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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跨年

晚会热潮，从晚间 7 时一直持续

到 2013 年 1 月 1 日凌晨。十几

家电视台精心烹制的精神大餐

同时出现在荧屏上，各展风采，

争奇斗艳，据说收视率也都可

圈可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各 家 电 视 台 的 跨

年 晚 会 都 是 结 合

自己实际条件，立

足于文化创新，在

相同的时间、相同

的框架、相同的形

式之中，真正展示

出 了 属 于 自 家 独

有的色香味，并以

各 自 突 出 的“ 特

色”给观众留下了

一 段 段 耳 目 一 新

的美好回忆。

央 视 的 跨 年

晚会走国际范儿，

显 示 了 包 容 四 海

的文化胸襟；湖南

卫 视 的 跨 年 晚 会

走温情路线，2005

年 超 女 三 强 李 宇

春 、周 笔 畅 、张 靓

颖同台的一幕，伤

愈 复 出 的 俞 灏 明

那《其 实 我 还 好》

的歌声，还有华仔

带 领 观 众 对 爸 爸

妈 妈 说“ 我 爱 你 ”

的桥段，催下了无

数 粉 丝 的 深 情 热

泪；江苏卫视的跨

年 晚 会 大 打 混 搭

创 意 牌 ，萧 亚 轩 、

罗志祥共舞劲曲，

奥 运 冠 军 孙 杨 跨

界演唱，周杰伦的

苹果弹钢琴表演，

带 来 不 少 的 新 鲜

感觉；浙江卫视继

续发挥“中国好声

音”的 品 牌 效 应 ，

再 加 上 崔 永 元 和 周 立 波 的 机

智 斗 嘴 ，给 观 众 留 下 了 不 一

般 的 深 刻 印 象 ；安 徽 卫 视 另

辟蹊径，其规模宏大、明星云

集的“ 国剧盛典”也是风骚独

领；东方卫视、深圳卫视等等

都 有 不 少 的“ 特 色 ”之 举 ，令

人 击 掌 喝 彩 …… 那 份 独 有 的

艺术特色，是抄不出来的、买

不 出 来 的 、跟 风 跟 不 出 来

的 。 而 也 正 因 为 这 份 创 新 意

识 和 独 有 的 艺 术 特 色 ，才 使

今 年 的 十 几 台 跨 年 晚 会 万 紫

千红，绚丽缤纷。

乍一看，十几家电视台参

与主办，跨年晚会的竞争不可

谓不激烈，但同时也给文化工

作 者 提 供 了 更 大 更 多 的 展 示

才 华 和 精 彩 的 舞 台 。 蓬 勃 发

展的时代和多姿多彩的生活，

也 为 文 化 工 作 者 提 供 了 更 丰

富的内容、题材、主题和创造

源泉。老子云：“知人者智，自

知 者 明 。”在 跨 年

晚 会 的 激 烈 角 逐

中，能认识别人的

长 处 和 短 处 的 人

叫做智慧，能认识

自 己 的 长 处 和 短

处 的 人 才 算 做 高

明 。“ 知 人 者 ”，知

于 外 ；“ 自 知 者 ”，

明 于 道 。 观 众 是

跨 年 晚 会 的 消 费

者 ，也 是 评 判 者 。

观众满意不满意、

接受不接受、认可

不认可，可以说是

跨 年 晚 会 的 真 正

的“道”，亦即其成

