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故宫博物院又引发公众新一波的

关注。正月十五、十六，故宫博物院推出“紫

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首次面对公众开放

夜场。灯光绘制的《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

图》在古城墙上铺陈开来，康熙、

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五位皇

帝御笔的“福”字在太和门轮番

映 出 ，行 云 流 水 的 民 乐 声 在 东

雁 翅 楼 悠 长 婉 转 地 奏 起 ……

“ 唯 美 绝 伦 ”“ 美 轮 美 奂 ”“ 美 哭

了”，元宵节“放大招”的故宫博

物院又圈粉无数，引来新一轮的

观展热潮。

浏览全国各地各大博物馆，

笔者发现，不止故宫博物院，河

南郑州、浙江杭州、四川广汉等

很多博物馆都以各种各样的方

式 ，为 观 众 提 供 独 特 的 参 观 体

验 ，让 公 众 感 受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比如河南博物院，除了推出

猜灯谜、制作灯笼活动，还举办

了元宵节专场音乐会，并设置了

听音识曲、乐器小“识”等多个互

动环节，让观众在博物馆里“闹”

元宵；为了配合正在展出的“玉

魂国魄——荆州楚国陵园和贵

族墓出土玉器展”，西湖博物馆

邀请观众体验玉器精美纹饰的

“诞生”方式；在三星堆博物馆，

上 百 位 演 员 身 着 古 装 ，在 三 星

堆园区祭台前呈现 3000 多年前

古 蜀 人 的 祭 祀 场 景 ，让 观 众 在

体验传统中感知历史。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

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如今，随

着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提高，衡

量一座博物馆是否“合格”的标准，不仅取决

于其馆藏文物丰富的程度，还在于其在多大

程 度 上 与 人 民 大 众 的 生 活 产 生 连 接 。 近 几

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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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可以

看到，为了让博物馆“活”起来，各

地博物馆做出了种种努力和积极

的 探 索 ，展 览 展 出 形 式 更 加 丰 富

多彩，也更贴近观众，使得博物馆

不再是高冷殿堂，让“养在深闺人

不 识 ”的 珍 贵 文 物 以“ 接 地 气 ”的

方 式 走 向 大 众 ，让“ 国 宝 ”背 后 的

历 史 内 涵 、人 文 典 故 得 到 传 播 传

承。同时，很多博物馆推陈出新，

引 入 新 科 技 手 段 ，丰 富 观 众 的 观

展 体 验 ，让 更 多 人 爱 上 了 逛 博 物

馆 ，很 多 展 览 出 现 了 一 票 难 求 的

现象。

博物馆“活起来”的成果让人

欣喜，同时也应该看到，博物馆要

发 展 长 远 ，还 需 要 博 物 馆 管 理 者

和 研 究 人 员 ，在 文 物 资 源 的 基 础

研 究 方 面 下 功 夫 ，因 为 只 有 研 究

到 位 ，才 能 活 化 充 分 ；另 一 方 面 ，

博物馆“活”起来的方式也要有节

有 度 ，要 拒 绝 哗 众 取 宠 、华 而 不

实，打着“探秘”“真相”旗号的“文

物 秀 ”等 做 法 ，虽 然 能 够 吸 人 眼

球 ，但 带 来 的 恶 果 却 是 变 相 消 解

传统文化的价值。期待更多的博

物 馆 开 展 内 容 充 实 、形 式 多 样 的

展 览 活 动 ，拉 近 文 物 与 公 众 之 间

的 距 离 ，竭 尽 所 能 地“ 让 文 物 说

话”，让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物不仅在

博 物 馆 中 ，也 在 百 姓 的 生 活 中“ 活 ”起 来 ，

“活”起来的博物馆才能散发出经久不衰的迷

人魅力。

临江仙·题漫画《节后上班》
何 鹤/词 黄 卓/绘

酒未及时随梦醒，依然醉意醺醺。扶墙也做上

班人。假期虽短暂，胖了许多斤。何事眼前天地

转，无端困倦缠身。纵知休负此新春。欲将旗鼓

整，打不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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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乡，笔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家里手机泛

