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S I P ING R IBAO 2022年10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赵艳红 魏静 校对|赵健杰6·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从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都活起来，到开展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宣传教育，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再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领域呈
现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的生动图景。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截至 2021 年
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000 多个、
文化馆 3000 多个，乡镇（街道）文化站
4 万多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7 万多个，农家书屋 58 万余家。在城
市，“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文化空
间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在乡村，
文化服务中心将农技知识、书报电影
等送到农民群众身边；在线上，数字

文娱、云端展览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
获得精神食粮。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
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当下，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展开。我们要坚持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的理念，加强对外文
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立足中
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好丰富
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一个民族的复兴，总是以文化的
兴盛为强大支撑；一个时代的进步，
总是以文化的繁荣为鲜明标识。新
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更加坚定文化
自信，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创
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更为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
神动力和文化条件，为做好党和国家
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
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建设文化强国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崔 妍

艺术乡建：唤醒沉睡的乡村之美
刘琪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什么不一样
张春梅

10月11日，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温州市博物馆库房点阅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陶瓷器。2021年底，浙江省温州市在基建考古中发现了朔门古港
遗址，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保存较好的古代建筑遗迹、沉船以及数以吨计的宋元瓷片等。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召开发布会，通报了温
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重大发现，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重要见证。目前，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遗址进行补充性发掘，探索古港码头和瓯江岸线的完整脉络。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广布中华大地的无数民间传说，
古琴、十二木卡姆等音乐，京西太平
鼓、徽州板凳龙等舞蹈，绕梁三日的
昆曲、东北二人转等戏剧，吴桥杂技、
陈氏太极拳等体育、游艺与杂技，杨
柳青木版年画、寿山石雕等美术，宜
兴紫砂、景德镇陶瓷等技艺，仁心济
世的传统医药，春节、壮族三月三、农
历二十四节气等民俗……如珠如玉、
不胜枚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保护、继承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人的使命，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近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型工具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由长江
出版传媒崇文书局出版发行。该书被
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
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项目，并获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支持。

《大辞典》由文化学者王文章担
任主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参与
组织工作，近580位非遗保护领域的
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撰稿，历时6年
完成。全书共320余万字、收录词条
6636条，正文分为基础理论、制度机
制、实践活动、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
传承人5个部分。

中国自古就有保护文化遗产的

传统，文学史上记录整理古代民歌、
乐歌和祭歌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
经》就是明证。新中国把中华优秀文
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
面，进入21世纪，以昆曲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代表作”为开端，以颁布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标
志，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伟大实践，在非遗保护领域得到拓
展、深化和丰富。

《大辞典》的编纂立足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框架和学科建
设视角，系统阐释中国非遗及其保
护实践所涉基本理论；重视话语体
系的建设，对收录的非遗领域名词、
术语体系进行学术规范并给予科学
阐释；追求专业性、实用性，凸显知
识密集、检索方便的特点，内容上有
机统一、形式上统一规范、语言上科
学准确，以适应非遗保护领域理论
研究和工作实践的学习、参考和研
究需要。

《大辞典》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面貌，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理论探索
和突出成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乃
至文化遗产学这类新兴学科的创立
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

一部书反映中国非遗全貌
宗 荷

今天谈网络文学，似乎早就已经超越了它究竟是不是文学的阶段。网
络文学的影响太大了，不仅在视听媒介的大众消费上占据显著位置，还一路
顺风顺水，冲出国界，走向世界各地，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因为
传播力太强、影响力太广，网络文学怎样才能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
能量的职责，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网络文学在写者身份、读者功能、作品形态等方面
呈现新特点

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的网络
文学，能够成为必须正视的文化名
片，是从与传统文学的博弈和比较中
建立起来的。这里的“传统文学”，在
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因为有了网络文
学这种借助键盘和互联网书写与传
播的新写作方式，此前的口头文学尤
其是纸质文学就成了传统文学。

离我们最近的现当代文学尤其
成为传统文学主要的生力军。也只
有现当代文学，成为评价网络文学
能否算是文学主要的参照系。因
此，我们讨论现当代文学的方法，很
自然地成为判断网络文学的标尺。
这就有了“文学”参照下的网络文学
与传统文学的“同”。

“作者—读者—文本—世界”的四
维划分法是我们谈文学本性时常用
的思路。以此为坐标，我们来看看基
于文学共性的网络文学的“异”。

纸质文学有相对独立而稳定的
社会评价体系，网络文学则因网络
介质和产业化成为随时而变的互联
网社会的表征。纸质文学的作者是
作家，享有明确的社会身份，是个体
意志和创造力的合体；网络文学的
作者是写手，是网民，是群体中匿名