功 与 否 的 最 终 衡

量 标 准 。 而 与 时

俱 进 地 突 出 自 己

的“办会特色”，才

是 吸 引 观 众 眼 球

的重要关键。

如 果 不 能 从

波 澜 壮 阔 的 现 实

生 活 中 汲 取 文 化

养分，如果不能在

文 化 创 造 中 把 自

己 的“ 特 色 ”挖 掘

出 来 、展 示 出 来 ，

就 只 能 比 着 别 人

的葫芦画瓢，人云

亦 云 ，步 人 后 尘 。

比 如 过 去 年 份 的

某些跨年晚会，在

举 办 之 后 就 常 常

会 招 来 一 些“ 雷

同 ”“ 模 仿 ”“ 老 一

套 ”之 类 的 非 议 。

彼 此 争 抢 的 那 几

张老面孔，互相因袭的那几首

老歌，似曾相识的那几种演出

形式，确实让人看得有点审美

疲劳了。

今年的跨年晚会，各家电

视台通过各自不同的亮点，带

来了不同的精彩和喝彩。遥控

器拿在手里，换一次就有一次

难忘的惊喜，换一次就有一次

意外的愉悦。虽然各家电视台

水平不同、实力不同、风格不

同，但作为观众，总能从中找到

所爱，各取所需。就像吃饭有

西餐、有中餐、有满汉全席、有

家常小炒，想吃什么就选什么，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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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文化产生“奇异性美学”

林鑫在《在卑微中前行——

关 于 纪 录 片 创 作 的 实 践 与 思

考》（《艺 术 广 角》2012 年 第 6

期）文中写道：有两种倾向给了

创作者提醒。一种是以主观意

愿 对 生 活 作 散 文 式 的 艺 术 表

达。回避尖锐和锋芒，只做平

民的叙述，缺乏现实的深度和

生命的温度。在四平八稳地经

营着出色的专业技巧与镜头语

言的同时，作品显得温吞无力，

缺乏动人心魄的力量。另一种

倾向，作者勇气可嘉，也不怀疑

其真诚。但为成就一部影片而

不惜伤害片中人物的做法，依

然令人感到畏惧。这都是作者

大于生活，缺乏对生活敬畏对

生命尊重的具体表现。

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

伦理的底线是一个始终存在争

议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

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导演，或许

会 忘 记 和 忽 略 他 人 可 能 受 到

的 伤 害 。 把 自 己 定 位 为 一 个

低于生活的记录者，内心还有

着柔软和怜悯，就会在心中那

根 无 形 存 在 的 自 律 红 线 前 停

步 。 要 必 然 看 重 纪 录 片 作 品

所表现内容的深度，以及是否

忠实、准确地将生活转换为影

像 并 再 现 了 生 活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复 杂 性 。 无 论 是 边 界 日 益

