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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 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弘扬传统

文化精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近期，一批中华文明普及读物在上海陆续出版引起书界关注。

其中， 《中华文明三论》 全景式勾勒壮阔丰赡的中华文

明画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列” 与 “同济大学国际

学生感悟中国丛书” 等从古建筑、 古画、 留学生在华见闻等

视角来鲜活讲述。 业内评价， 伴随国内学界、 出版界 “全球

叙事能力” 的提升， 越来越多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精

神、 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结晶， 正源源不断地为世界学

术舞台贡献中国智慧。

身处“唯一历经千年未中断的文明”，中国
学界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从人类历史长河看，什么是我们的文明根柢，我们应该继

承什么样的文明根柢？ 如此重大的问题需建立在扎实的文明史

研究基础上。 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

作了系统分析，提供了基于大历史观的理论框架。

近期，他的《中华文明三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

书馆合作再版推出，含《中华文明的根柢》《中华文明的经脉》

《中华文明的鼎新》，补充了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回顾中华民族

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传承脉络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传统根

源， 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形成和创新， 寻求到历史依据并提供了科学视角和方

法，也为世界文明史的学术前沿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华文明三论》立足于总结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实践，

特别是联系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作出深入

分析解读。比如，姜义华在论述百年来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再造

时，系统总结了中华民族放弃建立汉族单一民族国家诉求，坚

持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放弃建立联邦制国家，坚持建立单一

制国家；修正分权制设计，强化和改善中央集权制等方面的历

史实践，从而使“大一统国家成功再造”的立论建立在坚实基

础上。

“三论”脉络严谨清晰———《中华文明的根柢》总结了中华

文明的三大根柢与四大核心价值。 《中华文明的经脉》延续了

前者基本思路，思考中华文明为什么是有机的整体、中华文明

的价值体系、中华文明的实践体系、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中

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等问题。 《中华文明的鼎新》则讨论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以创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为

中心的文化变革、 文化建设， 在新时代中国历史性伟大变革

中，具有哪些新的内涵、新的要求、新的品格、新的作为。 在资

深出版人陈昕看来，《中华文明三论》 有助于站在文明史的高

度来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和道路， 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

的翻天覆地变化，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文明史研究的不懈努力。

以“故事驱动”增强表达能级，提升国际
传播亲和力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如何增强其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

效性？ 不少出版物采用精准传播方式， 以 “故事驱动” 增强

表达能级，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 区域化

表达、 分众化表达， 从而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 “朋

友圈”。

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列”（英

文版）为例，继《中国神话故事与三十六计》《中国历史著述》《中国成语故事》《中

国历代著名绘画作品鉴赏》《中国历史人物》后，最新《中国古建筑及其故事》面

世。该系列精选浩瀚中国文化题材中尤具代表性、典型性、趣味性的故事。主编张

慈贇谈到，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障碍在于中西方话语语境差异和民众参

与度不高。因此，丛书尽可能在微妙的中西方语境中找到平衡点，比如将“覆水难

收”与英文谚语中“无需为打翻的牛奶哭泣”等进行对比解析，便于海外读者理

解。《中国古建筑及其故事》则选取“秦皇陵”“岳阳楼”“山西民居”等近 50 处历史

建筑，为国外读者开启通往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之门。

值得注意的是， 在华留学生群体， 正成为中国故事讲述者的主力之一。 他

们结合亲身游历后对中华文明感召力与亲和力的鲜活认知， 有助于消除文化冲

突， 培养更多海外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喜爱。 前不久面世的 “同济大学国际学

生感悟中国丛书”含《中华文化经典选读》《国际学生课堂教学案例集》《国际学生

感知中国第二课堂》《国际学生讲中国故事》 四册， 正是沪上高校组织留学生行

走看中国后的感悟结集。 留学生们通过实地考察、 集体讨论、 沉浸思考后， 独

立完成行走心得报告， 并在纸质出版的基础上， 借助微信公众平台、 视频号、

抖音、 B 站等媒介推动交流互鉴。 未来， 留学生对中国的观察解读还将结集成

“留学生行走看中国” 系列丛书出版， 进一步助力留学生群体成为积极传播中

华文化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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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筑就爱乐之城
让各“声部”人群感受城市长情与温暖
从Z世代、外国人到残疾人士，在日常中感知现场音乐会的美好

