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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辽宁、黑龙江、上海、长春、松
原等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品经营者，
带着多年收藏的各种艺术品纷纷前来
我市参会，主办方在百合园酒店和如
家宾馆200余个大小房间设置交流展
厅，展出的文化艺术品有瓷器、玉器、

字画、邮票等千余种物品，近百万件。
市文化艺术品协会还在铁西区站前街
南二马路路旁的人行步道，设置文化
艺术品交易大集，过道两侧一字排开
600余个摊位，业主们将各种艺术品以
摆地摊的方式进行展销。历时3天的

交流会，累计成交额达千万元。
“自2013年起成功举办了14届文

化艺术品交流会，由于搭建平台10余
年，服务周到，氛围又好，一直让我非
常认可，我年年都参加、届届都不落，
这届我带来的藏品以陶瓷艺术品为
主，其他杂项有玉器、翡翠等玉石类藏
品500余件，收获的是喜欢的藏品，结
交的是文化艺术品界的朋友。”来自松
原市的田先生说，他经营艺术品30多
年，因爱好而收藏，遇到自己喜欢的就
购买收藏起来，不断更新藏品，传承文
化艺术。

在此次交流会中，经营者有本地
的，也有外地的，参与者有购买的，也
有参观的，更有许多爱好收藏的，其中
不乏一些业主之间相互交流购买。展
销现场，通过赏鉴、交流，引来众多网
红现场打卡。据统计，每天逛展者均
在 3000 人以上，累计客流达万余人。
一些文化艺术品客商已经参加了多届
的四平交流会，他们说，四平的营商环
境好、交易氛围好、服务质量高，对大
多数收藏者来说，购买艺术品，只要喜
欢，难得一遇，到四平能买到老货、真
货，而且价格合理，让买者放心，让卖
者开心。

市文化艺术品协会会长、市盛景

艺术品交流中心总经理马福森告诉记
者，作为主办方，为弘扬我市文化特
色，交流会期间，主办方组织部分艺术
品客商及家属参观了四平战役纪念
馆，了解了四战四平的红色文化；参观
了“仁兴里”文旅街区，品尝了地方特
色小吃；参观了叶赫那拉影视城，感受
了三代皇后故里，体验清凉小镇的风
情。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四平市不仅
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更是一座有人情
味的城市，城市有烟火气息，主办方有
真情、有温度。

本届文化艺术品交流会，种类齐
全、观赏性高，独具传统文化艺术与传
承，赋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透过一件
件古老的藏品，穿越时空，探索到远古
文明的足迹，见证文明与艺术的诞生、
变迁与交融，让文化艺术品走进都市
生活，打造了传统与现代、线上与线下
相互融合的文化艺术平台，从参与人
员、平台规模、社会口碑、交易额和地域
认可度，均达到了满意的效果，满足了
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需求，激活了四平文
化市场活力，助推了四平文化产业发
展，不仅为广大艺术品经营者带来了可
观的效益，也为英雄城的餐饮、住宿、文
旅业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更为推介四
平、宣传四平赢得了较好社会效益。

彰显艺术魅力 促进文化交流
——四平市第十四届文化艺术品交流会侧记

全媒体记者 高鸿

本报讯（通讯员 双萱）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之际，为进一
步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全街
党员弘扬踏实肯干、敬业奉献的精
神，6 月 19 日，双辽市辽北街道开
展“共筑辽北史 再续新征程”庆

“七一”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活动。
活动中，相关负责人宣读了表

彰决定，与会人员为获奖的优秀支
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颁奖。

颁奖结束后，文艺汇演在开场
舞《相亲相爱》中拉开帷幕。快板

《一起向未来》、蒙古舞《特斯河之
赞》、诗朗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情
景歌舞表演《绣红旗》、葫芦丝表演

《月光下的凤尾竹》、手语舞《国家》
得到观众一致好评。活动在舞蹈

《唐诗里的中国》中画上圆满句号，

整场节目由街道工作人员和市第
三中学师生表演。

此次文艺汇演活动激发了广大
党员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怀，鼓舞广大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共筑辽北史 再续新征程
双辽市辽北街道开展庆“七一”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活动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
造了丰富而辉煌的优秀传统文化。其
中的传统艺术，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思想内涵。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
可以充分发挥语言符号表意功能特性，
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其他各门艺术，在
对艺术进行再创造的基础上，赋予传统
艺术新的活力。

