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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 本报特约记者 罗钦文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彰显文化自信的这

一表述，成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期间代表们聚焦的热题之一。

“非遗”传承的好时代

曾两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

全国人大代表、梨园戏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曾静萍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保护传承，要挖掘其内涵和价值，

融入生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

样，就会有感情、珍惜它，自发传播传

承，有一种自豪感。”

见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呼吁

抢救到国家全面扶持传承的历程，她

感言“看到了希望”。她说，“非遗”传

承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时代。

完善古民居保护立法

全国人大代表吴金笔说，近年

来，各级财政逐步加大文物保护投

入，中央财政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年增

幅40%以上。

来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海上

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福建泉州的这

位代表注意到，古民居由于所有权

人未能有效履行保护义务而损毁，

已成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少古

城、古寨、古村落都遭受难以挽回的

损失；而政府在尊重所有权人物权

和抢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间，陷入

两难境地。

“古民居不仅是私人财产，更是

人类社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可

再生、难以复制。”吴金笔提出了“完

善古民居保护立法和加大资金扶持

力度”的建议。

他认为，应在顶层设计中妥善处

理保护私人物权和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的关系，进一步细化规定所有权人

使用、修缮和维护古民居的要求，明

确法律责任；进一步明确在所有权人

未能有效履行保护义务、古民居有损

毁危险时，政府可采取一定强制措

施，有效改变协商困难、损毁风险增

加的被动局面。

设立妈祖文化生态保护区

来自“妈祖故乡”福建莆田的全

国人大代表曾云英尤为关切妈祖文

化的传承与弘扬。

2006年，妈祖祭典被列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9

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而

作为妈祖文化发祥地，莆田湄洲岛是

“妈祖信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地。

“把湄洲岛保护好就是为更好地

传承妈祖文化。”曾云英建议，参照设

立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羌族文化等

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

做法，批准设立国家级妈祖文化生态

保护区，提高妈祖文化保护和传承水

平，让妈祖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

加快红色文化保护开发

福建龙岩、三明等地红色文化遗

存资源丰富。为让红色基因和历史

文脉延续、传承，全国人大代表、三明

市市长余红胜建议，加大红色文化遗

址保护的规划和资金扶持。

全国人大代表章联生则把目光

投向“中央红色交通线的保护开

发”。他认为，“中央红色交通线”是

原中央苏区生存发展壮大的保障线、

生命线和指挥线，在全国红色革命旧

址中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应加快统

筹规划、挖掘提升和保护开发，打造

全国有影响的红色旅游景区。

“闽西加快发展，就是要把红色

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全国人大代表、

龙岩市市长林兴禄也建议，加大扶持

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红色文化与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推

进红色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 本报记者 于 馨

今年春节，一首沉寂了300年的

小诗《苔》在央视文化综艺节目《经典

咏流传》中破土重生。古典诗词与现

代音乐的奇妙碰撞令人耳目一新，再

次点燃了传统文化的星星之火。

近年来，传统文化席卷包括综

艺、图书、教育、影视在内的各类行

业。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正式公

布，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

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作。该意见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贯

穿国民教育始终、滋养文艺创作、融

入生产生活。

传统文化从“活”起来到“火”起

来，既体现了文化自信，也证明发扬

光大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国人的一

种自觉意识。

文化综艺“润物细无声”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

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朝诗人袁

枚这首“孤独”的小诗，在《经典咏流

传》节目中经由来自乡村的师生质朴

演唱，一夜之间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无独有偶，《明日歌》《将进酒》等多首

观众耳熟能详的诗词，都在“和诗以

歌”的形式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作为央视春节假期推出的一档

全新文化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采

用诗词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方

式，在传统诗词文化中融入时代和流

行元素，重新激活传统诗词生命力的

同时，收获了一众90后、00后年轻观

众的肯定，豆瓣网上的评分高达9

分，不少网友都表达了对该节目的极

大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

心秘书长冷凇认为，《经典咏流传》这

类节目的成功之处，在于给世界传统

文化的传播难题，找到了一种中国式

的解决途径——以跨界创新的节目模

式、丰富多元的表现内容，实现更深层

次、更高格局的价值引领。“这一年多

来，电视文化综艺节目虽迎来了迅猛

发展，但是‘益智答题’和‘朗读诵读’