滥。无论男女老少，都钟情于抱一部手机，独自

沉浸。面对手机喜笑颜开，当面交流却话语减

少。更令人担忧的是，智能手机在青少年乃至幼

童间也愈发流行。十几岁的大孩子通过手机看

视频，三四岁的小宝宝用手机玩游戏，通常一看

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许多家长对

此熟视无睹，更把孩子熟练使用手机看做聪明的

象征。

长时间看手机对孩子的危害不言而喻。但

是，当家长都沉浸于手机的环境里时，孩子又怎

能逃离其中呢。况且，手机里的内容本就已让

孩子们欲罢不能，成人如果不约束，反而加以鼓

励，那后果自然可想而知。幼年时养成不良习

惯，随着年龄增长，影响会愈加凸显，等到孩子

健康和学习方面有所体现时，再进行干预，就

为时已晚 了 。

近日，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师范大学地理

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赵志忠建议，应尽快立法禁

止 16 岁以下少年使用智能手机，更不允许将智能

手机带入校园，原因是沉湎于智能手机影响学生

的学习、情志以及身体。是否需要立法禁止，这

里不去探讨，但减少不恰当使用智能手机给青少

年造成的危害，不仅需要学校教育引导，家庭和

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更多反思。更为紧迫

的是，从成人做起，从家庭开始，有节制地使用

手机，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 （屈 菡）

近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

《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

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对短视频的发布者

和平台方提出详细要求，其中一大亮点是

将“弹幕”划入“先审后播”的范围，进行“实

时管理”。

弹幕“先审后播”的举措，在当下意义重

大。众所周知，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但发

生在网上的不良信息，对社会稳定和文化健

康都有潜在的威胁。不论是涉及低俗、色情

和敏感话题的信息，还是涉及人身攻击的有

违法嫌疑的内容，一经发布，都会产生难以

预估的危害。

我们对弹幕“先审后播”不能小视，更要

注意审核的方式和尺度。一方面，我们不必

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不应该有过度紧张的

情绪，要知道大多数弹幕内容是网友喜闻乐

见的，如果发布门槛过于苛刻，未免会造成

大量“误伤”。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那些真

正有害的内容严格审查，决不能让污浊和虚

假的内容充斥在电脑屏幕上。

作为网络亚文化的一种，弹幕文化的存

在，体现着社会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多

元化。长期而言，我们应该在尊重多元化

的基础上，实现弹幕内容的健康化和清净

化，让大家拥有一个和谐美好的网络文化

环境。 （子 知）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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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学术当道具
夕 君

