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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价值观才是网络综艺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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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bwhzk@163.com

□吴学安

□江童燕

海河的水系拥抱着一座古老的城池，由西向东，奔流入海，这座城池就是河间，
意为“九河之间”。而历史上的九河，历经千年岁月，多数已经变成“故道”。今天的
河间周围已经没有那么多河，更没有那么多水，九水齐啸、奔腾入海的情景只能靠
我们去想象了。而九河之间的故事，却永远沉淀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以抗战为题材的
章回体长篇小说《烈
火金钢》曾经掀起过
阅读热潮，而这部书
的作者刘流便是河
间人。史更新、丁尚
武、肖 飞、猪 头 小
队长、高铁杆⋯⋯
不论是好人还是坏

人，书中塑造的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个
个深入人心，一些经
典的情节，比如《肖
飞买药》，通过评书
艺人的传播更是妇

孺皆知。《烈

火金钢》写的是河间的事吗？乡亲们记得抗战
胜利后刘流专门回了趟老家后念祖村，收集
了大量的故事素材。这位抗战期间辗转于冀
中一带的八路军战士，为艺术创作，眼界绝不
会仅仅局限于河间，但书中所描写的小李庄
及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故事，却无不折射着
作家家乡的影子。

1942年“五一大扫荡”过后，冀中抗战进
入最艰难的时期，这年农历六月，就在刘流的
家乡后念祖村，八路军任（丘）河（间）大（城）
支队与敌人遭遇，在向村外突围的过程中，发
生激烈战斗，鲜血染红了村庄，72 名烈士倒
在刘流的家乡。因此，《烈火金钢》开篇所写

“五一大扫荡”过后的残酷情景和史更新从死
人堆里站起来的情节绝非虚构。

河间地处冀中平原腹地，当时冀中军区
及其所属机关，曾多次驻扎在河间。河间的抗
日斗争确实惨烈，日寇惨无人道，暴行累累，
仅一次屠杀无辜百姓10人以上的惨案就有六
次。1939年的一天，日伪军百余人包围了翟生
村，见柴垛就点，见房子就烧，又抓来民夫，挖
了一个两间房子大小、两人多深的大坑，把26
名无辜的村民推入坑中，先用手榴弹轰炸，后
用机枪扫射，再填土踩实，26条生命就这样惨
遭杀戮。日寇的暴行激起河间军民更激烈的
反抗，县大队、区小队、手枪队、人民自卫团再

加上回民支队各显神通，痛歼顽敌。尤其是八
路军一二○师开进冀中后，在河间打了一系
列漂亮仗，极大地提振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打
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河
间齐会歼灭战，由贺龙师长亲自指挥的这次
战役，歼灭日军吉田大队700余人，这是八路
军取得平原大量歼敌战斗的一次重要胜利。
齐会歼灭战早已彪炳抗日战争的史册。

走在河间，一不留神就会踩到一个故事
“眼”上，有时候，重温一下历史、古人和他们
的故事，不无裨益。

河间确实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北宋熙宁
元年（1068 年）河北地震，河间受灾最重，但
右谏议大夫兼瀛州知州李肃之救灾有方，受
到神宗皇帝嘉奖，“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亲
笔为之撰写《瀛州兴造记》。此外，钩弋夫人握
玉而生的故事；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和至今
仍旧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传世之作《游春图》
的故事；“瀛州大战”的故事；清代河间建有太
平庄行宫，康熙、乾隆出巡，十一次驻跸河间
的故事⋯⋯这些故事哪一个展开来，都是一
部长篇大书。如今，河间大地仍然上演着一个
个展现时代风采的动人故事，河间人在新时
代里继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本版图片由河间市政府办公室提供）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布《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
播出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以年轻观众为主要收视群
体的网络视听节目受到特别关
注，《通知》特别对偶像养成和选
秀类节目提出导向正确、内容健
康向上的要求，坚决遏止节目过
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
近利等错误倾向，努力为青少年
营造一个健康清朗的暑期网络视
听环境（7月16日《光明日报》）。

近年来，各大视频网站自制
的网络综艺以年轻化的语言形式
和鲜明的青春元素受到年轻人的
关注和追捧。据统计，2017 年，
主流视频网站共上线 159 部网络
综艺，投资规模达 43 亿元，同比
增长 43%，播放量超 500 亿。如
今，网络综艺的市场表现已经能
与电视综艺比肩且影响力越来
越大。

