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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在杭州梦想小镇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交流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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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局主席马云与脸谱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
格，就“创新”展开的巅峰对话，引发了广泛关注。扎
克伯格说，创新是要致力于解决长期的问题。马云说，
创新是一种有效的、用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对创客而言，创新是一种信仰，是创客文化的灵
魂所在。创客们经常提醒自己“要么创新，要么死”。正
如长江商学院项兵所言，在过去，绝大部分企业成功都
是靠复制，很少靠内容创新。但是面向未来，不创新是
很难活下去的。

对市场空白格外敏感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有一句名言：“文化开启了对美的
感知。”这句话在创客文化中依然得到了应验。创客们对
他们眼中的“美”——市场空白之处、无人涉足之地
——格外地敏感。

1990 年出生的代坤在念大学期间，通过兼职来补贴
学费和生活费。细心的他注意到，很多招聘网站对找工
作的大学生收费。

“本来收入就不多，还得给网站‘抽成’。”代坤说
道，“并且网上信息混杂，虚假兼职特别多；在企业看
来，也给他们招聘带来了许多困难，流失了许多人才。”
于是，代坤萌生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招聘客户端，一
头连接大学生，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招聘信息；另一头连
接企业，帮助他们甄选合格的人才。

2013 年，代坤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开始合伙创业，打
造一款名为“招兵买马”的 APP。团队的想法新颖而超
前，但在现实中却受到技术制约，几乎找不到软件公司
去实现。2014 年，项目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他们手里的
钱却所剩无几，三位好友相继撤出，只有代坤仍在坚持。

2015 年 5 月 ， 代 坤 报 名 参 加 了 沈 阳 “ 失 控 大 创
赛”，由于该项目新颖，一路过关斩将，杀入了决赛。
在决赛前，代坤的项目被沈阳一家风投看好，对方投
资 500 万元，只占了 10%的股份，这意味着该项目的估
值高达 5000 万元。获得投资后，代坤也终于可以将项
目在全国运转开来。

另一位创客史程博也是十分敏锐地发现了市场空
白。2012 年，他注册创办了九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
创业触角瞄准了当时不被资本看好、在国内还未被开发
的 Windows App 研发及运营。但是，经过了三年的时
间，这个小公司已经估值 5000万元，并成为了国内第二
家微软全球精选合作伙伴。

哪怕失败也不走寻常路

信仰是一种文化的核心要素。在创客文化中，创新
是最大的信仰之一。创客们深信，哪怕经历一次次失
败，也绝不走寻常路。34岁的创业者朱水旺对此深有体
会。职业培训、云计算、旅游包车……一个个标签，记
录的是朱水旺的一次次创新。

2004年，大学毕业一年的朱水旺看好了职前培训。“做
完调查问卷后，发现80%的人希望有这样的培训。”创意美
好，但现实艰辛。由于缺乏资金，初次创业很快“搁浅”。

“创业失败了，问题就出在资金上，于是我决定先去
挣钱。”2004年10月，朱水旺进入华三通信，从事软件研
发工作。工作空闲时间，他不断充实自己，先后攻读了
北大MBA和长江商学院金融MBA。

2012 年，朱水旺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以资金入股
的形式加入到一家云计算公司，负责公司的产品解决方
案和市场销售。由于股权方面的原因，2013 年底，朱水
旺的团队被迫宣布解散。

又一次失败了，但在朱水旺脑子里，创新的想法从
来没间断过。在青海和西藏，朱水旺发现了旅行中的共
性问题——旅游包车服务欠缺，于是他创办了筷子旅行。

先后拿了四笔投资后，最近，筷子旅行又作为京东

股权众筹十大明星项目首发，短短几天完成超额募集。
“努力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当你没有刻意专注这个世界
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关注你。”朱水旺说。

在传统行业也创出新意

对于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创客而言，创新是他们最执
著的追求；而在传统行业，创新的文化氛围也越来越浓
厚了。

