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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的《2021 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8.2%的网
络视频用户不按原速观看，00 后
尤其青睐倍速功能，使用比例达
39.6%。

有观点认为，倍速观看，与当
代社会普遍的“时间焦虑”一拍即
合，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倍速时代”，长视频为用户提
供了多种选择，在是否打开弹幕、
是否只看某一演员的片段、是否点
击购买剧中人服饰等方面，充满服
务意识。观众手中的鼠标，仿佛掌
握了更多主动权，只是，这种权力
的存在，对于观众与长视频生产者
双方来说，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好，

而是显而易见地变坏。
长视频提供倍速按钮，甚至鼓

励用户倍速观看，这是因为在平台
看来，用户的观看，只是提供了一
种数据，而数据的多寡，又决定了
作品收益的高低。对于平台来说，
用户只要完成了“刷剧”，就是最
大的成功，至于用怎样的眼光和什
么样的评判标准，不是那么重要。

好剧是让人不舍得快进的，只
有差剧才会跳跃着看，也不会有损
失感，而且，当用户对倍速观看形
成了依赖，以后就算面对好剧，也
时不时会产生要快进的冲动，这对
人的深度观赏、阅读、体验能力，

是一种破坏。
美国会员订阅制的流媒体播放

平台 Netflix，深刻地知道用户黏性
的重要性，因此在全球用户那里，
留下了该平台只出产好剧的印象。
最近推出的 《鱿鱼游戏》，在全球
有 1.42 亿家庭观看，而 Netflix 高
涨的营收数字也表明，只有不被倍
速的作品，才是一家视频内容提供
商获得持久关注的关键。

用户采取倍速观看， 是 正 当
的权力。在电视机还是客厅中心
的时候，遇到不喜欢的作品，换
台 就 是 最 严 厉 的 批 评 。 而 如 今 ，
倍 速 观 看 也 具 备 了 批 评 的 特 征 ，

倍速越快，用户对于该长视频的
评价就越低，平台只有把倍速观
看当成一种“羞辱”，才会有动力
去制作吸引观众慢下来、安静去
欣赏的好作品。

一些观众养成倍速观看的习
惯，是平台引导的结果，更是内容
低质化的结果。不要怪观众缺乏耐
心，是包括长视频在内的诸多内
容，没有让人产生耐心的质量与吸
引力。平台想要真正赢得用户的喜
爱，不妨尝试把倍速按钮取消，宁
可承受被用户“换台”的风险与损
失，也要拿出优质好作品，去吸引
用户注意力。

如何抵抗“倍速时代”

王东京

最近学界正在讨论“三次分
配 ”， 有 位 相 熟 的 企 业 家 打 电 话
问：“三次分配”何时启动？我明
白他担心什么，他是担心“三次分
配”是否会“均贫富”。

事 实 上 ， 中 央 讲 得 很 清 楚 ，
“ 三 次 分 配 ” 是 鼓 励 人 们 自 愿 捐
助，不是均贫富。可人们为何会
有此担心呢？在我看来，是人们
一直对“共同富裕”有误解。何
为共同富裕？传统观点认为，共
同富裕就是同等富裕，不存在收
入差距。而要消除收入差距，不
仅要调节收入增量，也要调节财
产存量。所谓调节财产存量，无疑
是“均贫富”。

其实，中国民间也流行“不患
寡而患不均”的说法。远的不说，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国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制度，
可那时实际搞的是平均主义分配，
吃“大锅饭”。改革开放后，国家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人们

的收入都有提高，可也出现了“端
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
象。究其原因，是有人对“收入差
距”不满，产生了仇富心理。

由此可见，目前社会上确实有
人存在“平均主义”观念，而且根
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根除。也正
因如此，对推动共同富裕，人们往
往会想到“均贫富”。而我要指出
的 是 ， 共 同 富 裕 绝 不 是 “ 均 贫
富 ”。 那 样 做 既 不 符 合 中 央 的 精
神，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分配原则，
最终不仅不能共同富裕，反而会导
致共同贫穷。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
讲，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
后让先富带后富。当年上大学时，
有位教授对邓小平的构想作过形象
解释。他说好比坐公交车，若乘客
不排队，一窝蜂地挤，堵死了车门
谁也上不去；要是分先后排队，反
而容易上车。

