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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网络文学的根脉
□桫 椤

风物人心皆故乡 ——评赵宗彪散文集《山河故人》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多次迭代
升级，网络文学目前已成为大众
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奇观。在世界
范围内，中国网络文学的连载形
式、文体样式、读写人数以及它
所形成的生态都有典范意义，凭
借巨大的媒介优势产生了广泛的
文化影响，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
中华文化的原创力。如今，中国
网络文学读者已有5亿人，作者超
过 2000 万，当之无愧地成为网络
文学最发达和最活跃的地区。

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是
网络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
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网络文
学的确是依托互联网才得以存在
的。但回顾其发展史，这个观点
却无法解释一个问题：网络文学
为何没有活跃在互联网最发达、
使用率最高的欧美地区，却在中
华文化的熏陶下日益繁荣？很显
然，网络技术并不是唯一的、根
本性的条件，技术之上的文化才
是决定性因素。

中华文化是人类最为久远的
文化之一，更是历经数千年被完
整保存并连续传承、至今仍然生
生不息的民族文化体系。在漫长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 幅 员 辽 阔 的 疆
域、多民族的文化构成，创造了
世界上最广大和最多元的生活空
间；同时，人口庞大的人类族群
中千差万别的个体生活情状与国
家政治经济中广泛的同一性相交
织，这些都使得中华文化具有无
与伦比的丰富性、厚重性和创造
力。每个中国人从幼年听到的第
一句话、第一首儿歌开始，就在
这个传统中生长，每个说汉语的
人骨头上都烙上了传统文化的深

深印记。正因为有如此厚重的文
化积淀，才使得我们进入现代社
会之后，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才变
得如此迫切和激烈，从而爆发出
了足以撼山动岳的文化力量。

人类创造文化，人被文化所
塑造，强大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在
中华传统文化中出生和成长的个
体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情感和
心理结构。这个结构影响到网络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其中所表现
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在
中国文学传统中已经得到具象化
的赋形。例如对故事的喜好、对
叙 事 的 偏 好 、 对 情 感 表 达 的 热
情、对想象力的张扬，以及对美
好生活的无限期待，等等。它们
汇合成的精神生产力，只有到了
互联网时代才有机会被激活，也
只有网络空间这种没有物理边际
的媒介才足以承载。从这个意义
上说，中华文化在网络文学中的
表达，生动展现了文化学家麦克
卢汉所言的“媒介即信息”的图
景：媒介变化重要的不是传播工
具的改变，而是这种传播工具的
性质带来的社会变革以及它所提
供的可能性。

悠久的历史文化为网络文学
提供了无可计数、用之不竭的创
作资源和思想支撑。网络文学中
的传统文化以两种形式存在。第
一种是隐性的，中华传统文化融
入作者笔下所建构起的文学世界
及其运行规律，体现在小说的世
界观、人物的言行和伦理道德、
作品的价值追求等多个方面，是
不被作者和人物角色意识到的潜
移默化和习焉不察。例如 《凡人
修仙传》《万古仙穹》 等仙侠小说

中的练气、炼丹、成圣等情节逻
辑得自于本土的传统道教，是对
传统文化资源的审美化改造；而
支撑 《雪中悍刀行》《琅琊榜》 这
些武侠小说的文化根据，是中国
武术这张在国际上辨识中华文化
的 重 要 名 片 ；《后 宫 · 甄 嬛 传》

《盛唐风华》《燕云台》 等历史小
说 则 直 接 从 中 国 历 史 典 籍 中 选
材。此外，还有大量同人小说从
传统小说中抽出人物和情节，用
新故事来结构新作品，例如 《我
在红楼修文物》 是 《红楼梦》 的
同人作品，《汴京上元局》 则从

《水 浒 传》 中 引 出 故 事 ，《守 墙
人》 更是杂糅了 《三国演义》《射
雕英雄传》 乃至电视剧 《武林外
传》 的人物和情节。而在众多类
型的作品中，都隐含着作者无意
识地对儒家、道家、法家等传统
文化观念以及俗世伦理的尊崇，
例如在大量的言情小说中，尽管
男女主角的爱情充满时代感，但
仍然蕴涵着含蓄、内敛和对纯爱
的向往这些中华传统爱情观。

