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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 文艺百家

《特工任务》：
国安题材新突破及其教育意义

   版 · 影视    版 · 经典重读

文艺圆桌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滋养当代文艺创作
嘉宾：王一川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林 玮 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主持：邵 岭 本报记者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主动和担当，为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在文
艺界引起广泛共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繁荣当
代文艺创作，正是需要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
分，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更多优
秀作品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期文艺圆桌，我们邀请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王一川和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林玮，共同探讨“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滋养当代文艺创作”这一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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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当我们说“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滋养当代文
艺创作”时，其实隐含着一个重
要前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能够滋养当代文艺创作。关
于这个前提，可能需要从中华
文明本身的特点和整体的外部
环境来分析。

王一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所以能够滋养当代文艺创作，首先是因

为中华文明具备连续性发展的特点，而

这一点在世界上是独特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

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

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

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

与旺盛生命力。

已故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有一个重

要观点：世界上的文明有两种形态，一种

是连续性文明，就像中华文明，其中包含

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

认知与原则是古今贯通下来的。而西方

式文明是断裂式文明，中间经历了断裂

或裂变，例如地中海文明，就在近代发生

了突变或裂变。

关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我们还可

以引用梁启超的“三个中国”说，即“中国

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

这三个“中国”中间虽然有变化但主基调

是连续，这也造成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当然，这里所说的连续性文明，不是

说一成不变，而是有变化有调整，这是第

一。第二，从文艺来说，它跟媒介有关，

有的媒介在它的最光辉时代，可以达到

自身发展的顶峰。一旦这种媒介的主导

地位衰落了，不在了，相关的艺术样式就

达不到当年能达到的高度了。但无论如

何，汉字书写的传统一直保持下来，支撑

起各种艺术样式，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

连续的重要基础。

而从外部环境而言，改革开放之后，

学术界思想界首先提出要重新评价孔子

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慢慢影

响到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关键的

变化发生在最近十年间，国家层面大力

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就为全社会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发掘传

统文化宝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可以

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是

其能够滋养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前提。

文汇报：换到问题的另一
面，为什么当代文艺创作需要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提供滋养？

王一川：这恰恰是百余年来中国文
艺现代性的经验和教训换来的结论。

最初，面对来自西方“坚船利炮”的

打击和“欧风美雨”的洗刷，人们误以为中

国文艺要凸显现代性就意味着忘却自身

的传统而奔向全新的世界性或西方性，但

历经种种变故和挫折后，终于明白：正像

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一样，中国文艺

的现代性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化和现

代性，它不能没有自身的根脉，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正是它的根脉之所系。有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支撑，中国式现

代化以及中国文艺现代性才真正是中国

的而非其他随便什么国的。

这就是说，正是百余年来中国文艺

现代性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文

艺或文艺现代性只有重新溯洄于自身的

文化传统，才能真正成为有根脉的文艺。

林玮：今年六月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明确指出，我们

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说到底就是

不能够完全一味地跟着西方跑，所以我

们要坚守并传承我们的传统。而在这个

过程中，文艺创作要承担很大的作用。

这一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

在当代的继承。从非遗传承人制度的设

立到戏曲和曲艺成为一级学科，都是这

一方面的表现，本质上体现了文化自

信。二是传统在当代的创新。无论国

潮，还是国漫，它都有一个“国”字，就意

味着其试图向传统靠拢、向传统致敬。

当代文艺创作必须形成当代气象，而这

当代气象是有根源的、有血脉的。说到

底，当代中国文艺创作本身就是中华文

化的组成部分。而作为整体的中华文

化，显然是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

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汇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可以如何更好地滋养当代文艺
创作？