模糊的纪录片实验探索，还是

无边宽泛的纪录片定义，都必

须臣服于生活本身的逻辑，而

不是凌驾其上。仅仅从先验的

理论和技术层面来评价纪录片

是荒谬的。 （晗 宁/摘编）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日前在

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奇异性

美学：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文化逻辑”的演讲。他指出，世

界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

化的文化逻辑最突出的表征就

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全球化即

后现代，后现代产生一种“奇异

性美学”。

何谓“奇异性美学”？在

杰姆逊的讲述中，这种后现代

美 学 的 最 大 特 征 是 它 的 空 间

性，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即

是 空 间 对 时 间 取 得 了 绝 对 优

势，时间向空间俯首称臣。杰

姆逊认为，现代主义经典在某

种深刻和生产性意义上沉迷于

对时间的本质的关注。而后现

代主义则抛弃了根植于现代主

义作品中的深度时间意识，只

着迷于空间，形成了掠夺空间、

叙述空间和表演空间的一套美

学意识形态。

他举例说，装置艺术是这

种空间美学的典范，它不是为

了流传也不是为了收藏，而只

是为了一时“做戏”，服务于当

下的暂时 性，它 没 有 风 格、没

有深度意义。杰姆逊指出，许

多 批 评 家 和 美 学 家 都 谈 到 了

艺术品对象在今日的消失，他

们 不 仅 是 在 本 雅 明 所 谓 的 再

生产性、复制和标准化意义上

谈的，同时也指像油画和雕像

那 类 更 古 老 的 最 终 产 品 的 消

失 。 装 置 艺 术 的 出 现 正 说 明

这种转变，它不再作为传统意

义上的艺术品出现，包括不同

种类的艺术对象，可以是一幅

画，也可以是一堆石子、一个旧

信箱、一个文本、一片墙头涂鸦

等等。作为个体，这些都不是

艺术客体，每一个都因彼此依

赖而成为艺术品，每一个都代

表一个空 间 而 不 是 现 实 。 它

们也没有个性，装置艺术的空

间 不 具 有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风 格

特征。它们拥有此刻，却失去

历史。 （李 颖/摘编）

建构和完善节日体系

李松、王建民、张跃、朱凌

飞、马居里、许雪莲在《中国少

数 民 族 节 日 在 国 家 文 化 建 设

中 的 地 位 和 意 义》（《艺 术 百

家》2012 年第 5 期）文中写道：

由于 我 国 目 前 的 节 日 文 化 研

究 尚 有 不 足 ，在 现 有 节 日 情

况 ，尤 其 是 少 数 民 族 节 日 方

面 的 了 解 不 够，国 家 节 日、民

族 节 日 、地 方 节 日 之 间 的 关

系未能得到很好的协调，迄今

为 止 尚 未 形 成 一 套 国 家 统 筹

的 完 备 的 节 日 研 究 和 保 护 体

系，由此存在着国家和各级地

方 政 府 确 定 的 法 定 节 日 部 分

文化内涵缺失、节日放假制度

不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尚待完善等状况。

现 有 节 日 体 系 由 政 治 纪

念日、民族民俗节日构成，部分

政治纪念日未能充分考虑与地

方民俗的结合，而只是作为一

种单纯的政治节日来庆祝。各

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成立纪念

日通常会组织规模不等的庆祝

活动，也未能与本民族传统文

化习俗结合，未能充分激发群

众 参 与 的 积 极 性 。 在 整 体 节

日 设 置 和 相 关 安 排 中 也 没 有

充 分 考 虑 到 民 族 和 区 域 的 特

殊性。作为一个民族众多、文

化多元的国家，不仅一些共同

大 节 日 习 俗 有 差 别，各 民 族、

各 地 区 也 有 一 些 特 殊 节 日 。

目 前 对 于 这 些 节 日 未 能 给 予

足够的重视，形成整体节日体

系中政治纪念日多而民族民俗

节日少的状况。

因此，应当组织了解节日

实际情况的专家广泛征求各族

民众意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

规，注重节 日 文 化 内 涵 ，加 大

力 度 进 行 节 日 基 础 研 究 ，从

全 局 把 握 各 种 不 同 类 别 节

日 ，针 对 国 家 和 地 方 假 日 构

成 状 况 ，建 构 和 完 善 涵 盖 国

家、地 区、民 族 节 日 的 国家节

日体系。 （晗 宁/摘编）

纪录片须服从生活本身逻辑

乡音—世上最美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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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之所以

能不断进步，对宇宙自然、对社会

现实以及对人自身的认识越来越

细致、深入，皆是文化贡献智慧的

结果。真正的文化强国，具备万

善 归 一 的 品 格，不 自 诩 优 异，而

能 切 实 可 行 地 解 决 人 类 发 展 的

诸多问题。

首 先 ，文 化 强 国 要 接 续 传

统，同时又能博采众长。传统之

传 者，文 化 也 。 神 圣 的 感 召 力，

是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一，民族精

神 遂 因 此 聚 固 。 民 族 精 神 是 一

个民族的灵魂，它得以何种方式

体现，还是“ 文化”。俗语云：后

退才能跳得高。 传 统 文 化 是 一

个 民 族 的 整 体 生 活 方 式 和 价 值

系 统 ，是 该 民 族 绵 延 不 息 的 根

本 和 休 戚 与 共 的 精 神 家 园 。 文

明 的 提 升 与 礼 仪 的 完 善 ，离 不

开 传 统 文 化 的 熏 染 。 总 结 历 史

是 为 了 面 对 今 天 ，重 视 传 统 是

为 了 守 住 根 脉 。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儒 家 文 化 提 出“ 天 人 合 一”的 理