回头看，邓小平当初的构想是
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已经有人先富起来
了，中等收入人口超过了 4 亿，那
么怎样让先富带后富呢？中央明确
讲，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
犯；国家宪法也规定，公民的合法
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说，先富
带后富不能“均贫富”。

有人说，政府可以鼓励富人捐
助。富人愿意捐助当然好，可低收
入人口多，捐助怕是杯水车薪。我
的观点是，政府应支持富人投资创
业。要知道，支持富人投资就是先
富带后富，而且可取得长效。倘若
不是这样，反过来让人们“均贫
富”，效果必事与愿违。

听朋友讲过一件真事。张大爷
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城里打工多
年，后来回乡办养鸡场，收入可
观，小儿子一直在家种地，至今没
娶上媳妇。于是张大爷让大儿子先

富带后富，拿出 10 万元资助弟弟
做生意。结果呢，弟弟不善经营，
不到半年便血本无归，而哥哥资金
周转不灵，收益也大不如前。

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也一
样，不能简单“均贫富”。站在富
人的角度，国家若不保护私人财产
权，富人没有安全感，自然不会放
手投资；站在穷人的角度，如果允
许“均贫富”，可以坐享其成，他
们也不会勤劳致富。

分析至此，我最后的结论是：
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均贫富”，应
重点做好三件事：第一，严格保护
私人财产权，让企业家有安全感，
支持他们放手投资，将财富“蛋
糕”做大；第二，引导企业家合法
经营，依法纳税，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第三，政府应承担起扶贫的主
要职责，用财政资金扶持贫困群体
发展生产、提高收入。

来源：学习时报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

周东旭

今年是宁波建城 1200 年，关
于这宁波建城，一是“明州城”的概
念，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
设明州，唐长庆元年刺史韩察迁州
治于三江口，建子城；二是城池的概
念，古代的城市和现代的区别是，古
代的城市一般指城墙以内。

至于城池，则有相关的礼制概
念，比如都有城市中轴线，有子城、
罗城、城门、护城河。《周礼》记载：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
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
后市，市朝一夫。”这是礼制对建城
影响深远的一段话。

一

古代城市里也有许多“标配”
建筑，比如孔庙学校、衙署、城隍
庙、社庙、寺庵、宫观等。明代开
始，城隍庙也成为一个城市的标
配。

城隍，“城”指城墙，“隍”指
护城河，城隍本来是指守护城池之
神，后来慢慢从自然神演化至人格
神，成为护卫地方、保境安民、剪
除凶恶的冥官。而且，凡有城池的
地方均设有城隍庙，所以如今宁
波，除了宁波府城隍庙，还有鄞县
城隍庙，原来在大梁街，后改为大
梁街小学，而今还有八块碑刻在天
之海大厦。

象山石浦的城隍庙，现在也是
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建筑气势恢
宏。为什么石浦也会有城隍庙呢？因
为明代的时候设置卫所，凡卫城、所
城均有城隍庙。历史上，一些忠肝义
胆的人，常常被供奉在城隍庙，成为
城隍神，如北京的城隍庙里有文天
祥，河南开封的城隍庙里则是包拯。

我们宁波府的城隍神，叫纪信。
有一出《取荥阳》的京戏，讲的就是
纪信为救汉王刘邦，李代桃僵，最后
被项羽烧死。刘邦得了天下，就封纪
信为城隍之神，享受百姓朝拜。

二

宁波的城隍庙，去年修缮后重
新开放，从古建筑修复，到传统工艺
的保留和融入，还增添了几尊神像。

据在城隍庙工作了 20 年的地
方文化爱好者林宇镇先生回忆，原
来城隍神边上有八大陪祀神，分别
为韩察、应彪、王元暐、黄晟、沈
承业、王安石、张琪、钱肃乐。城
隍庙维修后，一并塑在怀棠祠里。

从八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部宁波历史。

这八位陪祀，除了钱肃乐不是
地方官外，其他人都是明州或鄮
县、鄞县的一把手。明末，钱肃乐
与张苍水在城隍庙聚义起兵。沈承
业是五代时首建城隍庙的郡守，张
琪则是明初迁建城隍庙的郡守。王
安石治鄞三年一千天，影响宁波千
年，在城隍庙享受一份冷猪头肉，
也是理所应当。

