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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aishibeiK 文海拾贝

近年来，国学之风盛行，国学经典中不仅

蕴含着丰富的立身处世之道，而且有意味深

长的中国式审美。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

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

中叶（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诗歌，共 305
篇……”在真正阅读接触《诗经》之前，我以为

《诗经》就像前所述———是冷冰冰的文化常

识。然而，随着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学习，我

开始深入探索《诗经》文字内外的世界，为解

读《诗经》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

带头开启“反映劳动群众心声”创

作目的
《诗经》中记录着大量丰富的民间歌谣，

这些民间歌谣都是那个时代长期奋斗在生产

生活第一线的广大劳动群众真实心声的表

达。因此，这些产生于现实生活的诗歌都具有

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从

不同角度歌颂赞扬了那些能够把老百姓视为

自己子民的开明君主，表达了劳动群众自己

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健康热烈生

活的美好追求。劳动群众用自己在田间劳作

歇息时的歌喉，唱出属于自己的歌声，表达了

自己对于奴隶主贵族剥削底层民众与穷兵黩

武发动战争的不满与抗争。

在其中的“国风”一类中，有许多农事诗

言简意赅地描写了下层老百姓与奴隶主之间

的深刻矛盾。在《豳风·七月》这首诗中，奴隶

不仅从事着日常的生产耕作活动，还要为自

己的主人砍柴打猎，承担着缝制衣服、建造房

屋等重体力活动。他们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

采桑养蚕，织布染布之后制作出来的衣服却

供给了不事耕织的贵族们穿戴，打猎获取的

野兽皮衣自己却丝毫不能享有。在冬天的凛

冬里，他们仍处在衣不蔽体的穷困境地，就连

自己辛苦耕作一年后所获得的粮食也要悉数

上交到奴隶主的手里。我们看到，处于社会最

底层的劳动群众承担最多的社会劳动，却依

然在忍饥挨饿的生命边缘苦苦挣扎。反过来

再看那些不劳而获的奴隶主，不劳而获、养尊

处优的生活好像从生下来就应当是这样子

的。被剥削者在诗歌中对他们进行了质问和

嘲讽。比如《伐檀》这首诗，在每一联句末三个

反问句中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广大劳动群众

对于奴隶主残酷剥削的愤怒抵抗———“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彼

君子兮，不素飧兮？”

