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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文艺的人文价值与实践

以赤诚之心书写时代变迁 ——评散文集《满城芬芳》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画卷”
——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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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桫 椤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对生
命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等造
成可见的损害，也在世界范围内
引发了对社会文化的思考。一些
知识分子借此重新审视进入“后
现代”以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和人类的发展
方式。在中国，由文艺介入抗疫的
方式引起的文艺与时代关系的讨
论是众声中的一响，讨论的声音
借助网络媒介被放大后，成为全
民抗疫中不可忽略的话语力量。

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审
美，但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应
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出发，表
达文艺工作者对人的生存状态的
观察、体验、理解、思考和想

象，舍此无他；一切脱离人类当
下生存境遇的文艺都是空洞的、
虚假的和毫无价值的。这是文艺
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判断社会
生活影响文艺的前提。在我国疫
情防控期间，文艺已经通过各种
方式进入现场，如同历史上的

“抗战文艺”，社会对文艺进行了
“功能性借用”，发挥的是文艺教
育引导、支持鼓励和关怀抚慰等
方面的实用性价值。文艺作为此
次抗疫的号角，对于鼓舞全民抗
疫士气，表达全国各地对疫情最
为严重的武汉等地人民的关心和
支持，讴歌投身抗疫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人民警察、社区志愿者
等群体的奉献精神，反思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不足等，都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文艺在灾难
到来时的应激反应。从长远看，
这次防疫中的经验将会使生产生
活中的某些方面发生长远改变，
人在疫情中的精神体验也会带来
社会观念上的变化，从而将会影

响“后疫情”时代的文艺实践。
疫情使人类真正结成了命运

共同体。文明时代，生命的价值高
于一切。因此，在消费行为中受到
商品观念和技术理性挤压的人文
价值应当在文艺实践中被重新唤
起。文艺要回到人的本体意义上
来，从我国古老的《易经》将人列为
与天、地并齐的“三才”之一，到西
方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思潮
确认人在万事万物中的首要价值，
人都是衡量一切的最高和终极标
准。人为人类自身的行为建立尺
度，这个尺度不应该被物质、金钱、
科技等外于人类自身的力量扭曲
和异化。在宇宙中，唯有人类的实
践是自觉的、有意志的和合乎目的
的。人类面向自身的智慧建立道
德和法律，为欲望和人性设定法
度；向外的智慧则发展出与自然
对抗和在自然中生存的能力。无
论是原始工具还是人工智能、量
子技术等高新科技，它的背后始
终站立着的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

自然之物和科技产品并不具有价
值判断的能力。如同病毒和机枪
无法自主识别攻击对象一样，没有
人的使用和改造，石斧就是石头；
人工智能产品只能是“人”“工”的
结果和手段，是人类认识世界、掌
握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不
具有人的本体意义的。因此，社
会实践要将人类自身作为一切的
出发点和归宿，以关心人、爱护
人、重视人，人不是工具，不是手
段，人本身就是目的和标准作为
根本性目标。这同样也是文艺亘
古不变的情感取向和主题遵循。
一切文艺创作都应该围绕人性、
人道、独立、尊严、激情和理想等方
面来进行，偏离了这个方向，文艺
将沦落为纯粹的文字游戏。

疫情期间网络媒介的表现对
文艺实践有重大启迪。作为人类
进入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互联网
在疫情防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它不仅作为交流工具向全球传递
世界各国的疫情信息，也作为人们

表达立场和情感的公共生活空间，
更兼具购物、工作学习、沟通交流
等人们赖以生存的功能。我们无
法想象没有互联网的宅居生活究
竟该如何过下去。在电子屏幕上
的虚拟世界里，文艺的活跃程度远
超现实世界，抗疫文学作品、观点
文章、网络小说、网络影视剧、网络
综艺节目等全天候、无缝隙传播，
这些网络文艺作品，在疫情期间为
活跃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重
大贡献。这是媒介革命带给人类
社会的福音。新世纪以来，网络
时代的生活现场对传统文艺形成
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比挑战更
重要的发展机遇，此次疫情再次
凸显了网络文艺的优势地位。“后
疫情”时代，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
基础上彰显时代精神，用新的审
美表现网络时代人类的情感和意
趣，通过与媒介互动促进传统文
艺的转型，使文艺继续发挥心灵
家园和精神故园的功能，成为文
艺实践需要完成的新命题。

