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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第二十二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俄罗斯
索契落幕，开幕式上的文艺演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芭蕾舞、文学名著、三套车……我们的北方邻国通过对历
史文化淋漓尽致的生动演绎征服了世界，展示了自己国
家的民族精神和非凡气度。俄罗斯呈现给世界的，就是整
个民族千百年来不曾终止的文化血脉，是当代文化与古
典传统的融合与新生。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这样的论述对于有着五千年文
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保护文物”，“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
古国，也一定能建成现代文化强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这些表述引起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关注，他们有的是文学
家、艺术家、理论研究者，有的是文化部门的管理者、基层
文化工作者，在文化事业的具体实践中有着各自的发现
和体会。在他们看来，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的文化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就，但许多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今，我国正
处于文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期，这些新问题也是文化
建设必须要破解的新题和难题。具体到弘扬传统文化方
面，最大的危机就是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正走向消亡，而
我们采取的举措有些不能有的放矢，有些则矫枉过正，损
害了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

许多传统文化正濒临消失
有人用“濒危”一词来描述许多传统文化的现状，这

让人想到了那些即将灭绝或已经消失的野生动植物，眼
下，许多传统文化正遭遇着和它们相似的危机。比如，拥
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戏曲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据介绍，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共有 374 个剧种，到 2012 年只剩下
286个，且其中有 74个剧种仅有一个职业剧团或民间班
社，情况十分危急。即便是仍在传唱的剧种，由于缺少剧
目影像资料，导致无法传习而名存实亡。随着一批批老艺
术家相继离世，许多传统经典剧目也随之失传，不可挽
回，不复再生。

因此，杨承志就提议尽快建立中国戏曲剧目影像资
料库，汇编中国戏曲剧目影像集成，以影视方式完整记录

并保留剧目的音乐唱腔、表演程式、曲牌曲谱等核心艺术
元素，抢救保护中国戏曲的剧种。

王文章也就保护戏曲剧种和扶持地方戏演出团体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包括：由文化部组织专家对纳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戏曲剧种的传承和保护
进行专题调研；中央和地方政府选取示范性地方戏演出
团体重点扶持；教育部对戏曲院校教学改革做专题调研，
改变目前表演基本功弱化的趋向；重视培养青少年观众，
安排戏曲团体的优秀剧目进中小学演出；加强对地方戏
剧剧本的挖掘、整理、出版和地方戏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
究等等。

弘扬传统文化要“原汁原味”
传统文化的“濒危”不仅是中国的危机，也是整个人

类文明的危机，这也正是近些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我国政府大力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截至
2013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 30个项目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 7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1279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8000多项。一时间，“非遗”成
为了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热词，各地政府纷纷以“非遗”项
目的多少作为考量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申遗”之
后的情况又如何呢？很多文化管理部门似乎不太在意这
个问题。

其实，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只是完成了一个“登
记造册”的基础性工作，其目的在于帮助政府摸清家底，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但紧接着人们要做的，就
是保证这些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一直关注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冯骥才发现，现在许多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为了改善生活条件，都去旅游景点打工了，他
们在旅游景点所从事的差不多就是卖艺的工作，弹一段
琴，唱一支曲，游客听得兴之所致就会掏钱买账。这些民
间艺术大师终于发现了摆脱贫穷的可能，但他们却离开
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延续的根基，离开了文化的原生地，

这样的“非遗”传承人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弘扬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人”
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其特殊性，文化是有生命力的，

它依托于人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就显得特别脆弱。仅仅面
对一部乐谱，人们很难复现古人抚琴的音响；抚摸着兽骨
上的甲骨文，无论再怎么努力也难以辨识它完整丰富的
意义；当吕剧的最后一个传承人不再开口，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剧种的消亡。文化的传承必须是鲜活的，因此，弘扬
民族传统文化的关键核心是“人”。