美的生成：文学与艺术
结合的创造力

艺术具有审美特征。面对艺术，欣
赏者往往从颜色、造型、声音、气味、触感
等各方面进行鉴赏。好的绘画作品不仅
能够满足视觉审美需求，而且总能让人
生发出无尽的想象，产生身临其境之
感。比如看到画作上的小溪，耳畔会响
起潺潺流水之声；看到大片的油菜花，馥
郁的香气不觉扑鼻而来。古代绘画艺术
中，当线条与色彩不足以表达意境时，或
当鉴赏者意欲表达自己欣赏画作的感悟
时，语言符号就发挥出重要作用。中国
古代有不少优秀题画诗，同为书法艺术，
是绘画艺术与语言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艺
术形式，充分展现多种艺术融合之美。

文学艺术与其他艺术相结合，有可
能在美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美好的艺
术，给欣赏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审美体
验。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名句“大弦嘈
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
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琵琶声音之
美如珍珠般圆润，妙不可言。刘鹗《老
残游记》中说书艺人的表演令人产生

“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
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
一个毛孔不畅快”之感。欣赏者在感受
琵琶、说书艺术之美以外，也不禁感叹
文学艺术对美的表达与再创造令人流
连忘返、叹为观止。

知识性写作：文学对传统
艺术生产过程的记录与传播

《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一部百科
全书，与其知识性写作关系密切，书中
涉及医药学、食品学、服饰学、建筑学、
园林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令读者对作家
渊博的知识储备肃然起敬。在现代写
作中，知识的获取与构建逐渐受到更多
作家与读者的关注。经验性与知识性
都被纳入作家的创作，只是根据文学表
现主题、题材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在以传统艺术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知
识性写作必不可少。虽然知识性写作

在一部作品中很难形成体系，其系统性
很难得到印证，但一门工艺的制作，一
项技艺的掌握与呈现，均蕴含着这一门
类独有的知识结构。知识性写作相对
于经验性写作而言，可以给读者更加广
阔的知识性体验，带领其进入某一专业
领域殿堂。艺术的专业性通常令人望
而生畏、无法亲近，这就容易使传统艺
术与欣赏者之间产生隔膜。文学创作
试图打破这种僵局，通过文学性的语
言，使知识变得生动、形象、有趣。每一
项艺术的呈现都倾注了创造者无尽的
心血，它是带着艺术家的体温问世的，
丰富了艺术的内涵。作家使用带有温
度的语言文字观照传统艺术，进一步拉
近读者与艺术家之间的距离，让传统艺
术更容易被人所感知、接受、欣赏，文学
的桥梁作用得以体现。

精神内涵：文学对传统
艺术资源的深度挖掘

艺术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直观性，
如音乐艺术主要靠听觉器官来感知，绘
画艺术是视觉上的享受，饮食艺术则在
于嗅觉与味觉的调动。虽然文学的阅
读过程需要动用视觉器官，但这并非文
学艺术的最主要特征，文学的创作过程
与欣赏过程更需要大脑的参与来实
现。正如王蒙所言，文学直观性不如其
他艺术品种，但思维性可能超过其他。

文学是一门思维艺术，文学与其他
传统艺术的结合，可以实现艺术直观性
与非直观性的互补。用文学的方式来
展现传统艺术，不仅可以将传统艺术之
美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可以引发思
考，使读者通过辨析、判断、整合，得到
更多的启示。传统艺术本身具有丰富
的意义，但隐藏在艺术背后的深层次内
涵有时并非所有欣赏者都能体会到。
文学创作则可利用语言符号的特殊性，
担负起艺术解说的重任。传统艺术成
为文学作品的伙伴，对文学更好地表达
思想也发挥作用。

