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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之间
——余光中诗艺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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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就必须要坚定文化自信，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提供文艺精品等

精神食粮。

但对基层来说，文艺发展面临人

才不足、创新活力不够等制约因素。

近年来，浙江德清县立足本县文化资

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不断创新探索，在没有专业剧团、编

剧和导演的情况下，打造出《德清嫂》

《德清谣》《游子吟》等文艺精品。

文艺精品创作成果累累

德清县近年以多出精品为突破

口 ，创 作 出 了 一 批 优 秀 文 艺 作 品 。

2012 年打造的以道德模范蒋引娣、封

丽娟等人为故事背景的现代越剧《德

清嫂》，两次走进国家大剧院演出，入

选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浙江省

“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省第十二届戏

剧节新剧目大奖等奖项；2015 年，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的舞

台剧《德清谣》问世，反映出德清的自

然生态美和人文山水美，得到诸多好

评；今年 11 月 18 日，历时近 3 年反复

推敲打磨排练的新编越剧《游子吟》

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首演，引起观

众 共 鸣 ；与 国 家 一 级 导 演 娄 乃 鸣 合

作，以德清道德模范故事为题材，以

德 清 本 土 演 员 参 与 为 主 ，探 索 德 清

小品进央视的模式。小品《拍电影》

《捉放鸟》《老马不傻》在央视综艺频

道 播 出 。 此 外 ，德 清 县 紧 密 围 绕 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热点，创作了《最多

跑一次》《文明德清十八礼》《裸心》

《小镇情亦浓》《旅游天下》等一批脍

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歌曲《妈妈的味

道》在央视七套《年味》栏目中播出，

《德清老家》《少年行》在微信平台、

音乐网站和海内外德清人中推广传

唱；舞蹈《剑魂出墨》在游子文化节

开幕式上演出。

打造文艺精品的做法及成效

紧跟时事，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

源。德清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县内留有防风神话、蚕花庙会等民间

传说，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历

史文化名人。德清县整合挖掘本土文

化资源，以大型剧目等文艺形式展现

出道德建设、生态保护、传统文化传承

等成就，进一步宣传德清文化，满足人

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最为典型的是以

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一诗为题材，挖

掘出背后蕴含的家国情怀，创作出同

名新编越剧，体现出对传统优秀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统筹规划，创新文艺精品生产机

制。德清县统筹规划，着重围绕“三

部 曲 ”（《德 清 嫂》《德 清 谣》《德 清

琴》）和“ 三 部 戏 ”（《德 清 嫂》《游 子

吟》《蚕花娘娘》），深化文艺精品创

作，切实提高艺术质量，增大作品社

会影响。为推进文艺创作有序开展，

德清县以政策、资金来 保 障 文 艺 创

作 ，发 布《关 于 加 强 2015-2016 年 度

文艺创作的通知》等文件，牵头抓总

开展文艺工作；出台激励扶持政策，

制定《德清县民间文艺团队扶持奖励

办法（暂行）》。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加快推进现

代文化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

积极与全国范围内的编剧、导演

沟通交流，邀请他们到本地采风，真

正了解德清，认同德清文化，进而创

作出具有德清特色的作品。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础上，

德清县在宣传《德清嫂》《德清谣》等

剧目过程中，创造性地以两套文艺班

底来提升文艺精品的传播力度，满足

不同人群的需求。《德清谣》的“明星

班”由杭州广艺舞蹈团和上海鼓鼓文

化艺术团构成，“草根班”由德清本土

演员组成，在“明星班”的专业教授

下，主要在全县文化礼堂巡演，满足

农村百姓的文化需求。“明星班”带

“草根班”的方式，不仅帮助本土文艺

队伍提升表演水平，同时将文化引进

来，留下来，真正体现出以一个题材

创作出一个精品、以一个精品带出一

支队伍的德清特色。与此同时，“草

根 班 ”在 学 习 和 巡 演 过 程 中 得 到 肯

定，积极性和凝聚力显著提高，进一

步巩固已有的文艺成果。

注重引导，推动文艺创作转型升

级。德清县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加大对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的资助扶

