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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随笔》是福建省美协主席
王来文出版的一部文学随笔集，收入
其近年来的41篇文章，分为三辑：

“画里散步”“今贤雅叙”“文心散
墨”。有对传统笔墨精髓的领悟和当今
文艺现象、作品的独到见解，也有对
故土师恩的缅怀，还有对艺术中社会
缩影的洞察与自省等等，长篇短制、
俱见文心。字里行间贯穿着作者对社
会、人生形而上的思索。中国画论中
有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读完这
些以开阔的人生视野和丰富的文化底
蕴为依托，袒露作者内心世界、内在
灵魂的篇章，如同走进一个坐拥万
卷、人书合一的真性情的世界。

在艺术中，朴素是一种本真之
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技法和文
学作品中的白描手法,是同根共茎的
两朵并蒂莲花，都主张简洁、简练。
《来文随笔》将白描迁移到文学，以
淡泊、朴素的笔墨呈现出艺术老道的
风格，娓娓而谈如同围炉夜话。在

《咫尺天地宽》里，作者用简洁明了
的语言对小品文的文体展开历史溯
源，对其微言大义做了深奥精要的概
括，并将小品文延伸到扇面、画册、
贺卡等美术领域，升华了咫尺之间包
含内心大千世界的人生境界。文中借
福建写意花鸟大家宋省予的笔墨洗
练，诠释小品“咫尺之内，而瞻万里
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精
神之外延。漫笔而书，文字朴拙，书
写方式与晚明随笔小品有着某种暗合
之处。不难看出，《端劲高古》《妙得
神情》《清刚内敛》等诸多篇什，标
题即显意。无论是从书法历史“宋四
家”，还是由中国人物画哲学意味与
美学思想等因事而人联系起的蔡襄、
黄道周、曾鲸、伊秉绶等，从艺术切
入谈社会、人生，由点而线、枝蔓纵
横，从这密密匝匝的知识谱系里，读
者串联起了一个其精神观照下深远的
审美空间。

“文以载道”作为一个文论原型
的公理，永远存在于一切文章和文学
作品的创作之中。自然，《来文随
笔》 也归入“学者散文”一脉。当
下，反对文艺评论借着学术的冠冕名
义将论文写得言不及义、晦涩难懂的
呼声越来越高涨。的确，学术不光只

是逻辑的推理、理论的印证和体系的
建构，它更应该有着热气腾腾的生命
温度和灵动隽永的文风。那些有着恒
久理论生命力的古代中国文论，如曹
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
勰《文心雕龙》、刘熙载《艺概》、王
国维《人间词话》……无一不是文质
兼美的学术经典。古人曾云，“源深
者流长”。《来文随笔》第二辑“今贤
雅叙”占据了集子一半的容量，主要
是对当今文艺名家、现象、作品的品
评，插图与文字并联而释，有对字如
晤之况味。评论文风质朴亲切，如同
与朋友把袂谈心，自然随意，但却在
每个点到为止中，自然生长着一种言
外之意与不尽之味。无疑，这种印象
浓缩呈现，比纯粹理智的分析更可能
接近艺术的本质，更是倡导学术间高
质量平等对话的身体力行。特别是
《美人如诗，佳作如织》《择一艺，终
一生》中，直接体现作者对古典审美
意趣的深刻理解，包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时代精神如何相融的智性
沉思。

整体而言，该书评论温润却不乏
清醒的判断和深刻的哲理沉思，集子
中指出寿山石、漳浦剪纸等具有独特
艺术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时代的局

限，呈现出一种在丰富中追求单纯与
深刻的朴素之美。文字中汩涌出其温
厚的性灵，显露出隽永的情致，如一
泓清澈的流泉，饮后启人心智且滋润
肺腑。

如果朴素的言说是凸显熔铸厚积
的学力、广博的胸襟以及自由放达的
生命旨趣，那么第三辑“文心散墨”
则是作者表达本真的生命状态。主要
是对家乡厚重历史底蕴的书写，对母
校、师恩铭刻于心的感激，对文化艺
术的思索……语言上的淡然而出，完
全是心绪在笔端的自然流露。话语虽
然平实，但却如磁石般吸引着读者进
入他讲述的情境中，跨越时空、跌宕
起伏，表达的情感也是多层次、多角
度的，既深沉复杂又真挚感人。看似
散淡的随笔却蕴藏着作者别具炽热的
情怀与沉实的意境。这种意境以真
实、真诚作为基石，与王国维的“托
于物而见于心”的意境论有着某种
契合。

《庄子》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
之争美。”《来文随笔》在引领读者品
鉴艺术的同时走向深度的精神空间。
大道至简，静水深流……

（作者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秘书长）

朴素的深刻
——读《来文随笔》

陈冬梅

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
府主办，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承办的“2023非遗品牌
大会”，以“坚持守正创新 擦亮非
遗品牌”为主题，由“非遗之夜”展
演、开幕式、非遗品牌展、主题论坛
等部分组成。其中品牌展主要包括传
统工艺品牌展、研培计划成果展、非
遗工坊品牌展、“海丝·湾区·广作
华章”展等板块。近150个非遗品牌
参加了本届大会，搭建起非遗品牌展
示传播交流平台，展示了非遗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成果。