王一川：从本质上来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留下来的

结晶。当我们要利用它来滋养今天的文

艺创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是回到它所产生的那个社会生活

土壤去看待它。比如今天我们表现苏东

坡、李白，就要把他们放回到他们所处的那

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去考察他们的来历、

他们的形象、他们的内涵、他们的意义，还

原他们的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要适当地把它放到今

天，放到当下文艺创作所发生其中的社

会生活土壤中，看我们想要从中吸取怎

样的创造性的元素、创造性的活力，以便

让传统文化进入到我们通向未来的社会

生活中去，去激活、去交融。关于这一方

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根据当代社会

生活朝向未来的发展目标，来重新回到

古代去打量、研究、选择传统中那些符合

我们未来发展目标的有价值的内容进行

创造性地提炼、概括、升华，以此来滋养

当下的文艺创作，而不是满足于原汁原

味地呈现就够了。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处理历史人物

跟其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的

关系，又要考虑到传统对当代生活的作

用，在此基础上体现出古今的交融性。

另外当我们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滋养当代文艺创作的时候，不要忘了它

还有另一面，这就是用今天的艺术形式、

艺术样式来激活传统文化资源。比如今

年暑期档获得很好口碑的动画电影《长

安三万里》，就是运用动画技术为李白诗

意的想象赋予了新的视听造型，把李白

诗词转化为了一场视听盛宴。

林玮：非常巧，我也想到《长安三万
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追光动画的

一系列作品，凭借着对中华文化的新叙

事，开启了当代年轻人的“新史感”。一系

列国漫的出现，并非对传统经典的还原，

而是将其故事予以新的书写。无论白蛇、

青蛇还是哪吒、杨戬，虽然沿用的传统人

设，但故事已全然不同，有的甚至连故事

发生的背景都变了。但是，每一个观众都

能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存在。这不是

“史观”上的革新，而是“史感”上的变化。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这一代年轻

人中多数可能不会完完整整去读典籍和

原著，这就让他们对历史、对传统的认识

和感知，已经从过去一直强调的“历史真

实”（史实）转化为“感觉真实”（史感）。原

版《封神演义》《白蛇传》是不是这样写的

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也就是说，在遵

循一个正确的大历史观的前提下，对于这

一代年轻人来说，只要文艺作品呈现的

“史感”跟他们的当下情绪相契，他们就认

为这是对的，是可以接受的。历史真实已

经在某种意义上被感觉真实所取代了。

从这个角度，就更能理解总书记说

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

的重要源泉”。有源泉必有活水，从《白

蛇：源起》到《长安三万里》，以及刚刚分

别获得金鸡奖九项和八项提名的《封神

第一部：朝歌风云》《无名》，都是活水。

我们要高度肯定活水的意义，不能说活

水跟源泉不一样了就是不对的。这些活

水里融汇的其实是当代人的生存经验。

只要历史观（方向）正确，我们就应该鼓

励万川奔流的活水景观。

文汇报：刚才两位讲到的
几部作品，都是直接取材于历史
和传统进行创作。这也确实是
传统文化滋养当代创作的一条
最直观的路径。在创作过程中，
创作者面对的其实是两种历史，
一种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一种是
当代人认知和以为的历史。二
者之间其实是存在差异的，于是
就会出现一种两难：可能你表现
的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很难被今
天的年轻人所接受、理解和共
情；而满足今人对于历史的想
象，又可能失去历史的真实。怎
么看待这种情况？

林玮：这就是历史真实和当代人的
历史想象之间存在的错位感，有人把它归

纳为“误读”。在我看来，只要语境更迭，误

读就不可避免。为什么某一版《雷雨》会引

发年轻观众笑场？包括我在课堂上给学

生们放映《青春万岁》，有几处情节放一次

他们笑一次——因为他们觉得“假”。可

事实是，那恰是那个时代的“真”。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诠释学有个

概念叫“格义”，最初是指我们用道家来

解释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思想，而后来，

我们也曾一度热衷用西方术语来解释中

国古代思想。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而且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有可能产