持力度，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

热情；通过定期举行座谈会，邀请专

家对文艺创作者进行指导，帮助提升

创作能力；举办各类文艺赛事，打造

出具有德清文化特色并展现时代风

貌的精品力作。

德清县的具体实践取得一定成

效，对德清县自身而言，文艺精品彰

显了文化自信，结合“文化走亲”等活

动 ，提 高 了 德 清 县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誉

度 ，为 加 快 实 现 德 清 更 高 水 平 新 崛

起、率先建成全面小康标杆县提供更

加强劲的动力。

文艺精品创作的启示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在德清县的

表现就是把德清优秀的传统文化、道

德文化形象地转化为文艺精品，并呈

现给县内外群众，真正唱出德清好声

音，讲好德清好故事。

德清县在构建和完善坚实的创

作基础和和谐的创作环境中始终坚

持创新，为文艺精品的打造提供可靠

保障。建立健全鼓励、促进文艺创新

的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

为各种题材和风格的文艺作品创造

良好的外部条件。

文艺创作离不开文化和人才资

源，要繁荣文艺事业，就必须对各方

资源进行整合。在文化资源方面，要

善于把握新时代群众的文艺需求，从

传 统 文 化 中 汲 取 精 华 ，创 新 表 现 形

式，同时要善于总结提炼新的地方发

展背后的文化内涵。在人才培养方

面，德清县的“明星班”带“草根班”的

文艺队伍培养方式是可借鉴的。

德清县的文艺作品不仅仅局限于

戏曲等表现形式，还以歌舞、音乐、小

品等受众更加广泛的形式增强文艺

感染力。从国家大剧院到乡村舞台，

再到荧屏，充分地将带有德清特色的

文艺精品传播开来。当前传播的载

体繁多，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

选择适合的传播载体，发挥好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作用，提升作品的接受

度和影响力。

余光中无疑是中国新诗史上一

位标志性的诗人。在现代和传统之

间，在古今诗歌的时间纵轴和中西诗

歌的空间横轴交叉构成的纵横坐标

上，他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立足点。他

追求受过现代意识洗礼的“古典”，和

有着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他说

“汨罗江在蓝墨水的上游”，指出了新

诗与以屈原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传统

一脉相承的联系。他对屈原、李白、

杜甫、苏轼念念不忘，写了《漂给屈

原》《寻李白》《湘逝》《夜读东坡》等许

多题咏诗；他“自信半个姜白石还做

得成”。从余光中与古典诗歌传统关

系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永

不释然的祖国情结主要来自屈原赋，

他那天马行空般的纵逸才气主要来

自李白诗，而他的雅致琢炼的语言风

格则主要来自姜夔词。余光中置身

现代生活，横接西方，沐欧风美雨；纵

承诗骚，浸唐风宋韵。广泛地吸纳熔

铸、冶多元传统于一炉的余光中，终

于成就了杰出的新诗艺术。

余光中骚情雅意，与屈原关系最

深。他清楚自己作为一个中国新诗

人 ，承 继 的 是 屈 原 的 精 神 和 诗 美 遗

泽。这种深刻的联系，缘于他和屈原

