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遗产应当在保护中利用
■文化遗产不应只是少数专业工作者呵护的对象， 不应 “锁在

深闺人未识”， 而应当融入文化和社会， 在保护中利用， 在利用中

进一步诠释和丰富它的历史、 科学、 艺术和社会价值

■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 对待传统艺术， 不肢解歪曲， 不

盲目逢迎———这就是文化自信

昨天举行的“政协委员谈坚定文化信念讲好中国故事”记者会吸引了众多中外记者前来采访。 本报特派记者 赵立荣摄

用行动让更多人感知文化魅力
———记两位守护“传统文化”的代表委员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口号，
需要行动。

单霁翔、沈铁梅这两位代表、委员，
用不停歇的脚步、不偷懒的“笨方法”、不
断的思考、探索，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让更多人感知文化魅力，树立文化自信。

“故宫守门人”单霁翔：用
“笨方法”守护世界文化遗产

“故宫是世界上观众来访数量最多

的博物馆。自‘限流’措施实施以来，２０１６
年观众超过 １６００ 万人次，其中海外观众

３００ 余万人，创历史新高。 ”全国政协委

员、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用略带沙哑

的声音说。
如何守护好管理好这份文化遗产，

单霁翔用的是“笨方法”。
从神武门向西沿故宫巡查一圈，这

是单霁翔自 ２０１２ 年初上任之后很长一

段时间内的“每日功课”。 为了踏遍故宫

９０００ 多间房子的每个角落，他甚至准备

了 ２０ 多双便于行走的布鞋。 正是这种

“笨办法”，让单霁翔对故宫的“家底”心

中有数，对安全隐患了然于胸。
在单霁翔眼里， 文化遗产不应只是

少数专业工作者呵护的对象，不应“锁在

深闺人未识”， 而应当融入文化和社会，
在保护中利用， 在利用中进一步诠释和

丰富它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
近年来， 故宫博物院注重面向公众

开展教育活动， 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各

类活动。据统计，每年在故宫里开展有组

织的公众教育活动多达 ２５０００ 场， 直接

参与观众 ２０ 万人次；已举办 １０１ 期“故

宫讲坛”，内容涉及古代建筑、文物研究

与鉴赏、明清历史、文物科技保护等诸多

领域，拥有大批“骨灰级铁粉”。
自称为“故宫守门人”的单霁翔，十

分清楚互联网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力量。
他今年带来的 １６ 份提案中，有一份就是

关于促进博物馆实施 “互联网＋中华文

明”的提案。
“博物馆应准确把握青年人的兴趣

和关注点，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以富

有内涵且饶有趣味的形式推广传播，就

可以把‘阳春白雪’的内容变得‘喜闻乐

见’。 ”单霁翔说。

川剧名家沈铁梅：革新助
推中国川剧走向世界

川剧重演不重唱、好看不好听？一提

川剧就是“变脸”？
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市川剧院院长

沈铁梅多年来一直潜心思考： 在快餐文

化与好莱坞大片的影响之下， 如何让优

秀的传统戏曲艺术在今天焕发生机？
一次次实践与探索， 让沈铁梅理清

了思路———拯救川剧需要革新。
“首先要解决川剧声音的美感问题，

让川剧不仅演得美，更要唱得美。”经过多

年潜心钻研，沈铁梅发现，艺术表演可以

引导观众，让观众发现、领悟艺术之美。
从 ２００４ 年到现在，沈铁梅带领着表

演团队频频出访，踏上美国、法国、瑞士、
匈牙利等国家的土地， 一次次将川剧艺

术送上西方国家星光璀璨的艺术舞台。
为了推动中国川剧走出国门， 沈铁

梅几乎每年都在人代会上建议拓展传统

艺术国际视野。
２０１５ 年，她提出要用世界语言讲述

中国故事 ，促进 “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 ；
２０１６ 年，她提出提高翻译准确度助推中

