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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硬实力。
但是，只具备硬实力，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强大。
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并不总是由它的经济实力所决定，有时更多的是受它的国家形象所影响。
这就涉及软实力的问题。
　　什么叫软实力，当然可以有很多定义。
、我以为，对一个国家而言，软实力是它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对外而言，软实力是它对其他国家的影
响力。
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从贫穷走向小康的时候，精神的需求越来越多，社会的问题也随之增加；当我们的
国家正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时，在全球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国家的形象日益重要。
我认为，现在是我们更多的关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影响力，也就是我们的软实力的时候了。
　　怎样增强软实力？
我想一是要善于学习。
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每
天都会涌现新的事物，产生新的思想，出现新的问题。
应该学的东西太多了。
一个国家只有大多数人都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才会日积月累，提高民族的素质。
一个民族的素质越高，内部的凝聚力就越强；一个民族的素质越高，对世界的影响力就越大。
增强软实力，二是要善于沟通。
我们一定要培养沟通的愿望、沟通的能力和沟通的技巧。
我们要打破部门之见、地域之见和心灵之见，通过交流和互动，形成凝聚力。
对外，我们要以理解之心，善于倾听；我们要谦虚自省，尊重他国；我们要平和淡定，包容大度。
对外合作，我们要追求互利双赢，在必要时甚至做出让步和牺牲，以促进全球的和平和发展。
这样，中国才能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受人尊重的大国形象。
　　我老家的贵州电视台请我做一个对话节目——《论道》，做这个节目正符合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做
一点工作的想法，于是就同意了。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将我40多年来在国际国内的工作中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特别是对外交往方
面一些感受，还有我的一些观点，融化到我们节目所讲的大道小道当中。
但是，我的阅历和知识，毕竟有限，需要方方面面的专家一起讨论。
令我感动的是，当我邀请经济界、文化界、企业界的许多名家同台论道时，他们都欣然接受。
可以说，能和各位名人同台论道，是我的荣幸，也是这个节目的亮点。
常常是他们的观点引发了我对过去人生经历的回忆，引发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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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伟大的都市，不完全看它接待了多少高贵的客人，还要看它接待了多少精神流浪者。
　　　　　　　　　　　　　　　　　　　　　——余秋雨    老师就是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提升学
生前程的那些人。
　　　　　　　　　　　　　　　　　　　　　——于丹    历史上但凡那些有成就的人，都是单纯和
热情的人。
　　　　　　　　　　　　　　　　　　　　　——杨澜    城市不是市长的，城市是市民的。
他们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这个城市有一种什么样的性格。
　　　　　　　　　　　　　　　　　　　　　——易中天    媒体既是历史的记录员，也是历史的推
动者。
　　　　　　　　　　　　　　　　　　　　　——胡舒立    本书为贵州电视台高端对话节目《论道
》精选。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
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
　　贵州卫视高端对话节目《论道》    《论道》开播于2007年5月16日，是贵州卫视倾力打造的一档高
端对话节目，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担纲嘉宾主持。
节目秉承“高度、深度、关注度”的理念，主打“时事巅峰对话、风口浪尖人物、社会热点话题”，
邀请政界名人、商界明星、学界名家共同论道，在国际风云变幻间探理寻规。
他们作为引领舆论的“意见领袖”，正在影响着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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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永图，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英文系，1973年至1974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主修国际经济
学。
1978年至1980年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