□崔立新

当代作家王蒙评说冯骥才的作
品时，用了一个字“哏”，言其有趣与
津味儿。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
11 月推出的冯骥才《真人不露相》
作品集，读来也颇“哏儿”。

大冯以善意、豁达的笔触写天
津卫的各色市井奇人，带着俗世的
热闹与情义，讲述特殊年代的人性
故事，道尽了现实中的曲折与温
情。读之，念之，感之，叹之，拍
案惊奇，诚觉世人尽可爱，也觉世
事尽如戏。

这部以艺人、学者为背景的作
品集，多篇写出没于市井烟火中的
传奇高手：刷子李、泥人张、皮大
嘴、好嘴杨巴、蔡二少爷……这些
清末民初天津卫码头上的乡土怪客
与民间英雄，是了解津味儿文化的
一把钥匙。他们性格怪异，手艺高
超，让人称奇叫绝。作者坦言：

“如果没有这些人，你就不知道嘛
叫天津卫。”

真人不露相，通俗讲就是高手
不显摆。书中的手艺人，都有着神
乎其神的技艺，作为养家立身的本
领，他们无意显摆，却自成绝响。

粉刷匠刷子李，刷浆时必穿一
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
点。他给自己立的规矩是“只要身
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作者写
他刷墙的动作，有节奏，有美感，
简直“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
会”——好像伴着鼓点，和着琴
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
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响，极
是好听。脆响声中，一道道浆，衔
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
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
障。

而“蓝眼”江在棠，看假画
时，双眼无神；看真画，一道蓝
光。火眼金睛，令人叫绝。泥人张
捏泥人的技艺更是神奇，“台下一
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
捏完拿出来一瞧，台上的嘛样，他
捏的嘛样”。

《黄金指》中的“指画”，手指
头像个肉棍儿，但画山画水画花画
叶画鸟画马画人画脸画眼画眉画樱
桃小口一点点，看画画比看画儿更
好看。

这些手艺人，即便绝技在身，
却也丝毫不敢懈怠，依旧努力磨炼
技艺。如泥人张经常出入戏院、饭
馆，观察人间百态，为制作泥人搜
集素材。由奇工异能走向传奇人
生，不仅凭的是技艺，更要具备卓
越品格。

冯骥才写的手艺绝活，涉及各
行各业。写社会，反映多种层面；写人性，也把握了
不同角度。他用一杆妙笔，为我们展示了光怪陆离的
世界和形形色色的凡人俗事，告诉我们，立足天下的

“绝活”都是精于一技、专于一业，雕刻匠心，无人
能比。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活灵活现地写他们超乎
常人的技能，更揭示出他们平凡人生中所具有的不平
凡的个性品格。他们在拥有了高超技能之后，于生活
中表现出的自信、自立和自尊，才是世道人心的永恒
亮点。“天津卫是个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
官儿也怵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
怵谁？怕谁？”他们身处乱世里，生活于城市的底
层，却依旧活得有滋味、有尊严，以自己的特立独行
演绎着一部部现实版的人生传奇。

作品后半部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啊！》
《雕花烟斗》《楼顶上的歌声》《感谢生活》 等，真实
还原了那些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关于活着、关于
苦难、关于人性的真实讲述。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寄
寓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思考，也揭示人性中的至美。作
品没有过多的曲折离奇情节，相反，不过是一个个简
简单单的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真真切切，然
经由他的妙笔点染，深沉余味便咀嚼不尽。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是普通人的悲剧故事，
作者将美好打碎了给大家看，看得人心伤，也沉重，
但人性中的至美——不为外界打扰的挚爱相守，也将
深深唤醒每一个人内心的柔情。

