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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彰显我市优秀的历史文化底
蕴，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让市民在休
闲娱乐中领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近日，南湖公园启动楹联升级改造
工程。

“楹联是园林建筑的‘题眼’，
有了文字、书法的装点，不仅增添
了建筑的儒雅之气，还赋予了每
个建筑文化韵味。”市文联相关负
责人说，读懂一个景点的楹联，除
了能欣赏文学之妙及书法之美，
还能了解景物精神内涵和背后的
故事，对建筑和景观起到画龙点
睛作用。

此次楹联升级改造工程，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联组织策划和实施，
特邀中国楹联家协会副主席李俊和
负责，市楹联家协会具体承办和全
程参与。在确定亭廊、路、水上小岛
楹联主题后，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楹联，要求作品从建筑功能、景观意
境、游园感受等方面汲取灵感，结合
我市历史、文化、人文等背景展开创
作。楹联作品内容要紧跟时代，上

下联对仗工整，平仄和谐，借物抒
情，意境深远，将中华传统文化和现
代园林景观有机融合，充分表现汉
语字词声调格律和表意之美。

此次升级改造工程，最终选定
了30副楹联、18块横匾作品一并雕
刻安装。如今，崭新的楹联成为南
湖公园内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提
升了公园格调，市民在游玩中驻足
品味，细细揣摩，化景物为情思，达
到“使游者入其地，览景而生情文”
的效果。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造升
级邀请国内书法家根据楹联内容、
风格、意境，运用草书、隶书、行书等
多种书体进行二次创作。楹联书写
笔法苍劲，银钩虿尾，风格迥异，每
块匾额和楹联均采用“阳刻”技术，
笔画线条呈起鼓形状，纹理清晰饱
满，再搭配金粉凸显笔体，层次分
明，与南湖公园整体风貌相契合，成
功将其打造成了一个集文化展示、
休闲阅读、旅游观光等功能于一体
的文娱高地。

南湖楹联添文气 飘香翰墨醉游人
全媒体记者 魏静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静 通讯员
李晓玲）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聚思想共识，营造科普教育新风尚，5 月
28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市美术馆等多家单位联合
举办“多彩六一”主题书画大赛，来自我市
各小学校的老师、学生、家长等 500 余人
参加活动。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回”
字形的百米画卷，围满了小朋友。孩子们
用手中的画笔精心勾勒出心中的多彩六
一，展示了一个个充满童心、童真、童趣的
艺术世界。有的小朋友坐着涂、有的蹲着
描、还有些小朋友索性就趴在画纸上画，

一会儿的工夫百米画卷就展现出各式各
样的生动形象，一幅幅绚丽多彩、栩栩如
生的绘画长卷呈现在大家眼前。

“我太喜欢这次的书画大赛了，和小
朋友们在一起画画很开心，而且能够和其
他学校的学生一起交流绘画也让我收获
颇多。”来自吉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六年
一班的张曦元同学说。

市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以儿童节为契机，通过大赛让更具有创新
性的美术教育走进孩子们生活中，在提高
我市小学美育水平的同时，也为学生们提
供了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激发了孩子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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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理论体系。十九
届五中全会更是首次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为伟大民族复兴注入强劲动力。文化自信哪里来？博大精深的国
学，是我们中华文化最坚实的根基，最鲜活的灵脉，是整个民族的
传家宝，更是我们行稳致远、走向未来的充足底气和精神倚仗。自
今日起，本报开设《走近国学》专栏，与广大读者共飨国学精粹汲取
精神力量。

开栏语

什么是国学
国学妙道，就是国学的妙

语之道。妙，就是国学的美
妙；道，就是国学的真理。那
么，什么是国学？也许有的人
说，国学不就是文学吗？那
么，请问了，数学是国学吗？
医学是国学吗？国学大师卞
伟光说：国学是国家学说和国
家信仰。我认为，广义的国
学，就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思想
文化结晶。所以说，国学就不
仅是文学，数学、医学、农学、
建筑学等等都是国学。

中华民族 5000 年，国学
博大精深。要想开启智慧，
立身行道，必须从学习国学
开始。国学会点亮每个人
心中那盏应该亮起来的灯，
找到这个世界本真的你自
己，开心快乐才会伴随你幸
福的人生。

国学的本质
国学告诉我们怎样正确

地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怎样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国学赋予我们每个人以
思想和灵魂，我认为，国学的
本质就是人学，就是中国人关
于做人的思想，做人的学问，
做事的学问。