国戏曲走出国门；今年，她又为向世界展

现中国戏曲艺术提出建议……
１０ 多年来， 沈铁梅每走出去一次，

就自信一次。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沈铁梅

看来，对待传统艺术，不肢解歪曲，不盲

目逢迎———这就是文化自信。
在一座座欧洲艺术之都， 她专门为

西方观众讲解中国戏曲程式， 帮助他们

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规律。“传统中

国文化中的艺术程式和意境之美， 充满

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沈铁梅说。
身材娇小的沈铁梅信心满满， 她要

将中国传统艺术引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新华社记者 姜潇 施雨岑 丁小溪

（据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７ 日电）

文化是特殊行业，需要带着情怀
奚美娟：资本不能只投资成熟剧作，也应对作家编剧前期创作给予支持

“要想推动文化走出去，加强文化市

场监管迫在眉睫。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文联副主席奚美娟在“两会”期间被追问

最多的就是对票房造假的看法。 目前，让
她感受最大的短板是文艺市场监管不力，
“这些现象，表面上看是经济利益，其实，
更大的破坏力在于对整个行业诚信体系

的破坏，以及对整个文化生态的损害”。
目前，我国电影票房保持每年 30%

的高速增长， 加上国内影视企业和投资

机构项目运作的日臻成熟， 吸引了大量

资本涌向影视文化产业。奚美娟说，在这

样的背景下， 社会上产生对票房真假的

疑惑，让整个行业蒙羞，也对整个文化生

态造成影响，“电影的逐步专业化、 市场

化是一件好事，但文化是一个特殊行业，
不能简单地作为资本单一粗鄙化的增长

点，还需要带着情怀”。
资本的投入对创作本身的影响也不

小， 有些文艺作品创作性减少， 创作心

态变得浮躁， 甚至连下基层的时间都没

有。 “以往， 我拍戏时总要到与剧情相

关的生活场景待很多天， 才能塑造出活

生生的人物， 现在短平快的节奏让这样

的体验机会越来越少 。” 奚美娟建议 ，
资本不应该单 单 投 资 成 熟 的 剧 作 ， 也

应 该 对 作 家 编 剧 前 期 创 作 给 予 支 持 ，
让 艺 术 家 能 更 安 心 地 做 好 一 部 作 品 ；
同时， 应该对资本方提出准入要求，防
止以单一利益为目标的情况发生，“对于

市场的监管应该更加有序， 不能停留在

初级阶段”。
近期，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表演

专业举办首次招生考试， 作为表演系首

席教授的奚美娟， 对人才准入提出了新

的要求。 “无论科技如何改变，艺术人才

的塑造、成长规律并没有变。我们尝试

静下心来给年轻人提供学习和专业培

训的机会。 ”
不少艺术院校招生时招了不少顶

着名人光环的学生。奚美娟表示，年轻

人一定要能顶住社会各方面的诱惑，
打好艺术基础，出去后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年轻时有一种教学模式是从理

论到理论，学校是长期脱离实践的，现
在这种模式已经不太适合行业发展。
我们愿意付出努力， 把一线经验传递

给更多年轻人。 ”
（本报北京 3 月 7 日专电）

传承优秀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五位政协委员妙语连珠谈文化自信———7 日下午，连日来被记者们“围追

堵截” 的全国政协委员刘长乐、 冯骥

才、苏士澍、成龙、海霞等现身北京梅

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建言献策。
关于文化自信， 委员们有许多心

里话要说。他们妙语连珠，用许多生动

案例与故事分享了各自对文化自信及

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解。

冯骥才： 了解清明，可
以从体验古人插柳开始

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优秀传

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如何

让青少年发自内心地认可、 自觉地传

承？ 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对此表示，
文化是以人为 本 的 ， 文 化 不 只 是 知

识。 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循循善诱， 让青少年体

验传统文化，并在其中感受到热爱、喜
欢和幸福。

冯骥才举例说，清明节即将到来，
家长、 老师不应仅仅满足于通过书本

告诉青少年关于清明的传统知识，还

可以和孩子一起踏一踏春天的草地，
体验古人插柳。 这种与大自然的亲和

会伴随他们成长。
在现场，几位委员不约而同地“点

赞”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

传统文化综艺节目。冯骥才表示，这些

节目不断创新， 用大众特别是年轻人

喜爱的方式激起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大家的文化修

养，“人的修养不是一天就能养成的，
气质和修养很难一蹴而就。 文化的事

要慢慢地做、踏实地做。 ”

海霞：根植传统文化才
能戳中观众“泪点”

