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在
引发社会注意力高度聚集后， 女
车主却被爆料欠了巨款， 和前期
维权者形象构成巨大反差， 遭受
了巨大舆论压力。 这就是社会注
意力弹簧效应， 关注度的剧烈上
升有可能变成好事， 也有可能变
成坏事。

在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场
里， 社会注意力风暴是如何形成
的， 有哪些结构模型？ 社会注意
力风险密集点在哪里 ？ 面对风
暴， 涉事群体包括政府机构、 企
业负责人、 当事人等应该如何应
对？ 御风法则到底是什么？

在本书中， 人民网舆情数据
中心副总编辑刘鹏飞结合社会热
点和重大突发事件， 分析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危机事件、 网络暴力
与舆论特质、 危机处理策略， 对
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和挽回
损失进行解答。

■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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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彧 整理

通过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
连续三年的田野调查 ， 覆盖上
百位本科生 、 数百小时的面对
面访谈 ， 本书作者发现 ， 对于
寒门子弟来说 ， 踏入大学校园
只是一个开始 ， 被录取并不代
表能够融入 。 在寒门子弟占少
数的精英大学 ， 政策和环境把
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 ， 阶级
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
再生产 ， 显示出无所不在的影
响力。

本书所记录的 ， 便是美国
大学的真实生活样态 ： 在有钱
人的校园里做一名穷学生 ， 他
们的挣扎、 焦虑、 彷徨和挫败，
实乃一部寒门子弟的悲歌。

《寒门子弟上大学》

《御风法则：社会注意力风暴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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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21日举办

□娄敏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第十
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定于9月21
日至9月29日期间举办， 目前各
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据了解， 本届电影节将在京
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 300部 、
1000 场 次 的 中 外 影 片 。 同时
“云上北影节” 也全面升级， 9月
15日至10月8日， 影迷可以在爱
奇艺 “云上北影节 ” 专区 观 看
建党百年 、 冬奥影像 、 环球经
典等主题的精品影片 ， 独家放
映来自全球多种类型的优质新
片。 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将开启第
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视展
映。

在市民体验方面， 在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 电影
嘉年华设计了影都花海沉浸式体

验、 影视动漫造型展、 影视元素
灯光秀、 亲子主题互动体验、 影
视文艺节目表演等线下活动， 带
给市民游客全新的光影娱乐体
验。

备受关注的出席嘉宾方面，
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 今年参加
北京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的境外
嘉宾， 都将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
同框互动。 参加开幕红毯仪式的
嘉宾代表会乘坐市郊铁路 “怀密
线” 列车前往怀柔雁栖湖会场。
本届北影节闭幕式上将颁发 “天
坛奖” 十大奖项。

此外， 本届电影节还将围绕
建党百年、 艺术电影发展、 青年
影人发展、 动画电影创作、 影都
发展建设等前沿和焦点问题， 举
办多场主题论坛。 五场大师班活

动将邀请电影大师为更多电影从
业者授业解惑， 分享电影创作的
经验与理念 ， 帮助中国电影的
“明日之星” 们能够站上更高的
肩膀眺望未来。

同时，今年还将首次增设“北
影节发布”活动，发布有关电影投
融资、 电影营销等一系列倍受关
注的研究成果和产业报告， 发挥
北影节的产业风向标作用。 “北京
市场” 也将面向全球电影全产业
链，举办招商展会、项目创投、行
业对话、特约活动、市场放映、签
约仪式等六大板块， 增设创投训
练营、学院日等活动。综合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等科
技手段， 推动电影要素、 项目创
投、 电影版权三大交易平台的数
字化升级。

一次史无前例的纪念， 一场
为梁思成专门举办的文献展 ，
“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
周年文献展” 正在清华大学艺术
博物馆展出， 所有展品都经过了
精心挑选， 力求展现梁思成对中
国建筑理论、 中国建筑教育的巨
大贡献。

梁思成 （1901-1972） 是我
国著名建筑学家、 建筑教育家，
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
者。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领导者，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 中
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建筑系
的创办人， 为中国的建筑理论和
中国建筑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影响深远。

为了这场特别展览， 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密切合作， 用时十个月筹备梳
理， 以362件珍贵的照片、 录像、
图纸、 模型、 书信、 手稿以及空
间装置， 呈现出中国建筑大师梁
思成的一生脉络。