占据了很大比例，市场跟风严重。当

我们翘首以待文化类节目在资源、品

类、形态上实现更多突破时，这类文化

综艺节目及时为我们树立了新的文艺

美学标杆，在音乐美学和诗词美学上

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冷凇说。

纵观这两年的电视荧屏，不难发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极具创意的

形式、年轻化的表达，逐渐融入人们

的生活，浸润大众的心灵：火爆电视

荧屏的《中国诗词大会》，让人们重新

捡起书本，加入吟咏背诵的大军；非

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经由《百心百

匠》《了不起的匠人》等纪录片得以广

泛传播；国家级文物借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变身新晋“网红”……

梳理这些节目，能发现一个共通

的规律：制作者将诗歌或名篇与媒体、

文化、新技术有机结合，并借助大批流

量明星和名人来增加节目的影响力。

专家认为，这些电视人探索出了一条

可供借鉴的传统文化展演、教育、传承

和创新之路，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益示范。

然而，在传统文化热潮之下，也

暗藏隐忧，有专家认为“诗词、阅读类

文化综艺扎堆上马，越来越多性质雷

同的文化综艺霸占荧屏，难免会让观

众审美疲劳”。对此，《中国诗词大

会》点评嘉宾康震认为：“社会大众原

以为传统文化在走下坡路，现代人语

言变得直白粗鄙，但节目却让观众看

到一群热爱诗词且懂诗词的选手。

这不仅重启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也

唤起了人们对文化的自信。”

千年“诗意”扎根生长

借助文化节目的高收视率，相关

图书将节目的视听感，转化为情感和

思维并重的阅读感，同样激发了读

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阅读热情。

在北京一家书店内，记者看到多

个标注“古代诗词”的书架，林林总总

百余本书吸引着读者留恋驻足。据该

书店工作人员介绍，自从《中国诗词大

会》《经典咏流传》等文化类节目热播

之后，前来查询购买诗词读本的读者

大幅增加，其中不少是学生和家长。

刘女士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她

告诉记者，孩子特别喜欢看《中国诗词

大会》《经典咏流传》，看完还会主动查

找、学习相关的诗词，为此她已经为女

儿买了《三字经》《唐诗三百首》《宋词

三百首》等多本诗词读本。此外，刘女

士直言，现在诗词读本种类繁多，而且

一直在推陈出新，作为家长，在挑选诗

词读本时有时候会很为难，不过她最

关注的还是书籍的趣味性和准确度，

所以她比较青睐名家名作，当然，如

果能有专业建议就更好了。

记者调查发现，中华书局的《中

国诗词大会》出版后受到读者极大关

注，一年来销量达到四五十万册，而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诗三百首新

注》等经典选注本一再脱销。《思无

邪：诗经名物图解》《诗的八堂课》《中

华文化简明读本》等传统文化图书陆

续闪亮登场，各类诗词文化日历销量

喜人，令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成为

传统文化的“铁杆粉丝”。

除了纸质诗词读本之外，相关的

手机APP和游戏也一度成为热门，

如“诗词大会50句挑战”“挑战古诗

词”等闯关游戏在青少年群体中迅速

流行开来。刘女士就为女儿下载了

不少诗词赏析和学习类的手机APP，

“这些APP选取的诗词、古文比较浅

显易懂，结合成语接龙、成语字谜、

游戏闯关等趣味形式，孩子也更容

易接受。”

当科技迅猛发展，互联网罩住全

球时，人们曾忧虑国学传承之难，然

而，如今种种迹象显示，传统文化经

典正借助不同的平台载体，以各类别

出心裁、“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那

些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的“诗意”在今

人的内心深处扎根生长。

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后，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也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这表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又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传承的价

值观”“文化基因”以及“独特标识”。

如果忘记了唐诗宋词，孔子屈原，昆

曲京剧，湮没了“昔我往矣，杨柳依

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些“无用”

