最新创
作成果。其中，一批年届九十的艺
术界老先生此次都创作了新作参加
展览。五是规模宏大，展期长。3个
展览同时在中华艺术宫的展示面积
达到2万平方米。在同一场馆同时
展出3个国家级专业展览，也是前所
未有。展期长达3个月，这也是目前
整体规模最大且展期最长的国家级
专业大展。

三大展览力求汇集呈现美术、书
法篆刻、摄影领域最新的优秀创作成
果，并使这些优秀成果更广泛地惠及
人民群众。在文化惠民方面，中华艺
术宫每周至少
推出两场相关
的名家讲座，并
进行网上直播，
使得三大展览
发挥出最大社
会效应。展览
将持续到 8 月
中旬。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海南省歌舞团原创民族
舞剧《东坡海南》，将于5月23日、24
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在上海
大剧院的舞台上，“复活”苏东坡人生
的最后一段岁月。在21日举行的该
剧媒体见面会上，主创团队透露，作
品以苏轼谪居海南的行船道途为始，
从“翁嫡南荒”“黎汉兄弟”，到“桄榔
劝学”“天涯学堂”再到最后的“鸿雪
大梦”，五幕结构从历史性、民族性、
精神性、文学性、艺术性等方面展现
了一个立体生动的苏东坡形象。

为了保证作品的艺术性，海南省
歌舞团经过7年的酝酿，翻阅大量文
献，访遍苏东坡在琼足迹，在2015年

底完成了初步创排，由国家一级编
导、海南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担任编
剧、总导演，青年演员孙科饰演苏东
坡。该剧2016年首演后，借助多个
演出平台不断打磨提升，先后在海
南、北京、天津、深圳等全国各地巡演
60余场，2018年圆满完成第二十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优秀剧目展
演。该剧入选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终评后，又进一步花大力气、下大功
夫进行加工打磨提升。

“要讲苏东坡的人文气概故事，
这并非舞剧表达的强项，但舞剧擅长
写意，我们希望通过诗意的语言，用
一场场梦境，以美的方式去感悟900
多年前，中国所有的文人的气节和担
当。”彭煜翔导演说。

1.5万元练就“一目十行”的本事？

学海本无涯 切莫盲从“成功学”

十二艺节三大艺术展览同时举行苏东坡的气节，海南千年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