现今说说唐代的四位。韩察是
唐代长庆元年迁治建子城的刺史，
应彪是修建灵桥的刺史，王元暐是
修它山堰引水入城的鄮县令，黄晟
是修罗城的刺史。

韩察，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
人，韩休曾孙，唐元和十一年（816
年）为河东节度判官、侍御史，后任

京兆府富平县令、明州刺史等职。
《全唐诗》存诗一首，“韩刺史察，京
兆人。长庆元年（821 年）刺史，易县
治为州治，撤旧城更筑新城。功大而
民不知役。韩杍材为文记之。”《嘉靖
志》里，用了“功大而民不知役”七个
字，评价这位太守。

有一个朋友和我说，821 年是
牛年，韩休之子韩滉，是 《五牛
图》 的作者，不妨做点建城“牛”
文章。我想也是十分有创意。

三

清代诗人李邺嗣的《鄮东竹枝
词》诗云：“东津桥板跨江浮，一字平
盛十六舟。千载人驱车马过，可知遗
泽是应彪？”灵桥修建于长庆三年

（823 年）。应彪原应写作殷彪，《宝
庆四明志》卷一《郡守》记载：“应彪，
长庆三年刺史，建浮桥，跨江五十五
丈。”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父亲弘殷讳
而改为应彪。

还有一篇殷彪的墓志铭，虽有
缺字，大概能读出他的简单生平，殷

彪，字文穆，他的先人是陈郡人。长
庆初年，授官金州刺史兼侍御史，又
调任明州刺史。在任上，有不少政
绩，最后死于明州任上，丧葬从俭。

唐太和七年（833 年），王元暐
做了鄮县令，首要任务便是修筑樟
溪引水工程。当时的设想是这样的，
在樟溪入鄞江的山口建筑一道拦水
坝，挖一条新的引水渠把淡水引入
南塘河再入日月双湖，使得平时的
樟溪水三分入江，七分入河，等到洪
水期到来时，则七分入江，三分入
河。

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在哪儿
选址，如何筑堰，水利学家们会抽丝
剥茧进行分析，各种巧妙之处，只能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民间流传
着许多“十兄弟”“打血桩”等传说，
想来这一千多年前的筑堰工程，是
异常艰难的。

《四明续志》中说：“唐太和七年
邑令王侯元暐相地之宜，以此为水
道襟喉之地，规而作堰，截断潮汐，
导大溪之流，自堰之上，北入于溪百
余丈，折而东之，经新安、许家，会普
宁寺前小溪唐家堰新堰面此前港
也。自普宁寺东分流，北入惠明桥经
仲夏此后港也。”

它山堰的边上就是它山遗德
庙，庙的大殿中供奉的就是王县令，
两边是“十兄弟”，有胖的，有瘦的，
有高的，也有矮的，有和尚，也有工
匠。这或是雕神像的工匠的巧思，也
可能是一种图腾式的雕塑，一如八
仙组合，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包含
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员。

四

黄晟，字明远，鄮县人，身材矮
小，一次去投军的时候，没被录取，
后来被刺史羊僎看上，任为辅将。

唐末是个乱世，黄晟以战功授
散骑常侍、浙东道东面副指挥使。
景福元年 （892 年），成为明州刺
史，保境安民，广招文士。江东文
士多来归，黄晟筑宅安置，称“措
大营”（今在君子街）。

明州早年民苦野居，乾宁五年
（898 年），黄晟率民采石筑罗城，
保一州生聚之安，周长 18 里，又
重建奉化江东津浮桥。他在任 18
年，为官廉正，后封江夏县开国
子。临终上疏，勿让子荫嗣，府库
所蓄，皆题“送使”字样。

这四位唐代的地方官，若论功
劳人品，确实值得在城隍老爷边
上，分一脉香火。

甘棠遗爱，甬城永祀——

宁波城隍庙里的四位陪祀神

▲城隍庙内纪
念 地 方 官 的 怀 棠
祠。怀是怀念的意
思，棠则出自《诗
经·召南·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
勿伐。”