生新的认识、新的感觉，结出新的文化。

总书记用过一个词，叫“文化生命

体”。既然是生命体，那就是不断成长变

化的。传统也一样。虽然“传统”这个词

听上去很像是已经定格在过去了，但其实

不然。传统是一个过程，它不断生长到当

下，并且还将再继续往未来生长。在这个

过程中，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有

可能甚至必然会产生误读，我们要相对坦

然甚至欣然地去面对这种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通过

文艺作品讲述历史的原因。比如说我们

要不断地去讲述唐朝，讲述宋朝，而每一

次的讲述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认知发

生了变化。这是正常的。面对确切的历

史，我们要尽可能去还原；而面对不那么

确切的历史，就应该允许合理的想象。

甚至对于确切的历史，我们也应该允许

在史观正确的前提下，为了突出表达某

种情感和认知而对其加以腾挪删增，这

正是文艺作品有别于历史档案之处。当

年，徐迟写《哥德巴赫猜想》，就说即使是

报告文学也应该“允许略有虚构，不离真

实的虚构。”西方也有“非虚构小说”的概

念。对此，我们仍要包容。

文汇报：实际上，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滋养当代文艺创
作，除了我们的创作直接取材
于历史和传统之外，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甚至有可能是更加
重要的路径，就是对于其中的
思想精髓精神标识进行提炼，
普遍运用于文艺创作，不管这
个题材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

王一川：今天运用于文艺创作的传
统文化的形式、载体、内容都会发生变

化，但其内核不会变。那个内核其实是

一整套古典思维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

式或者价值系统、价值理念。当我们说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当代文艺创作

的时候，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举个例子。从孔子、庄子开始，中国

文化中一直有关注人的内心、思考人的精

神的传统，包括先秦儒家标举的仁义礼智

信，明代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概念。它们

也体现在今天很多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

中，会钻到人物心里，花很多笔墨去描绘

人物的心性智慧，在开掘当代人的心性

空间方面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比如《人

世间》《装台》《风吹半夏》等等。除了影

视作品之外，我最近读了作家罗伟章的

《谁在敲门》，发现这部长篇小说对人物内

在世界的关注远超对外部现实的关注。

作家完全是贴着当代人的心性去写，可以

看作是当代心性现实主义的力作之一。

心性传统在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凸

显，也和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

我们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穿衣吃

饭的问题解决了，如何进一步从精神上

提升幸福感获得感，如何更好地安放我

们的心灵，成为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而

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能够从传统中获得

启迪的时候，传统就必然会得到复兴。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以时代精神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林玮：王老师标举的“心性传统”之
说，我非常赞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

现实题材文艺作品都力图展现传统文化

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这是非常好的现

象。当代不可能是没有历史的当代，现

代人也不可能是没有传统的现代人，如

果反映当代生活的文艺作品里看不到文

化在人物身上的传承，那是非常割裂

的。我们需要在反映当代题材的作品中

架设起一条从来都没有断绝过的桥梁，

这是今天文艺创作必须思考的，也是相

关学术研究所应予以关注的。

这两年，关于将传统提炼为某种“标

识”的IP化文艺，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形

成了泛文本传播现象。但这只是形式，

更要紧的还是其思想精髓与精神内核，

它能够为当代人的“精神内耗”提供来自

传统的回音。比如意公子等up主反复

演说的苏轼、王阳明等人坎坷而伟大的

一生，对当代人来说就显得极为励志。

文汇报：在具体创作过程
中要避免哪些误区、应对哪些
挑战？

王一川：首先要避免的一个误区是，
以为只要表现传统文化的作品就一定受

欢迎，似乎获得了题材正义就万事大吉，

从而在创作上取巧或者偷懒。有哲学家

说过，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东西往往是我

们了解最少的。当下文艺界有一股传统

文化热，这当然是好事，但要注意辨析。

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重

视传统文化时，就强调要对其辩证看待，

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以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作为标准，从传统文化中