对此，田青也提出，应该鼓励引导年轻人喜欢古老的
传统文化，提高民间艺人尤其是那些国宝级民间大师的
生活待遇，让他们的艺术创造获得应有的价值和更多的尊
重，这样才能让年轻人关注并投身于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化
项目。他认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致经历了两
个阶段，第一个是宣传阶段，让大家了解什么是“非遗”以
及该如何保护；第二个阶段是落实阶段，要踏踏实实地开
展保护行动，少说多做，而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

濮存昕在谈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传统时不无感慨
地说，北京人艺能有今天的金字招牌，当然是因为有一部
部经典剧目，但这些剧目是谁留下来的？是于是之、蓝天
野等老先生留下的传统，单单是剧本、表演，都不可能成
为北京人艺的传统。2013年，北京人艺推出了话剧《白鹿
原》，把华阴老腔请到了舞台上，当古老的唱腔在首都剧
场响起时，台下的许多观众都为之震撼。而这一“事件”竟
然让华阴老腔一下子火了，还有陕西当地的年轻人专门
找到老艺人拜师学艺。文化是靠人来传承的，“后继有人”
对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每个人心中可以共通共享的
因子，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勾连起了所有中国人的
情感和价值观念，文化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为普通个体
的存在留下印记，同时也见证了整个民族的生息繁衍。传
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之根，惟根系牢固，文化
之树才能枝繁叶茂，我们的中华文化也才能再谈创新和

“走出去”。

文化建设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本报讯 3 月 12 日，山东省作
协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
济南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作
协八届四次全委会、山东省宣传文
化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山东省作协
2013年的工作，部署新一年工作任
务。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孙守刚作出批示，中共山东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王红勇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议由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主
持，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杨学锋作
工作报告。

孙守刚希望山东省作协和全省
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在新的一年
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文学创作，推出更多弘扬
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唱响中国梦的
精品佳作，着力打造“文学鲁军”品
牌，为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
经济文化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红勇在讲话中肯定了山东省
作协2013年的工作，对今后作协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他要求山东省作协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增强繁荣
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突出重
点，创新机制，努力推动多出精品、多

出人才；转变作风，强化服务，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作协组织自身建设。

2013 年，山东省作协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责任感使命
感不断增强；成功承办北京图博会
中国作家馆主宾省活动，齐鲁文学
得到推介；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文学
精品创作有效推进；注重文学人才
培养，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坚持正确
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机制逐步形成；
加强文学评论推介，山东作家影响
进一步扩大；努力提高服务作家水
平，作协自身建设不断加强。2014
年，山东省作协将精心组织以“中
国梦”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活动，建
立完善促进文学精品创作的工作机
制，不断完善引导作家深入生活机
制，切实加强文学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工
作，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和谐作协建设。杨学锋表示，新的
一年里，山东省作协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把握导向、明确责任，改革
创新、完善机制，提高能力、搞好服
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
好工作。

（郭念文）

山东省作协

召开六届六次全委会

本报讯 3月 13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广东省作协、
深圳市文联、深圳大学共同主办的南翔小说集《绿皮车》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张
建渝、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梁宇、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深
圳市作协主席李兰妮和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的 30多位专家学
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主持。

李敬泽谈到，近两年来，文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短篇小说独
特的艺术力量。不少作家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这样的体裁来表现
当下的时代。南翔在这方面作了很多新的探索。这对于认识当下
中国小说面临的挑战、难度以及创作机会，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当下不少小说语言呈现出粗糙的面貌，这是
作家文学感受力相对迟钝的表现。对语言失去耐心，对小说创作
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而《绿皮车》在这方面的“警觉”值得肯定。南
翔的作品叙述娴熟，手法精到，形式感浑然天成，叙事风格上呈
现出文雅的书面语传统。纯净的白描、讲究的语言和氛围的营
造，显示出练达的文学功力。作者在不同的时空里展开想象，最
终又凝聚于思想性和文学性，这得益于他的学院气质与民间情
怀的结合。

