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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

杂谈
提及动漫节，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属于年

轻人的活动。然而，近期在浙江杭州举办的
第17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现场，一位身着汉服
的“汉服奶奶”在一众年轻人中显得格外醒
目。从最初配合学生拍摄视频，到开设个人
账号分享日常古装造型，再到走进此次动漫
节，“汉服奶奶”越来越“吸睛”的原因，其一
是她身上的汉服及配饰极为精致，体现出中
华民族传统服饰的特色与格调；其二是她与
四周年轻人气质有别的风格，更显出其年龄
上的优雅与韵味；其三是现代信息技术为呈
现美的多元与质感，提供了更多空间与可
能。

文化之美，大美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美体现在建筑、乐器、服饰等诸多方面。
作为中华民族服饰标志性的符号，汉服在时
下赢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和追捧。“汉服奶
奶”不仅热爱京剧艺术，而且将汉服与京剧
艺术结合在一起，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推
介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
致敬和延承，另一方面也彰
显了中国人的文化之美和文
化自信。

人之美，大美矣。“若有
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
人。”凭借中华传统服饰之美
和自身深厚的京剧古典风
韵，77 岁的“汉服奶奶”既向
大众展示出她对美的热爱，
更展示了一种不依附于年龄
的大美，即经历过岁月沉淀
的大气优雅、沉浸在艺术之
中的光彩照人、享受于日常
生活的平静幸福。

“汉服奶奶”出圈的原
因，除却中华民族传统服饰
与她不惧年龄展示美的加持
外，不得不提到当前现代新媒体技术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越发相得益彰的交互与耦
合。2021年初，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借
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火遍大江南北，继而

催生出一首与之遥相呼应的《那拉提的养蜂
女》，引发世人对新疆可可托海与那拉提广
泛的关注与热切；新疆昭苏县女副县长贺娇
龙，以一袭红披风在无垠雪原中策马扬鞭的
短视频，吸引更多人认识昭苏、走进昭苏；四
川理塘县的丁真因一张纯真质朴的笑脸走
红网络，进入大众视线，为理塘的发展注入
新动能……同样，“汉服奶奶”的出圈也是新
媒体与优秀传统文化碰撞出火花的又一见
证。

“汉服奶奶”走红网络，不仅让更多人看
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历久弥新的魅力，更
看到了基于底蕴与自信的传统文化随时都
可以时尚起来，并且不受性别、年龄、国别的
限制。借着新媒体的东风，期待有更多“汉
服奶奶”“汉服爷爷”涌现，向世人呈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张凡 张银蓉

想象丰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强，中国网
络文学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读者，其全球
影响力不断扩大。从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
幕的 2021 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上获悉，我
国“网文出海”20 余年来成功实现了“四步
走”。

在开幕式上，中国作家协会发布了《中
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发展报告》。报告显
示，我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经历了四个发展
阶段：2001 年开始的个人授权出版阶段，
2010年开始的平台对外授权阶段，2014年开

始的在线翻译传播阶段，2018年开始的海外
本土化生态建立阶段。

据统计，截至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共
向海外输出作品一万余部，其中实体书授权
超4000部，上线翻译作品超3000部，在多个
海外阅读平台拥有一亿个以上的总用户，起
到了显著的国际传播效果。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表示，我国网络文
学已经到了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要承
担时代赋予的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就
必须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对文化产业的拉
动作用，必须大力推进国际传播，必须加强
作家人才队伍建设，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贡献。
报告分析说，目前我国“网文出海”同时

存在实体书出版、知识产权（IP）改编传播、
在线翻译传播、海外本土化传播和投资海外
平台等方式。中国网络文学的传播区域也
从亚洲扩展到北美、欧洲、非洲等全球各地。

2021 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由中国作协
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以“网络文学的世
界意义”为主题，旨在进一步聚焦网络文学
国际传播，研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路径，
举办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成就展、网络文学IP
发展大会及高端对话等活动。

（来源：新华网）

大约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文艺评论开始“绕”起来了，绕概念，看起
来很科学，很学术，学术到“象牙塔”中去
了。用从西方移植的一些概念套中国作
品，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实际上，评论很
无力，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文艺现象，有时
候会让人觉得文不对题，不切实际。但
是，评论还是在话语中自嗨，话语的膨胀
和狂欢似乎把文艺评论推向了一个“理
论”高度，只听锣鼓响，不见人出场。热闹
固然热闹，但也越来越被大众所疏远，因
为人们看不懂。也许有的人会说，评论是
科学，是美学，是哲学，是符号学，并不是
大众所能看懂的，越是看不懂就越说明理
论高深。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不
是人人都懂得美学呀。这话听起来似乎
也很有道理，连我这样经常在评论边缘行
走的人，也感到有些晕头转向。