种植藏红花是十分传统的行业，浙江丽水的吕晓芳
却种出了新意。

2014 年初，吕晓芳租了 10 亩土地，投入 20 余万元，
开始了藏红花种植之路。尽管第一年藏红花产量、质量
都达到了预期，但无规律、高强度的劳作，却让人吃不
消。于是，吕晓芳引进了物联网技术，将育种室中的灯
光、通风、灌溉系统与网络相结合，运用云计算实时监
控温度、湿度、光照等参数。运用这套设备后，即使身
处国外，吕晓芳也能够对藏红花种植过程进行把控。

为充分利用藏红花，提高产品附加值，吕晓芳尝试推
出了衍生产品。为配合藏红花轮作的特点，她在轮作田里
种植水稻，生产藏红花养生米。这种大米，与普通米相比，
颗粒更小，口感更好。

除此之外，她还利用
藏红花制作了具有美白、
清理毛孔功效的手工皂；
加入藏红花的手工土面；
具有通淤活血功效的藏红
花酒、藏红花黄茶……

吕晓芳希望未来能够
将自己的这套藏红花种植
方法推广开来，提高全国
的藏红花产量，让藏红花
能够像铁皮石斛一样，成
为大众的日常保健品、养
生食品。

创新：创客文化的灵魂
陈雯颖 潘旭涛

创客们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黑马会交流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一名男子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华侨城文化
创意园柴火创客空间观看各种创客产品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人之进道 唯问其志

【原文】
人之进道，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

多。山霤 （liù） 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
木为之弊。夫霤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
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
乎？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

——〔汉〕孔臧《与子琳书》
【译文】
人进修道业，最关键的是看他的志向，要进取

必须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勤奋不辍，就会收获很多。
山涧水流的能量是极其柔弱的，但可以穿破石头；
蝎虫的力量是极其弱小的，但可以破坏树木。山涧
水流不是能凿石头的凿子，蝎虫也不是能钻树木的
钻子，却能以微小柔弱的形体，攻破坚硬刚强的东
西，难道不是日积月累慢慢达到的吗？古训曾经说
过：“仅仅满足于书本知识的获得并不值得称赞，能
够亲自实践者才是值得称道的。”

志存高远 坚定不移

【原文】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

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
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
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
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三国〕诸葛亮《诫外生书》
【译文】
为人应当胸怀崇高、远大的志向，仰慕先贤

的所作所为，断绝私欲邪念，抛弃阻碍前进的因
素，使自己好学上进以成才、崇高志向清晰地存
于心中，并不断地用它来激励自己。要忍受逆境
和顺境的考验，抛开琐碎的杂事，广泛地向别人
请教，摒弃与他人的仇恨和耻辱的心思。这样即
便才德一时不为世人所重视，仕途一时受到影
响，对自己的志向有什么伤害呢？又何必担心终
无所成？如果志向不坚韧弘毅，意志不激扬慷慨，
只是碌碌无为，为世俗所牵绊，默默无闻为世情
所束缚，那势必要长时间沦为平庸凡俗，流于平
凡微贱。

精神愈用则愈出

【原文】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

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则夜
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
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译文】
虽然身体虚弱，但也不要过分地爱惜，精

神越用越充足，阳刚之气越振作越旺盛。每天
做事越多，晚间临睡的时候就越快活。如果老
是想爱惜身体和精神，就会畏惧不前，懒懒散
散，没有精神，是绝对做不成事情的。

选自《中华家训精编100则》

热贡艺术是中国藏传
佛教艺术的重要流派，主
要包括唐卡、堆绣、建筑
彩画、酥油花等多种艺术
形式，因发祥于青海省黄
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
河畔的热贡而得名。近年
来，同仁县大力发展热贡
艺术产业，为当地超过 2
万名藏族群众及相关从业
人员开启了致富路。目
前，热贡艺术产业年产值
达2.5亿元。

图为青海省工艺美术
大师曲智 （右二） 为学生
娘毛卡教授绘画技巧。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青海大力发展热贡艺术产业青海大力发展热贡艺术产业
“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学皮影戏，即使学了能

坚持下来的也不多。我是真心喜欢，想一直干这
行。”19岁的孙卫告诉记者，“人给皮影传输了生
命，但皮影却演绎着精彩人生。”

孙卫的爷爷孙景发，作为孙家皮影的“掌门
人”，是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孙家皮影
社已有百余年历史，自小受家庭熏陶，孙卫 14岁
正式跟爷爷学皮影戏。