1980年至1985年期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
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
1994年被任命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1997年被任命为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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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原生态——文化的轮回文化提升软实力师说·师道媒体的力量对话“最危险”的女记者行由行动我本
善良我的大学留学与成才走出“桃园”的中国商道追寻城市的精神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热高考，痛并成
长着多彩贵州与文化产业养狗文化与社区和谐肖像大使的奥运情怀附录  论“道”这一年附录  生命中
的偶然和必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龙永图论道>>

章节摘录

　　原生态——文化的轮回　　嘉宾：余秋雨（著名文化学者）　　编导：周洋　　[嘉宾印象]　　
用文化的眼光游走世界，用深邃的思想洞察社会，当人们认为文人应是深居闹市时，他却提笔疾呼走
向前台，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他就是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
而与原生态文化的亲密接触，更是让他心灵震撼。
　　其实从2003年《云南印象》率先提出“原生态歌舞集”的理念，再到中央电视台2006青年歌手大
奖赛高悬“原生态唱法”的大旗，这些原生态事件早已使得“原生态”成为眼下最炫目的词汇，也有
人把这种现象称为一次“文化的轮回”。
在短暂的时光里，“原生态”这个词披上了耀眼的光环，许多人为此扬眉吐气。
但很快，焦虑却与日俱增，关于原生态的众多警告开始不绝于耳。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原生态，成为目前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
　　[嘉宾语录]　　如果我们的原生态文化不能够为老百姓接受，它就会死在深山老林。
所以对它最好的一种保护，就是把它开发出来。
然后积极地提高它，这样才能变成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
　　我觉得开发和保护，怎么把它们相结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商业化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对于原生态文化的讨论，我希望不要仅仅局限在原生态的歌舞、原生态的文化，我认为应该扩展
到对返璞归真，对人生真正理想的追求上。
　　——龙永图　　艺术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把人拉上九霄云天的力量，一个是把人拉回到大地深处
的力量。
任何大艺术家都会被两种力量控制着，在两种力量的牵扯当中不断地往前走。
　　文化人如果不了解这种从大地滋生的文化，或者忘记了自已是大地的儿子的话，我想他很难成为
高层文化人。
　　现在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消费。
现代人可能会消费原生态，但是请记住原生态也有权利消费现代。
　　原生态只是新一代艺术家走向创新之路的一种资源而已。
　　我看到欧洲现代主义以后的艺术家，绝大多数都受到过非洲木雕、岛上一些居民的服饰的强烈的
影响。
这个影响可以说改变了欧洲的一代画风，是欧洲艺术大胆往前走的一种推动力。
　　——余秋雨　　主持人：观天下风云，与永图论道。
各位好！
这里是贵州卫视高端对话节目《论道》，我是窦爱莉。
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嘉宾主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
您好，龙先生！
　　龙永图：大家好！
　　主持人：咱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您好，余老师！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论道》。
　　余秋雨：大家好！
　　原生态是对假、大、空文化的否定　　主持人：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有关原生态和原生态文化的。
2003年有一部大型歌舞《云南印象》，应该说在全国引起了一场风暴。
它首先提出了“原生态歌舞集”的理念，之后原生态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词。
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我想先跟两位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文化才叫原生态文化呢？
　　龙永图：我觉得所谓原生态文化，就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没有经过人工雕琢的文化。
这一次原生态文化在我们中国的兴起和大家的一种渴望，实际上是对当前拜金主义或者一些庸俗低级
的整个社会风气的一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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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觉得主要是通过对原生态文化的研究，来研究一下我们在树立一个新的社会风气，这样一个过程