“守正是要保护好、传承好非遗
及其中蕴含的中国人特有的哲学思
想、价值观念、审美品格、科学智
慧，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这份遗产
保护好、传承好。创新是基于守正的
创新。非遗世代相传，在适应环境以
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被
再创造并发挥时代功用，这也是非遗
能够绵延赓续的重要原因。‘坚持守
正创新 擦亮非遗品牌’是知和行的
统一。我们致力于推动‘非遗品牌大
会’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非遗品牌价值的重要平台，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出永久魅力，让非遗
品牌焕发出时代风采。”文化和旅游
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表
示，培育和推广非遗品牌是推动非遗
系统性保护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非
遗的社会可见度和美誉度、推动非遗
融入现代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举办‘非
遗品牌大会’，有利于加强非遗品牌
建设，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
弘扬非遗的时代价值、展现时代风

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
品质生活。”

“非遗品牌大会”旨在搭建共创
非遗品牌、共话保护传承、共享非遗
保护成果的平台，推出更多展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具有国际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非遗品牌，为做好非遗系
统性保护、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作出积
极贡献。

我国是传统工艺大国，相关非遗
项目众多。据统计，我国共认定了
1557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其
中 426项是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项
目，约占27%；3057名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中，890名属于传统技
艺和传统美术领域，约占 29%。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印
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
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实施传统
工艺品牌扶持计划，支持相关企业培
育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自主品牌，
定期通过非遗品牌大会等活动对社会
效益突出、经济效益良好、具有社会
影响力的品牌予以发布，提升传统工
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非遗品
牌大会’活动将凝聚各方力量，深入
研究非遗品牌建设的新方法，共同探
索非遗传承、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实
现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
李晓松说道。

传统工艺现代表达，是参展非遗
品牌“金文云锦”的一个理念。国家
级云锦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云锦）代表性传承人金文阐
释道，保存的工艺是传统的，表达的
形式是现代的，“云锦要‘活’下
来，首先要找准定位与市场，然后才
能真正把自己的品牌树立起来”。《万

里长城》《五星出东方》《汤莎会》等
是金文的代表作，在这些云锦作品
中，体现着他在传统工艺基础上的现
代探索与创新：不仅表现人物，还能
表现肖像；不仅表现平面感，也能创
造立体感；不仅表现古典与现代，还
能交融东西方文化元素……“把传统
文化知识融入现代表达形式，然后把
它变成一种文化产品输出，不仅能够
讲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还能赋予
云锦更多品牌价值，使之得到更好的
保护与利用。”金文希望通过非遗品
牌展等这样的展览展示，能让更多人
来热爱云锦，热爱非遗。

“不同于往届大会以宣传展示非
遗项目+产品为主，本届大会首次将
企业品牌作为宣传展示的主体内容，
将非遗企业品牌+产品纳入宣传展示
的重要部分，激发企业参与非遗保护

传 承 的 积 极 性 ， 扩 大 品 牌 影 响
力。”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刘
瑜梅介绍道。

剪纸、工夫茶、红桃果、英歌舞
等承载着潮汕文化的独特印记。通过
非遗品牌的树立与传播，让这些独特
印记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更能
为当代人的生产生活所使用，是高级
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陈
传生创立非遗企业品牌“潮汕印记”
的初衷。他说，做好非遗保护与传
承，既要守正，守住它的历史与精
神，还要创新，能够对话时代、对话
现代生活。在此理念下，“潮汕印记”
依托汕头剪纸的非遗资源，将潮汕文化
呈现于多种载体上，创作出与生活、与
时代、与当代艺术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和
公共艺术。潮汕国际机场地标装置艺术
《SWA》、汕头火车站地标雕塑《盛
放》等是陈传生及其女儿陈斯嘉将剪纸
与当代艺术相结合的作品，也是他们用
时代语言讲述传统故事的探索。“非遗
不能只停留在展览馆、个人收藏上，还
要走到公共场所，走进生活，走进社
会，走向时代，才能更好地走向世
界。”陈传生说。

非遗品牌“亮”起来
——“2023非遗品牌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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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农耕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梁

晋高的炎帝情结》是作家王俊撰写的一部
传记，阅读书稿，深受感染。若从学术文
化研究视角而言，梁晋高主编的《炎帝古
庙》一书可谓他致力于炎帝文化建设和研
究的扛鼎之作，意义深远。《炎帝古庙》
以羊头山为中心，通过图片、记述、碑文
拓片等形式，广泛收集整理山西省上党地
区现存炎帝庙中碑记百余通，辑录了山西
上党地区神农炎帝之陵、庙、宫、祠、馆
等建筑51所，上起魏晋隋唐，下至清末
民初，纵跨1500余年，充分展现了高平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独特魅力、独特
优势、雄厚资源。

《炎帝古庙》搜集的许多碑刻，都具
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例如，北齐天保二
年的残碑。石碑已残，保留的文字，有

“神农圣灵所托，远瞩太行，傍接大□，
□沁水之□”，还有“地称唐公，山号羊
头”等。该碑距今已有1500余年，是迄
今已知记载炎帝事迹最早的碑刻。该碑现
存高平市羊头山神农庙内。

