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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刊

◎聚焦文学艺术界

热点话题

◎追踪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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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

在民族文化传播对国家形象建设与发
展的意义日渐凸显的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化
多样性典型载体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已经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每一种少数民
族文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物种，少数民
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是人类文化多样性与
丰富性的保证和体现，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文化资源。

创作问题面面观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少数
民族文化传播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这一
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蜚声中外，为那个时
代的中国观众乃至国外观众所喜爱。表现新
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追求进步的少数
民族题材电影，如《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草原
上的人们》《农奴》；进行新旧社会对比、表现
少数民族群众反抗压迫剥削、追求幸福光明
的影片，如《山间铃响马帮来》《阿娜尔罕》《摩
雅傣》《达吉和她的父亲》等；表现外敌入侵时
各少数民族团结一致与人民军队一道浴血奋
战的影片，如《芦笙恋歌》《回民支队》《冰山上
的来客》等；或者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
民热火朝天忙建设的影片，如《五朵金花》。
此外，还有很多改编自各民族民间神话故事
传说的影片，如《阿诗玛》。这些影片展现边
地风光与民族风情，与时代、地域、民族血脉
相连，以特色鲜明、格调清新、地域特色浓郁、
民族意识深刻等特质，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这个新媒体时
代，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渐渐失去了昔日的
辉煌。新媒体的瞬间性和碎片性容易简化、
同质化或解构少数民族文化，使少数民族文
化的特质渐渐被稀释乃至被替代，传统的特
色民族文化传承容易流为简单机械的文化
符号的复制。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作品普
遍存在深度不够，内容陈旧；传播力度不够，
传播理念和技术滞后，大众关注度不够等诸
多问题。

我们缺少一支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研
究、挖掘、创新的专业队伍；缺少一个具有代
表性的伟大作品有效地将少数民族文化及
形象展示给世界；缺少对当前新媒体时代的
全面认知和有效运用。一些创作者缺乏敬
业精神，缺乏对生活本质精准把握的能力，
缺乏思想深度，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结合不
够。当创作者对民族文化一知半解，囫囵吞
枣，其作品就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依赖一些
看上去光鲜乃至莫须有的元素来博取受众
猎奇的目光。这样的作品缺乏深厚的生活
经验，没有灌注深厚的情感和人文精神，止
步于表面化的展示，制造出很多伪民俗、伪
文化，更无从展现各民族的独特风貌，无法
为大众高度关注和广泛传播。比如，有些影
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少数民族
文化特色，但缺少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
涵；有些作品过于强调高科技、声光电的运
用，使得民族特色趋于同化、异化和过度商
品化，看得人眼花缭乱却不知所云，这一点
尤其体现在舞台剧的创作中，甚至出现过因
为主创者不懂民族语言而闹出笑话的荒诞
景象。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艺作品蜻蜓点
水、浮光掠影，看似保留了原貌实则丧失了
原汁原味，活生生的民族风情枯死在创作者
手中，当然无法引起大众的兴趣。

打破瓶颈谈对策

当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正面临着创
作、市场等多重瓶颈。为有效传播少数民族
文化，积极引导大众正确认识多民族文化，
可以从几个方向努力：

第一 .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要坚持弘扬主
旋律，摒弃娱乐至上的观念，并在主旋律与
民族文化特色之间找到结合点。《五朵金花》

《阿诗玛》《刘三姐》等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
少数民族文化的名片，与其坚持弘扬纯真美
好的情义以及勤奋向上的精神是分不开
的。无论时光如何飞逝，真、善、美经得起时
间的考验，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文以化
人、文以载道，文艺所承载的“道”，就是中国
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社会
主义文艺的灵魂。一些少数民族文化题材
的经典作品，一方面弘扬主旋律，一方面展
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特色鲜
明的民族服饰、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二者
结合得恰到好处。

第二 . 少数民族艺术家要具备在大格局
中解读民族文化的眼光和能力。少数民族
艺术家一方面要突破视野的局限与知识结

构的单一，擅用全球化的视角来阐述本民族
的传奇，用全面、丰富的知识来建构本民族
的精神大厦；一方面，不能偏离时代地喃喃
自语，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文艺家应该去
关注社会变革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在
全球化浪潮中，文艺家要看到民族文化走向
式微的严峻现实，不仅要反映时代潮流中的
少数民族生活变化，还应由表及里剖析少数
民族情感与思维方式的转变，要始终具有一
种保存和解读自己民族文化的紧迫感和使
命感。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中，少数民族文
艺作品更应该加倍坚守地域性、发扬民族
性，写出自己鲜明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色。
同时，突破地域性、民族性，把民族与时代结
合，民族与世界结合。

第三 . 要培养自己的艺术家队伍，培养
领军人物和民族文艺品牌。少数民族创作
者是自己民族文化天生的传承者。少数民
族文艺家应该主动承担起传播本民族文化
的历史重任，做本民族文化的宣传大使，用
正确的方式传承本民族文化。在创作手法
上推陈出新，不要让鲜活的民族文化变形走
样，力避民族文化传播的模式化、趋同化和
庸俗化。几十年过去了，谈到少数民族文艺
的代表作，人们最先想到的依然是《五朵金
花》《刘三姐》，可见创新之缺乏。