念，是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

则，以天、地、人的融合，构筑人

类的理想。

文 化 有 传 承 ，但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延 续 ，更 不 是 停 滞 不 前

的 静 态 呈 现 ，不 断 融 合 、创 新 ，

是 其 不 断 发 展 的 前 提 。 传 统 文

化 之“ 佛 ”理 ，视“ 佛 性 ”为 万 物

之 本 原 ，强 调“ 众 生 平 等 ”，是

理 想 社 会 的 可 贵 元 素 之 一 。

“ 佛 ”从“ 西 土 ”传 入 ，最 终 熔 铸

在 我 们 的 传 统 里，是 文 化 交 流、

融 合 的 结 果 。 近 代 以 降 ，中 国

文 化 在 不 断 吸 纳 、借 鉴 西 方 文

明 的 历 史 上 迈 步 ，汲 取 他 者 智

慧，弥 补 自 己 的 不 足，进 而 健 全

自 身 的 文 化 ，此 一 进 程 仍 在 路

途 中 。 文 化 不 因 不 生 、不 革 不

成，重 视 传 统 方 能 立 住 根 本，博

纳 众 长 则 是 不 断 向 前 发 展 的 助

推 力 量 。 故 而 ，有 自 信 力 的 包

容 精 神 ，是 文 化 强 国 的 特 征 之

一 。 道 不 同 而 不 相 悖 ，万 物 并

育 而 不 相 害 ，此 天 下 所 以 为

“ 大”也。

其 次 ，文 化 强 国 需 自 尊 、自

觉、自 信、自 强 。 仓 廪 实 而 知 礼

节 ，衣 食 足 而 知 荣 辱 。 经 济 富

足，是 一 个 民 族 自 立 的 根 本，但

不 具 有 必 然 性 。 一 个 真 正 称 之

为“ 强 大”的 国 家 ，不 单 靠 经 济

或 政 治 ，而 主 要 在 于 文 化 。 中

东 地 区 的 国 家 ，不 可 谓 不 富 ，

却 没 有 人 用“ 强 大 ”来 形 容

之 ，即 是 这 个 道 理 。 文 化 自 尊

本 不 必 专 门 强 调 ，华 夏 五 千 年

的 文 明、惠 及 世 界 各 地 的“ 四 大

发 明 ”，还 有 异 彩 纷 呈 、举 不 胜

举 的 文 化 艺 术 ，完 全 可 以 撑 起

中 国 人 的 自 尊 心 理 。 但 是 ，近

代 以 来 的“ 耻 辱 ”历 史 ，令 很 多

中 国 人 觉 得 丢 尽 尊 严 ，自 卑 心

理 不 由 得 弥 漫 开 来 。 因 此 ，自

尊有再次重提的必要。

所 谓 文 化 自 觉 ，指 的 是 对

文 化 的 自 我 觉 悟 。 诚 如 费 孝 通

先生所言及的，是对自己的文化

有“自知之明”。“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

是费老 建 立 在 文 化 自 觉 理 论 基

础 之 上 的 对 人 类 未 来 蓝 图 的 构

想 。 文 化 自 信 的 关 键 ，是 懂 得

自己 文 化 的 高 度 和 其 所 在 人 类

文 明 中 的 意 义 与 价 值 。 文 化 的

限 制 与 截 留 ，自 然 不 是 文 化 自

信 的 表 现 。 有 了 文 化 自 尊 、自

觉 方 能 文 化 自 信，最 终 的 目 标，

则 是文化自强。天行健，君子当

自强不息。人如此，国亦然。

最 后 ，文 化 强 国 不 自 大 、不

自 夸，万 善 归 一、众 香 拱 之 。 文

化的成败关乎社会的得失，今日

之美国以大片横扫世界，其价值

观遂波及人心，潜移默化为一种

强 大 的 文 化 影 响 力 。 韩 国 、日

本 不 甘 其 后 ，在 文 化 上 做 足 了

文 章 。 文 化 引 导 我 们 的 情 感 ，

也 是 我 们 获 得 经 验 的 源 泉 。 文

化 所 隐 含 的 如 何 使 事 物 更 美 好

的 理 论 ，促 使 人 们 对 照 理 论 去

改 变 行 为 ，进 而 构 筑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良 善 。 诚 然 ，文 化 各 得 其