加强文艺评论建设，笔者想，最重要
的是提高文艺评论的效力，言之有物，有
的放矢，让读者与观众一目了然。言之有
物就是开门见山，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直
截了当，亮明观点，让人知道你对一部作
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判断、评价，这就是

“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再说明道
理，回答为什么这样判断，这就是“论”。
评就是评判，论就是说理，评论就是这么
简单朴素，没那么复杂，没必要绕来绕去，
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了一箩筐，都天花乱
坠了，就是不给你一个明确的判断。如果
说艺术作品是作家的观点越隐蔽越好，那
么，评论文章则是作者的观点越明确越
好。提高评论效力，需要改进文风，就像
鲁迅杂文一样，能有一针见血的效果。评
论并非都要写成“论文体”，峨冠博带，四
平八稳，八面玲珑，云山雾罩，而应当删繁
就简，简洁明了。去掉那些修饰词和外包
装，直接露出干货，这干货就是真话。都
知道说真话难，但评论就是说真话的活
儿。不说真话，就是某种程度的失职；说
假话，就是明目张胆的腐败。腐败的出现
也是有其环境原因的。

说真话，既要有说真话的勇气，也需
要有说真话的环境。上世纪80年代的文
艺评论很活跃，大多都能说真话，发自本
心，直抒胸臆。为了一部作品，多次争论，
围绕一个观点，多个回合争鸣，争得面红
耳赤，互不相让但互不怪罪，大家还是诤
友，为什么？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求真
知、求真理，争论就是相互启迪，双方都是

受益者。市场经济环
境中，作品成了产品，
要到市场上销售，出品
方需要的是锦上添花
的广告，所以，出品方
不仅生产作品，也生产
有利于销售产品的评
论，评论的评判功能慢
慢向商品广告的功能
转化，评论的环境发生
了变化，评论的独立性
也受到影响，评论家说
真话就有了难度，好处
说好容易，坏处说坏不
易，这是客观存在的，
这也是吞吞吐吐、绕来
绕去不做判断之文风
形成的原因之一。因
此，文艺评论要说真
话，也就不能不注重评
论环境的治理和改善，
要营造出有利于说真
话的环境。最近，国家
出台相关政策整顿治
理文娱领域的不良现
象，客观上也会促进文艺评论环境的改
善。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评论家要有
坚定的求真信念，既然是干这个活儿，就
要说真话，取信于民，使自己的观点能经
得起时间的检验。

好在网络时代到来，大众有了评论
文艺的发声渠道，极大地活跃了评论。文
艺评论不是少数评论家的专利，每个读者
和观者都可以有感而发，网络提供了这一
便利，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来自民间的评
论声音，有话直说，很痛快。民间文艺评
论是自发的，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感和
看法，没有其他顾虑，也没有什么修辞装
饰，直率真切，很接地气，新鲜活泼，有锐
气，有新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些评
论还很有见地，值得重视。不能低估群众
的鉴赏力，不能低估群众中蕴藏的创造
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间评论的出
现，对中国文艺评论是一股促动力量，至
少促动中国文艺评论要接地气、通民意，
要顾及文艺评论的社会效力。

加强和改善文艺评论，首先要从说
真话做起，进而改变文风，文章应当开门
见山、言之有物、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坚
决摒弃八股评论，坚决摒弃拖泥带水，坚
决摒弃概念空转。文艺评论也要接通生
活源泉，要从民间文艺评论汲取营养。任
何一个时代，文风都是精神生活作风的直
观体现，繁缛的、绮靡的、矫揉造作的文风
不是什么学术化，而是思想僵化贫乏的表
现，华丽辞藻不过是思想苍白的掩饰。文
艺评论贵在见识、思想和力量。期待文艺
评论焕发新的活力，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助力鼓劲。

（来源：中国文化报）

噩国历史鲜载于史册，长久以来不
为人知。为揭开噩国历史谜雾，上海博
物馆特别举办的“汉淮传奇——噩国青
铜器精粹展”19日正式开幕。

文献中最早有关噩国的记载见于
《史记 · 殷本纪》。据此可知，噩国在殷
末即与商人往来，并与周人同为商王国
的附属；噩有相当势力，为一古老氏族。
但此历史悠远的方国部族，却在传世文
献中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
蛛丝马迹。近年的考古发现，给予人们
机会认识西周时曾经活跃在汉淮之间的
噩国。

“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
甄选上海博物馆馆藏噩国青铜器，并承

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
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与
私人藏家的信任与厚意，首次聚集60件
精心遴选的噩国青铜器，时间跨度自西
周早期至春秋早期。