在身份、心境上的契合认同。屈原遭

受流放、行吟泽畔的经历，“国无人莫

吾知兮”的孤臣孽子的被遗弃感，和他

对祖国、故乡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

无 限 热 爱 之 情 ，都 让 余 光 中 产 生 共

鸣。余光中少经战乱，大半生都是在

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漂泊感、异乡感始

终如影随形般伴随着他。置身满目异

俗的异国他乡，常有一种文化放逐感，

他无法割舍对家乡祖国的深挚情恋，

所以他无法不想到屈原并自比屈原。

余光中既在身份心境上认同屈

原，创作上也表现出乡愁与国爱一体

不分的屈赋精神。他的大量乡愁主

题诗歌中，浸透了渴望民族统一的爱

国意识。这些乡愁诗的抒情主体，既

是在思念亲人和家乡，又是在思念大

陆和祖国。屈原式的乡愁和国爱，谱

写出余光中诗歌的宏大交响乐曲的

主旋律。他的名篇《乡愁》，便是把乡

愁“母题”所包含的亲情、爱情、乡情

和祖国情融合为一，语言虽然浅白，

内涵却显得极为厚重。加之在形式

上采用了由《诗经》作品确立的具有

“原型”意味的复沓章法，更使这首诗

易于流传。他的《当我死时》，即是屈

原《哀郢》“狐死首丘”原型的展开。

当余光中面对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

的一只“白玉苦瓜”，吟出“钟整个大

陆的爱在一只苦瓜”时，我们毋宁把

这诗句看作一种象征，他那屈原般的

对故国九死不悔的执着的爱，已经全

部凝聚到创造中国新诗艺术上，他要

做承继屈原开创的伟大诗歌传统的

“肖子”，这是他作为“茱萸之子”对乡

土、对祖国的大爱，是他诗歌创作的内

驱力和第一推动力。没有这种爱，就没

有余光中向西方出发的现代寻求，和他

及时告别西化的“浪子回头”，也没有他

熔古今东西于一炉的卓越诗艺。

如果说在身份境遇所决定的思

想感情上，余光中最认同屈原，那么，

在气质、才情和诗艺上，余光中最心

仪的诗人就是李白。在余光中那里，

李 白 就 是 中 国 诗 人 和 诗 歌 的 象 征 。

追步李白，是余光中对自己的期许，

写于 1978 年 12 月的《与永恒拔河·后

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所求于缪斯

者，再给我十年的机会，那时竟无鬼

神俱惊的杰作，也就怨不得她了。”可

知他的理想是写出李白式的“笔落惊

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杰作。余光中

曾将李白与杜甫作过比较，在理性上

他明知李白诗难学，但在创作中他还

是恋恋不舍追摹李白，不 仅 传 其 衣

钵，而且得其神髓。现代新诗人，旧

学 旧 诗 和 西 学 西 诗 根 底 普 遍 较 好 ，

但 在 创 作 上 能 够 融 铸 经 史 百 家 、驱

遣诗词歌赋、点缀神话传说、出入古

今 中 西 者 ，似 当 首 推 余 光 中 。 新 古

典 主 义 诗 人 的 古 雅 之 中 多 嫌 拘 谨 、

陈 旧 ，唯 余 光 中 大 气 包 举 ，运 抟 自

如，饱满恣肆，淋漓酣畅，奇思妙想，

出语惊人，有时“情来，气来，神来”，

于盛唐、太白歌诗瑰玮绝世之风采，

略得其仿佛。

余 光 中“ 中 年 以 后 ”常 用 的“ 长

段”或“从头到尾一气不断的诗体”，

就是李白七言“古风”和西方古典诗

中的“无韵体”的合璧。七古是李白

最擅长的诗体之一，大篇长句，开阖

自如，腾挪变化，奔放舒张，余光中的

现代“古风”，正是借鉴李白七古的产

物。如他的名篇《寻李白》，全诗长达

五十来句，就是一首深得“太白遗风”