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电视台新闻

中心新闻主播 海 霞 用 一 组 数 据 说 明

《中国诗词大会》有多“火”：“第一轮播

出收视人群近 12 亿，2 月中旬微博话

题阅读量达 9000 多万次， 网络点播

600 万次。 ”在她主持的 《新闻联播 》
中，老百姓自拍的《厉害了我的国》也

戳中观众“泪点”。究其原因，海霞在与

节目主创人员交流中得出结论： 它们

根植于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传统文

化宝库。
作为节目制作方的一员， 海霞表

示， 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他们也

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个回报不是拿

奖，而是心里的成就感。 “节目引起全

社会的关注、 点赞， 吸引大家重温经

典、珍视传统，并在传统中找到初心、继

续前进，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风化人。 ”

苏士澍： 写好中国字，做
好中国人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苏士澍继续为书法进课堂呼吁。 作为

两届政协委员， 他多次提出 “写好中国

字，做好中国人”。
如今，教育部已下发通知推动“书法

进课堂”。为缓解调研中发现的“缺老师”
的严峻现实，苏士澍介绍，中国书法家协

会组织实施的“翰墨薪传工程”中小学书

法师资培训也已开启，计划用 5-7 年时

间培养 7000 名书法老师，师资的问题将

逐步解决。在他看来，只有把教师的岗位

和编制解决好， 才能更好地解决书法进

课堂问题。
苏士澍呼吁设立全国汉字书写日，

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写好中国字、做好中

国人 ” 的社会氛围 。 让国人在一 横 一

竖、 一撇一捺中体验汉字之美， 在纸正

笔正、 身正心正中升华优秀品质。 “汉
字是中华民族之根， 设立节日是为了更好

的传承。 从小写好中国字， 长大做好中国

人， 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 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传承下去。 ”

刘长乐： 世界需要真实、
多元的中国题材

怎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全国

政协常委，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 行政总裁刘长乐说：“民间小调

《茉莉花》在乾隆时代被英国公使秘书巴

罗用五线谱记下乐谱并传到西方，1924
年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创作了著名歌

剧《图兰朵》，主要音乐素材就来自《茉莉

花》，演出时一鸣惊人，造成了非常强烈

的‘中国震撼’。这说明民族的、美好的东

西能为全世界了解、接受。 ”
曹文轩老师的儿童文学作品 《草房

子》也给了他启示，他说：《草房子》讲的

是从苦难中奋发图强， 作品里有很多悲

悯情怀，这是真实、多元的中国题材，也

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例子。他认为，要
讲好中国故事， 不妨考虑一下世界需要

什么题材。 最近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奖的伊朗电影《推销员》，以人性和人类

的共同情感作为题材，便是生动的例子。

成龙：只要你努力，所有的
梦想会来找你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成龙的 “中国故事”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

点。 谈及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感受，
成龙直呼 “没想到”。 从最初在好莱坞默

默无闻到成为中国人的名片， 成龙分享了

自己一路走来的点滴， 他说：“不管有没有

人看见，坚持用心做一样的东西，最终会获

得成功。 ”
成龙表示自己也在电影事业中不断成

熟、成长。 “原来我的动作可以影响到那么

多人，那我以后拍电影要考虑，除了‘打’，
也要把中国文化加进去。 ”

谈及进口大片对中国电影市场 的 冲

击，成龙坦言“是压力也是动力”。 “如果我

们只是‘关门’拍电影，没有竞争， 不会成

功。” 同时他也希望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

给予更多支持。
“只要你努力， 所有的梦想都会来找

你。” 成龙说。
（本报北京 3 月 7 日专电）

2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3 月 8 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单莹 一版编辑/储舒婷 二版责编/李征

■本报特派记者 祝越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网红”可为传播传统文化开拓空间
许钦松：对网络直播的监管不能停留在规则层面，还应正确引导价值观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许钦松很“潮”。 连续两年，他的

提案都与流行的网络文化现象相关 ：
去年，他关注方兴未艾的网络剧和“二

次元”动漫；今年，则将目光投向了时

下最为火热的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需兼顾平台监
管与内容创新

作为画家， 许钦松在创作上坚持

深入实地；作为政协委员，他的提案都

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过去

一年， 用户数量的激增令网络直播平

台野蛮生长，不断暴露出监管乏力、内

容低俗暴力等问题， 损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影响其健康发展。
由于长期从事公益书画活动 ，许