事实证明，《诗经》成功地将广大劳动群

众带入了文学的世界，我们在后世许多经典

作品中都能够看到这种影子：鞭挞现实、讽刺

现实的《红楼梦》、以歌颂农民抗争精神为主

旋律的《水浒传》、诗圣杜甫所创作的具有忧

国忧民情怀的伟大诗词……我认为，《诗经》

可以称得上“人民的文学”，“国风”是在为人

民发声。

文学艺术的发源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之一，《诗经》

如同黄河一般，在这片华夏大地上流转延伸

了上千年，不仅浇灌培育了世世代代的文人

墨客，也浸润着数千年来不同阶层之人的心

田，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源

于歌谣，却又不止于歌谣，因此，《诗经》被认

为是中国古典文学之巅。

《诗经》对于诗歌这一文学艺术较大的影

响便是文学手法的借鉴意义。在高中时代我

们就接触到了“赋”“比”“兴”这三个词，但是

由于高中教材收录《诗经》篇目有限，我们并

不能特别深刻地体会到这三种手法的巧妙之

处。通过进一步学习，我们在更多的篇目中深

入了解“赋”“比”“兴”：我们在《邶风·击鼓》里

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中感受直白表达的情感真挚；我们在《卫

风·硕人》里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

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中感受形似之喻的出神入化；我们在《周

南·关雎》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联想君

子对于窈窕淑女的向往追求……此外，作为

中国古代诗歌的奠基之作，《诗经》对于篇章、

韵律的有序追求，也在后代辞赋、五七言古体

及格律诗词那里得到回响。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

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

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

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

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

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

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

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

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

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

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

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是一树绚烂的繁花，承载着关注

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

极的人生态度这些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

神。溯诗歌之源，我们感受优美文字中浓烈的

古韵清香；溯诗歌之源；我们回顾精炼语句中

灿烂的思想光芒，溯诗歌之源，我们追寻传统

文化的起点，感受历经千年的传承与变迁。

现实生活的启导
对于现实生活的启示意义，我想最有感

悟的便是读到“国风”中的婚恋诗的时候。进

入大学以后，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谈起

了恋爱，身边人谈论的话题与朋友圈的内容

也渐渐出现了“婚娶”。虽然我一度很不适应，

也很抗拒这一现象，毕竟不想承认自己已经

长大。但是人生总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推进

到下一个阶段，《诗经》在这个时候很合时宜

地出现，其中婚恋诗中描写的各种女孩子的

表现也让我印象深刻并从中有所启发。

在恋爱阶段，我想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率性

自然、有所坚守。每每读到《召南·摽有梅》“摽

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读到

《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读

到《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

报也，永以为好也”时，心中总会被敢于追爱

的男女所打动，青春的激情被其点燃，生活的

热火熊熊燃烧。当然，在激情中也同样需要保

持一定的理智清醒，把持有度———这才是我

们应该向往的爱情。

在婚姻阶段，我们要学习古人的坚贞不

渝与志气节操。倘若你所认定的对象不被他

人理解甚至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在确定所

遇之人为良人后，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学习《鄘

风·柏舟》中的女主人公———“之死矢靡它”，

敢于为爱的自主发出铮铮誓言；倘若婚姻之

后不是幸福而是变故，身为女同胞，我们应当

学会对婚姻中的不公说“不”，就像《卫风·氓》

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反是不思，亦已焉

哉”，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读《诗经》，让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获

得内心的一方净土，让人感受着来自华夏这

片古老大地的无穷文化魅力。不得不说，《诗

经》真是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姻 李雪年

文学庄园的滥觞，现实生活的启导
———走进《诗经》的世界

山西籍导演徐逸曈获网络
中国节·春节短视频大赛奖

科学导报讯 近日，山西籍“90 后”导演徐逸曈

在京领取了全国“龙腾九州 福暖四季”网络中国

节·春节短视频大赛奖，其创作的短视频《# 含龙量

最高的城市 # 太原，别称“龙城”》是全国 30 条获奖

作品之一。

此次大赛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

北京市委网信办、光明网和中国新闻网联合主办，

上传作品上万条，总阅读量 8.6 亿次。徐逸曈创作

的短视频《# 含龙量最高的城市 # 太原，别称“龙

城”》以故乡太原为题材，精选了晋祠、天龙山、龙

山、太山、永祚寺、锦绣太原城门（首义门）、钟楼街

和龙城大街等众多地标性建筑和场景，经过顶寒冒

雪的拍摄和辛苦航拍，结合地域历史文化和中华龙

精神的传承，用独特的视角和生动有趣的表述，贯

穿起龙-龙城-龙年-龙精神的脉络主线，获得良好

的全媒体传播效果，为龙年之春和家乡太原献上了

一份特别的龙年礼物。 王晓晓

wenhuaxuyuK 文化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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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由山西省书画院、民进山西

开明画院、山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太原市书法家

协会、迎泽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迎泽区书法

家协会承办，山西省文房四宝协会、怀冰艺术社、晋

宝斋协办的“龙行龘龘”李爱玲、陈彬、韩伯雨、李映

江、王悦五人书法展在太原晋宝斋开展。

此次展览旨在新年期间为市民送上盛大的“文

化”大餐，也体现出五位优秀青年书法家对传承中

华优秀文化的责任担当。展览展出他们新近创作的

作品 40 余件，书体以篆书、隶书为主，取法上至商

周，下迄秦汉，钟鼎、诏版、小篆、秦汉金文、两汉隶

书均有涉猎。临作与创作相得益彰，或雍容端庄，或

古朴率真，或苍茫野逸或温婉娴静，作品形式多样，

条屏、中堂、对联、扇面、手卷无所不有，加之作品装

帧匠心独运，展厅陈设古雅大气，体现了五位作者

对传统经典的深入发掘和对时代审美的孜孜追求，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五人研习传统经典的阶段性成

果，显示出近年来山西省书法人才尤其是篆隶书法

创作的不断发展壮大。 马骏

“龙行龘龘”李爱玲、陈彬、
韩伯雨、李映江、王悦五人
书法展在太原开展

绛州澄泥砚：龙砚出炉贺新春
wenhuashidianK 文化视点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玉兔辞旧岁，金龙贺新春。龙年春节前，

非遗传承人蔺涛和其儿子蔺霄麟设计的“龙

腾华夏”等 50 多种首批 1500 方龙年系列绛

州澄泥砚出炉，“龙飞凤舞”迎新年。2 月 14
日，《科学导报》记者来到新绛县中国绛州澄

泥砚文化园，一睹“龙砚”风采。

走进展销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龙”