的 自 由 舒 展 、恣 肆 跌 宕 的 现 代“ 古

风”。龚自珍《最录李白诗序》说：“庄

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

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

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

也矣。”指出李白诗歌思想情感、美学

风格的渊源、内涵，可谓卓见。余光

中 师 承 李 白 ，他 的 诗 歌 也 杂 糅 了 屈

原、庄子、儒家、道教、侠义诸种观念

的和艺术的因素。他的现实关怀来

自儒家的入世济世思想，祖国情结来

自屈原“一篇之中”三致其“存君兴

国”之意的骚赋，他还写有不少像《呼

唤》《与永恒拔河》这样满盈“道心”之

作，而他的《五陵少年》《敬礼，海盗

旗》等则迹近侠盗题材。滋育过李白

的庄子文和屈原赋的超迈的想象力，

变化莫测的结体，行云流水的文笔，

与李白豪放飘逸的诗歌一起，又滋育

了余光中非凡的灵性和飞扬的才气。

南宋词人姜夔对余光中的影响，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健笔写柔

情”；二是琢炼清雅的语言风格。余

光中找到自己诗歌中心意象、开始形

成个人风格的《莲的联想》时期，可以

说是“姜夔时期”。这部诗集的情诗

性质和意象选择，琢炼的语言，雅致

的趣味，留下了明显的姜夔痕迹。如

诗集里的《等你，在雨中》一诗，与姜

夔咏荷词《念奴娇》就是互文性质。

《莲的联想》中的情诗，不仅袭用了姜

夔的“莲”意象，而且取法姜夔“健笔

柔情”的写法。当然，余光中情诗的

“健笔柔情”写法，不全来自姜夔，作

为新月派作家梁实秋的入室弟子，余

光中自述学诗得益于新月派出身的

臧克家早年诗集《烙印》和现代诗人

何其芳、卞之琳、冯至、辛笛等的佳

作。这些给余光中较大影响的现代

诗人中，早年何其芳多写情诗且香软

浓艳，而臧克家、卞之琳的诗则字琢

句炼，瘦劲节制，且基本不写情诗。

余光中像何其芳一样写情诗，但表现

上却多取法臧克家、卞之琳。余光中

说：“对于当代的中国作家，所谓传统

应 有 两 个 层 次 ：长 而 大 的 一 个 是 从

《诗经》《楚辞》起源，短而小的一个则

始于‘五四’。一位当代诗人如能继

承古典的大传统与‘五四’的新传统，

同时又能旁采域外的诗艺诗观，他的

自我诗教当较完整。”来自古典大传

统的姜夔，和来自“五四”新传统的

臧克家、卞之琳，在琢炼清雅的语言

风 格 上 共 同 影 响 了 余 光 中 ，余 氏 正

是 通 过 臧 、卞 这 座 桥 上 通 姜 夔 的 。

余光中向有“语言的魔术师”之称，

这 一 方 面 来 自 他 的 过 人 禀 赋 ，对 母

语的微妙处确有解悟；另一方面，也

得力于他近法新月、现代诸子，远师

姜 夔 ，像 古 典 诗 人 词 客 那 样 刻 苦 锻

炼语言。至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年

龄和诗艺的渐入老境，余光中诗歌的

语言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在语言上，

他“渐渐不像以前那么刻意去炼字锻

句，而趋于任其自然”。

对待传统，余光中的认识清醒，

态 度 明 确 ：“ 反 叛 传 统 不 如 利 用 传

统。”他看清了“狭窄的现代诗人但见

传统与现代之异，不见两者之同，但

见 两 者 之 分 ，不 见 两 者 之 合 ”的 弊

端。在传统面前，他是一位“知道如

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

入”的“真正的现代诗人”。余光中自

谓“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多妻”者，

转益多师、全面借鉴之意也。他说：

“‘ 转 益 多 师 是 汝 师 ’，善 师 者 当 如

是。许多人自以为反尽了传统，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事实上他正在做着的

恐怕在传统中早已有过了。”余光中

就 是 一 个 免 除 了 盲 目 自 大 的“善 师

者”。屈原、李白、姜夔之外，余光中

博采旁骛，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营

养加以充分吸收，他的《月光光》《摇

摇民谣》《乡愁四韵》等诗，采用的是

《诗经》、乐府、民歌的语言形式；《招

魂的短笛》用的是楚辞体；中年时期

的大量忧国伤时之作，分明有“少陵

遗意”的流露，儒家关怀现实、忧国忧

民的思想，正是通过屈赋、杜诗下及

余光中的；苏轼调和儒释道三家的圆

融、豁达，和他豪放、清旷而又冲淡、

谐趣的诗艺词风，也让余光中感悟良

多；余光中有“情诗圣手”之誉，他的

《吐鲁番》《双人床》等大量言情并时

涉性事的作品，与杜牧、李商隐、温庭

筠、柳永言情诗词大有干系，甚至散

发出六朝宫体的气息；他的《孤独国》

《圆通寺》等诗中，还恍惚可见玄言、

禅诗的影子；李贺诗歌浓郁而阴冷的

时间、死亡意识，奇兀的感觉印象，也

对余光中渗透明显；乡愁、咏史、怀

古，是他常常处理的题材；题咏、赠

答、记游、写景，也是他喜欢的诗歌品

类。冶多元传统于一炉，是余光中新

诗创作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充分西化

的“浪子”余光中“生完现代的麻疹”，

就已归宗传统，开始提倡“新古典主

义”，主张“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之

后，对传统进行再认识、再估价、再吸

收的工作”。同他学习西诗“志在现

代化，不在西化”一样，他的回归传统

也是“志在役古，不在复古”，他的最

终目的，是要以西方现代诗为参照，

重新发现传统，创造“中国化的现代

诗”，以期接续传统，构成中国诗歌传

统链条上新的一环。应该说，余光中

已经以其打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杰出

创造，基本实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

这是让诗人、读者和中国诗歌史都感

到欣慰的事情。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 繁 荣 兴 盛 ”有 精 彩 而 深 刻 的 论