在爱乐之城上海，各个“声部”的人

群被音乐拥抱。 11月30日晚，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迎来特殊的听众———200

多位残疾人士在亲朋及志愿者陪伴

下，完成暖心音乐之旅。为方便大家观

演后早些回家，音乐会提前开场，并在

20:00准时结束；为预留充足时间给听

众去洗手间， 中场休息时间从15分钟

延长至20分钟……正如上海交响乐团

团长周平所说，“面对不同人群的各种

需要，精准、精细而恒久的服务，展现

的是一座城市的包容度和温度”。

刚过去的 11 月， 上海交响乐团

迎来会员俱乐部成立十周年。 借着这

场公益音乐会的举行， 上交向广大会

员发出倡议， 邀请身边残疾人朋友结

伴观演。 在日常演出中让老百姓有更

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正是人民城

市满足人民需求的必然 。 听众李萍

说： “上交音乐厅打造的残疾人友好

剧场， 通过交响乐的感染力， 为我们

注入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当现场音

乐会的温度与暖意， 通过不同人群的

感知和反馈 ， 形成不同 “声部 ” 交

织、 汇流在一起， 谱写成这座城市的

文化样貌和幸福指数。

“无缝衔接”的服
务，让“轮椅专属座位
区”的音效“更完美”

67 岁的李萍 ， 是一位残疾人音

乐爱好者。 11 月 30 日晚， 她独自开

着残疾车 ， 来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厅。 从抵达剧场到入座观演， 李萍心

里最大的感受是 “方便”。 “在志愿

者指引下， 我的残疾车停在了上交音

乐厅的预留车位点。 然后， 我坐上爱

心志愿者推来的轮椅车， 乘着垂直电

梯到达观演区， 并顺利在专属轮椅座

位区落座。” 剧场无障碍设施得到听

众认可的背后， 得益于徐汇区残联工

作人员此前多次到上交音乐厅测试设

施 ， 并把专业建议落细 、 落小 、 落

实。 比如， 五间无障碍卫生间均经过

仔细检查， 确保能正常使用； 为坐轮

椅进场的残障人士配备两位志愿者，

一人负责推车， 一人负责引导。

不放过一个细节， 让艺术之光照

拂更多特殊人群， 正是城市软实力应

有之义。 11 月 30 日演出当晚为残疾

人提供服务的， 是上海交响乐团志愿

者服务队员 “1380 小红人 ”。 37 名

“小红人” 全员上岗， 在实名入场、 残

疾车引导、 取票验票、 现场指引等岗位

上， 都有他们的暖心服务。 “从陪我上

卫生间和休息， 到为我拍照留念， 看到

了我们年轻人身上的大爱。” 李萍对志

愿者全程陪同、 充满人情味的服务感动

不已。

在上海，“老外”和 Z
世代都爱交响乐

11 月 21 日， 上海交响乐团助理指

挥张橹执棒乐团演绎马勒 《第十交响

曲》。 曲终， 场内先是一片寂静， 之后

才响起如雷掌声。 这个国内剧场极其珍

贵的 “寂静” 片刻， 凝聚的是场内听众

整齐的专业素养和内心共鸣。 作为申城

乐迷群体的 “中流砥柱” ———上交俱乐

部的会员描绘出一幅上海乐迷群像———

在年龄不同、 赏乐之路各异的乐迷记忆

里， 有最直观的上海近几十年的音乐文

化生活百态。

在学者看来， 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历