的东西，我们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

认同感、幸福感？正如全国人大代

表、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文化自信

从何而来？来自于优秀的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自

于文化先辈的众多文学经典，来自于

无处不在的历史存留的古迹，这是我

们赖以生存的原因，是我们能自立于

世界的根本。”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郭媛媛建议，在传统文化的“场景

化”“生活化”和“当代化”上下功夫，

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于

当代社会随处可见的环境中，融于当

下国民生活的衣食住行中。

事实上，无论是大众对高质量文

化节目的热捧，还是日益高涨的文化

消费热情，都能看出传统文化正逐渐

融入我们的生活。而《经典咏流传》

再一次证明，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

魅力，今人只差一个爱上的机缘。如

果沉迷玩王者荣耀的孩子们，在哪个

晚上也能稳住心神听诵李白，曾辗转

于古人唇齿之间的文化清香，也必将

会卷土重来。

从“ 活 ”起 来 到“ 火 ”起 来

文化自信从哪来 代表说“保护”谈“传承”

中华优秀戏曲中华优秀戏曲
文化艺术文化艺术节举行节举行

近日，第六届中华优秀

戏曲文化艺术节在武汉开

幕，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将齐聚武汉剧院，为

戏迷们带来京剧、昆曲、黄

梅戏、越剧、评弹以及本土

的汉剧、楚剧等10多个剧种

的20多部剧目。图为开幕

式小学生们表演的中华传

统戏曲选段。

张 畅 摄

□ 郭慧岩

近期，央视大型文化节目《经典咏

流传》的热播成为两会讨论的热点，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

在两会上提出“将《经典咏流传》式的美

育教育推广到基层和全民”的提案，获

得 17 位政协委员联名支持。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也就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接

受采访时表示，教育部近年来大力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作为固本工程和铸魂工程来抓。

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增强中华民族内心的自信和自豪感，是

当代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其

中，如何提升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和热爱，更是传承的重要任务。近几

年，我国在加强对青少年学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从课外逐步走进课堂方面做出了许

多努力。比如，2012 年，国内首套具有

明确教育目标和系统课程结构的中小

学传统文化专业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教

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出版；2014年，

教育部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指导纲要》；2016 年 10 月，教育部在

《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

容的通知》中，提出高考试题中将整体

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核内容。

虽然传统文化进校园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传统

文化教育缺乏统一体系；传统文化教育

活动在地域、形式等方面开展不均衡；

教师队伍传统文化素养亟待加强等。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博物馆

首席研究馆员齐玫说，将优秀传统文化

带进课堂，重点是融会贯通。要将优秀

传统文化内容融入基础教育教学相关

科目中，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在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设置方面，北京海

淀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2014 年 6

月，北京海淀区搭建了一个结构化的传

统文化课程框架，包括经典研读、学科

渗透、传统技艺和文化实践四类课程。

例如，儒家经典研读，小学阶段以蒙学

为主，也增加了《论语》的诵读教育，初

中阶段学习《论语》和《孟子》，到了高

中，部分学校讲授《大学》和《中庸》，让

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

除了面向校园的努力，让青少年成

为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一代”，

还需要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正确打开

方式”。传统文化的传播，除了常见的

展览展示、讲座演示、课本讲解外，还应

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如网络、微信甚至

小游戏等平台与方式，满足青少年等年

轻一代个性化、多样化、参与感等需

求。比如，近年来，湖南将传统戏曲与

现代动漫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

术形式——戏曲动画，将戏曲这一传统

形式以全新的面貌进入了校园。

传承的前提是接近，而最好的接近

方式则是参与。像《中华好诗词》《经典

咏流传》《朗读者》等一系列文化类节

目，受到各个年龄层人的喜爱，且能让

人们主动感受、接近、参与传统文化，其

中青少年也不在少数。

流行是最好的传承

英国著名物理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去世学家霍金去世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3月

14日凌晨在英国剑桥的家中去世，享年

76岁。图为霍金生前任教的英国剑桥大

学冈维尔—凯厄斯学院降半旗志哀。

新华社发（伊莎贝尔·因方特 摄）

传统文化经典借助不同平台载体，以各种别出心裁、“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千百年来
传诵不绝的“诗意”在今人内心深处扎根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