孙卫学习皮影的初衷是为了帮助爷爷。他告
诉记者：“有次演出前，一个人临时不能来，无法
演出，爷爷四处找人搭戏，到半夜都找不到。”让
爷爷不再“求人”是他学皮影的重要原因，但他
也承认自己越来越喜欢皮影戏。

但孙卫也感到“孤单”，他的同龄人没人愿意
干这行。“每月表演收入两千多元，很难养家糊
口。”孙卫说，这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或半途改
行。

“前几日托一个唱戏的朋友帮我找点演出，他
说自己已经改行了，劝我也早点规划未来，想条
出路。”孙卫说，朋友的话让他颇为尴尬。

与许多默默无闻的民间技艺相比，华阴老腔
无疑是“幸运儿”，从濒临失传到登上2016年央视
春晚，老腔“一夜爆红”，邀约不断。21岁的张猛
已登台表演了五六场。在一群老前辈中，他每次
登台都很“显眼”。

张猛的爷爷张喜民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张
猛说，老腔走红后并未改变传承困境，班子中年
轻人不多。除了收入不理想，许多人也不理解老
腔，很难沉下心学习。正在福建上大学的张猛曾
为同学表演老腔，但几乎没人听得懂，也没人愿
意了解。

“以后有可能从事老腔表演，也有可能找份完
全无关的工作。”张猛说，
他对老腔有一份责任和难舍
之情，但也不得不考虑现实
情况。

19 岁的孙卫仍在努力
让大众接受碗碗腔皮影戏。
他把皮影戏与流行动画片结
合，以“跟上时代潮流”。
孙景发并不排斥孙子的革
新，尽管与自己表演了大半
生的皮影有很大不同。

“等攒够了钱自己开个
店卖皮影，再搭个固定的班
子，唱好碗碗腔皮影戏。”
谈及未来，孙卫有着自己的
规划。

◀ 孙卫把皮影戏与流
行动画片结合，以“跟上时
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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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耳熟能详的儿歌，伴随几代儿童快乐成长。3月
21日是“世界儿歌日”，然而近期记者在多所小
学、幼儿园走访发现，如今对“00后”、“10后”孩
子而言，广为传唱的儿歌似乎越来越少，经常
可以见到一脸稚气的孩子，懵懵懂懂地唱着

“今天你要嫁给我”或“大王叫我来巡山”。
“现在孩子对儿歌好像没啥兴趣，总感觉

那些都是叔叔阿姨的歌。有一回我教孩子们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结果孩子们问我
‘老师，一分钱是什么样子’。”西宁市育新幼儿
园教师苗瑞婷说，如今音乐教材、参考书上的
歌曲，大多创作于上世纪 90年代之前，部分歌
曲与当下孩子的生活已有一定距离。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儿歌创作，似乎“后
劲不足”。“儿歌创作的枯竭，一方面因为儿歌
大多难以市场化，导致很多音乐人对儿歌创作
并不热衷；另一方面，现在社会上缺乏对儿童
天性的关注和内在需求的呵护，导致一些儿歌
成人元素过于明显，很难唱到孩子的心里。”青
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霍静说。

“当下有不少娱乐节目，拿‘小大人’当

‘卖点’，孩子扮成大人，唱着大人的歌曲，
甚至模仿电影明星。这样其实会给家长造成
误导，认为孩子迟早要长大，有没有儿歌关
系不大。”西宁市南大街小学大队辅导员汪源
认为，孩子的成长有鲜明的阶段性，过多、
过早地接触包括流行歌曲在内的成人文化，
很可能会“拔苗助长”。

一线小学、幼儿园教师表示，要让孩子
的生活充满歌声，应拓宽儿歌展示、推广的
平台。“儿歌创作需要真情实感，老师、家长
在和孩子的接触中，往往有很多独特的发
现，懂音乐的就可能把这些发现与感悟写成
儿歌。应该给基层、民间的儿歌创作提供更
好的展示平台，让他们的作品被更多的孩子
所熟知。”汪源说。 （据新华社）

新儿歌何时能“荡起双桨”
庞书纬 简斯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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