噩国青铜器以兽面“人目”奇诡的纹
样，创造出独树一帜、绝无仅有的艺术风

格，成就了噩国早期青铜工艺的高峰。
其中有一类带有“神面纹”的器物，是其
他地区青铜器所未见的。

步入展厅，兽面纹卣、噩侯方罍、兽
面纹尊等青铜器颇具特色，夺人眼球。
兽面纹卣为两件一组，盖、器内有铭文一
行三字，纹饰奇诡、装饰华美、铸造工艺
复杂，为噩国青铜器代表之一；噩侯方罍
盖、器内有铭文七字，形态厚重，纹饰雄
奇瑰丽，其兽面人目与人鼻的特点为噩
国青铜器独一无二的象征。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此次
展览以噩国青铜器为载体，铭文内容作
经纬，为观众系统呈现噩国青铜器的发
展脉络，还原噩国的历史面貌，以期能够
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
享受，走近几度浮沉的神秘古国，从而认
识、热爱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
文明。

据悉，“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
粹展”将持续展至2022年1月16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说起喝酒这件事，在中国人可以说
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子里了，我国的制
酒工艺历史悠久，而且品类非常的多，根
据史料的记载，酒这个东西，最早的时候
在远古神农时代便出现了，古人酿酒，大
多用五谷杂粮或者果子为原料来进行酿
酒的，所以酿出来的酒有点类似于我们
现在的葡萄酒，酸酸甜甜的，用五谷和果
子酿出来的酒对身体其实是有好处的，
这种酒在古代女人也会喝，但大多女性
不会贪杯，小酌一番。有过明确记载的
粮食酿酒则是在殷商时代，那个时候粮
食酿出来的酒便出入到了各大酒桌，后
来到了西周的时候，朝廷便出台了管理
的办法，并且有管理酿酒工艺的酒证官
职，以作坊的形式出现并迅速普及到民
间。

酒的出现及普及，给我国的历史文
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词与故事，比如
著名的唐朝诗人李白，在斗酒诗中就有
这样一段记载，描绘的是武松打虎的故
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说武松在上景
岗山打虎之前，曾在山下的酒馆里连续
喝下了十八碗酒，所谓酒壮怂人胆，而大

碗喝酒大口吃肉也是梁山好汉们的一大
特色，大碗酒，大口喝，仗义执言，行侠仗
义，我便在江湖。

说起古代的酒，可不是如我们现今
的酒一样，更不是如酒吧中一瓶瓶或者
一杯杯的酒一样，那时的酒都是按坛喝
的，如果在现代，谁要是让你喝上一坛无
异于谋杀。古代的一坛酒等同于现在的
十斤酒，一个人喝完十斤酒的结果可想
而知，那么古人为什么喝酒可以用论坛
用大碗呢，而且不少人还能够达到千杯
不醉，那是因为古代的酒是用果子和粮
食中的糖类发酵而成，故而古人在喝酒
时可以号称千杯不醉。

据记载最高的酒在十度左右，有的
甚至更低，直到商朝，酿酒技术得到了提
升，在浊酒的基础上进行压榨过滤，这种
酒称之为清酒，然而这种工艺非常的繁
琐，李白的行路难里面便直指了清酒的
价值，变相地认同了清酒的制作工艺，正
所谓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所以这种酒在当时是属于皇室贵族特
享。

直至到了汉朝，从果子粮食的酿酒
材料换成了小麦，后来到了唐朝，大米也
登上了原料的选择之中，各种香料及果
树的制作也随之流行了起来。一直到宋

朝，压榨过滤的酿酒方法仍旧是主流工
艺，直到连渣拌饭法的出现，使得酒变得
更加地醇香，度数也得到了提高，最高可
达到十八度左右。到了这个阶段，如果
想要大碗喝酒还是可以的，不会出现酒
精中毒的现象。

不过到了元朝，元朝来自于大草原，
草原的游牧民族将蒸馏技术引入内地，
使酒的度数大幅提高，这个时候的酒已
经比较接近现在的酒了，不过在元朝的
时候蒸馏酒的成本很高，也是属于皇室
贵族特享，后来到了清朝，因为满族人偏
爱高度酒，使得蒸馏酒流行了起来，慢慢
地走进了民间，传入千家万户。

（来源：看点快报）

古风

李青松最近出版的
生态文学作品《相信自
然》，以叙事、抒情、论说等
不同方式，表达了对自然、
对文学的新见解。

作为国内有影响力
的自然文学作家，李青松
长期以来围绕生态和自
然的主题，进行文学书
写。《相信自然》中，收录了
他近年发表的 29 篇自然

主题的非虚构作品、散文和随笔，书写的对象涉
及山川、河流、草木、动物以及和自然相关的传
说、典故等，每篇文章的对象虽然写的是自然，但
文字的背后是一位作家深沉的自然之爱。