相比传统电视综艺，网络综
艺有其自身优势，一方面，网络综
艺摆脱了传统电视综艺“明星+
游戏”的单一叙事方式，打开了一
扇扇通往奇妙世界的窗口。网络
综艺试错成本低，不用按照黄金
档电视综艺节目拼资本、拼明星、
拼大众的方式去生产，由于其网
络播放平台的特点和观众观看的
碎片化、触屏拉动、吐槽互动等特
征，它可以极大地规避电视综艺
所面临的时空限制和制播模式的
限制；另一方面，网络综艺实现了
依靠丰富、多样的内容来吸引用
户注意力，克服了电视综艺发展
中由于明星资源的稀缺性和行业
垄 断 性 所 带 来 的 结 构 性 困 境
问题。

虽然网络综艺市场的发展潜
力很大，一些日益凸显的问题也
引起了从业者的注意，网络综艺
繁荣的背后危机重重。首先，大
量模仿、复制已成功的节目模式，
创意不足，跟风严重问题明显。
其次，大量网络综艺走的仍然是
明星消费的路子。正如业界人士
所说，惟有引进模式冷下去，文化
类节目热起来，公益元素多起来，
才能真正通过网络综艺更好地服
务观众。

网络综艺的转型只有从两个
方面进行突破，才有可能从生存
和发展的困境中突围。一方面，
要在内容生产上满足不同观众视
听市场的需求，从而在一个电视
综艺资本为王的“大片时代”中，
弥补综艺内容多样化的缺失，并
以低廉的制作成本、精准的受众
细分实现盈利和口碑的双赢，突
破内容创意的困局。另一方面要
努力改变一些网综节目打着搞笑
的旗号，靠几张“明星脸”加相互
恶作剧、嘲弄互娱等所谓的“游
戏”取悦观众，博取网络浏览量，
忽视价值观引领的现状。如专家
所言，有娱乐、缺文化是目前网络
综艺面临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当
前对于互联网视频内容的政策、
管理都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有些
节目通过打擦边球、大尺度、无下
限的方式来吸引用户的现象格外
值得注意。由于网络视频用户基
数大、年龄低、交互性强，所造成
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从长
远发展来看，价值观才是网络综
艺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正确的价
值 导 向 才 能 确 保 其 长 久 的 生
命力。

战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300年），在河间建赵都军城。北宋时
期它是高阳关路的治所。明朝永乐年
间设河间卫，包括大同和沈阳中屯卫
都寄治河间。历史上，河间曾为侯国，
为郡，为府，为州，为卫，为县。但不论
是哪种级别的建置，它一直都是河北
平原的重镇。

◤
一 《诗经》与西河大鼓，犹

如满汉全席和高粱面贴饼
子，似乎无论如何也扯不到
一起，但在河间这片土地上
它们却和谐共生着。

作为儒家典籍的《诗经》，在中华
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曾经的年代，不谈《诗
经》就“不够时尚”，正如孔子所说，

“不学诗，无以言”。因此，那个年代
传递情感，抒发志向，人际交往，甚至
外交场合，无不引用“诗”来表达自己
的诉求。

《诗经》最初有鲁、齐、韩、毛四个
流派，其中《毛诗》问世最晚，但却流传
最广，并逐步取代了其他三家，最后流
传下来的只有《毛诗》一家。而辉煌的

《毛诗》，其发祥地就是河间，成就这一
辉煌事业的就是史称“大毛公”的毛
亨、“小毛公”的毛苌和河间献王刘
德。河间民间流传着“毛苌寻找福地
传授《诗经》”的故事：秦始皇焚书坑
儒，劫后余生的毛亨受到惊吓，一病不
起，可他怎么甘心把满肚子的《诗经》
带进棺材呢！自己无后，于是把侄儿
毛苌叫到床前，一字一句地把《诗经》
传授给他，并嘱咐说：“我死以后，你带
上家人去寻找福地传授《诗经》吧，千
万不能让《诗经》失传啊！”说完就死
了。毛苌非常聪明，心领神会，强记默
诵，一字不差地把毛亨所授内容背
了下来。妻子死后，毛苌带上独生女
儿，赶着牛车，晓行夜宿，一直向西走
去。辗转多地，最终来到河间国北部
一个较大的村子里，一打听，人说：“这
里叫尊福乡。”毛苌一听乐坏了，就对
女儿说：“这就是你爷爷让咱们找的福
地啊！”从此落户河间，传授《诗经》，声
名远扬。当时的河间献王刘德听说
后，立刻把毛苌接去，盛宴款待。席间
谈起《诗经》，毛苌口若悬河，不仅诵其
诗而且解其意。刘德大悦，马上封他
为博士，在河间南部修起一座“日华
宫”，让毛苌在此讲学，还在河间北部
修起一座“君子馆”，让毛苌在此接待
四方学者⋯⋯《河间县志》收录了这个
故事。