的一员，是“万众为媒”中的一个。
纸质文学的读者依循作者在文本中
的路标，去探查作品的奥秘，因此是
接受主体；网络文学的作者却与读
者共在一个虚拟空间之内，二者利
益共享，兴趣共享，身份可以互换，
既是接受者也是生产者。纸质文学
的世界是单个文本所内蕴的对世界
的理解，是对现实生活的更高反映
和精神性的集成；网络文学的世界
却基于虚拟现实，是来自民间的故
事、民俗、神话和大众生活的汇聚。

在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谈
论网络文学，可以在文学体系之内，
但是网络文学在写者身份、读者功
能、作品形态和所反映世界的丰富
性等方面，已经溢出传统文学的边
界。这意味着，即便我们说网络文
学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那也是有
着非常多不同的差异部分。假如我
们一味用既有观念和概念来命名网
络文学，很可能这种优势姿态会抹
杀网络文学的特性，从而成为一种
想当然的自我陶醉。因此，多谈谈
网络文学的“异”，切近观察在互联
网时代诞生的网络文学的本性，或
许才更能敞开其与文学的关联。

为什么网络文学作品越写越长

为什么网络文学作品越写越
长？写、读双方明明都知道是虚构
的故事，为什么在“追更”和“更文”
的结构之中彼此相宜、迟迟不愿完
结？为什么同等类型的长文本会如
此大张旗鼓地摆在不同平台？以

“网络”为中介来看网络文学的
“异”，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

作品的长度，自然和产业化的
机制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写
者和读者对漫长人生的寄望，反过
来看，则是现实生活心态的显影。
同种类型，有那么多人不厌其烦地
写，除流量和点击率的原因，则显出
网络文学民间群体创作的特性，这
是“万众为媒”时代群体记忆的碎片

化表达。篇幅那么长，类型那么多，
这些共同折射出互联网的区块化性
质。网络文学用建构起来的虚拟情
境，带着万千读者在物理现实之外
披荆斩棘。

如今，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凌厉
之势介入生活，人工智能渗透到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关于网络文
学中的虚拟世界的理解，要破除真
实与虚拟的二元划分，正视新媒介
环境下“现实”所发生的新变化。看
似“玄奇”的想象当与“现实”接合，
与动漫、“互联网+生活”彼此交汇，
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多少违和感，反
而如机器人已经在饭店端盘子一样
成为大众化的文化现实。

网络文学是网络空间里的一个故事园地

网络文学从生产、传播到产业
化运营，是一个鲜明的当代经验的
呈现过程。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开启的 QQ 空间虚拟恋爱生活场
景，以“网域之网”的形式搭建起“另
一种生活”的大众梦想，在技术更换
频仍的焦躁中，为大众在广阔的网
络空间提供了一个故事园地。

万众生活和众说纷纭，以故事
的形式凝结下来，成为网络文学作
品。书写与阅读、生产与传播、主体
与用户，这些以往有主次之分的概
念开始变得界限模糊。计算机技术
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技术加持使人类的记忆实现了前所
未有的扩容，甚至使关于多维未来

的想象变成一种现实。作为群体媒
介现实的网络文学，是一种共同营
造出来的文化现实，其存在本身就
具有虚拟性。可以说，网络文学是
虚拟世界向日常生活的延伸。

从书写的人、文本中的世界和
数码化的文本形态等维度，我们可
以将中国网络文学描述为：以屏幕
为中介，以网络为载体，以数字为基
本代码结构，以汉语为表现形式，以
写者和读者共在一个空间为主体，
形成共谋的虚拟性的世界。总之，
谈网络文学这一媒介变革的产物，
要谈“文学”也要谈“网络”，二者的
结合建构起大众关于历史、当下和
未来的当代理解。

茂林修竹、曲水流觞、阡陌稻田、古树老宅……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装着一个“田园梦”。因此，在很多人奔赴城市寻求机
遇的当下，也有不少人“逆流而动”，重回乡村，希望过上“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生活。

随着脱贫攻坚的如期实现以及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在物质生活上，农村开始向城市看齐。如今的城
乡差距，很大程度体现在文化艺术建设上。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文化艺术的作用，让乡村从富起来到美起来、雅起来，增强
乡村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满足乡村群众高品质的生活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把乡村变为艺术空间，将田野化为画布舞台

审美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题中之义。以美学理念为指导，以艺术设
计为手段，将美学融入乡村空间设计是提
升乡村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比如，河南
省修武县利用农村闲置空间，打造出一批
村级乡村美学综合体，并以该综合体为依
托，开展社会服务。修武县秦厂村的美学
综合体，由国际知名设计师团队设计，在
保留“乡愁”的同时，运用艺术手法将红色
文化元素融入建筑设计，如今已成为当地
有名的网红打卡地，村里很多年轻人结婚
都选择在那里举办婚礼。