展览中， 既有梁思成主持或
参与的曲阜孔庙、 故宫文渊阁、
景山万春亭、 杭州六和塔、 南昌
滕王阁等保护修缮工程方案， 也
有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对
新中国首都所做的科学规划的大
部署草图。 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
碑方案设计 、 王国维纪念碑设
计、 1947年在纽约与国际著名建
筑师讨论联合国总部大厦方案，
都鲜活呈现了梁思成在城市规划
与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成果， 以及
设计思想的前瞻性。

“梁陈方案” 北京规划蓝图
可谓本次展览中的重磅展品。 梁
思成关于城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
护的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 现在
的北京城之所以形成今天的格
局， 历史上有哪些变化， 留下了
哪些遗憾， 还有哪些经验教训，
在这里都有体现。 在蓝图的旁边
还有两封梁思成写给时任北京市
长聂荣臻和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书
信， 书信中他呼吁保护北京古城
和城墙。

本次展览策展人之一的清华
美院教授苏丹说， 这场展览的责
任重大， 公众看过梁思成的手稿
和文献， 会了解一位建筑学家如

何在历史的境遇之下坚守信念，
“有很多微妙且丰富的东西， 比
如那些家书、 友人之间的通信，
字里行间透露出梁先生对新中国
建立以后抱有的饱满热情、 对未
来都市的想象、 对中国工业化和
新的社会模式的期待， 这些想法
本身就值得细细琢磨。”

展览现场还揭秘了梁思成带
病参与、 领导人民英雄纪念碑、
国徽等重大设计的往事。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49年9
月30日奠基开始， 到1952年8月1
日正式动工， 这当中三年时间，
负责建造工作的北京市都市计划
委员会向全国征选建造方案， 到
1951年时就收到了140多件方案。
有的方案提出加大加高纪念碑下
面的大平台， 并开三个门洞， 做
成类似于城门的形状。 当时， 梁
思成带病给时任北京市长彭真写
信， 直言这个方案不妥。 最后重
新确定选了高耸挺拔的方案。 从
现场展出的剖面图可以看出， 人
民英雄纪念碑是空心的， 中间有

通道可以上到碑顶， 便于检修。
展览现场还展出了他1967年写的
一份材料， 非常平实地陈述了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经过， 历经
岁月洗礼， 这些材料成为珍贵的
史料。

展厅两端， 梁思成的两张照
片： 少年自拍照和担任联合国总
部大厦设计顾问照形成了一条横
向的轴线， 以此贯穿他一生的结
晶。 展厅入口还有一条纵向的轴
线， 就是梁思成在李庄中国营造
学社工作时的照片。 两条轴线的
交点是 《营造法式》， 它是对梁
思成后来取得成就的一个暗示，
也是梁启超先生对他破译中国古
代建筑的希望和托付。

值得一提的是， 展览中还有
一段梁思成担任联合国总部大厦
设计顾问发言时的影像资料， 这
是他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国发
声， 据说也是梁思成生前唯一留
下的一段影像和声音资料， 非常
珍贵。

由于梁思成一生中设计了很

多有名的墓碑和纪念碑， 此次展
览大胆地把纪念展布置成一个
“墓园”。

墓园是生者与逝者对话的地
方， 策展团队结合现场的条件和
文献的情况， 把展览主体的展柜
像碑林一样组成巨大的阵列。 而
这个碑林是为一个人所做的， 把
他所有伟大的成就都呈现在不同
的墓碑之上， 使它们成为墓志铭
的一部分， 使观众仿佛置身于碑
林之中去瞻仰缅怀他， 创造了一
个非常独特的精神场所。

文献展还采用播放两种环境
背景音的方式， 营造出一种具有
纪念性的、肃穆的、浑厚的、能够
穿透历史的氛围。据介绍，背景音
一种是写实声音的还原，如：在佛
光寺的空间装置里， 运用了佛光
寺真实场所的现场录音； 在应县
木塔八角形的空间装置里， 播放
的是在应县木塔实地录制的风铃
声、鸽子叫声。另外一种背景音则
是独立音乐人创作的一首与梁思
成相关的原创曲。

■北京展览

与梁思成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