怀棠祠内的八
大陪祀神，除了钱
肃乐，其他人都是
明 州 的 刺 史 或 鄮
县、鄞县的县令。

读读 史史

吴启钱

笔者在鄞州书城三楼吧台前等
咖啡，顺手翻开一本读者留言簿，
有一则留言让笔者眼前一亮：“真
的好喜欢书店啊！给我一种雀跃的
安全感。让我清晰地感知到，这就
是属于我的地方。老了以后一定要
开家书店。”

《中国青年报》 有一个调查显
示，当下有 70.9%的年轻人出现了
语言匮乏。比如，不管什么搞笑的
事情，都只用“哈哈哈”来表达；
不管对什么令人佩服的事情，都只
用“牛掰”来表达；实在无从表
达，就选个“表情包”救急。

这么看来，鄞州书城留言簿上
的这位读者，他 （她） 的“雀跃的
安 全 感 ”， 并 不 是 一 般 人 能 感 受
到，也不是一般人能表达出来的。

安全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安全
感本身也分等级。

衣食无忧是第一个等级。一个
人，如果有“日日深杯酒满，朝朝
小圃花开”的物质条件，就可以

“一日清闲一日仙”。对社会而言，
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生产力的进步，
是保证人类安全的基础；对个体而
言，通过劳动来获得物质，是多数
人获得安全感的保证。旧时代的妇
女，因为在物质上完全依赖男人，
家庭生活中时时有不安全感。所以，
钱钟书在《围城》中说“丈夫是女人
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

环境无害是第二个等级。我们
常说的“平安”，很大程度取决于
我们所处的环境。比如，食品、空
气和水是不是卫生干净，房子是不
是牢固、能不能保护隐私，走在路
上会不会被车撞，或被高空抛物砸
中，买东西会不会被坑⋯⋯环境若
无害，舒展又安心。环境无害靠的
是文明与规则。商业有文明，商家
会提供安全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居
家有文明，家庭内外都能顾及邻居
的感受；出行讲文明，车遵章，人
守法，互谦让；执法有文明，不怯

强而凌弱⋯⋯一个文明的社会，必
然是一个环境无害的安全社会。

内心无虞是最高等级，也正是
“雀跃的安全感”。

春日的郊外，孔子和弟子们围
坐在地上，孔子问弟子们的志向。
曾皙说，我的志向是：“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 ， 浴 乎 沂 ， 风 乎 舞 雩 ， 咏 而
归。”孔子听完，长叹一声说：我
和曾皙的想法一样啊！确实，春风
十里，好友相伴，野外高歌，闲适
自在，无忧无虑，这就是“雀跃的
安全感”。

张爱玲也描述过这种表面上可
能波澜不惊、内心里却欢呼雀跃的
安全感：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
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
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
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
的 话 可 说 ， 惟 有 轻 轻 地 问 一 声 ：

“噢，你也在这里吗？”在对的时间
地点遇到对的人，也只有“雀跃的
安全感”才是最准确的描述。

不过，要达到内心无虞，获得
“雀跃的安全感”，有难度。

人类学家说，人是无法从根本
上消除不安全感的。人与动物不一
样的地方，在于人类的不安全感还
加入了文化因素。随着物质文明的
提升，人类的不安全感不仅仅来自
生存的威胁或者物质的匮乏，更多
是对于自我发展的限制。当自我受
限时，那种曾经体验过的不安全
感，就会被激发出来。换而言之，
这种不安全感来自对过往的疑惑，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来自对未
来的无知，不知道将去往何方。于
是感到焦虑，有一种“深宵旷野独
行者”的恐怯。

排解这种不安之道，或者说获
得“雀跃的安全感”，最佳途径是
读书。

读书，让我们知来处，也明去
处，消除内心的焦虑与恐惧。正如
高尔基说的，我读书越多，书籍就
使我和世界越接近，生活对我也变
得愈加光明和有意义。从这个角
度，笔者相信那位在鄞州书城留言
的读者，真的从读书中获得了“雀
跃的安全感”，并由衷地钦佩。

有一种“雀跃的安全感”

▲鄞县城隍庙的八块碑刻，如今在大梁街的天之
海大厦内。 （摄影 朱晨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