养 以 成，有 差 异，但 无 优 劣 。 人

类 的 未 来 难 以 预 测 ，而 文 化 的

支 撑 ，必 是 走 向 美 好 明 天 的 根

本 。 因 为 ，未 来 也 许 只 能 从 过

去 或 现 在 现 身 ，不 同 的 文 化 则

可 以 帮 助 人 们 去 解 释 和 构 筑 美

好 的 生 活 将 来 会 如 何，有“ 示 来

者 以 范 式 ”的 意 义 。 从 这 一 角

度 说 ，一 个 国 家 的 真 正 强 大 ，

不 是 物 质 ，而 是 文 化 。 真 正 的

典 范 具 有 普 世 价 值 ，以 儒 家 文

明 为 肌 理 的 中 华 文 化 ，从 人 伦

日 用 中 涵 养 察 识 ，求 人 心 之 共

安 ，仁 义 友 爱 、谦 和 公 允 ，具 有

“ 天 下 ”精 神 和 包 容 情 怀 ，能 够

为 人 类 所 共 赏 。 我 心 目 中 的 文

化 强 国 即 是 承 继 传 统 之 美 ，又

集 万 善于自身，立得住、不夸耀，

众香聚而拱之。

世上再没有比乡音更美的音

乐了。

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先

听到的声音；是妈妈唤你的声音；

是你牙牙学语的声音；是三伏天，

你躺在凉席上，奶奶给你哼唱催

眠曲的声音；是三九天，你钻进爷

爷的被窝，听老人讲古的声音；是

严父庭训的声音，是你与青梅竹

马 的 他（她）同 唱 那 首 儿 歌 的 声

音，也是你梦中呓语、甚至临终前

喃喃的声音……

对中国的大部分人来讲，乡

音就是方言。

中国各地的方言，是构成中

华民族语言宝库的重要内容。但

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

在主流教育与 全 社 会 推 广 普 通

话的进程中，我国固有的许多方

言濒临灭绝的危险。与此同时，

全 球 大 约 6000 种 语 言 中 的 2500

种 语 言 同 样 面 临 着 消 亡 的 危

险。于是，2003 年 3 月，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以“濒危语言问题特

别专家小组”的名义公布了一份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报告，

在报告中，专家们郑重地向全世

界宣告：“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

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

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慧，因此

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

人类的损失。”