中华民族为什么越来越
强大？强就强大在我们有四
大法宝：国家统一、社会大协
作、民族大融合、文化同化。
这四大法宝聚成了中华民族
超强的向心凝聚力，保证了国
家、领土和民族的统一。

国学是中华民族统一了
数 千 年 的 思 想 文 化 基 础 。
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生
活的客观环境，维系中华文
化之根。这是国学独一无
二的特质。 （徐立忠）

在中国美术馆建馆开放60周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美术馆
的老专家老艺术家回信，提出殷切
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
上，希望中国美术馆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坚持人民至上办馆理念，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质量收
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
夫，努力打造新时代人民群众欣赏
美术佳作、提升文化素养的国家级
乃至世界级艺术殿堂，为繁荣发展
中国美术事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更大
贡献”。

栉风沐雨六十年。1963 年 5 月
23 日，中国美术馆建成开放。60 年
间，中国美术馆收藏各类中外美术
作品 13 万余件，举办具有影响力的
美术展览 5500 余场，持续向社会公
众奉献艺术经典，是新中国美术发
展的亮丽风景线。今天，无论是推
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还是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
质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都呼唤作为公共文化服
务平台的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等“四馆”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收藏是“四馆”发展的底
蕴和底气。高质量收藏是立馆之
本，关键在于精与全。收藏的“精”
是指精品、经典。面对浩瀚的世界，
无论是美术馆的美术作品、博物馆
的藏品收集，还是图书馆图书资料
的选取，好中选优是收藏遴选的原
则。具体来说，这里的“经典”既是
历史的又是当下的。说其是“历史
的”，是指在人类历史中诞生的传世
精神产品，代表世界人类文明的典
范，是不同时代精神风貌的真实写
照，我们从中可以增识益智。说其
是“当下的”，是因为经典具有典范
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历久弥新。

收藏的“全”，不仅指收藏品类
的“全”，还指收藏路径和方式的

“全”。前者是指诸如古籍等版本种
类的“全”和各个时代文化经典的

“ 全 ”；后 者 指 收 藏 渠 道 、方 式 的
“全”，也就是努力拓展收藏路径。
譬如，国内层面采用政府、民间和
个人等不同路径的收集方式；国际
层面加强文化合作，推动国家和地
区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化发展，通
过成立国际联盟等民间组织，以购
买、置换等方式拓展经典藏品的收
藏渠道。

高水平利用是“四馆”发展的功
效和功力。这也是使高质量收藏发
挥功效的重要平台和环节。其中，
科技赋能是值得关注的有效方式。
融媒信息化时代，如何利用好前沿

技术，实现文化的数字化生存与传
播，已经成为“四馆”建设的重中之
重。譬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通
过数字技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新
业态的形成，实现图书馆、文化馆的
高水平覆盖与高水平利用；强化智
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提升数字文化
馆网络化与智能化水平，可以不断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快速发
展，“数实融合”场景也频频现身博
物馆与美术馆，沉浸式观赏有助于
观众领略展品厚重的历史感与独特
的艺术魅力，这种观展体验成功实
现展品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此外，
科技赋能还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国际
传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高品质服务是“四馆”发展的保
障和保质。优质服务是发挥高水平
收藏社会效益、有效提升高水平利
用的助燃器。我们努力打造国家级
乃至世界级艺术殿堂，大力发展社
会公共文化，初衷在于丰富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本质在于践行坚持
人民至上理念——服务人民。因
此，高品质服务既是“四馆”建设目
的又是具体实施路径。

优化服务质量，首先是逐步扩
大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范围，实现文
化资源的公益化，尤其是向未成年
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与学校综
合实践活动相衔接，助力青少年加
强历史文化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养健康审美观，提高文
化素养，实现立德树人“社会大课
堂”的功效。其次，完善“四馆”文化
体系建设，强化资源共享与融通互
动机制，推进服务的便捷化。加强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丰富服务渠道，
拓展服务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多
样化与个性化、专业化与大众化的
多层次服务，打造基于新媒体的数
字服务新业态。再次，打造综合、融
合、多元的服务功能体系。譬如，增
加面向社区居民的图书阅读、培训
讲座、艺术鉴赏等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的文化服务活动，强化对不同群
体的精准服务。最后，增强旅游休
闲、观赏学习、参与体验功能的融
通，采用解说导览、文艺汇演、专题
讲座、志愿者服务等综合方式，让社
会群众获得多样化体验服务，实现
寓教于乐。

艺术，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运，
与国运紧密相牵。持续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标准化、均等化建设，不
断健全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
神食粮，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指出：“网络文学愈发成为传承与弘扬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文化成为
网络文学的重要题材，为网络文学注入
传统意趣，同时网络文学助力传统文化
焕发新生。”网络文学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双向成就，成为当下文化发展的
一个重要现象。