《雕花烟斗》 则讲述一个无名花农与一个著名画
家的交往故事。画家处于鼎盛时期，总是看轻与花农
老范的友情，甚至践踏友情。当画家处于人生低谷
时，就想以老范单纯、温厚、自然而然的友情给自己
安慰。而花农老范，却不管画家社会地位如何变化，
始终如一地欣赏着他，帮助着他。小说最后，画家的
悔意代表人性的觉醒。作品给我们一个启示：质朴高
尚的灵魂是通向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
唯一连接生活与艺术的纽带，更是高尚艺术的最终
归宿。

书中一些篇目是以往已经读过的，如今重温，依
然感慨颇深。鲁迅文学奖于大冯的颁奖词中说：于奇
人异事中见出意趣情怀，于旧日风物中寄托眷恋和感
叹……那意趣情怀，那眷恋感叹，便是因那永恒的优
美的人性吧。

□刘燕军

由曹勤学创作的散文集《满
城芬芳》（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9
年12月出版）是一部颇具地方文
化特色的文集，以“毛遂故里”鸡
泽为背景展开笔墨，书写生活百
态和人生体验。“时间煮雨”娓娓
道来的是鸡泽千年的历史文化，

“阡陌”描绘的是淳朴乡村生活，
“寸草春晖”写就的是对家人浓浓
的爱，“清歌留欢”回忆的是往昔
温暖岁月，“家门口”记录的是身
边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埂在新坡
绿”是对所到之地的所思所感所
想，“心阅朝夕”是对社会事件的
独到见解。

文化是一个地域最具魅力的
传承和风骨所在。作者笔下，毛
苌、毛遂、齐桓公等历史人物纷纷
登场，向人们述说鸡泽悠久的历
史。流传在这片土地上先贤智者
的传说，连通着鸡泽的文化脉络。
作者从大处着眼描绘燕赵大地南
部小城鸡泽的风物人情，从细处
落笔刻画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通过对家乡生活以及往事的回
忆，书写时代与人世的变迁，以小

见大、观照生命。
作为农民的儿子，作者没有

隔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他笔下
的乡村生活、农民形象鲜活生动，
十分接地气。如《五月记忆》描写
了华北平原勤劳的农民在田间地
头挥汗如雨的劳作场景，展现了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铸就的坚韧不
拔的品格。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五月“劳动强度最大，心理压
力最大。是对体力的挑战，也是对
精神的挑战”。他们一边埋怨农事
劳作的辛苦，“等孩子考大学，打
死也不上带‘农’字的大学”，一边
享受着收获后的喜悦，“点清了，
比去年多几袋，亩产九百来斤，笑
了，哈哈大笑了”。农民简单朴实
的追求与满足感让人动容：“五月
虽然劳累，可是有收获，在缺粮特
别是缺细粮的年代，能美滋滋地
吃上几个月的白馍，是我最向往
的事。”

故乡，或许早就在人的心底
埋下了种子，因为汲取营养的根
脉就扎在那里。乡村留下了作者
年少时的欢乐与梦想……彼时
的生活纯粹、简单。世事变迁，成
年人的世界中诸多事情身不由

己，城市与乡村、过去与当下的
生活冲突，隐藏在作者内心深
处，酝酿成愁绪，试图寻找出口。
正如作者所说：“乡愁，是对山的
依恋，是对水的缠绵，是对土地
的热爱，是对亲人的思念，是对
故乡的怀想。对于我，与村里的
人们形同陌路，同村里的生活渐
行渐远，才是最大的乡愁。”“挥
不去的乡野情结啊，在骨髓里植
根，在梦中萦绕，成了黑白照片，
成了永远的寄托。”

感叹时间流逝是文学作品永

恒的主题。时光渐渐远去，但记忆
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仍记忆犹新。
这种情绪在《井台·扁担·缸》中有
所体现：“人一上年纪，就爱回忆
往事：回忆经历过的事，回忆相处
过的人。”作者自称“糟老曹”，既
是对自己半生的一次回望，也是
一个不算总结的总结，体现出一
种看淡俗世、返璞归真的心态。年
过半百的“糟老曹”，沉积在心的
思绪透过文字，如东流之水，自由
奔放，无拘无束。