当中能不能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余秋雨：这个我觉得，我现在讲句话，就是和龙永图先生来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非常愉快。
因为他长期处在这种文化和经济、中国和外国实际的交往和谈判的第一线，他容易把一些事情说得比
较实在、比较宏观，而不会缠在那些无聊的概念游戏里面，这就一下变得很痛快了。
它不是非常严格的科学命题，我想首先它是一种对照性的一个概念。
那么对照谁呢？
第一对照我们不喜欢的假、大、空，不喜欢的套路，这些东西。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大家可能已经看到过的例子。
去年在中央电视台歌曲大奖赛里面，有一个命题问答，就是我和他们对谈，我跟一个歌手讲，我说，
我没法给你及格，因为你今天在讲你的母亲，但是你和前面四个歌手用的词汇一模一样。
世界上没有一个母亲是重复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儿子对自己母亲的感受是可以和别人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认为你对母亲的态度有一点点问题，但责任不在你，在那假、大、空的套话变成你对母亲感情
的表述　　了，我当然没法给你及格。
他可能会有一点纳闷。
　　但是下面上来一个少数民族的歌手，她汉语都说得不太好，唱完以后我说没有问题了。
我随便问，是你妈妈教你的吗？
她说我妈妈没有教过我，但是她很会唱歌。
这两句话是矛盾的，于是我觉得很好奇，我说怎么回事？
你妈妈很会唱歌为什么不教你？
她说我爸爸是村里的歌王，在一次歌曲比赛当中，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是另外一个村的歌王，
他们结婚了。
两个歌王结婚，结婚以后不久有了我。
有了我以后，我爸爸生病死了，从此我妈妈不再唱歌。
直到前几天，我在中央电视台初赛的时候，妈妈看到我比赛的情况了。
我回去，她抱着我，我听到妈妈的歌声从耳边传来，唱得真好。
我当时马上觉得，这个她磕磕巴巴说不明白的、汉语也不流畅、普通话也不标准的这个表述当中，让
我们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原生态。
就是他们这种歌曲从哪里来的，一个歌手以封喉20年来悼念自己死去的丈夫，然后村里的其他人却把
她女儿教会了唱歌。
所以我马上说，我没什么话说了，请代表我问候你妈妈，这个高贵的妻子、高贵的母亲，满分。
全场都鼓掌了，一定是这样的。
我用这个例子大体可以说明什么是原生态，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我给前面这个歌手打了不及格，而给她
打了满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原生态实际上是一种与假、大、空的对比。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会不喜欢她，都会喜欢她。
后来我知道从收视率看起来，那一天那一个歌手所说的故事真是感动了中国上亿的观众。
　　龙永图：所以我觉得余老师讲这个原生态是作为对假、大、空文化的一种否定，我觉得讲得非常
深刻。
这是从本质上解释了为什么大家要喜欢这种原生态文化。
因为过去那种假、大、空的文化，那种矫揉造作的文化，实际上大家烦透了。
　　余秋雨：对。
另外一种是正常的状态，两个都好。
艺术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把人拉上九霄云天的力量，一个是把人拉回到大地深处的力量。
那么原生态是后面一种力量。
任何大艺术家都会被两种力量控制着，在两种力量的牵扯当中不断地往前走。
这样原生态至少有这么两种可能，在和虚假和空洞的对比当中，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艺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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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那种能够拉入云霄的哲理化追求的艺术当中，它是这种艺术状态的补充，它是这种艺术状态的一
种帮手，一起组合成了艺术的力量。
我现在看到报纸上有的人在讨论——中国的好多文人有这个毛病——“原生态”三个字是着重在前面
两个字，是原生的状态呢，还是着重后面两个字，是原始的生态呢？
那就一下子走到咬文嚼字、玩弄概念上面去了。
这个结果就非常不好，结果就是让人们厌烦概念讨论的时候，同时也连带着厌烦这种原生态，就会经
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是实实在在地面对这种让我们摆脱虚假，让我们回归大地的一种艺术方式、文化方式、生
存方式，我想这就比较好。
　　龙永图：我在学习原生态文化的时候，我也想起以前很多的事情，就是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原生
态的价值观念。
因为l0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联合国的高级官员，他每年都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住上10天
。
这10天里面，他和两个人一起去，都是联合国的高官，不准带手机、不准带什么微波炉，这些东西都
不能带，凡是现代科学、现代文明产生的东西都不能带。
只有一件就是带火柴，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怕钻木取火不成功。