“我们自以为主宰了一切，其实，主宰一切
的是自然。”在李青松眼中，自然涵养坚韧与传
奇，也涵养爱与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也归
属其中。我们的生命，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
无法从自然中剥离出来，总是与自然的万千关系
相牵相连。自然的痕迹无所不在，包括发明与创
造，文学与艺术，还有我们的思想和灵魂。相信
自然，就是相信美好和崇高。

文学是人学，自然文学是人与自然、人与万
物的关系学。自然文学中，人不一定是主角，但
自然一定是主角。这个主角表现在自然的坚韧
与野性，自然的爱与美，自然的神秘与传奇。也
正是基于对自然文学的这种理解，李青松在自
然文学的征途上，时而披荆斩棘，时而缓缓而
行，他的一系列自然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精彩
亮相。

作为生态文学作家，敏锐的观察力是最基
本的能力和素养，若对自然万物失去耐心，全然
靠想象拼接成章，那笔下的自然是苍白空洞的。
本书以《哈拉哈河》为开篇，李青松近距离接触北
方这条河流，用生动、温情的笔触，采取写实的方
式描绘河流两岸的森林、鸟兽、鱼儿、捕鱼人、四
季变换以及不可言说的、细微的种种美好。对动
物的描写鲜活又形象，彰显出极强的写作功底。
如写花尾榛鸡，“花尾榛鸡似锥而小，黑眼珠，赤
眉纹，利爪，短腿。体长盈尺，羽色清灰，间或有
黑褐色横纹。远观，如同桦树皮，不易被发现。”
写松鼠，“松鼠是森林里的精灵。它那漂亮的尾
巴飘飘然，轻巧灵活，光亮闪闪，妩媚动人。”李青
松为动物进行文学画像，写实又精确，强烈的画

面感扑面而来，其对自然万物细致入微的
描写，还体现在《鳇鱼圈》《乌贼》《带鱼生
猛》《乌鸦》等篇章中。

自然界里，有一些珍稀的物种，引起李
青松的关注。水杉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
石”，长期以来，植物学家们认为水杉早就
销声匿迹，只能在化石中寻找踪迹。位于
湖北和重庆交界的利川市谋道镇，生长着
一棵有着600年历史的水杉，这棵水杉的发
现，改写了植物演化的历史。《水杉王》一文

中，李青松通过现场采访、观察、比对，全方位为
水杉“立传”。这棵水杉历经各种气候灾难，始终
巍然不倒。其实树的命运，往往和人的命运有着
某种暗合，有的中途退场，有的寿终正寝，在一棵
顽强的树面前，人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傲慢的，因
为树有时更顽强、坚韧。同样是写树，其视角是
可以切换的。金丝楠木是罕见的名贵树种，有一
种至尊至美的气质，不喧不躁、安静沉稳，人称

“皇木”。湖北竹溪县的深山里，一直生长着这种
树，这里盛产的楠木，明朝时曾经运到北京修缮
故宫。《金丝楠木》一文中，李青松不仅对何为金
丝楠木进行科普性的叙述，还围绕其产生的历史
典故娓娓道来。这种从科学的、人文的双重视角
书写树木，立刻让树的文学形象饱满、充实。

对于自然文学而言，体会、体验、体察、体认
格外重要。《相信自然》的“后记”中，李青松认为，
让“体”置于自然其间，才能感受到阳光的爱意、
土地的温暖、水流的清冽、空气的甘甜；让“体”置
于自然其间，才能近距离地欣赏动物、植物以及
菌类和微生物之间相牵连的美妙。自然文学要
见形、见色、见影、见踪、见近、见远；闻声、闻味、
闻虚、闻实、闻喜、闻忧。不得不警惕的是，当前
有一些自然文学作品，空喊口号的多、玩弄概念
的多、浅层描述的多，而触动灵魂的却不多。自
然有灵性、有美感，写出自然之灵之美尤为关键。

《相信自然》虽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
但其启示是多方面的。在自然面前，我们要懂得
天地有定律，四季有成规，万物有法则。我们要
学会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若藐视自然、
亵渎自然或者破坏自然，必然遭到自然的报
复。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生态治理的角度来
说，自然文学
任重道远，优
秀 的 作 品 从
精神层面，能
够 助 力 生 态
文明建设的进
程。从这个意
义上看，自然
文学在我国的
发展和繁荣，
正迎来历史性
的机遇。

（来源：河
北日报）

文化自信让中国风更显时尚之美

我国“网文”已向海外输出万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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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件精选青铜器齐聚上博 揭开噩国历史谜雾
□王笈 夏俊龙

为何古人喝酒能够千杯不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