从南翔的创作中，读者可以管窥到深圳文学的独特活力。与
会者谈到，深圳这个城市已过“而立之年”，深圳文学也逐渐摆脱
了浮躁，对现代性经验的呈现反思和审美表达渐成为主潮。在这
样一个历史时期，深圳文学生态进一步完善，文学深军进一步壮
大，将为中国文学带来更多的经验和喜悦。

（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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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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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读 荧 屏 ：2011—2013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
文选》是“中国电视艺术委员
会文论”中的一部，收录了中
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评论员
们近三年内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们以广阔的视域、厚实的文
本深入评析电视艺术作品与
电视文艺现象，在内容的选取
上极具视野的广度、思维的深
度。编者希望以此推进中国电
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实践
经验总结，多样化地呈现当代
电视文艺批评的路径与范式。

近日，作家格非最新自选集《相遇》《博尔赫斯的面
孔》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其中，《相遇》收入格非20余年
间创作的12篇中短篇小说，包括《迷舟》《青黄》《相遇》
等；散文集和评论集《博尔赫斯的面孔》则收录了游记、
忆旧文、读书札记和文化评论等。这两部自选集或可看
做刚刚踏入“知天命”之年的格非对其近30年写作生涯
的回首和总结。

与文学的“黄金时代”再相遇
上世纪 80 年代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

代”，先锋文学也在当时出现，一批年轻作家汲取世界
文学的养分，融合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创作出了许多有
艺术个性的作品。当时，23岁的格非以《迷舟》在文坛立
足，被视为“先锋小说三驾马车”之一。

格非早期的作品以优雅精纯的语言和清晰缜密的
细节呈现出一种真实的生活质地，并传达出微妙难言
的意绪。作家阿乙说，《迷舟》是如陀螺一般“永恒运动
的小说”，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都包含巨大张力。冯唐
则对小说的语言印象深刻，觉得“他的文字西化的味道
很浓”，但20多年过去，这些文字并没有过时，“他没有
故意把一粒米爆成一个米花，他没有直接地非常刻意
地用无数的形容词，而是用文字本身的质感，来激发读
者身上只有文字才最容易激发的对世界的体验”。

《相遇》中收录的大部分篇什是格非20年前发表的
作品，有的甚至更早。从不重读自己作品的格非这次特
别坐下来重读了这些作品，感觉更像是与那个文学的

“黄金时代”再度相遇。“我今天才明白，一个时代过去
了，你在那个时代的兴奋点和感兴趣的部分与今天完
全不同了。”格非把自己变成读者，去了解、回忆当时的
所有感觉，虽然接下来要写的是全新的故事，但过去20

余年已经成为格非经验的一部分，对他今天的写作仍
然有非常大的帮助。他说，“黄金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
文学的社会功能被突然放大，文学变得很重要。而现在
文学被甩掉了，那么文学要不要重拾被屏蔽的众多功
能和丰富性，让它们重新焕发活力？”

文学对人们的经验是种冒犯
今天，消费主义催生的、以娱乐性为主导的文化产

品充斥人们的生活，人们在追问，文学去哪儿了？有一
种看法认为，文学幻化成另一种形式，比如为流行影视
剧提供剧本或创意，而流行文化产品只不过是文学的
商业化。格非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文学作为重要
性事件的时代确实已经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文学使命
的结束，“文学的使命是永远存在的”。格非说：“文学从
根本上来讲对人的经验是种冒犯。文学一定是陌生化
的，读者在阅读文学的时候，经验一定会受到极大的挑
战，文学通过触碰你、冒犯你，让你思考所面对的真实
境遇，这是文学从古至今没有变过的特性。所以文学也
是相对危险的、带有冒犯力量的，会违背你的常识，也
违背你的基本意愿。而现在文化娱乐的本质是在迎合，
它需要创造一批受众，并最终占有他们。严肃的文学与
商业消费性的文学具有本质不同。”