因为他们在深山老林里面，火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每年都要完全过着我讲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美国的生活压力太大了，而且每天要接多少电话，所以他们说一碰到电话的时候，他们就紧张
，所以就想过10天那种没有手机的生活、没有电话的生活。
当时我一直不太理解，后来我才感觉到，他们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也好、旅游方式也好，实际上是
对那种非常纷繁复杂的、压力很大的现代生活的一种反对。
所以他们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否定，是希望回归到一种非常天然的这样一种生活。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原生态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解释。
　　余秋雨：我可以补充一点。
我觉得龙永图先生他把这个当作一种和自然一起生存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所有
的现代人都在追求的，叫人性的复归，就是回归自然和回归人性成了一件事了，摆脱异化，摆脱各种
各样的异化状态，到了这个程度。
所以为什么龙永图所说的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说成为一种时尚，是因为它有几种好处：第一就是，让自
己的生命和自然融在了一起；第二，让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祖先连在一起了，因为祖先就是这么过日
子的；第三，在这个苍茫的自然当中，我终于可以直接地面对自己单独的心灵了，就可以f司自己，在
自然历史当中，完成一种单独的思考。
这个思考不复杂，可能是很简单的思考，但是感悟到生命的真实、感悟到生命和自然的关系。
这个其实就是人性的复归，突然想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上班下班、文件往来、电话接听似乎是重要
的，但是缺少了一些人之为人、生命之为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他们要去找回它。
所以这个看上去极土、极俗，其实是极高、极哲学的。
　　【背景】　　归程还是游程？
他用渴求的精神行走。
这是余秋雨贵州省黔东南原生态之旅的心灵感触。
2007年7月17日至7月22日，6天时间里，余秋雨充分领略了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瑰丽和奇特。
锦屏隆里古城、肇兴鼓楼、岜沙和西江的苗寨以及镇远古城，无不让他驻足和留恋。
难怪余秋雨先生心生感慨，黔东南的美丽让我震撼，这是一个原生态文化浓郁、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
之地。
　　回归自然，找回自己　　主持人：余先生在2007年的7，9份专门去了我们贵州，去了6天。
在黔东南，然后您还写了3篇散文，在网上引起大家的关注，使黔东南成为一片大家向往的热土。
那么之后回来您在凯里又举行了一个原生态文化论坛，在论坛上您有一个开场白，您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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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时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个文化人如果不了解原生态文化，他就不能称为高层次的文化人。
说得特别绝对和坚决，会不会得罪人呢？
　　余秋雨：不会。
我们所说的原生态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拒绝虚假、反对假大空、回归人性。
如果按照这个意义来思考问题，一般文化人不知道可以，高层文化人确实不应该不知道。
高层文化人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假、大、空的文化需要抵御吗？
难道不需要知道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需要找回自己、需要回归自然吗？
这个我相信看上去语言很干脆，其实它的逻辑思维不是非常武断，是认认真真的。
到贵州的好山好水去看看，才知道自然是在怎么生长、大地在怎么样铺展，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我还是会坚持。
高层文化人如果不了解这种从大地滋生的文化，或者忘记了自己是大地的儿子的话，我想他很难成为
高层文化人。
　　主持人：我们跟外界接触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对原生态都是比较陌生的、模糊的概念。
哪位同学说一下，对原生态在没听我们刚才解释之前，你是怎么认识的？
　　观众1：我的观点和龙先生是一样的，就是原汁原味，没有加任何雕琢的这种文化。
　　观众2：因为那一年的歌手大赛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式的比赛，以原生态唱法定了一项比赛，我是
通过这个才知道原生态这个概念。
今天听余老师说了一下，我感觉对原生态的概念更加理解了。
　　主持人：确实很多人对这个形态是很陌生的，所以社会上有一部分有责任心的人士发出了很多的
呼唤，要拯救，要传承，要保护原生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
比如像我们贵州，据我所知，我们就做了一台《多彩贵州风》的节目，也是以原生态为原型，把它搬
上了荧幕，把民族民间工艺品打造成旅游商品，这样就形成原生态跟商业结合在一起。
那么商业是不是拯救原生态的一个必由之路呢？
　　余秋雨：当然，我认为是离不开的。
现在好多文化人经常在做这种讨论，认为在原生态的地方开发旅游，或者把原生态的歌舞组织起来到
国外去演出，这是破坏原生态，甚至犯了令人发指的大罪，这个我觉得是搞错了。