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和有关史书
记载有些出入，其实从鲁国逃到河间
避难并落户河间的是毛亨，这也是一
些史书把毛亨称为“河间人”的原因。
毛亨、毛苌接力传授《诗经》的故事则
是真实的，而《毛诗》得以传承下来的
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河间献王刘德，
这也是事实。正因为刘德对于光复儒
学的贡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称
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使他成为
历史上获得“实事求是”评价的第一
人。毛亨、毛苌和刘德，三个人机缘巧
合在河间交集，成就了《毛诗》传承的
千秋伟业。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南巡驻跸河
间，在其所题《河间道中》曾赞叹：“问
风略先农桑候，览古欣过礼乐邦。毛
氏诠诗真独诣，献王得士本无双。”至
于民间传说把河间说成“福地”，毫无
疑问这是河间百姓的自豪，民族文化
的瑰宝得以在河间发扬光大，河间当
然是一片福地。

西河大鼓的主要发源地也在河
间，又叫“西河调”“河间大鼓”。作为
最大众化的一个曲艺品种，它曾广泛
流传于北方城乡，尤其是冀中一带。
时光退回到三十年前，冀中地区的老
百姓没有听过西河大鼓的不多。西河
大鼓既有短篇鼓词，更有长篇大书，

《杨家将》《呼家将》《薛家将》即是其传
统保留曲目。当年，只要喊一声“说书
的来了”，家家户户便奔走相告，孩子
们更是来不及吃饭就去占座了。

当夜幕降临，明月东升，大三弦弹
起，月牙形铜板敲击出清脆的节奏，成
百上千的人屏声静气盯着鼓书艺
人，西河大鼓开篇了。终年辛苦劳
作的庄稼人可以尽情享受
令他们心醉的精神大餐。

时至今日在河间的街
巷里，一边是热衷国学的
人们，全身心投入地吟诵
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而隔壁便是西河大鼓那响
亮的鼓点声。

◤
二 不论何种原因，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张衡和沈景在河间为相期间，都不媚

权贵，不枉法纪，不欺百姓。

◤
三 历史上有用籍贯称呼名人的传统，被世人称为“河间”的河间名人，当推一代名医刘完素“刘河间”，

还有一代文宗纪晓岚“纪河间”。从这一称呼中足可窥见，他们和家乡割不断的情缘。

改进了浑天仪，发明了地动仪，还以卓越
的文学成就名列“汉赋四大家”的张衡，更多
的是作为科学家、文学家被后人纪念和铭记
着。其实他还做过一任河间国相，而且政声被
广泛赞誉。

在被收入中学课本的《张衡传》中，有关
于河间国相的记载，虽只有七十多个字，但十
分生动形象。东汉顺帝永和元年（136 年），张
衡出任河间国相，此时的河间国王刘政骄奢
淫逸，不遵法纪，不守规矩，勾结地方豪强，横
行霸道。张衡到任伊始，施政威严，整饬法度，
并暗中察明了依附刘政为非作歹的奸党名
单，尽数捉拿，震惊了河间国，人们拍手称快。

张衡任河间国相三年后，上书朝廷，请求
告老还乡，被顺帝召回任尚书。这一年张衡六
十二岁，第二年就去世了。无疑，与河间结缘
对于张衡的一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河
间人记住了他，历史也记住了他与河间的这
段特殊渊源。后来明朝人张溥编印张衡的文
集，命名为《张河间集》。该文集以张衡为官地
河间命名，足见河间对张衡的非凡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东汉的另一名政治家沈

景，也是在东汉永和年间出任河间国相，其时
河间国王也是刘政，沈景的主要政绩也是矫
正刘政的不法行为。范晔《后汉书》分别记载
了张衡和沈景矫正河间王刘政不好行为的相
似事迹。不论何种原因，有一点是没有疑问
的，张衡和沈景在河间为相期间，都不媚权
贵，不枉法纪，不欺百姓。因此，重修河间府衙
时，沧州学者李忠智先生撰写了一副对联：治
学研经，求维实事追毛贯；为官施政，持必公
心效沈张。“毛贯”是毛苌和他的弟子贯长卿，
而“沈张”则是指沈景和张衡。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 年），河间国改为
瀛州。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 年），北宋置高
阳关路安抚使司，治河间，统领瀛州、冀州、沧
州、雄州、霸州及永静军、保定军等 11 座州
军，包拯出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兼安抚使，知
瀛州。

包拯到任后很快发现瀛州的公用经费严
重超支，朝廷核准并拨付的费用标准是每年
两千贯，所有开支均应列在其中，包拯亲自计
算了前任知州三年的支出，平均每年一万一
千贯。而包拯到任时，地处宋辽前线的瀛州为