第二种是显性的，即特意把
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作为主要表
现对象，用网络文学的方式展现
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大前提下，传统
文化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题
材领域，诞生了一大批佳作。例
如 《廊桥梦密码》 用新民间故事
的形式讲述廊桥这一中华建筑瑰
宝的历史和建造技艺，《画春光》
以复兴古越瓷烧制技术为主线，

《相声大师》 则以传统曲艺为表现
内容。当然，网络文学不是“复
古”的创作，传统文化在其中是
被赋予了新意义、新内涵的。而

在这些表现传统的作品之外，更
多的作品直面时代大潮中的社会
发展变化，通过描写新生活来创
造新精神、建构新文化，例如反
映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大山
里的青春》《扎西德勒》，反映中
国 工 业 和 科 技 发 展 的 《大 国 重
工》《重卡雄风》《北斗星辰》 等
作品，以及描写中国企业在海外
发展的 《与沙共舞》《在阳光眷顾
的大地上》等。

在文体形式上，中国古典通
俗小说的审美形式为网络文学奠
定了基础。网络小说以讲故事为
主要目标，大量使用了中国人喜
欢的传奇小说写作模式，例如突
出主角、制造悬念等；同时，分
章节连载实际上暗合了传统章回
体小说的样式，作者借鉴读者意
见与古代说书人根据听众反应修
改作品异曲同工。

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华
文化圈中发展壮大，正是因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契合了读者 情 感 的 审 美 表 达 方
式。过去我们说“只有民族的才
是 世 界 的 ”， 但 在 网 络 文 学 中 ，
我们要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正是中华文化与科技和时代精神
的结合，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
中创造了一个瑰丽多姿的文学世
界 —— 如 今 网 络 文 学 向 海 外 拓
展，已经吸引了大批非华语文化
圈的读者和作者，成为国际上了
解中华文化和中华精神的重要载
体和渠道。网络文学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根脉筑牢文化身份，
必将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征程中发挥独
特的作用。

□王思童

优秀传统民间音乐是先辈留给
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在当
前文艺市场，民间音乐常常遭遇

“叫好不叫座”的尴尬。虽然互联
网娱乐大潮催生出一些融合流行音
乐元素的“跨界”式民歌作品，但
受众评价褒贬不一。新生的Z世代

（指 95 后、00 后） 可能觉得初听
“一耳朵惊艳”，但反复几遍下来就
会感到因陷入类型化而产生厌倦；
另一方面，对于民间音乐老艺人或
者部分专家学者来说，“跨界”式
民间音乐作品容易在市场化的包装
过程中变了形、走了样，因此他们
对民间音乐“跨界”式发展的前景
并不看好。

那么，在网络信息时代大潮
里，民间音乐的创新发展究竟路在
何方？这不仅对每一位民间音乐创
作者、表演者，更对民间音乐教育
工作者发出了灵魂之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笔者认
为，对于民间音乐这棵曾经枝繁叶
茂的“大树”来说，音乐教育可以
看作是固其本、强其根、培其元，
而促其抽出新芽、长出新叶、探出
新枝、焕发新生的“续命之药”。
若要切实发挥音乐教育推进河北民
间音乐创新发展的“药效”，需对
本省音乐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优化，
使其更快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和创
新 需 要 。 探 其 原 因 ， 在 于 以 下
两点：

首先，互联网文娱的分众化发
展呼唤民间音乐转型升级，同时也
对音乐教育培养新型创作及表演人
才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 年国家
统计局发布《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统计分类》，将“数字广播影
视及视听内容服务”“数字化娱乐
服务”“数字新媒体服务”等界定
为文娱市场“新业态”。这些“新
业态”的基本运营特征表现为：受
众可通过网络自由检索、点播自己
喜爱的娱乐节目。这实际上就是把

“看什么、听什么”的主动权交给
了受众自身。于是，爱听民歌的受
众会青睐于检索民歌，爱听爵士乐
的受众会热衷于点播爵士乐。如此
一来，原本大众化的“听众”概
念，渐渐随着“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的能动选择，而分化成为一个个小众的网络娱
乐受众圈。分众化，给河北民间音乐的网络传播和
产业化创新提供了全新契机。从供给侧来看，分众
化也意味着河北民间音乐要为粉丝量身定制其喜闻
乐见的产品，这对从业人才的感知力、分析力、创
造力等各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须整合
优化音乐教育资源，为文娱分众化趋势下的河北民
间音乐发展提供更多新型人才。