腾华夏、飞“龙”在天、“龙”腾盛世等龙年系列

绛州澄泥砚吸引着泥砚爱好者驻足观赏、选

购。移步到珍品馆，一件件制作精美、色彩绚

丽的绛州澄泥砚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工作人员蔺俊龙向记者逐一介绍道：“一

县一砚取材于地域特色；精忠报国砚、关公夜

读春秋砚取材于历史人物；还有以祈福纳祥

为主题的寿比南山砚、子孙万代砚等数十个

主题系列、上千个澄泥砚品种。今年销量最火

的是龙砚，已经卖断货了。”

家住运城市的李先生带着女儿选购了一

方“祥云砚”，他说女儿正上小学，最近在练习

书法，送她一块砚台，希望她能写好中国字，

也能借此了解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

澄泥砚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始于

汉，盛于唐宋，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它的名

贵缘于其精湛而繁复的工艺，先要将采掘来

的黄河泥放置在绢制的箩中过滤，滤出细致

的泥土，再放进水里澄，澄泥砚由此得名。过

滤后的泥料，比面粉还要细，用手捻一捻，像

红薯淀粉一样滑溜。然后是和泥，与和面一

样，要软硬适当。等泥料全部弄好后，经过初

步过模，制作出大致的器形，经过精雕细琢，

最后进行烧制。因烧制过程及时间不同，成品

可以有多种颜色，有的一砚多色，尤其讲究雕

刻技术。澄泥砚质坚耐磨，积墨不腐，抚若童

肌，扣若钟磬，不伤笔，不耗墨，冬不冻，夏不

枯，写字作画，虫蝎不蛀，数千年来一直受到

文人墨客喜爱。

九曲黄河万里沙。五千多公里的黄河，四

分之三的泥沙入海，四分之一留在黄河下游，

形成冲积平原。黄河泥土不仅滋养了两岸百

姓，还为精美的艺术品提供了独特的原料。生

肖砚是绛州澄泥砚的主打品牌之一，绛州澄

泥砚研制所每年都会从生肖文化中寻找它的

创新点，与绛州澄泥砚融合，讲好中华传统文

化故事。

绛州澄泥砚研制所所长蔺涛说：“山西是

资源大省，应拓展资源延展性，将资源转化为

产品，进而转化为产业。我觉得 2024 年对我

们绛州澄泥砚来说，应该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机遇期。我们会更

加充满信心，充满激情，做得更好。”

姻 李思辉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国家文

物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殷墟博物馆新馆将

于 2 月 26 日对公众开放，展出青铜器、陶器、玉器、

甲骨等文物近 4000 件套，展陈文物数量庞大、类型

多样，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珍贵文物属于首次亮

相。同时，该馆展陈注重多元融合、凸显故事趣味、

增强沉浸体验。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开馆关联着殷墟

地位的无与伦比，关联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关

联着文化自信的根脉所系，从历史、文化的层面上

讲，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博物馆之所以

为“馆”，正在于它有着公共性、开放性，它应与千千

万万普通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关联、互动乃至共鸣。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不是专业人士的闭门会

议，不是少数发烧友的私人秘藏，而是为人民群众

设立的公共服务机构。因此，在藏品、展览、文物及

其历史关联性等宏大叙事之下，也应格外注重个体

的感受，主动贴合公众的需求，努力实现与观众的

真诚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

信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

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究，创

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

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

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

新贡献。”近些年，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以博物馆为载体的历史文物空前重视，博物馆也