准备战事，屯集了许多军队，送往迎来的招待
费用也大幅增加，即使精打细算，紧缩开支，
每年至少也要六千贯，仍有四千贯的缺口。古
代弥补经费不足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向百姓
摊派，二是官府经商。但包拯觉得这两条都不
合理，“况又河朔连岁不稔，水涝未已，民力重
困，岂忍过有诛削”。连年灾荒，老百姓的日子
已经非常难过了，岂能忍心再增加他们的负
担，包拯再三筹划，准备采取新的措施，并直
言上疏《论瀛州公用》，开头第一句话就说：

“臣昨奉敕就移此住，缘本路久经夏涝，流亡
未复。”因为受灾，自己到任时外出逃荒的百
姓还没有完全回来，这让包拯心情非常沉重，
通篇都是为民情怀，而且语言简明流畅，句句
到位，堪称美文。

据记载，包拯到河间上任时间不长，因长
子病逝，回家料理丧事，后改任他职，但《论瀛
州公用》成为一代名篇，至今仍被吟诵，仍被
引用。我们看到的铁面无私、一心为民的“包
公”形象，虽然被艺术化了，但包拯的行为事
迹，在《论瀛州公用》的文章里，已经真实地镌
刻在河间的历史上了。

刘完素，字守真，生活在宋末金初，当时
的河间是金兵进攻北宋的交战地带，连年战
祸，民不聊生。刘完素出身贫寒，父亲因有病
没钱医治而身亡。这一切让刘完素立志学医，
他在认真研究《黄帝内经》的基础上，突破医
学桎梏，拒绝墨守成规，主张以寒凉攻邪，并
最终开创了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寒凉派”。

一次刘完素出诊归来，遇到一户人家的
产妇因难产而亡，正在发丧，刘完素看到棺材
中有血淌出，仔细观察血的颜色，他断定人还
没有死，于是恳求开棺救人。打开棺材后，他
认真察看病妇面色，细心切脉，然后取出银
针，引针入穴，随即产妇苏醒，胎儿顺利产下，
丧事变成了喜事，产妇全家磕头谢恩。神医刘
河间的知名度也随着“一针救两命”的故事四
处传扬。

刘完素一生著述颇丰，如果说上面的故
事还只是传说，那么《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
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著作，却是中
华医学宝库中实实在在的珍贵遗产。《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记载刘完素的

著作“亦因地因时，各明一义，补前人所未
及”。此外，一代名医刘完素曾婉拒朝廷让他
做官的命令，一心在民间治病救人，为此，河
间的百姓纷纷自发修庙纪念他，至今仍年年
祭祀，铭记其悬壶济世、拯救民众远离病痛的
善行。

历史上有用籍贯称呼名人的传统，被世
人称为“河间”的河间名人，当推一代名医刘
完素“刘河间”，还有一代文宗纪晓岚“纪河
间”。从这一称呼中足可窥见，他们和家乡割
不断的情缘。

纪晓岚和刘完素贫寒的出身不同，他出
生于河间望族，和刘完素拒绝为官不同，他官
至礼部尚书。清中期有所谓“南袁北纪”两大
名士之说，“南袁”乃浙江人袁枚，“北纪”即是
纪晓岚。

在家乡百姓口口相传的关于纪晓岚的故
事中，有一则叫“庇护乡里”。据传说，袁枚出
任河间主考时，以河间双塔为题，出上联“双
塔隐隐，七级四面八角”，诸位考生因不会应
答只是摇手，袁枚便借此嘲笑纪晓岚故乡河
间无能人，纪晓岚笑着说：“诸生摇手即是作

答：孤掌摇摇，五指三长两短。只不过你不理
解罢了。”袁枚无言以对。这个故事完全符合
纪晓岚的性格特点，但十有八九属于“戏说”，
乡亲们之所以津津乐道，就在于它体现了纪
晓岚对家乡的感情。

纪晓岚在自己的著作《阅微草堂笔记》中
多次记述家乡河间一带的故事，具体写到某
村某镇或有名有姓之人，足可见他对家乡的
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深的眷恋。他在《槐西杂
志·卷三》中写道：“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供京
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
业。”金丝小枣是沧州的一大特产，“崔庄多
枣，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崔庄即是纪晓岚
的家乡。在枣行中吃着红枣长大的纪晓岚，一
生喜欢红枣，不仅《阅微草堂笔记》中多处写
到红枣，甚至还专门写了《食枣杂咏》六首：

八月剥枣时，檐瓦晒红皱。
持此奉嘉宾，为物苦不厚。
岂知备贽谒，兼可登笾豆。
桂子不可食，馨香徒满袖。
这首古诗表达出一代文宗对红枣的颂

扬，也透露着他对家乡深沉的挚爱。

◤
四 走在河间，一不留神就会踩到一个故事“眼”上，有时候，重温一

下历史、古人和他们的故事，不无裨益。

今日河间
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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