其次，河北省内相关产业的创新变革趋势，也
呼唤着一专多能型民间音乐人才。近年来，文化旅
游导向下的全域旅游蓬勃兴起，不仅涌现出武强县
周窝镇等特色音乐小镇，其他景区、康养小镇、研
学旅行目的地也增加了对民间音乐表演的多样需
求。这些变革无一不对从业人员提出了一专多能的
更高要求——“一专”是指精于河北民间音乐；

“多能”则是需要胜任舞台演出、景区演出、VR/
AR情境表演、康养中心音乐表演、研学旅行教育
表演等多种任务场景。培养一专多能型的表演人
才，势必要求河北民间音乐教育进行适时适势的资
源整合。

互联网文娱的分众化发展趋势和省内相关产业
的创新变革趋势，为河北民间音乐创新发展提供了
难得契机，同时也对音乐教育资源整合优化提出了
更高要求。

整合人力资源，强河北民间音乐之“根”，树
河北民间音乐之“魂”。要保证互联网文娱时代河
北民间音乐创新发展不变形，不走样，首先需要对
其“强根固本”。省内高校音乐院系可对精干教师
进行文化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培训，
进而深入河北民间音乐传承地域，开展文化人类学
指导下的田野采风及摄录工作，将河北民间音乐原
生态的表演场景及其文化生活背景完整记录下来，
以供日常教学使用，保证河北民间音乐教学在“原
生态文化生活场景”的加持下展开，确保学生深入
领会、把握河北民间音乐的风格与审美特征，为日
后从事相关工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
活水。

整合财力资源，打造跨越多领域的实践教学基
地。要培养一专多能型的河北民间音乐人才，就需
要使他们适应多种场景。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
说，省内高校音乐院系应改变过去单纯选择文艺院
团作为实践、实训基地的做法，将实践教学的大舞
台搭建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具体来说，可利用抖
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建立面向网络文娱空间的
河北民间音乐表演实训教学机制；可依托景区，建
立面向旅游、康养和研学旅行的新型民间音乐实
践、实训机制。

整合物力资源，推进河北民间音乐与其他专业
教学融合。比如高校内的河北民间音乐方向师生，
应加强同影视、动漫等专业的合作，通过为其提供
民间音乐的伴唱、伴奏来熟悉VR/AR等技术运用
的现实情境。这样，不仅有望打造跨院系、跨专业
的实训机制，而且能有效拓展民间音乐表演专业学
生的思路和视野，增强其面向现代文娱场景的实践
操作和适应能力，从而助其达到一专多能的素质
要求。

综上所述，当前河北民间音乐的创新发展，需
要音乐教育界勇挑重担，整合优化人力、财力、物
力等方面资源，积极培养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开创活力盎然的传承发展新局面，让民间音乐之花
香飘燕赵、绽放新颜。

□元 萌

故乡有我们最早的人生记忆，
是我们性格与人格形成的地方。赵
宗彪所著 《山河故人》（浙江人民
出版社 2022 年 8 月出版），是一本
怀念故乡、追忆故乡人与事的散文
集。作者以温厚的语言刻画了故乡
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让自己时
隔四十年得以重新观摩故乡，回到
精神原乡。

浙东天台山西部的赵宅村是作
者的故乡，也是他的文学原乡。

《山河故人》 以这个村庄为原点展
开，故乡的地理、风物、人物、童
年轶事，都成为作者记录的对象。

《山河故人》 以地理志开篇，
用“作家地理”的手法，勾画出故
乡的文学版图。赵宅村的山野、溪
流、水井、水库、石桥、路廊，都
有着自己的故事。时下，人们常常
有感于故乡的消失，此处的故乡不
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出生地，还是
融入血脉的精神原乡。地理上的一
次次重返，是为了精神上的回归与
重建，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写：