一线评论

2019 年的“欢乐春节”“文化中国·四海

同春”等海外庆新春活动逐渐进入收官阶

段。自正式定名以来，“欢乐春节”和“文化

中国·四海同春”等品牌活动覆盖面越来越

广、项目类型越来越多、融合度越来越高、效

果越来越显著，给海外华人华侨带去了新春

的问候，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渲染了

浓厚的年味儿。

我们也要注意到，某些海外庆新春活动

固化了文艺演出、领导慰问、展板宣传等模

块，覆盖人群也有固化趋势。百尺竿头要进

一步的话，海外庆新春这个“旧”活动就要有

“新”创意。所谓新创意，就是要让人眼前一

亮，这既包括旧元素新组合，也包括新元素

旧组合。其核心便是更好地让当地民众理

解中国春节、享受中国春节。

国内许多常见的活动方式在海外是很

新 颖 的 ，效 果 一 如 国 内 兴 起 之 初 。 泰 国

2019 年“ 欢 乐 春 节 ”文 艺 演 出 首 场 活 动 邀

请了该国两位年轻偶像来讲解己亥猪年，

舞 台 外 里 三 层 外 三 层 的 粉 丝 用 普 通 话 说

“ 新 年 好 ”的 声 音 震 动 了 整 个 曼 谷 暹 罗 广

场。显然，这种和我国流行文化界类似的

做法和“新一代人的春节”的活动主题高度

吻合。不难想象，加以坚持并持续深入的

话，该国的流行文化中将更多见到中国春

节 的 踪 影 。 破 除 海 外 庆 新 春 活 动 的 剧 场

化、圈子化、高层化等问题，可以参照国内

外的优秀经验，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加快推

进和当地的融合。

某中资机构员工曾向笔者感慨：年三

十和年初一要上班，下班就要回家守岁，不

能去看演出，不能去逛庙会，很担心 3 岁的

孩子回国后不知道什么叫过年。其实，这

类人群占海外华人华侨的大多数，他们有

着强烈的春节观念，但限于放假、交通等问

题 无 法 参 与 到 活 动 中 来 ，只 能 在 家 空 叹 。

我 们 常 说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要 具 备“ 公 益 性 、

基 本 性 、均 等 性 、便 利 性 ”，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也适用于海外庆新春活动。所以，在充

分考虑当地民情的前提下创新传播方式，

在 现 场 展 示 的 同 时 采 用 更 多 更 好 的 传 播

方 式 成 为 一 种“ 必 须 ”。 比 如 能 否 采 用 国

内常见的网络直播、照片瀑布流直播等方

式，甚至是主播导赏、弹幕、现场和网络互

动等。

无论是内容形式上的创新、传播方式上

的创新，都是为了春节文化更好地传播。在

泰国期间，中国文化艺术团的部分演职员讨

论起央视播放的文化快闪新闻：假如我们在

泰国也来一场文化快闪，比如大街上唱首中

文歌跳个广场舞，泰国当地民众一定会很新

奇，会更深刻记住我们

的春节吧？！

海外庆新春，假如来场“文化快闪”
简言之

民间文艺当与百姓血脉相通
石 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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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绣蜚声内外，为何新疆哈密天山

乡也能因为刺绣而成为民间文艺之乡？孔雀

舞、扇子舞、狮子舞等中国舞蹈各具特色，山

东菏泽大屯镇有何特殊舞技得以跻身民间文

艺之乡？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为何彝族服饰

让四川凉山新城镇当选民间文艺之乡？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2018-2020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全国

175 个县（县级市、区）、乡镇（街道）入选。一

个个别具特色的民间文艺之乡，让群众文化

生活丰富多彩，让祖国的文化土壤色彩斑斓。

除了美术、戏曲、体育等 非 遗 项 目 外 ，

摄影、合唱、油画等样式也成为民间文艺之

乡打出的特色牌。在去年新修订的《“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和管理办法》中，

“被当地群众普遍熟知和认同”“拥有民间

文化艺术活动的品牌项目”“具有典型示范

作用和推广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

践富有活力，当地群众文化认同感强”等内

容，透露出一个信息：接地气、有人气是评

选的重要标准。传统项目也好，新兴门类

也罢，只要能装点起一方土地的文化氛围，

就能打造出群众文艺的特色品牌。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是为了留住

“即将消逝的美丽”，避免成为“博物馆的摆

设”；而作为群众文化示范性活动，评选民间

文艺之乡，则以文艺活态传播、深入人心为

前提。在陕西安塞，会表演腰鼓的将近万

人；在河北吴桥，“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成了人尽皆知的

地域名片；在江苏无锡丁蜀镇，陶瓷从业人

数占常住人口总数的 43.5%，1.2 万多家家庭

作坊形成开采、加工、销售、科研一条龙的完

整产业链。或因为带出一条致富路，或因为

茶余饭后众口传唱，这些文艺形式成为生活

方式的一部分，扎根于那片山水，浸润到当

地人民的血脉之中，拔不出、分不开。

相比一些地方文化下乡叫好不叫座，一

些非遗项目只能在展示馆里勉强维持，民间

文艺之乡无疑有更多的受众与知音，观众

成为演员、欣赏者成为从业者的情况亦不

在 少 数 。 有 人 说 ：基 层 就 是 大 舞台，群众

当中有高人。民间文艺在为群众奉上一道

道文化大餐的同时，也要从人民当中汲取

“烹饪技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

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民间文艺

为人民“输出”文化活动，人民为民间文艺

“输入”源头活水，这样的动态平衡使文化

永葆活力。

从民间文艺之乡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从国家园林城市到全国文明城市，“国字号”