有人说创新就不是原汁原味了，那要看
如何创新。以《云南映像》为例，这个市场化
运作的舞台作品已经是传播云南少数民族
歌舞艺术的重要品牌。《云南映像》的灵感来
源于创作者对本土文化保护之路的探索。
1997 年，荆林与作曲家田丰创办了云南少
数民族文化传习馆，开始收集和整理云南少
数民族的歌舞。2001 年，荆林与杨丽萍合
作，由杨丽萍负责将这些歌舞元素整合到舞
台上，形成一台完整的歌舞表演。在对外传
播过程中，杨丽萍对民族舞蹈做出适当的调
整和更新，尊重舞蹈规律，更多地体现可超
越时空的审美，得到海内外观众的认可。杨
丽萍正是通过“变”拓展了民族舞蹈的生存
空间，她用作品表明发展才是最好的保护，
全球化并不会取代民族艺术的生存空间。

第四 . 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不仅需
要创作者向生活学习，还需要评论者加强自
我学习。我国民族众多，各个民族的饮食文
化、居住文化、婚姻文化等也各具特色。因
此，作品的语言风格、情节内容等也都呈现
出各民族自己的特色。遗憾的是，因为一些
评论者不熟悉各少数民族的生活而导致的
文化隔膜，部分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被
误读，产生文学批评的错位，甚至出现张冠
李戴，即用此民族的文化尺度去解释彼民族
的文化现象。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不仅创作者要虚
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
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评论者
也要接地气，也需要回到人民当中去做一名
小学生，主动学习鲜活的民族文化知识，深
入研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样才能更好
地解读民族文学作品，准确传播民族文化。

第五 . 积极探索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
化传播的新渠道。新媒体在给少数民族文
化传播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化
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渠道，形成可以跨越
各个民族的跨文化传播空间。少数民族文
化在新媒体时代有着巨大潜力，它不仅包括
少数民族图书出版、民族服饰等传统内容的
网上营销，也包括与民族生活各方面密切相
关的动漫设计、网络游戏、3D 影像、视频展
演等创意产业，既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有效
传播，又可以吸引更多人关注少数民族文
化，进而主动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愈是民族的、本土的，愈是根深叶茂，生
气勃勃；反之，则如木之无根，水之无源。事
实证明，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作品，总是以
它内容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吸引着广大受
众，并由此得以广泛、长久地流传下去。少
数民族文化传播不仅要采取大众化、多元化
的传播方式，而且需要回归文化本身，传播
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尽可能传播原生态民
族文化，文艺作品有底气、接地气、显灵气、
扬正气，既表现出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
也展现其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真正做到
让少数民族文艺作品入耳、入脑、入心。

浅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

◎纳张

元

《爱乐之城》大约是年度话题性最强的
电影作品。有人惊为天人，忍不住二刷、三
刷；有人视之为陈词滥调、好莱坞式的美国
梦情结；有人赞其流畅的光影，有人视之为
毫无故事情节的平庸之作。连奥斯卡大叔
也犯了糊涂，不得不当众打脸，转手把最佳
影片捧给了《月光男孩》，闹出了有史以来的
最大乌龙。

这也难怪，《爱乐之城》此前狂揽各大
电 影 节 奖 项 ，在 小 众 院 线 掀 起 了 炸 裂 式
口碑，再加上前期先导预告片的误导，使
得 众 多 情 侣 选 择 在 情 人 节 走 进 影 院 ，满
心 期 待 一 场 齁 甜 的 爱 情 故 事 ，却 对 结 局
大 为 失 望 ，更 有 人 在 沉 闷 拖 沓 的 剧 情 中
酣然入睡。

如若抛开成熟电影工业体系的有色眼
镜，《爱乐之城》更像是一部充满自我表述的
天才涂鸦式作品，称得上文艺小清新类别里
的上乘佳作。从故事到歌舞风格都恰到好
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创造了经典歌舞片
与文艺片融合的新鲜范式。

影 片 承 袭 了 歌 舞 片 对 形 式 美 感 的 追
求，很多段落让人仿佛回到了上世纪好莱
坞歌舞片的全盛时代。女主角米娅与室友
参加派对那场戏，掀起了全片第一个小高
潮。4 位姑娘身着明艳的衣裙，从室内一路
唱唱跳跳到室外，炫美的长镜头，圆熟的空
间调度，浓烈的色彩碰撞，给人以美轮美奂
的视听享受。

熟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舞片的观众，
能在影片中找到许多似曾相识的感觉。痕
迹最明显的是雅克·德米的《瑟堡的雨伞》，
那种弥漫影片的浪漫与伤感简直如出一
辙。开场的高速公路群舞段落直接致敬
1961 年的《西区故事》，男女主角在天文馆