应该说，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

后有两大关乎全人类未来命运的

反思逐渐变成了共识和行动。其

一，是在反思人类与自然关系基

础上产生的“环保”运动，以保护

地球的自然生态与濒危物种；其

二，是在反思人类的今天与历史

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保护“文化多

样性”运动，以保护人类物质与非

物质的文化遗产，保护人类祖先

的智慧与创造，保护人类未来文

化发展的源头。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国的

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尤其在经济方面，其发展的规

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

的 。 十 几 亿 人 的 生 活 在 这 二 十

多年里得到了巨大的改变，如何

评 价 这 样 的 进 步 都 不 过 分 。 但

问 题 是，为 了 这 个 进 步，我 们 付

出了很多代价，其中一些代价是

应该付出的，还有一些代价是我

们 付 不 起 的 。 环 境 破 坏 了 还 可

以治理，但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

具 有 不 可 再 生 性、不 可 复 制 性，

都一去不复返。把祖先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丢掉，中断了文化

的记忆，也就是中断了历史。假

如我们以中断历史为代价换取

现代 化 的 话 ，我 们 恐 怕 无 法 面

对未来子孙的诘问。

值 得 欣 慰 的 是，近 年 来，这

两大反思与运动都在我国引起

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出现了一大

批以研究保护包括方言在内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有 识 之 士 。

他 们 凭 着 慧 眼 与 过 人 的 胆 识 ，

靠 着 对 祖 国 、对 民 族 的 挚 爱 ，

在 举 世“ 一 心 一 意 ”向 前 看 的

疾 跑 中 敢 于 回 眸 远 望 ，敢 于 俯

身 捡 起 洒 落 尘 泥 的 金 叶 。 他

们 的 努 力 ，与 当 今 席 卷 全 国 的

现 代 化 大 潮 砰 然 相 撞 ，“ 乱 石

穿 空 ，惊 涛 拍 岸 ，卷 起 千 堆

雪 ”，就 是 这 看 似 不 起 眼 的 朵

朵 浪 花 与 汹 涌 澎 湃 的 主 流 文

化 共 同 构 成 了 中 国 当 代 现 代

化 进 程 跌 宕 起 伏 、浩 大 深 邃 的

壮 美 画 面 。 王 六 和 他 所 著 的

《把 根 留 住 —— 陕 北 方 言 成 语

3000 条》，便 是 其 中 之 一 ，令 人

瞩目。

方 言 之 所 以 是 重 要 的 非 物

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在方言中包

含 了 丰 厚 的 文 化 内 涵 ，包 含 了

我 们 民 族 千 百 年 来 的 理 想 和 精

神 ，包 含 了 我 们 民 族 世 世 代 代

的 追 求 、习 惯 、风 俗 ，它 们 和 其

他 所 有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一 道 塑

造 了 我 们 民 族 的 形 象 ，其 中 每

一 个 语 言 单 位 的 形 成 ，都 有 着

漫 长 的 过 程 并 和 此 方 言 区 独 特

的 自 然 环 境、生 活 方 式、文 化 历

史 息 息 相 关 。 而 方 言 一 旦 形 成

并 被 一 个 地 区 的 民 众 代 代 传

承 ，他 们 就 成 了 这 个 地 区 人 民

精 神 的 基 因 和“ 身 份 证 ”，成 为

这 一 地 区 民 众 的 整 体 记 忆 。 在

陕 北 方 言 中 ，蕴 含 着 代 代 生 息

繁 衍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的 人 民 特 有

的 智 慧 和 情 趣 ，也 蕴 含 着 许 许

多 多 已 然 逝 去 的 历 史 。 沧 海 桑

田 ，现 在 的 人 们 可 能 不 会 想 到

黄 土 高 原 过 去 曾 经 有 过 茂 密 的

原 始 森 林，其 实，孔 子 当 年 慨 叹

“ 郁 郁 乎 文 哉 ，吾 从 周 ”的“ 郁

郁”二 字，的 确 也 可 以 形 容 古 代

陕 北 高 原 的 外 貌 。 与 此 类 似 ，

在 陕 北 方 言 中 保 存 有 如 此 众 多

的 汉 民 族 古 代 语 言 ，在 没 有 翻

阅 此 书 之 前 ，我 是 知 之 甚 少

的 。 比 如 ，我 曾 经 多 年 研 究 佛

教音乐，但我却从没有想到过陕

北 方 言 中 称 女 人 为“ 婆 姨”竟 然

与佛教“四众”中男、女居士的汉

译“ 优婆塞”“ 优婆夷”有关！在

翻阅这本大作的时候，我无数次

被 陕 北 方 言 的 精 彩、鲜 活、生 动

所 打 动 ，甚 至 有 读 此 方 言 三 千

条，深悔未做陕北人之叹！至于

著者王六先生，过去并无缘相识，