荣誉是不少地方为之奋斗的工作目标。但名

头不是噱头，称号莫作口号。相比往年公布

的中国民间文艺之乡名单，这次的名单中，有

的县乡首次亮相，有的则已落选。原文化部

规定中国民间文艺之乡命名周期为 3 年、已

命名的在下一次评审时需重新申报，也是为

了砥砺地方不要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前，做

好传播推广、人才培养等工作，让民间文化

始终与百姓血脉相通。

大腔小调等民歌唱出了山西左权温柔

质朴的民风，而木版年画早已与天津杨柳青

的名字紧密相连。正如一位人类学家说：人

是文化的存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诗与

远方或油盐酱醋，无论何种形态，文化都要

扎根于土地、落实于个人。文化深入日常生

活，群众成为民间文艺的主力，社会主义先

进 文 化 的 发 展 就 有

了不竭的力量。

人们的文化获得感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生

活的新动态里。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伴随人们又度过一个新春佳节的日子里，

文化和旅游消费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

成为这个春天里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化音符。

教育家陶行知说：“春天不是读书天。”其

实他是希望孩子们“掀开门帘，投奔自然”，感

受自然、体悟人生，在生活中接受教育，在自然

中得到熏陶。越是充盈着文化底蕴和文化活

力的地方，越是彰显出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一个地方的文化内涵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

更体现在市民的言谈举止中。文化传承需要

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如今越来越多

的人走进图书馆，唐代翁承赞说：“读书声里是

吾家。”正是一字一句的吟诵奠定了文化传承

的坚实基础，成为烛照文化传承路径的星火，

而我们的脚步一直向着家的方向。

从净化文化市场到保护知识产权、从推进

文艺创作到搭建文旅融合平台、从坚定文化

自信到加强非遗保护、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把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

的根本目的，进一步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

文化获得感，成为这个春天里各地两会的热

词。当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各地丰富的文

化资源、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政策的春

风形成合力，文化建设注定会走进一个令人期

待的春天。

宋代李清照有云：“雪 里 已 知 春 信 至 。”

春天的希望源于之前的播种，经过一个冬天

的滋养，酝酿出春天奋斗的力量。在春耕时

节 再 接 再 厉 ，在 民 族 复 兴 的 春 天 里 挥 汗 耕

耘 ，文 化 工 作 者 应 该 着 力 提 高 自 身 素 养 、凝

聚 社 会 共 识 、淳 化 民 风 民 俗 、引 领 文 化 风

尚 。 只 有 扎 根 生 活 、倾 听 时 代 ，才 能 对 社 会

和人生有更深刻的体悟，才能创作出无愧于

时 代 、无 愧 于 国 家 、无 愧 于 民 族 的 优 秀 作

品 。 积 极 传 播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革 命 文

化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用 丰 富 多 彩 的 艺 术

形 式 积 极 呈 现 独 特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新 貌 ，是 文 化 工 作 者 的 光 荣 使 命 ，这 需 要