约会的梦幻场景几乎翻拍了 1955 年的《无
因的反叛》，米娅试戏成功的镜头甚至致敬
了中国的皮影戏。不得不说，导演达米恩·
查泽雷 32 岁的身体里包裹着一颗古典的
心。电影中的男主角塞巴斯蒂安把过气小
众的爵士乐奉为心中圣殿，为之颇为悲壮地
修行，其实就是导演自己的映射。这种个人
情结浓郁的话语体系，使得影片成为独特的

“这一个”，也无形中提高了普通观众的观影
门槛。

正如很多网友评价的那样，本片确实有
着一个俗套的剧情。心怀艺术梦想的两个
年轻人在梦想之城相遇了，他们坠入爱河，
从此一起逐梦，一起对抗挫折。5 年后，他
们各自实现了梦想，爱情却于渐行渐远中走
到了尽头。

其 实 ，经 典 电 影 从 问 世 那 天 起 ，往 往
也就成了俗套。俗套被不同年代、不同文
化背景的电影作者们一再复制，只能说明
其 中 的 经 典 母 题 对 于 人 类 社 会 的 永 恒
性。梦想、现实、爱情，这是人类最普遍、
最复杂、最纠结的情感。追梦路上有爱相
随，骨感的现实也变得不那么残酷，两个
人互相扶持、互相勉励的岁月，有情饮水
饱，苦也化作甜。然而，当梦想终于照进
现实，爱情却总是被辜负。不能两全，这
似乎注定是人生的悖论。

影片在尾声处为观众制造了一段假想
式情节。米娅成为大明星，与塞巴斯蒂安结
婚生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似乎是在探
问观众，这样你是不是就觉得完美了呢？恰
恰相反，你会发现整部电影苦心营造的美感
一下子崩塌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怎么可能。没有伤
感，没有遗憾，人生会多么索然无味！

《爱乐之城》：人生如若初相识
◎江宏

李 白 和 杜 甫 近 来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忽 然
“火”了起来，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本人发了
个微信朋友圈，而是因为有“好事”网友发
现：杜甫有多首赠李白的诗，但李白却只
有一首《赠汪伦》 。一时间，众多网友参
与到了这一“发现”的传播和讨论中来，搜
集展示他们的诗作，猜测他们赠诗数量悬
殊背后的原因，有网友调侃“很重视的友
情对方却不看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概
就是杜甫对李白的感觉吧⋯⋯”，更有网
友称李白为“网红负心汉”，由此引发了
一场网络狂欢。

不难看出，这一网络事件的出现和前
段时间大热的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
引 发 的 全 民 参 与 传 统 诗 词 热 潮 密 切 相
关。更深层次来看，则是以今年春节前印
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为标志的全社会从上到下对
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诗词、
传统文化如今有多“热”，从刚刚闭幕的
全国两会上就可见一斑：政协记者会上，
有 委 员 用 一 系 列 数 字 说 明《中 国 诗 词 大
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火热反响；也有
委员从《中国诗词大会》谈到“中华文化的
泱泱大气”。传统文化话题闪耀于议政建
言 、讨论国家大事的平台，成了今年全国
两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这个大背景
出发来看，李白和杜甫赠诗话题受到网友
追捧，虽则在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
可以说它为当下的传统诗词热、传统文化
热又增添了一例鲜活的注脚。

当然，诸如此类网络狂欢式的传统文
化热潮，多容易流于表面。对于大多数网
友而言，围观李白和杜甫赠诗，完全是出
于一种猎奇心态，不求甚解，甚至有“腐文
化”的成分在其中推波助澜使话题偏离方
向。但换一种角度来看，这样的贴近网民

欣赏习惯 、容易吸引他们注意力的话题，
又是绝好的让他们了解传统文化的契机
和起点。所以，如何往下引导这类话题，
就显得至关重要。比如有一家媒体，在报
道了这一网络事件后，专门请几位专家作
出了权威解释，提出其实李白与杜甫是有
相 互 赠 诗 的—— 就 流 传 到 今 天 的 资 料 来
看，杜甫赠李白的诗有十几首，李白赠杜
甫的诗“起码明确的有三首，疑似的有一
首”；进而谈到诗人之间互相赠诗 、写诗
的传统——如果后辈给前辈写诗，“就不
完全是你写一首我就要回一首”，性格上
的差异也在诗人交往中有所影响，还有其
他因素，导致诸如李白和孟浩然 、孟浩然
和张九龄、白居易和元稹、王维和孟浩然、
王维和裴迪等诗人之间互相赠诗情况都
不尽相同⋯⋯如此一来，不仅解答了网友
心中的疑惑，还把这个话题延伸开来，让
网友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了解到了更多
古代文化的知识，把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
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样的做法，值得
大力提倡。

传 统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因 此 ，弘 扬 传 统
文化，需要热潮，更需要深度。有热潮，就
会看热闹；有深度，才会看门道。随着优
秀传统文化日益受重视，网上的李白和杜
甫赠诗式的热点必然会越来越多，抓住这
些热点做好延伸阐释工作，把广大网友的
兴趣和理解不断引向深入，必将成为文化
机构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从李白和杜甫
赠诗走红网络说起

◎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