此外，在唐五代至北宋的几块墓志中
都提到高平境内羊头山下的“神农乡”，
有的提到“烈山”。唐武周朝天授二年羊
头山清化寺的碑刻中有关“烈山”以及炎
帝儿子“柱”的记述，以及唐天佑七年
《毕刚墓志》和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唐故
浩府君墓志铭》有关“烈山”的记述，都
极具史料价值，不但把炎帝与烈山氏的关
联提早到了唐代，而且从湖北随州向北移
到了山西高平。这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
课题，很值得研究。

高平出土的唐代的古碑和墓志铭中说
的“炎帝”“烈山”和炎帝儿子“柱”的
情况，以及《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
炎帝少女“精卫填海”的故事也可与高平
相联系等证据，都使得“高平炎帝故里”
与“宝鸡炎帝故里”以及“随州炎帝故
里”成三足鼎立之势。《炎帝古庙》将相
关的唐代古碑和墓志铭汇集在一起，对于
高平炎帝文化研究走向深入奠定了基础。

我曾说炎黄文化既是历史文化亦是活
着的文化。我的诸如梁晋高等朋友在使炎
黄文化呈现出活文化而大放光彩上发挥了
巨大作用，《追寻农耕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书写他们、饱含激情地讴歌他们，这在当
今炎黄文化研究中尚不多见，令人欣慰。

《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矣。”现在各地方对于人文初祖炎黄
的祭奠，就是慎终追远，这既是徳孝文化
的延展，亦可在弘扬炎黄精神和炎黄品格
之中净化心灵。梁晋高他们所做的这些对
于社会和谐、民风淳厚、乡村文化繁荣、
安居乐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
有许多是超越时空的优秀文化。对于传统
文化，我们的态度是扬弃，即弘扬其优秀
的部分、淘汰其糟粕的部分。这样的做法
完全符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要“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此
外，还需要我们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中融入科学文化，也就是，在把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
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
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
值观念融通起来的基础上，把优秀传统文
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来建设中华文化。

为什么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

相融合？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建立在
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近代以
来，历史的火车头是由工业文明驱动牵引
的，特别是当代已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
代，为了把它与习惯上说的“工业文明”
相区分，我把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文明称
为“新科技文明”。所以，“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属性，要求
我们在“新科技文明”时代，与时俱进，
把新的科学文化融入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增添新鲜血液，使新时期中华文化更加郁
郁葱葱，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实现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守护者和弘扬者，还要在“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
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本文发表时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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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电
影表演美学思潮史纲》于近日出版。本书
是上海戏剧学院二级教授、“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厉震林的新作。本书深入考察在
历史范畴中的表演美学精神，着力于连
通、整合和史学解释，从严谨扎实的断代
史做起，发展为本体意义的表演美学发展

史，再最后定型为全面系统的新中国电影
表演美学思潮史。作为一部新中国电影表
演美学思潮史，以开创性和学理性支撑

“重写电影史”的认知，以及总结新中国
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潮流变化、类型形成、
发展态势与规律经验。

（郭海瑾）

《新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纲》：总结新中国电影表演

作家杨志军新作《雪山大地》同时入
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小说将青藏
高原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改
天换地，当地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的沧桑变化，以及以“父亲母亲”为

代表的三代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设
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者面前。人
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
穿始终，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
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

（谢颖）

《雪山大地》：展现草原生活的变迁

电视剧《回响》近期热播，该剧改编
自作家东西的同名长篇小说 《回响》，该
书于2021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
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阎晶明说，“设置主角的警察身份，可以
让人物直接进入故事的核心，拥有阅读、
翻看‘绝密文件’的特殊权利。”《回响》

保持了作者东西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之
外，多了一份对人物和现实的深层理解，
该小说涉及大量的推理学和心理学知识。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表示，小说对
人性的分析、探求、认知，表达了对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希望和爱的信念。

（杨雪）

《回响》：开拓心理现实主义书写

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的新书《寂
静与逍遥》，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短篇
小说提名作品集，全书一共由五部中篇小
说和五部短篇小说构成。所收录的作品，
出自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老中青三代作
家，包括孙频、罗伟章、李约热、计文

君、马小淘、班宇、艾玛、晓苏、朱文
颖、金仁顺。尽管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和
写作关注点并不相同，然而在同样的时代
背景之下，这些作品呈现出对时代与个人
之间充满张力的复杂关系的集体关注。

（张丽）

《寂静与逍遥》：对时代与个人关系的集体关注

■粤剧、昆曲、川
剧 、 豫 剧 、 英 歌 、 龙
舞、客家山歌……展演
舞台上的非遗项目向观
众展现着传统表演艺术
类非遗保护传承的丰硕
成果以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3 月 23 日
晚，“非遗之夜”展演
拉开了“2023非遗品牌
大会”的序幕。

““非遗之夜非遗之夜””展演现场展演现场

““非遗之夜非遗之夜””展演现场展演现场

““20232023非遗品牌大会非遗品牌大会””一隅一隅

▲

《
来
文
随
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