迎来“百花竞放、争奇斗艳”的全新局面。都是博物

馆，不同博物馆的观众认可度、主动参与度并不相

同。有的博物馆一票难求，节假日需要提前抢票；有

的博物馆门可罗雀，即便是旺季也萧条冷清。这一

冷一热，究其原因，是观众本位意识强不强。若只顾

“自说自话”，没有考虑到大多数观众的感受，怎么

可能看到热闹非凡的文博盛景？

故宫博物院为啥这么火？不仅因为它是“旧时

帝王家”，而且因为它非常注重与公众的贴近性。抛

弃了高冷范，玩起了“剪刀手”雍正，卖起了御猫神

器，推出了爆红的口红胶带，做起了宫廷饮食……

与时代同频、和年轻人同行，这样的故宫当然更聚

人气，这样的故宫文物展示当然更具活力，这大概

就是好的公共博物馆应有的样子。

事实一再证明，公共博物馆“活”起来，才能

“火”起来，才能摆脱曲高和寡之困。博物馆及其馆

藏越是厚重，越要厚积薄发；越是深沉，越要举重若

轻。否则，哪里来的平等对话，哪里来的交流互动，

哪里来的文化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各类

博物馆都应该更加注重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感受，尽

力避免呆板保守，以更加轻松明快、可亲可近的面

貌走进大众生活。

博物馆“火”起来的
秘诀在哪里？

王茂伟在给木偶上色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通讯员 冯利花

“木刀、刨子、刻刀、锉刀、锤子、钳子、细

锯；木头彩绘颜料、丝线、绸布、固定钉、金属

材料……”眼前这几样简单工具和材料，就

是王茂伟制作木偶的部分家当，他就是用这

些平凡的工具创造了一个个不平凡的作品。

木偶戏是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根

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

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等，孝义木偶属于杖

头木偶的一种，其木偶造型简洁粗犷，神态

灵活生动，机关奇巧适用，极具北方特色。

王茂伟生于 1983 年，是吕梁市孝义市

皮影木偶艺术团的木偶制作师、孝义市工艺

美术协会会长、吕梁市工艺美术大师。他从

1998 年开始学习木偶造型设计制作，人品

追求德艺双馨，作品追求精益求精。从 2006
年以来，他为多部木偶剧打造出经典造型，

捧回了“舞美设计”奖、木偶造型金奖、工艺

美术大师精品展铜奖等奖项，也赢得了“孝

义工匠”“三晋英才”“青年先锋”等荣誉，在

众多的荣誉中“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称

号实至名归。他除了坚守自己木偶制作的初

心，在非遗传承的路上也从未停止。

初次走进王茂伟的工作室，还真有些不

适应，目及之处尽是林林总总的木偶成品、

半成品，王茂伟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日常。”

他顺手拿起手边的两个木偶进行演示，木偶

在他的手中自如地点头、摇头、眨眼、动嘴，

可在别人手中这些动作却显得那么笨拙、生

涩。他说：“现在的木偶是枪把托举形式，而

且创新后的木偶运用纸脱胎技术，便于安装

机关做各种动作。”说着他把一个木偶头狠

劲摔在地上踩上去，在场人都很担心被踩

瘪，可它却安然无恙。王茂伟解释道：“我摸

索变革了十年才找到现在的技术，以前咱们

北方的木偶是柳木雕的太重，现在改进了技

术但对纸质的要求很高，选择什么样的纸，

厚度怎么掌握，糨糊用什么配方木偶才不会

被老鼠咬得缺耳少鼻，我只能自己一遍遍摸

索，一次次地试验。”

很多时候，为了呈现逼真的舞台效果，

还要加进特技表演。在拍大型木偶神话剧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时》，为了让美猴王嘴里

能喷出真正的火焰，他先用汽油试验，可汽

油喷出来根本不安全，松香喷出来又常糊住

木偶的嘴。他在一次试验的过程中，眼睫毛

都被烧掉了，脸上整个被烧掉一层皮。因为

时间紧，也没别的人干，更无网络数据可参

考，全凭自己的脑子去想。他整日丢了魂似

的琢磨，连续几天睡不好觉。一天在打开煤

气时，串起的火苗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他

想到打火机里的丁烷气体，可喷气对气管也

有讲究，管细了劲一大就喷灭了，粗了力度

又不够，试验了几十管气体，鼓捣了一个月

的时间试验成功。天道酬勤，这部剧拍成后

最终不负众望。

无独有偶，一次在设计“天女散花”这一

特技时也很让他烦恼。他回忆道：“当时刘亚

星团长整日陪着我琢磨，也不知是角度不

对，还是花形不对，花怎么也吹不出去。一天

刘亚星团长照例在工作室里一边剪叶片一

边琢磨，当他无意识地把叶片剪成锯齿形状

时，风扇一吹竟然一片勾着一片地出去了，

逼真地再现了天女散花这一情节。”

在木偶剧团的小展览馆里，陈列着王茂

伟为《坷拉传奇》《妖马伍》《不亦乐乎》《救

国》《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义虎千秋》《穆桂

英》《红军娃》《齐天大圣》等多部剧制作的千

姿百态的木偶造型，这都是他的心血之作。

其中火眼金睛、霸气英武的美猴王孙悟空尤

其吸人眼球。“我能没日没夜地一门心思扑

在木偶制作上，离不开我爱人和父母的支持

理解。我在孩子身上几乎没操过心，我妻子

也从无怨言。”说起这一个个造型王茂伟如

数家珍，眼里满含感激之情。

艺术的加工赋予了木偶鲜活的生命，演

绎着历史长河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种独

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表演方式，已成为孝义文

化的一张特色名片。经过多年“舞”美艺术的

沉淀，王茂伟有了新的计划：创作一部红色

题材的木偶剧《战马 红旗 长征》，计划于今

年上演。作为孝义木偶戏的传承人，他早已

肩负起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工作之余经

常走进校园为学生普及非遗木偶知识，他想

把接力棒传递给更多的人，把这一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王茂伟：“舞”美人生“偶”出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