当代作家自觉关注传统艺术资源
宝库，用语言文字对传统艺术资源进行
再创造，赋予它们鲜活的生命力，在讲
好中国故事的同时，盘活优秀艺术资
源。传统艺术资源也为作家提供了灵
感和创作素材，对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
美感与思想深度大有裨益。可以说，当
代文学与传统艺术的结合，是一场双向
奔赴，双方都在这场奔赴中展现了丰富
的自我，创造出卓越的价值，并给予读
者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

散落在岁时“点”上的中国传统节
日，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价
值观念，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
思想精华。节日即纽带，联结着传统与
现代、过去和未来，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世
代人民，成为民众安顿个体精神、休憩心
灵的重要“节”点。每当节日临近，如何
过一个有意义的传统节日总会成为人们
热议的话题。过节过的是什么？是文化
的传承、精神的延续，是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

传统节日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中国传统节日根源于古代农耕文
化，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创造，是中华
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
智慧的结晶，是最具活力和影响力、最具
民族特色和个性的传统文化，其中寄托
着无数美好的愿望，已积淀成中华民族
的精神符号。传统节日的灵魂就是其文
化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蕴藏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
风貌，寄托着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理想情
怀，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对家庭团圆与
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每个传统节日都
有其特定的主题与文化内涵，构成了中

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寄托着
中华儿女特有的家国情怀。传统节日是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国故事通过“过
节”这一特别形式一代代传承与延续。
因此，过传统节日重要的是要挖掘节日
文化内涵，引导广大群众在积极参与中
体验节日习俗、展现中国精神、增进文化
自信，焕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
热情。

近一段时间，为迎端午，各地举办
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从社区组织的
居民包粽子比赛，到景区、传统文化基地
开展的青少年端午研学实践，再到多地
举办的端午诗会、龙舟大赛等，社会各界
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
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平台载体，推动传
统节日走进人们生活、浸润人们心田，让
大家在热闹的活动中沉浸式感受丰富厚
重的节日文化内涵。

传统节日与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紧
密相连，是中华亿万儿女共同的节日，我
们有必要把组织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摆上重要位置，通过在传统节日及相关
传说起源地等区域打造一批传统节日活
动示范点，以点带面、多点成线，整体推
动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提升水平、形成声
势，努力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在中国人
的精神谱系里，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

延伸。也正是基于这一道德自觉，尽管
时代在变，但家国情怀始终是传统节日
不变的底色。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挖掘展现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要坚持突
出培育家国情怀，引导人们把爱国和爱
家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
国家梦、民族梦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节
日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让传统节
日成为爱国节、文化节、道德节、情感节、
仁爱节、文明节，推动节日文化活动千姿
百态、精彩纷呈、健康向上。

传统节日有创新才有生命力

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是通过民俗活
动表现出来的，民俗活动越丰富，越有利
于传统节日的传承。因此，要围绕传统
节日的文化内涵精髓，创新其表达方式
与传播形式，增强节日文化活动的群众
性、广泛性，吸引力、感染力，让传统文化
贴近人民，融入生活。

旅游是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
切入点。在传统节日到来之际，可以通
过增加体验类文旅产品供给，融“传统文
化风俗”于“旅游度假场景”，将传统节日
文化内涵有机融入旅游景区、度假区、休
闲街区等旅游空间，创新打造多样化的
旅游产品。

传统节日有创新才有生命力，既要

创新表达方式与传播形式，还要不断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传统节日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跟社
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演进密切
相关，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大环境，而是
会随着时代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传统
节日的“现代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比如
重阳节，长期以来，避祸除邪消灾、强身
健体一直是其主要文化内涵，但是随着
时代进步，我国对重阳节中的敬老意涵
加以强化，倡导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
风气，赋予其老年节的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对厚植新时代
青年爱国情怀、塑造新时代青年思想品
格、引导新时代青年为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
献青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一些
学校利用传统节日打造“红色思政课
堂”，不仅有效推动了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更加深入人心，还带动孩子们在实践体
验活动中弘扬了革命精神，传承了红色
基因。

传统节日要与时俱进，就要被赋予
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但是“赋值”应建
立在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之上，背离或
扭曲节日文化内涵的“赋值”是没有生命
力的，也终究会被淘汰。