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

对古典音乐听众的培养。 尤其是最近十

年，越来越多的“老外”、年轻人成为忠实

的 交 响 乐 粉 丝 。 以 意 大 利 人 阿 列

（Andrea）为例，他 2006 年开始听上海交

响演出，2014 年加入上海交响乐团会员

俱乐部———正是在这一年， 乐团从湖南

路 105 号迁至复兴中路 1380 号。对于记

忆里的声音和变化，阿列如数家珍。

“我是在上海彻底喜欢上当代音乐

的， 我还记得 2013 年在湖南路听到菲

利普·格拉斯室内乐时的震惊， 特别是

《三岛由纪夫传》 音乐响起时。 以前上

交在不同音乐厅的精彩演出就像一颗颗

钻石， 很漂亮但是很散； 当上交迁至复

兴中路有了固定演出场所后， 这些钻石

像被穿成了一串耀眼的项链。” 更有趣

的是， 阿列还发现自己在意大利听过多

次现场的指挥张洁敏， 竟是上海交响乐

团的驻团指挥———这位 “老外” 会员所

经历的故事 ， 正是乐团 “音乐沟通世

界” 标语的缩影。

来自亚美尼亚的上海交响乐团团长

助理马星星， 则感慨于古典音乐正在逐

渐融入上海年轻人甚至儿童的日常 。

“在国外我每次去看演出时， 大多数都

是老年人在听古典音乐； 而在中国却是

另一番景象， 观众席里有很多五六岁的

小孩。 有一场演出， 我看到一个很小的

孩子听贝多芬交响曲， 在剧场里安静地

聆听了 60 分钟， 音乐落幕时他流下了

眼泪。” 亲眼目睹孩子也能被音乐的美

如此感动， 这让马星星坚信， “上海是

一座能代表艺术未来的城市”。

眼下 16 岁正在读高二的左伊， 十

年前， 就和马星星口中那些 “五六岁的

小孩” 一样。 当年， 她每个周末都盼着

去湖南路 105 号听一场室内乐， 记忆最

深的是音乐会开场之前的 “抢位置游

戏”。 “当时的座位是一排排老式座椅，

无法对号入座。 所以我们要提前半小时

到一小时以上去门口排队。 有一次周末

眼看时间来不及了， 又打不到车， 我和

妈妈只能一路跑到演奏厅， 那天晚上演

的是巴赫 《勃兰登堡协奏曲》， 那也是

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大键琴。” 从过去

“抢座位” 到如今复兴中路的新厅建成，

上交音乐厅的硬件提升了， 左伊对古典

音乐的爱也越来越深———她加入了上海

夏季音乐节学生节日乐队， 还开了乐评

公众号， 与上交继续相随。

文化

■本报记者 许 旸

■本报记者 姜 方

《古董局中局》：成为“古董”奇观的八零年代
一颗唐代的玉佛头的外层被裹上一

层假壳子， 它在战争年代里四处流落，

被当作真品流落海外， 回归故里时又被

鉴定为赝品， 直到最后迷雾散去， 它既

是真品又是赝品， 假的包着真的， 真的

隐在假中， 去伪存真， 是为 《古董局中

局》。 谜底揭示的那一刻， 这颗亦真亦

假的佛头， 成为微妙的隐喻， 围绕着它

的真假风波， 与几位主角以及几代人分

道扬镳的选择与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形成暗暗的呼应。 但是电影来不及释放

更多的余韵了， 它结束于让角色和观众

都震惊的情节， 像一列高速运行的火车

呼啸着冲进终点站。

电影 《古董局中局》 可说是小心翼

翼地改编了小说原作， 它试图维护小说

的 “好看”， 却以电影的 “好看” 为代

价。 它兢兢业业地捋顺了密集的情节和

知识点， 很难指责这不好看， 可是作为

电影， 这不免少了许多 “影” 好 “戏”