但知道他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在

努力造福父老乡亲的同时，孜孜

以求，用业余时间收集、整理、撰

写了这样一部篇幅浩大的著作，不

禁由衷感佩。目前，举国上下，都

在高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

不可想象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由

缺少文化情怀和文化修养的官员

们领导的。当一批批没有图书的

图书馆、没有活动与群众参与的

文化馆、没有戏演的大剧院拔地

而起、尽情展现其富丽堂皇的时

候，王六却在祖先的声音里寻觅

着中华文明的源与流。

一千多年前，一个叫贺知章

的八十多岁高龄的诗人，在结束

了 宦 海 漂 浮 的 外 乡 生 涯 回 到 故

乡时，不经意间吟出了一首千古

名篇：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诗，就像方言一样自然、

质朴、生动，短短四句浅白如话的

诗句，勾连起无数游子思乡的情

愫。值得我们担忧的是：当我们

老大回乡时，是不是要我们向满

口“普通话”的儿童发问“从何处

来”了呢？

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要让孩

子们说好普通话。为了民族文化

的未来，要保护我们的方言。普

通话，是实用而不可或缺的工具；

方言，是最美的音乐。

（本文为作者为王六著《把根

留住——陕北方言成语 3000 条》

所做的序）

开栏的话：党的十八大发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号召。

从今天开始，本报理论版特开设“我心目中的文化强国”专栏，反映社会各界人士尤

其是基层群众对文化强国的思考、认识、感受和畅想。

●连日来，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

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众多新闻媒体推

出《改文风 写新风》、《“学会说群众懂得

的话”》、《在“走转改”中宣传好十八大精

神》、《有想法还要有做法》、《一个掷地有

声的政治承诺》等关于改进文风的精彩

评论，掀起了一股贯彻十八大精神、切实

改进文风的舆论高潮。

巴灵一点评：这些评论精短实在，新

鲜活泼，有的放矢，好读耐读。其本身实

际也是新闻评论界改文风的一种生动体

现。走基层，转作风。文风改，近群众。

打铁人，自身硬。穴位准，针才灵。看效

果，大不同。“假、长、空”，该批评。“短、

实、新”，受欢迎……

●岁月如梭，新年又至，朋友们之间

以诗词短信的形式互相联系，共同迎接

新的一年，成为今年风行的一个文化看

点。其中也涌现了不少佳作和佳句。仅

笔者所见就有“东海夷氛须廓定，南天民

气复充盈”“子夜月迟迟，牵萦万里诗”

“ 看 雪 飘 然 成 意 境 ，听 花 笑 着 染 神

州”……

巴灵一点评：现代科技手段成为传

统诗词的崭新载体和传播手段，传统诗

词为现代科技手段注入文化底蕴和古典

芬芳。手机短信的广泛影响和互动特

性，为古典诗词开拓了发展空间，也增加

了一份时尚活力。

● 近日湖南长沙上演的一个大型

文化旅游剧目中，演员们在跳茅古斯舞

时，一个个赤身裸体，只扎了一些茅草，

被认为“裸露太多”，极像是在演“床戏”，

而不像在表演舞蹈，被观众质疑“过于情

色，十分不雅”。

晗宁点评：谈起古老传统文化，人们

心底总会油然而生一种珍惜、一种敬畏，

甚至联想一份传承的责任。可是，我们

也要有一种辩证的态度——要继承一切

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

一切有益的东西。可惜现在总有一部分

人对于“古老原生态”做着毫无批判的硬

搬和模仿，这种表象往往掩藏着的是谋

取商业利益的动机。其实这部分人应当

醒一醒，新鲜噱头和媚俗迎合可能赢得

短时间的暴利，但失掉了优良的德行，终

会被观众和市场所抛弃。

● 历时 20 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古籍

整理出版基础性工程、现存中国汉文古

籍的总目录《中国古籍总目》近日由中华

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此 26 卷

目录全部出齐。通过迄今最大规模的调

查与著录，总目首次摸清中国古籍“家

底”约 20 万种。总目分为经、史、子、集、

丛书 5 部，收录了各种古籍的书名、卷数、

编撰者时代、题名、撰著方式、出版者、出

版时间地点、版本、批校题跋以及主要收

藏机构等信息。

晗宁点评：《中国古籍总目》标志着

我国在目录学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而站

在保存民族永恒记忆的角度上，古籍整

理出版工作无疑对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希冀

涌现更多古籍整理出版名家大师，积极

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构建古籍历史文明

传承的新平台、新渠道。

微 点 评

潮 音 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