在现代社会，消费不是一个坏的词汇。
这是我们龙永图先生跟外国人谈判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汇，消费、消费、消费，就是市场消费。
比如作秀两个字，好像作秀就是不好了，作秀就是卖弄。
去年还发生这个情况，说有一个女士在路上用口对口的呼吸，救了另外一个晕倒的女士，居然网上有
人说这是当街作秀，或者当街卖弄，这完全是不对了。
这个词汇好像是不好的，把一个明明是好的行为也给予否定了。
所以我当时就回了几句嘛，我说按照你们的思路，交警是天天在街上卖弄身材，小学老师在你面前卖
弄学问10年，你妈妈在你面前卖弄了母爱多少年。
这是完全不对的。
　　消费的概念也是这样。
消费不是一个坏词汇，消费已经从物态消费变成了另外一种，变成一种理念的消费和概念的消费。
比如到贵州旅游，它的结果未必像文人所想象的，是破坏了物态的原生态。
它其实是感受一种自己的幸福感，感受我所需要感受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在现在生活当中，艺术如果纯粹是毫无消费的艺术，很难想象它是艺术，也很难想象纯粹没有消费的
文化它是什么。
这个很难想象了。
因为我长期研究艺术，我知道未被接受或者说未被消费的艺术，按照接受美学的说法是没有发生的艺
术。
艺术发生都没有发生，根本谈不上。
它就没有产生。
这是比较深刻的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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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在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消费。
所谓互相消费就是现代人可能会消费原生态，但是请记住原生态也有权利消费现代。
　　主持人：它怎么消费现代呢？
　　余秋雨：我到贵州去的时候，我遇到你们的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先生，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说原生态的房子非常漂亮，在山里面和山林完全融为一体。
但是作为现代就必须考虑到有效的防火技术，因为这些完全是竹木结构啊！
如果没有很好的防火技术的话，很容易引起火灾，那么现代科技必须介入。
那就是原生态在消费现代，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互相消费的过程。
在互相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的规范要定出来，有一些规范，不准发生什么样的破坏，要有一种
限度。
在我看来贵州这方面定得还是蛮好的，不像远离那种原生态的文人所想的那样，一定是乱成一团。
凡是旅游发展得好的地方，那些原生态的老百姓真正感觉到自己的重要。
大家慢慢感觉到，当地的年轻人至少感觉到让全国人民喜欢，让世界人民喜欢的色彩是什么，房子是
什么，我如何保持这个水是清的；我们要不烧煤、不搭建白的水泥建筑，他们都明白。
所以恰恰是在众目睽睽当中、在人来人往当中，也就是说出现了消费以后，他们才获得了审美的自觉
，或者是原生态的自觉。
如果按照那种说法，完全让他们去原生态，一切都是原生态，农民的孩子也不让他读书，憨憨地、傻
傻地在那过着这样的日子，这个在我看起来倒是很容易消失，很容易淡忘。
　　龙永图：对。
　　余秋雨：在没有现代文化、高层文化关注的情况下，人世间不知道有多少原生态烟消云散了，这
倒可能变成一个陷阱。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原生态以现代关注，只不过这个现代关注要不去损害它不去破坏它，让它在更高的
层次上进入自然和现代文明的有序的组合，这能做到，事实证明也做到了。
　　龙永图：实际上我们在讲的就是对原生态的保护问题。
我认为保护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保护，一种是消极的保护或者是被动的保护。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原生态的艺术，如果我们不进行积极的保护，这种资源可能会消失。
但有一些可能需要加工，比如说我们的《多彩贵州风》，实际上经过了很多的艺术加工，这实际上是
一种推广。
刚才余老师讲到，要把它变成一种消费品，因为你不消费它的话，它就不能够为广大老百姓接受。
如果我们的原生态文化不能够为老百姓接受，它就会死在深山老林。
所以对它最好的一种保护，就是把它开发出来，然后积极地提高它，这样它才能变成一种大家喜闻乐
见的东西。
对于原生态的文化，主要就是怎么样使它变成我们中国现代的，特别是通俗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
素，或者是成为一个基因，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通俗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太大。
我们高雅的文化还不错，因为有你们这一批人，还能够保证我们中国的一些高雅文化。
而且我们的高雅文化也不太容易受西方的这种POP、MUSIC的影响。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我们年轻人接受的通俗文化，我觉得基本上是从国外照搬过来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怎么样在这个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些适合我们中国国情，但是
又与时俱进的一些通俗文化，是我们文化人非常重要的方面。
　　余秋雨：我顺着龙永图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它需要开发，有时候开发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破坏。