的兴味。 希区柯克说过， 电影的好看在

于悬疑而非震惊， 早早让观众知道桌子

下面有炸弹， 他们将获得长时间的 “悬

疑”， 而桌子下面无人知晓的炸弹突然

炸了， 仅仅制造两秒钟的 “震惊”。 那

么 《古董局中局 》 就属于安排了太多

“震惊” 的电影。

男主角许愿向众人解开 “真的玉佛

头究竟在哪里” 的秘密时， 他说了从父

辈那里听来的一段掌故———南朝梁武帝

尊崇宝志禅师， 他请丹青圣手张僧繇为

禅师画像。 宝志问画家： “你画我的皮

相还是法相？” 梁武帝说， 自然要法相。

于是宝志在眉心一点， 顿时人面分开，

现出十二观音像。 这当然是一个带着哲

学色彩的传说 ， 出现在故事的这个节

点， 却只是作为一段稀罕的 “知识”，

来作为解谜的钥匙， 法师的皮相和法

相， 对应着玉佛头的外假内真。

马伯庸的小说带来的阅读乐趣，

往往在于类似 “宝志禅师” 这样的细

节里。 他的写作野心， 表现为一种知

识密集型的说书。 改革开放后的现当

代背景 《古董局中局》， 和历史题材的

《风起陇西》 《两京十五日》 《长安十

二时辰》 有着相似的意趣， 作者擅长于

在紧迫的时间刻度里安排细密的情节。

马伯庸的写作能力， 不仅仅在于 “把故

事讲得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 更重要

的是大密度的叙事仍维持住节奏的优

美。 记忆里， 在 《古董局中局》 连载和

刚出版的几年， 频繁在不同城市的广播

说书频道里听到这部小说。 这是一部适

合 “说” 和 “听” 的故事： 几组不同人

马为佛头殚精竭虑的情节， 像老式火车

后轮紧着前轮一刻不懈的驱动， 把密密

匝匝大型拼图一般的情节碎片组织起来

的， 是围绕着古董和历史的冷知识， 这

不就是摆龙门阵嘛。

这类强情节性、 趣味性的大体量长

篇小说， 改编成电影是很为难的。 电影

的可看性在于， 用视听展开 “人” 的处

境、 “人” 的戏剧、 “人” 的冲突。 从

文本转换到大银幕， 这个故事里， 男主

角许愿和药不然， 女主角黄烟烟， 老骗

子付贵， 他们各自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

在各自的境遇里为什么作出了这样、而

非那样的选择？“人”的局中局，远远比知

识大串联的“局”更复杂。然而，现在看到

的这部 120 分钟的电影，忙于交代时间、

地点、人物背景，忙不迭地讲清“螳螂捕

蝉黄雀在后”的情节。 围绕着“人”的部

分 ， 只是交给了演员各自的个性和特

色， 让观众自发调度对这些主演过往作

品的记忆———许愿是雷佳音演过的各种

落魄边缘小人物的集成， 药不然是李现

版霸道总裁穿越在 1980 年代， 黄烟烟

是漂亮的工具人， 葛优扮演的付贵瞬间

梦回 《让子弹飞》 的汤师爷。

很难指责主创团队没有在电影的方

向上努力。 比如影片开场双男主较量鉴

定能力， 这部分涉及古董材质、 色彩和

细节的 “知识”， 如果只是借由角色逐

条地 “讲” 出来， 再有趣的内容也会让

电影沦为讲座视频， 这个段落里， 导演

用了色彩冲击力很强的、 抽象又不乏奇

幻色彩的方式， 转译了文本荷载的知识

点。 应该说， 这是个有趣的开局， 为影

片确立了 “当代奇幻” 的质地。 可惜后

续影片的展开， 拘束于对复杂的情节设

计的维护， 在一整段虚构的时空里， 充

斥了太多的场景和事件。

马伯庸一直践行艾柯的写作观念：

用足够多的细节建造故事里的世界。 这

成了导演和作家在 《古董局中局》 中默

契的交点， 银幕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

个虚构的 1980 年代的物质细节， 从女

主角的时髦装扮 ， 到人挤人的绿皮火

车， 人和事的风波像走马灯一般飞快地

转走 ， 只有他们身在其中的那个 “世

界”， 那个人造的八零年代， 成为一道

宛如古董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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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 青

上海交响乐团为200多位残疾人士举办公益音乐会。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 李洁

一颗唐代

的玉佛头的外

层被裹上一层

假壳子，它在战

争年代里四处

流落，被当作真

品流落海外，回

归故里时又被

鉴定为赝品，直

到最后迷雾散

去，它既是真品

又是赝品，假的

包着真的，真的

隐在假中，去伪

存真 ，是为 《古

董局中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