（张春枝）

从2300多年前屈原在《天问》中
的思考，到神舟十六号成功飞天，中华
民族对天地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步。这
种上下求索、守正创新的精神是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宝贵的基因。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
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
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实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正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情感认同走进我们的生活，浸润着我
们的身心。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创新
的时代表达，才能真正联系古今、沟通
时代。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
生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是当前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在我国综合实力极大增强的今
天，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之一
的屈原文化，其蕴含的爱国求索精神、
以民为本思想、超越现实的浪漫情怀，
具有更加独特的人文光芒和传承价
值。在保护与传承中，人们秉持创新
理念，主动融入现代生活场景，使其随
着时代发展不断“上新”“出彩”。

观古鉴今，优秀传统文化唯有守
正创新才会大放异彩，较好地融入现
代生活。守正、创新是传承传统文化
的基石与方向，二者不可顾此失彼，而
应并重共进。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引导和鼓励民众对
传统文化自发地进行传承创新，将节日
活动转化为日常体验学习，并利用新技
术将传统文化切实融入现代化生活。

守正旨在“立心”。要守正，就要
先弄懂传统文化的本质，坚守传统文
化的核心。如果把握不好本质，文化
就会变味。比如，近几年一些传统民
俗活动为了赚取流量、博取眼球，过于
追求表面的繁荣与热闹，出现低俗化、
娱乐化倾向，偏离了民众的真正需求，
忽视了其背后的传统文化内涵。因
此，要加强传统文化的阐释、研究及有
效传播，积极寻求与现代生活的联接
点，不要让传统文化束之高阁、被人遗
忘，也不要一味求新求变，让传统文化

“走样”。只有让民众真正明白传统文
化的“正”是什么，才能知道如何去

“守”。
民俗学专家刘魁立先生曾提出

“活鱼须在水中看”，强调传统文化应
在民众生活中传承。屈原文化能在汨
罗生生不息几千年，正是因为其遵循
了文化发展规律，遵循了当地民众的
情感需要及生活习俗。为了更好地服
务民众，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除了
举办高规格、高标准的专业龙舟赛之
外，还举办了各种民间龙舟比赛，组织
起多支以各部门、各乡镇为主体的龙
舟队，延续了汨罗民间龙舟赛传统，提
高了龙舟赛的全民参与度，从而使汨
罗江上每年端午都精彩非凡。

创新意在“铸魂”。随着现代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与文化相结合
已成为文化创新发展的趋势，其中，沉
浸式体验让传统文化更具生机活力。
例如，甘肃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打
造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
重塑石窟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方式，精美
的画面、超拟真的场景、沉浸式的互动
体验，让广大民众可以深度欣赏敦煌石
窟艺术的精妙与璀璨；河南卫视精心打
造的《唐宫夜宴》《元宵奇妙夜》《清明奇
幻游》等系列文旅项目，实现了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掀起了文化自信的高潮，
令全国观众心潮澎湃。

各地利用传统民间故事制作成动
漫或游戏，实现传统文化的多元跨
界。如九鼎万人沉浸式实景剧本体验
游戏《寻楚记》，受到广大年轻人的追
捧，成为传播古楚文化、挖掘端午内涵
的一条全新路径，赋予了端午文化新
的表达形式。

总之，通过新技术将传统文化积
极融入现代生活，为参与者打造沉浸
式体验，增强参与者的文化认同，可以
使传统文化更具现代吸引力，让更多
人既能体验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又能感受到现代生活的气息。

数字化背景下，新媒体技术的发
展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带来了更多机
遇。“互联网+”时代，直播、短视频等传
播方式已成为宣传推广的重要手段，
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也是传播的重要渠
道。通过保持传统，不断吸收、接纳、
运用新事物新手段，中华民族上下五
千年的灿烂文化必将在新时代大放异
彩，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文化内涵是传统节日的灵魂

守正创新 让传统文化华彩绽放
李琳 刘海平

当代文学与传统艺术“深情相拥”

6月16日至18日，市文化艺术品协会举办第十四届文化艺术
品交流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文化艺术品经营者、爱好者踊
跃参加，历时3天的文化艺术品展销，彰显了文化艺术品的特色魅
力，促进了我市文化艺术品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