文 化 工 作 者 挖 掘 文 化 内 涵 、拓 展 内 容 形 式 、

创新活动方式，让人们在广泛参与中丰富文

化体验、感悟文化精髓。

在 这 个 春 天 ，我 们 要 重 新 审 视 脚 下 的

热 土 。 传 统 文 化 因 互 联 网 而 为 更 多 的 人 所

了 解 ，富 有 时 代 气 息 的 剪 纸 、年 画 让 传 统 习

俗有了新的内涵，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和感受

到 了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 在 语 言 、形 式 、材 料

等 方 面 博 采 众 长 、融 会 贯 通 ，创 作 出 具 有 时

代 气 息 的 作 品 ，在 完 成 精 神 内 核 建 构 的 同

时，也展现了文化工作者的文化自信。描摹

文化的脉络是为了走向更广阔的未来，从蓝

图的绘制到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付出艰辛努

力。人们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在波澜壮阔

的 大 时 代 里 交 汇 成 一 曲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铿锵步履，演绎出勇于

追 梦 、奋 力 圆 梦 的 时 代 强 音 ，凝 聚 起 共 创 未

来的磅礴力量。这是一个讲述文化故事、回

荡文化旋律的春天。

春天的文化旋律
党云峰

近日，顶着“博士”“学霸”等头衔的演员翟

天临被北京大学认定学术不端并予以博士后退

站处理一事尚未平息，北京电影学院又公布撤

销其博士学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致歉，一时也

并未获得公众的谅解。据传，由他主演的某电

视剧，也因而遭到播出平台撤档。

现代文娱产业背景下，明星玩“人设”早已

不是新鲜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之初

的好莱坞。“学霸”“好丈夫”“好妈妈”等身份加

持与明星演艺事业密切相关，甚至相得益彰。

但是，玩“人设”的前提是不能突破底线，所谓

底线，既包括诚信求实等道德底线，更包括法

律底线。挑战底线的“人设”注定崩塌，相关个

人也将承担来自法律、舆论以及事业、商业等

多方面的责任和损失，翟天临如此，高云翔、

吴秀波等都是前车之鉴。

明星之所以越来越热衷于玩“人设”，除了

与个人的虚荣心等有关，也与粉丝的“窥视欲”

膨胀，对明星的关注从演艺事业蔓延至私生活

直接相关，“买主”催生了“卖主”，甚至衍生出部

分流量明星不靠作品立足，而靠不断制造“话

题”保持活跃的怪相。从这个意义上说，粉丝也

需要调整心态，理性对待明星。

近一段时间，行业、社会、舆论对个人品行

操守存在污点的明星日益抵制，这对促进文娱

行业风清气正不无好处。而翟天临事件值得

追问、思考之处，却不仅局限在明星“人设”问

题上。

据笔者了解，按照一般程序，博士生在导师

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后，应先“查重”；“查重”合

格后，需将论文与“查重”数据一并上交学校审

核，通过后再匿名送外审；外审合格者，方可组

织答辩；通过答辩，才能获得学位。那么，如今

被发现学术不端的翟天临及其漏洞百出的所谓

“博士论文”，当初是如何在北京电影学院“通

过”层层把关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呢？同样问题

多多的申请材料又是如何“通过”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的博士后进站审核的呢？几番“顺利

通过”是个别人马虎渎职、徇私舞弊，还是相关

管理机 制 不 够 完 善 导 致 的 呢 ？ 学 术 水 准 之

外，翟天临的艺人身份、知名度、所拥有的社

会资源等因素又在其一路成为“学霸”的过程

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明星“学霸”学术

不 端 ，翟 天 临 是 第 一 个 吗 ？ 会 是 最 后 一 个

吗？翟天临事件不仅是一名艺人个人道德修

养的问题，还涉及公共利益，这一串追问，需

要得到回答、反思。

如果说玩“人设”是明星与粉丝、演艺与

资本的一场心照不宣的合谋，只要不违法、不

损害公共利益，那也无可厚非。然而，学术是

严肃的事业，不是任何人的新衣或道具，开展

研究、授予学位等必须严格依法依规进行，不

能鱼目混珠、大开方便之门，资源置换等商业

行为，更不可侵入学术领域——那将不仅是对

学术事业的巨大伤害，甚至是对社会公平公正

的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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