述。作为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

重 要 阵 地 ，电 影 在 这 一 伟 大 进 程

中，也应该有其独特的贡献。

一

近十几年来，中国主流电影在

许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以市场

来看，年度总票房从 10亿元左右，攀

升至 500亿元以上，规模已经成为全

球第二。如果以银幕数量来看，今

年已超越美国，名列世界第一。并

且，在这个大市场中，国产电影也占

据了半壁以上的江山。这些来之

不易的成绩，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结

果，也是全体电影人共同努力的结

晶。其形成的有利态势，为我们的

文化自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和

问题。比如，其一，中国有五千年

的文明史，有大量的历史人物、历

史 事 件 以 及 文 艺 作 品 、神 话 和 传

说，但却很少被搬上银幕。其二，

只追逐热点，追逐明星，追逐流行

IP 的观念。其三，对于影片，只问

娱乐效果，其他一切均不问不管，

同样是某种流行的创作理念。此

外，制作粗糙、观念僵化等创作问

题也屡见不鲜。

以上种种问题，都与急功近利

的 创 作 态 度 密 切 相 关 。 这 些 做

法，既不一定能保证短期的成功，

也 不 利 于 长 久 的 发 展 。 有 史 以

来 ，只 有 娱 乐 的 电 影 从 来 就 不 是

好 影 片 ，也 不 会 受 到 大 批 观 众 的

喜 爱 。 而 之 所 以 形 成 这 些 弊 端 ，

其 实 也 都 与 缺 乏 文 化 自 信 有 关 。

只 有 坚 持 文化自信，逐一破解，才

能稳固基础，确保国产电影在中国

市场的主流地位。

二

与好莱坞的竞争，是建构中国

主流电影的另一个重要关键。数

十年来，好莱坞以其资金、技术、经

验、人才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一

直称霸世界影坛。全球能与其在

自己的本土市场上一较高下的国

家或地区，屈指可数。

中国现在已经是这极少的国

家之一，中国观众对本土电影的热

情，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因素。在自

己的土地上作战，是中国主流电影

的重大优势。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中

国电影迟早会走向世界市场。与

本土作战相比，其所遭遇的挑战或

困难将更加巨大。尤其在西方市

场 ，包 括 文 化 差 异 在 内 的 各 种 障

碍，都会接踵而至。但中国综合国

力的不断提升，将会十分有助于中

国电影的“走出去”，“硬实力”对

“软实力”的支撑，必然会一步步地

彰 显 。 终 有 一 天 ，中 国 制 造 的 电

影，也会像中国制造的高铁、IT 一

样，在世界随处都可以看到。

这样，无论在本土还是海外，

中国主流电影的主要竞争对象，都

是好莱坞电影。只有坚持文化自

信，不断提升作品的质量，我们才

可能达到上述的理想。

三

以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中国

主流电影可以概括为：类型化与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高 度 融 合 。

前者为大众喜闻乐见、经过市场检

验的故事讲述方式，而后者则是中

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精髓。

两 者 之 间 相 辅 相 成 ，相 互 支

撑，最终可以形成强大的合力。一

方面，主流电影包含多种多样的类

型表达，无论是负有意识形态使命

的主旋律电影，还是动作、喜剧、爱

情、伦理、警匪、武侠、歌舞、体育、

惊悚、历史、传记等不同样式，乃至

复合类型片与艺术电影，只要其传

达的思想和主题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就都可以汇入中国主流

电影。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需要一定的载体，才能传向四面

八方。而类型往往可以成为强大