人的气质模样各不相同，村庄也
是。艺术介入乡村空间设计，一定要尊
重不同村庄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村
民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艺术语言，坚持

“一村一品、一品一韵”，力求让每个村
庄、每幢建筑都成为一道艺术风景。

江南乡村，小桥流水，修篁遍地，莺
歌婉转，就像一个温婉柔美的姑娘。那
么，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可能就是当
地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徽派建筑风格
质朴淡雅，黛瓦与白墙相互映衬，如姑
娘的明眸皓齿，在婉转顾盼间，能尽显
江南水乡的灵动韵致。而黄土高原上，沟
壑纵横，植被稀疏，干旱少雨，在那里的农
村搞艺术乡建，因地制宜，修建窑洞，远比
开挖池塘更能彰显当地的文化和特色，也
更能满足当地村民的生活需求。

艺术乡建，把乡村变为艺术空间，
将田野化为画布和舞台。通过把传统
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美学理念相结
合，艺术乡建不仅为乡村“美了容”，还
打造出新的生活生产场景。比如，很多

“美容”后的乡村，成功“吸粉”，成为网
红，顺势发展起旅游业。

激活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将其变成乡村发展的资产

艺术乡建的作用，不仅在于给乡村
“美容”，还在于激活沉睡的乡村文化资
源，将其变成乡村发展的资产。在这方
面，非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乡村特色
文化最直接的体现。数据显示，我国73%
以上的非遗项目保存在传统乡村，比如

版画、剪纸、泥塑等。由于跟现代生活和
现代审美脱节，不少非遗面临传承危机。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艺术家、设计
师的到来，为非遗产品带来更具现代美
感的造型，赋予其贴近现代人生活需求
的功能，让不少非遗不但“活”了起来，
也“火”了起来。借助非遗资源，很多乡
村的内生动力被激发出来，找到了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径。
比如，浙江天台的灵溪村，依托非遗

资源发展艺术乡建，打造出集“逛千年古
村，练奚家长拳，闹状元游街，吃三尺垂
面”为一体的特色乡村度假体验地，展示
了千年古村的文化魅力，呈现出文化创
意引导古村落改造、以乡愁文化引领旅
游发展的新气象。还有广西桂林双谭村
桂林漆器传承人王伯杨，他成立非遗传
承乡村振兴基地，研发出桂林柚罐等一
系列文创产品，形成了一条以柚罐为核

心的文创产业链。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国各地已设立非遗工坊
2500 余家，其中 1400 余家设立在脱贫
县。这些非遗工坊，在带动当地农民就
业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艺术乡建在非遗领域的实践，打通
了乡村文化精神体系与乡村文化产业体
系的壁垒，既为乡村非遗传承探索出新
的路径，也通过调动乡村群众参与非遗
产品的设计、生产，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
的审美意识。

调动村民参与艺术乡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村民是乡村的主体。艺术乡建的落
脚点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最终目的是增
强村民的文化自觉，提升村民的文化自
信，打造一支生机勃发的乡土人才生力
军，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活力。为此，必
须调动村民们参与艺术乡建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这方面，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
艺术乡建案例提供了示范样本。在葛家
村，艺术乡建的行动者们，对养花、酿酒、
劈竹、砌石等被村民忽视的技艺进行重
新设计，并结合村民各自的需求和条件，
对他们进行技艺培训。

依靠重新设计的技艺，开过缝衣店
的村民袁小仙成为“粉小仙手工艺馆”的
布艺艺术家；会挖竹笋的村民葛国青现

在是竹艺艺术家；泥瓦匠葛万成功将自
家小院改造成仙绒美术馆并当上馆长。
经过艺术家与村民们的共同努力，往日
那些村民眼中一文不值的本地资源被一
一发现，乡土文化体系逐渐得以形塑。
村民们不仅收获了个人潜能创造的红
利，而且重新认识了乡村，认识了自己，
文化自信得到明显增强。

艺术乡建重在乡村资源挖掘与价值
转化。上述艺术乡建案例，在处理艺术
实践与空间设计、艺术成果与产业共创、艺
术思维与主体共生三种关系方面积累了不
少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最后需要强调的
是，艺术家对乡村问题的关切，既不能偏离
艺术家的创造力，也不能割裂乡村的生产
生活，更不能消解村民的主体地位。

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推进《复兴文库》等文化工程；《长津湖》《山海情》等优秀影
视作品广受好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不断
推进……我国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质量明显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向心
力极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