据我所知，当侗族大歌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巴黎第二天的报纸上我看到几篇他们的报道，就说中国
多年来到这儿演出的音乐节目当中，最容易被法国接受的节目，就是这个侗族大歌的节目。
　　龙永图：我想这就是应了那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
　　余秋雨：但是我相信侗族的那些老百姓，他们未必能够理解。
他们会很吃惊，为什么法国人这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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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他们那么远，他们也没来过，我们也没去过，但是他们已经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已经产生
了一种文化自觉，他们一定会更有力量地保护自己的这种文化，这肯定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说纯粹地让它完全地原样子存在。
照原样子存在确实也有很多问题。
我是看到有很多问题，联合国这两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每次都参加这样的会议。
有好多地方他们不叫原生态，好多地方这种自然生态、自然的文化，是不符合人性的，是不好的。
如果说原生态在我们中国古代，汉族被缠小脚什么的，这些都不能保留的。
还有非洲有些地方穿鼻孔，这都是现代文明在开发过程当中要把它取消的，所以开发的过程也是个选
择的过程，人类就是这么前进的。
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原生态，怎么会存在这样的东西呢？
它本身就不对。
生命在不断地变化、新陈代谢，它的各种生存状态也在新陈代谢，所以当我们有现代文明去高层次地
、非破坏性地开发的时候，只能会让它更好，只能会让它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美丽。
　　龙永图：贵阳的乌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不知道余老师去过没有，叫做香纸沟。
当地有一种古代造纸法，非常传统的，老百姓几千年来就有的一种造纸方法。
现在他们把它开发成一个很好的景点，同时又开发了一大片温泉。
像温泉这种自然资源，你就不能够让它淌在地上，你必须开发。
他们这个地方开发出很大的一片温泉度假村，很多人都到那个地方去度假，参观香纸沟的造纸法，这
样就把香纸沟的名气一下子托起来了。
你总不能让人家千里迢迢跑到山沟里面，就去看看你怎么造纸的。
但是如果变成一个很好的温泉度假村，人家在享受温泉的时侯，也体验一下我们原生态的一些文化传
统。
所以我觉得开发和保护，怎么把它们相结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刚讲的消费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商业化的问题。
我觉得商业化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寻找快被推土机推倒的天籁　　主持人：田间地头的文化之所以魅力很大，就是因为它的真、它
的纯、它的不经修饰。
但是如果把它搬上舞台，确实需要艺术加工，要加上华丽的服饰。
这时候也有人会质疑，这样的原生态是不是就变了味？
跟商业开发还是有一些冲突在里面？
　　余秋雨：这就看加工的入水平够不够。
当然我也看到原生态被加工得一塌糊涂，就是受到假、大、空的影响了。
假、大、空的东西严格讲起来，就像一双魔手，任何地方都被它糟蹋掉，那么原生态也会被糟蹋。
如果你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又是充满了关爱，来帮助原生态，让它提高，把它不好的东西甩掉，让
一些该有力度的地方再张扬，让它能够符合离开这个地方的其他人能够接受的节奏、色调，如果能够
提高一点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就是被提高过的原生态，一定要是这样的，不提高是不可以的。
你不能用一些被破坏的反面例子来取消现代文明改造和提升它的权利。
　　龙永图：余老师讲得很对，关键不在于提高，或者是对它进行一些必要的雕琢，关键是谁来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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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永图论道，头头是道。
　　——刘长乐（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第一就是天下大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是目的论。
第二是中庸之道，是方法论。
第三是君子之道，是人格论。
这三个道加在一起，我觉得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我相信《论道》这样的节目对于全国都有很好的启发性，把中华文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余秋雨（著名文化学者 ）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转型、多元判断共存的时代，对于一
个孩子的成长，老师真正的职能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四个字——伴随成长。
　　——于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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