而 有 效 的 载 体 ，以 诉 诸 情 感 的 方

式，让观众接受其中的思想。我们

反对“唯娱乐论”和“唯票房论”，但

不 能 简 单 地 排 斥 影 片 的 娱 乐 品

质 。 近 来 打 破 票 房 纪 录 的《战 狼

2》，其类型色彩、娱乐色彩与其高扬

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样明显。而在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经

典中，诸如公安片《羊城暗哨》、战

争片《南征北战》、惊险片《渡江侦

察记》等一大批作品，都在弘扬主

流价值观的同时具备类型与娱乐

的色彩。所谓“寓教于乐”，“乐”之

不存，“教”将焉附。

此外，建构中国主流电影，还

需要团结广大电影人，整合电影资

源。香港电影人近年来执导的国

产 电 影《中 国 合 伙 人》《智 取 威 虎

山》《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都

是引发关注并且口碑与票房双赢

的作品。因而，如何发挥港台乃至

全球电影人和电影业的潜力，也是

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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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一百年”的宏

伟目标下，我们应当加倍努力，在

文化自信中建构中国主流电影。

IP改编热背后的文化误读

近年来，IP 成为中国文化产业中最为重要的热词，持续受到资本和舆

论的热捧，经由 IP改编的影视作品成了产业主潮。但是，以“粉丝经济”为

基础的影视IP改编远没有发掘出应有的潜力。事实上，文化产业与资本对

IP与粉丝经济的盲目推崇，是基于传统文化生产结构的一种误读，忽视了

媒介融合语境下全球范围内青年文化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文化格

局。因此，通过对当下媒介生产与消费过程中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权力关

系、青年文化的全新流动性特征、文化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身份的融合等

议题展开分析，可以认为，IP改编理应与当下媒介环境与文化结构的革新

相适应，应依靠于当下的青年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来保证文艺生态的

生命力和可持续性，由此推动艺术创作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赵宜：《从“文本盗猎”到“媒介雪球”——青年文化承诺下的 IP 进化

论》，原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 4期）

微信时代的文化场域

微信的登录界面，曾遭到年轻用户们的诸多调侃：“在这个巨大的蓝

色星球里，踽踽独行的个人究竟站在世界的哪个经纬度？”这个意味深长

的图标和王安忆对文学的说辞有点不谋而合，个人面对世界的时候，可

以联合周边的人共同战斗。而面对自己内心，却是旁人无法触及的孤独

与私人化，所有人都在与自己作战。而文学就是为这些孤独战场串联消

息，以期告诉世人，人类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的微信模式，不仅仅是

情感的初次交流，更有各类思想的碰撞，强弱结合、理性与感性相伴的场

域流转不仅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普遍的温情，也让人们从阅读中体

会到人的最古老的自我搏斗是不变的，然而，一个人在阅读与交流中汲

取的力量希望足以安然过一生。虽然科技造就时代，阅读的方式不断在

变化，但是文字的力量是永恒的。

（张鸿声、李晓滨：《微信时代的文化场域与文艺形式》，原载于《艺术

百家》2017年第 5期）

坚定文化自信 彰显地方特色
——谈浙江德清文艺精品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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