辨认和提炼出优秀的那部分加以传承、

创新和发展。

林玮：我非常认同王老师提出的“传
统文化需加辨析”。我还想补充一点，就

是每个时代对于“优秀”的判断是不一样

的。今天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五四时

期相比已大相径庭，而再过一百年，我们

的子孙可能也会不认同我们今天的一些

判断。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就此而言，人类学、民族学和文献学

的研究极有价值。我们持续地搜集、抢

救、整理和保护各类文化遗产意义非凡，

等于先把原典原件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一

个“宝库”里，留给后人去取用、去改编。

就像今天我们既能看到明代话本《封神演

义》，也能看到不同时代人对它的理解和

改编；而这种理解和改编本身又将成为新

的文献，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另外，我还想说，传统文化和历史并

不完全是一回事。前段时间有本非常网

红的历史学著作叫《翦商》，引发了很大

的社会反响，因为它通过大量出土文献

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于商周的认知，而我

们以往对商周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来

自春秋战国时期流传至今的史料。这就

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保

证自己当下所掌握的历史是真实的，那

么又该如何保证我们理解的传统是真的

呢？在我看来，历史是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而历朝历代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

和讲述，同样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

许以往史料对于商周历史的记载有或有

意或无意的“误读”，但千百年来人们对

于那样一种商周的推崇、对于那样一种

理想状态的向往是真实的，甚至已然形

成了一种传统认知和文化信仰。传统文

化是由漫长历史中的无数人构建出来

的，那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今天的文

艺作品，只要是出于守护精神家园的初

衷去呈现和传承传统文化中那些当下认

为优秀的部分，都是值得鼓励的。

王一川：除了对传统文化进行辨析
之外，我认为，当我们要用传统文化来滋

养创作时，还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

独辟蹊径去创新，而不只是沿用和因

袭。因为现在的观众很厉害，没有创新，

就难以获得他们的认同和共鸣。

好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成功的例

子，比如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让凝固

在陶俑中的唐代宫女化身为邻家女孩，通

过她们一路去宫里演出而还原当时的市

井生活，开出了一条让古籍里人物活起来

的新路，活泼泼地吸引了今天的观众。比

如上海歌舞团的舞剧《朱鹮》，把中国传统

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运用到今天的生态保

护上；北京和新疆联合出品的舞剧《五星

出东方》，聚焦于在古丝绸之路新疆和田

段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汉代

织锦护臂，从考古发现和王国维的考古学

研究中有所依托地虚构出汉代西域的一

些地名、部落名和人物，再以独创的汉代

中原风舞蹈和民族风舞蹈形式，讲述一个

动人故事。

所以，创新必须是有依据的创新，在

考古学史实基础上的创新，同时还要注

意结合观众的共情点，才能够打动观众。

文汇报：这里可能会涉及
到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怎么既以
当代的视角去重新打量跟选取
古代的那些材料，又避免把当代
人的思维观念、情感模式强加到
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古人身上？

王一川：对，面对历史题材，一方面
我们要把当代思维隐形地渗入古代叙事

时空里去，但另一方面，类似个性自由、

个性解放这种现代的价值观念，是不能

够简单地套在古人身上的。人物塑造和

情节展开需要符合古代社会生活的常情

常理。这就需要我们把古代社会生活作

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理解，牵一发而动

全身。在古人生活系统里没有的东西，

就不能够强加进去。今天一些历史题材

的文艺作品引发争议，原因也在这里。

这是需要在未来的创作中注意的。文艺

作品不能等同于历史档案和历史教材，

但当我们强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

当代文艺创作的同时，当代文艺创作也

有责任引导观众更好地去理解历史，理

解我们的文化传统，传承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血脉。

 北京和新疆联合

出品的舞剧《五星出东

方》，从考古发现和王国

维的研究记录中虚构出

了几个历史人物，以舞蹈

形式，借在古丝绸之路新

疆和田段出土的“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

臂，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

事。（北京演艺集团供图）

上海已进入
商业性艺术特展消费“井喷期”

所有文学都是自传
——写在伊塔洛 ·卡尔维诺诞辰   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