当前，诸多网络文学作品创造性
地融合传统文化。非遗技艺已成为网
络文学中的“金手指”，作品试图通过
还原历史细节和描摹历史特色文化生
活来提升自身表现力，通过演绎传统
经典来塑造相应的美学风格。这也意
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汇入当代人
的精神图景，在网络文学的空间里构
建青年人的想象世界。传承传统文化
的网络文学不仅拓展了读者群体，而
且依托 IP 转化全产业链，使得传统文
化享有广泛关注。可以说，网络文学
在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方面，在媒介融合时代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让非遗作为故事讲述和
情节推进的“行动元”

将以制瓷、刺绣、缂丝工艺、茶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

化元素融入创作之中，使网络文学作品
不只是承载优秀传统文化，也成为传统
文化现代化转换的重要途径，让传统文
化走入当下年轻人的文化生活中，彰显
出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旺盛的生命力。

网络文学作品巧妙地将非遗与故
事情节结合起来，让非遗技艺成为主人
公职业线构建的重要元素，发挥帮助故
事人物成长和推动剧情发展的功能。
网络文学对非遗元素的书写，并非平面
化的介绍，而是将文化与故事有机融
合，动态性地呈现非遗技艺的生长脉
络，让读者在故事的跌宕起伏中感受中
华传统技艺的魅力。例如《洞庭茶师》
选取了苏州碧螺春作为题材，年轻人
回归洞庭茶乡，打造专属的茶饮品牌，
以宽厚纯粹的“茶魂”勾连起一个个性
格、遭际各异的人物角色，也展现出源
远流长的茶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及其
背后所蕴含的坚韧、包容、善良等民族
精神品格。

用丰沛充实的细节重现
历史中被掩映的枝节

除了巧妙地将非遗文化凝练为故
事内核外，网络文学亦细致描摹历史文
化的特色和风韵，以富有代入感的描绘
再现历史切片的生活风貌，以丰沛充实
的细节重现历史中被掩映的枝节，走出

一条独特的文化创新之路。
诸多网络文学作家以宋代为故事

背景，着重还原宋代的文人生活和风
雅美学。《孤城闭》善于从历史的浩繁
卷帙中发掘故事，勾勒出宋仁宗时期
的民俗风韵。《大宋清欢》则另辟蹊
径，以渗透着清雅美学的美食勾连宋
代的市井文化与生活方式。一些网
络文学作品注重历史细节考据，严谨
地还原历史文化风貌。《显微镜下的
大明》立足明代民间的档案文书，书
写明代“丝绢税”引发的政治格局变
动，照亮了历史裹挟之下小人物的抗
争。《长安的荔枝》亦是从一个负责荔
枝转运的九品小吏的视角出发，探索

“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一名句背后所
勾连的唐代财政、贸易、运输业和社
会治安方面的社会风貌。有网友评
价，这部作品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厌
其烦地“描述了海量的历史细节，这
些细节才支撑起整个故事”。这种尊
重历史风貌、注重文化还原的写法，
在历史类网络文学作品中被称为“考
据流”。有网络作家在创作之前，深
入西北，去敦煌、长城、边关墩烽燧、玉
门关和阳关旧址，在一枚枚古朴简牍
中感受历史的风貌，从而明确故事主
角——西汉边关战场上“一群普通的
边塞戍卒”。

以传统经典、传统美学为
底色和依托

网络文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深度融合，还体现为网络文学对传统经
典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数
据显示，2022年阅文平台贴有“红楼”标
签的网络文学作品创作数量同比增长
147%。提炼、融合传统经典作品的设定
和元素，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借
鉴和传达传统美学风格，成为网络文学
创作的普遍性现象。

网络小说《将夜》中，“书院”作为儒
家理念的化身，其门下诸徒各自对应孔
子的几个著名弟子。作者说单以审美
来看，《将夜》是自己最喜欢的，也是写
得最好的，“因为这本小说的根骨在于
古代的中国，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中
国”。在精神内核上，《将夜》是在世界
文明框架中呈现传统中国儒家精神的
重要作品。

无论是将非遗作为故事发展的要
素与象征，还是以还原历史生活、呈现
历史细节为题旨，无论是对古典小说进
行现代性转化，还是将传承传统美学作
为精神内核，网络文学正凭借自身独特
的性质与形式贯彻着“守正创新”的基
本要求，彰显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强劲
的生命力。

打造高水平艺术殿堂
铸就新时代文化辉煌

杨杰

网络文学拥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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