钦松经常有机会与家长交流 。 他说 ：
“我注意到，网络直播在青少年群体中

尤为盛行。 每个人都能做‘网红’，一些

人为了‘吸粉’大打擦边球，直播内容

有的黄色低俗，有的宣扬奢侈生活、颜

值至上、金钱至上。 送礼物、发红包等行

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
这是我所担忧的。 ”同时他也认为，网络

直播平台能短期内在青少年中产生巨大

影响，其优势值得研究。“比如，网络直播

平台不设门槛， 为有才华有创意的个体

提供充分展示和分享的渠道， 通过互动

能使观众获得最大程度的参与感。 ”
对此，许钦松建议，对于直播平台的

内容可采取“把握最低限度”和“可清晰

预判”原则。前者意味着要划定网络直播

平台的内容“红线”，后者则是对网络直

播的监管出台更加清晰的细则， 给广大

直播平台参与者以明确的指引。
在此基础上，许钦松进一步建议，对

网络直播的监管不能停留在规则层面，
要以可有效执行、可落地的执法为前提，
正确引导价值观。 “网络直播是新生事

物，还不成熟，需要兼顾平台监管与内容

创新， 从而更好地利用其促进文创产业

的发展。 ”许钦松对此总结。

传统文化传播离不开新媒体

在提出监管建议的同时， 他也对新

模式下的传统文化传播作了 认 真 研 究

与思考。 在他看来，传统文化要走出去，
离不开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 新 媒 体 传

播 。 他建议 ，针对网络直播参与面广 、
实施便捷等优势，在监管的同时出台鼓

励政策、扶持优秀内容，净化生态环境。
在许钦松看来， 当前传统文化的传

播面临着三个问题： 一是传统文化在形

式上普遍存在过于学术化等问题，使受

众在心理上觉得高不可攀；二是全民娱

乐化倾向突出，使得公众对于传统文化

的兴趣和接受意识淡薄，难以进行有效

推广 ；三是引导力量不足 ，民间社会组

织又无法有效整合资源。
“除了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还必须

重视传统文化的横向传播， 让具有浓厚

历史特性的传统文化能在当代有效传播

推广，并得到当代人民群众的喜爱。 ”许
钦松在提案中说。 一些从事传统文化的

艺术家和学者对新媒体技术缺乏深入了

解， 使不少传统文化产品传播仍停留在

沉闷老旧的形式上， “这无疑无法吸引

越 来 越 多 年 轻 人 对 传 统 文 化 产 生 兴

趣。 ” 他对此感到忧心。

许钦松认为，诸如网络直播这类

新兴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传承与传

播提供了新的思路。 用好这些新兴技

术，可为传统文化传播开拓一片广阔

空间。
（本报北京 3 月 7 日专电）

奚美娟代表。
本报特派记者 叶辰亮摄

许钦松委员。
本报特派记者 赵立荣摄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让古老的书法艺术薪火相传

苏士澍现场提笔演示，呼吁
破解汉字书写教育难题

昨天下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

书协主席苏士澍再次为破解汉字书

写教育亟需解决的难题发出呼吁。
“有些学生连怎么握笔都不知道，竟
然用握拳的方法在握笔书写……”
在记者会现场， 苏士澍边演示边感

慨地说道。
近年来， 为推动青少年汉字书

写教育， 苏士澍联合其他全国政协

委员先后走进 20 多个省市 60 多个

地市县的近 100 所中小学，就“书法

进课堂”实施情况进行调研。 “影响

书法进课堂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缺

少书法老师。 特别是由于书法没有

被列为一类学科， 很多高校毕业生

无法到学校当老师。 ”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中小学校书

法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 书法

教师严重短缺、 开课率严重不足等

教学难题，他此次在会上呼吁：从今

天开始， 我们要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多动笔写字； 要投入更大的力量加

强书法教师培养，拓展电脑、互联网

等现代化教学平台，大力推进“书法

进课堂”汉字书写教育，教导孩子们

会写字、规范写字。
本报特派记者 赵立荣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