《瓦尔登湖》作者梭罗说：“我
们的生命不应虚掷于琐碎之事，
而应该尽量简单，尽量快乐。”作
为优秀的作家，梭罗通过文字记
录自身观照生命万物的感受，启
发我们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曹勤
学怀念亲友、乡邻的作品也隐约
透着这样的哲理，能触到人们内
心深处的柔软。

对于身边人，曹勤学总能捕
捉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他写与
父亲的相处——父亲与自己话语
不多，通过日记才了解了父亲清
苦而勤劳的一生；写母亲得了癌
症而强作笑颜，坚强地同病魔斗
争；写媳妇能干，安装燃气灶、修

理橱柜、补轮胎，温柔贤淑而不乏
“女汉子”般的泼辣；写儿时玩伴
的体贴、爷爷对自己的宠爱……
点点滴滴都透着作者对亲朋的怀
念和牵挂，透着对年华易逝、生命
无常的慨叹。

曹勤学早前出版的长篇小说
《凑合》，表现的是传统女性对命
运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
时也对如窗户纸般脆弱的“凑合”
婚姻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字里行
间流露着锋芒与张扬。而这部散
文集，文字多了内敛与达观的意
蕴。同样是表现对人生价值的探
寻与追求，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
作者能娴熟地运用不同的笔法与
写作技巧，体现了作为写作者的
成熟。

书的后半部分收录有作者评
论影视、社会、文化现象等的小品
文，观点鲜明、颇有见地。看得出
来，作者善于从历史文化、现实热
点中获取创作灵感。某电视剧中有
一句台词：“一辈子很短，如白驹过
隙，转瞬即逝；可这种心情很长，如
高山大川，绵延不绝。”我想，作者
对家乡、对亲人的爱与思念，以及
对文学的热忱，亦是如此吧。

□韩立新

“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
这是跨文化传播学创始人爱德
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中说的。它
让我们开始思考文化和传播的关
系到底是什么，也使我们意识到，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
文化发展离不开跨文化交流，国
家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传播。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
通信领域的不断革命，跨地区、跨
省份、跨国界的商务洽谈、学术交
流、旅游观光等活动日益频繁而
广泛，这使得跨文化传播在现代
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纽带作
用。近年来“国家形象”“一带一
路”“孔子学院”“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成为热词，表明跨文化传播
学的学理构建和实践探索势在必

行。
在此背景下，由张金桐、李锦

云主编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
跨文化传播研究》（吉林大学出版
社2019年12月出版）以改革开放
四十年为横坐标，以跨文化传播
研究热点为纵坐标，以代表性学
术观点为参照，通过三维立体的
视角，展现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
究的历史脉络，为读者描绘了一
幅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四十年的

“画卷”。
该书共两册，145 万字，内容

翔实，全面总结了跨文化传播研
究的知识图景。跨文化传播是一
门交叉学科，与新闻学、语言学、
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
均有不同程度的融合。因此，该书
从七个角度建构整体框架，力图
做到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景式展

示，即跨文化传播理论，跨文化媒
介传播，跨文化语言传播，跨文化
语言教学，文学跨文化传播，旅
游、体育与艺术跨文化传播，跨文
化企业管理与商务沟通。在此基
础上，以“篇”布局，囊括符号、维
度、管理等理论研究，广告、新闻、
出版、影视、商务、营销、管理等热
点问题的实践研究，做到了全方
位、立体化、多角度地总结跨文化
传播的研究成果，展示了四十年
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
状，勾画其发展的基本轮廓，为我
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更上一层楼”
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

逐层展现、布局清晰。从全书
布局来看，采取以“编”统“篇”的
形式编排，谋篇布局清晰。“编”梳
理了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主要领
域；“篇”则展现了各领域的热门