写作中，格非常常保持警惕，他坦言担心自己的小
说变成被消费的对象；他也警惕文学实验做过了头，文

学回到了谁都看不懂的时候。现实常常令人无奈和愤
怒，作家也不例外，但格非认为作家更应该保持一种相
对充满警觉的状态，保持克制，尽量避免简单化。

重要的是怎样呈现经验
在先锋写作实践之后，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

似乎更加关注现实，更关注人物生活，因此有论者认
为，格非从现代主义写作开始向现实主义写作回归。
不过对格非来说，是否回归现实主义不重要。事实
上，格非甚至怀疑“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是否准确。

“很多人把大家都看得懂的作品称之为现实主义，这实
际上造成了很大误解。有些作家觉得‘现实主义’是个
贬义词，认为这表示他们不够激进；有些作家则把‘现
实主义’看成是褒义词，认为这说明他们的作品中充满
现实关怀。”

格非更倾向于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写作
者那里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分界。他举例说，在“江南三
部曲”中，故事相对完整，又人为地设置了很多戏剧冲
突，这其中当然有现实主义的因素。而如何设定能够包
容作者众多想法的方式或结构，就不是能够简单地以
现实主义来概括的，或者说，不是从现实主义的方法上
来产生作品。对于作者来讲，关键问题不在于确定一部
作品是现代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的是他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经验。

格非：与文学的黄金时代再相遇
□本报记者 王 杨

本报讯 3月11日，山西省“双
百”出版工程专家论证会召开。“三
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和“三
晋百部长篇小说”出版工程由中共
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作协、山
西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联 合 推 出 ， 于
2013 年下半年启动，全部工程预
计5年内完成。

会议由山西省作协、山西出版
传媒集团主办，来自文学界、史学界
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大家针对编
纂原则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展开讨
论，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
建议。最后经专家论证，“三晋百位
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确定了2014年
拟出版传记的 10 位传主：晋文公、
蔺相如、荀子、关羽、王通、武则天、
狄仁杰、司马光、关汉卿、陈廷敬，及
2015年拟出版传记的15位传主：介
子推、王勃、郭子仪、王维、白居易、
柳宗元、裴度、温庭筠、米芾、元好

问、罗贯中、傅山、于成龙、祁寯藻、
徐继畬。

“三晋百部长篇小说”确定了
2014年拟出版的10部长篇小说：马
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
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胡正
的《汾水长流》、柯云路的《新星》、成
一的《游戏》、李锐的《旧址》、张平的

《抉择》、吕新的《草青》、刘慈欣的
《三体》，及2015年拟出版的17部长
篇小说：刘江的《太行风云》、焦祖尧
的《跋涉者》、冈夫的《草岚风雨》、哲
夫的《黑雪》、张石山的《神主牌楼》、
李国涛的《世界正年轻》、林鹏的《咸
阳宫》、蒋韵的《栎树的囚徒》、李锐
的《无风之树》、马烽的《玉龙村记
事》、成一的《白银谷》、晋原平的《权
力场》、张平的《国家干部》、钟道新
的《巅峰对决》、刘慈欣的《三体 II：
黑暗森林》、李骏虎的《母系氏家》、
葛水平的《裸地》。 （吕轶芳）

山西举行“双百”

出版工程论证会

3月16日，国家大剧院首部高清歌剧电影《图兰朵》在京举行首映仪式。歌剧《图兰朵》是国家
大剧院推出的第一部自制歌剧，于2008年首次上演。无论是东方题材的故事，还是贯穿全剧的民
歌《茉莉花》曲调，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魅力，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更是广为传唱。此次的歌剧电
影根据大剧院《图兰朵》第八轮演出摄制而成，集结了指挥家丹尼尔·欧伦、导演陈薪伊和歌唱家戴
玉强、孙秀苇、么红、田浩江等。据悉，电影《图兰朵》将于4月16日在全国院线公映。 （王 觅）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①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②暮雪
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
我涓滴，会它千倾澄碧。

一九九〇·七·十五

注：①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如今，兰考泡桐如海，焦裕禄当年亲手栽
下的幼桐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②焦裕禄临终前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
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原载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六日《福州晚报》一版）

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
习近平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