话题。二者结合，形成了跨文化传
播领域各板块分支的知识图景，
此种全景式的编排方式为后来者
提供了便捷的认知途径，读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阅
读，寻找线索，进而深入了解跨文
化传播的研究状况。此外，“编”

“篇”形式使该书的框架结构一目
了然，也为跨文化传播学者查漏
补缺、探索研究新领域提供了便
利。

该书将学科发展与改革开放
四十年结合起来研究，其结合点
抓得好。四十载春华秋实，跨文化
传播研究与改革开放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同步相随。该书站在历
史的长河，以时间为线索回顾学
科发展，系统梳理跨文化传播研
究各领域的发展历程。这种阶段
性的总结有助于加深对我国跨文

化传播学代表性学术观点的认
知，加深对我国跨文化传播学四
十年研究全貌的认识。

自古以来，河流、海洋、山岭
或人工修筑的城墙、沟槽等自然
与非自然障碍，把不同国度、不同
地域的人们分隔开来，但是信息
交流、文化传播却并不固于政治
疆界和地理区域的限制。文化各
异，但跨文化传播无所不在。不同
文化的交往越频繁，就越会发生
交流的障碍、误解与误判。当今国
际社会跨文化传播已经涉及生活
的方方面面，跨文化传播研究的
重要性也日渐凸显。该书所提供
的改革开放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研
究的归纳、总结式的梳理，不仅有
学术史意义，也必将会为跨文化
传播研究提供比较高的情报学价
值。

□禾 刀

家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很重的分
量。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渐渐
忽略了家书这个别具意义的交流
方式。近年来，随着《见字如面》
等文化电视节目的走红，远去的
家书重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成
为一股颇具文化深意的“暖流”。

《你信大爱我信你——潇湘
家书·抗疫篇》（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2月出版）从医务人员、公
安干警、新闻记者、基层工作者和

志愿者等抗疫群体书写的 3000
余封抗疫家书中，精选 81 封，采
用图片、书信的方式，记录了一个
个平凡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
真实故事。其中，有一线抗疫医
务人员给亲人的家书，如“小胖
子，妈妈好想抱抱你”；有党员干
部的请战书，如“危难关头，总要
有人挺身而出”；有抗疫人员家属
对抗疫工作的坚定支持，如“我懂
你，请安心战斗”；有支援湖北人
员的无私奉献，如“我在黄冈迎难
前行，不负使命”；有各行各业的
坚守岗位，如“写给送快乐的快递

小哥”；有湖北人民的感动致谢，
如“今夜无眠，深情致谢”。因为
离别，他们写下了一封封承载着
牵挂、思念、坚守和希望的家书。
这一封封真实的家书，不仅体现
了抗疫群体细腻、丰厚的内心世
界，更展现了灾难面前中华民族
情感与精神的力量。

书的开篇部分是支援湖北黄
冈的湖南医疗队队员写给家人的
书信。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湖南医
疗队队员大都在春节前后出征，
那本该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他们
与家人曾经有约，但他们又都不

约而同地选择了驰援湖北。书中
选取了许多图片，每一张图片都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脱掉防护服
后的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管护士高辉面部被勒出深深的印
痕；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护士
胡佩的双手因消毒液反复侵蚀，
已经开裂出血……他们是众多逆
行者身影的具体投射。

逆行者从来不是孤独的。在
医务人员家人的书信中，我们看
到的是理解、支持和关爱，同时
也是期望。如果说医务人员是冲
锋在前的勇士，那么其他一同战

斗在抗疫各条战线上的人们，则
是勇士们的坚强后盾。他们在各
自岗位上，以最大的努力，为抗
疫作出贡献。无数涓涓细流，汇
聚成强大的抗疫洪流，鼓舞和激
励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战胜疫
情。

见字如面，展信如晤。翻读
一封封真实的家书，就像翻开这
场注定载入史册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册页，感受人们细腻、丰厚而温
暖的内心世界。愿每一封战地家
书的祈愿都能圆满，愿春暖花开，
山河无恙！

抗疫家书：千里温情寄尺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