“对天地、自然、乡土、村庄、人
世和亲情有更深的了解，能够找到
自己的根。”寻到自己的根，才是
真正的回乡。

文学创作过程犹如雕刻时光。
作者不仅是时光的雕刻者，在现
实中也是一名木刻艺术家，书中
作者描绘了木刻这门手艺带给他
的美好记忆。祖父留下的一块亲
手刻制的木版年画，被作者视为
珍宝，“当时用布将它包起来放在
二楼的墙洞里，外面再用砖封回
去”，上面刻着宗教人物，逢年过
节拓印到红纸上拿到集市上卖，
能得到一份不小的收入。从未谋
面的祖父曾是文艺青年，也成为
作者踏上艺术之路的启蒙者，血
脉绵延，作为后辈的他画画、木
刻，无师自通。

书中的 126 幅手绘作品，也出
自作者之手，自成一派，形成了
他的另一种语言。“江南乡村的话
与画”，画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作
者的画与他的文字风格一致，相
得 益 彰 。 好 的 插 图 ， 仿 佛 会 说
话，不用文字注解，其中的含义

也 能 一 目 了 然 。 无 论 是 手 绘 地
图、人物速写、场景白描还是地
方风物，都成为书页上一个个独
特的美学符号。绘画，还是复刻
记忆、速写时代的方式。书中一
幅画满各种粮票、肉票、布票的
插图，生动还原了“以票为贵”
的过往；还有一幅“白衬衫、西
洋发、戴上海、衔牡丹、骑着凤
凰飞上天”的图画，也能反映出
那个时期最时尚的搭配。

写作、木刻、绘画殊途同归，
都关乎匠心。书中的人物志与田
野志中，不乏来自乡土的智慧与
技艺。行走民间的游医、上门服
务的剃头老司、给碗刻字的号碗
匠……这些俗世奇人，在当下已
难寻觅。只要有手艺，就不会饿
死 ， 这 就 是 来 自 民 间 的 朴 素 认
知。考上大学，走向更广阔的天
地，则是世代农人的理想。书中
写到的村民，有的一辈子没有走
出过农村，有的后代已经移居城
市，过上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
活。尽管作者少小离家，但绝非
异乡人。在雕刻的日子里，故乡

的情感、风土、细枝末节，早已
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作者的家乡，看上去不懂人
情世故的人称为“头世人”。成年
人当中的“头世人”，可能正是呈
现出呆萌天真状态的那一类人。人
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

《忧郁的热带》 一书中，称自己以
一种“生手的天真”望着从未见过
的 广 阔 世 界 。 相 较 于 《山 河 故
人》，作者以老练之手写赤诚之
心，仿佛也能携读者回归自己生命
中的纯真年代。他在自序中写道：

“故乡，是一个人心灵的王国。”回
乡，有时候是为了寻找已经逝去的
乐园。

全书以少年志收尾，重点回忆
了上小学之前的逸闻趣事。在乡野
的广阔天地间，捉蜜蜂、钓黄鳝、
抲鱼、放牛、煨黄豆等是作者这一
辈人小时候最擅长的游戏，稀松平
常却又野趣横生，少年心气跃然
纸上。

每一个故乡，都是真实的中
国。通过百余篇回忆散文、百余幅
简笔画作，我们可以看到、找到记

忆深处关于故乡的点滴，寻到、嗅
到那些专属于童年的味道。这些有
趣、温热的文字，贯通了我们与祖
辈的遥远记忆。

□吕佳泽

作为中国当代知名的先锋作
家，李浩长期受到评论界双重诟
病：“其一是不会讲故事，讲不好
故事，没有完整的、有趣的、现实
的故事；其二是语言的‘欧化’，
不太使用大家习惯的、常用的‘标
准汉语’，多少有些翻译腔。”李浩
最新长篇小说 《灶王传奇》（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8 月出版）
选择用中国传统小说叙述语言，回
归中国古典小说脉络，成为一部与
其之前作品风格迥然不同，但在思
想内核上一脉相承的作品。

李浩博览西方文学理论和名家
名著，其作品偏西式的书写风格，
也引发了评论界对其能否驾驭中国
本土写作路数的争议。《灶王传
奇》则将这些质疑一一打破。该书
一改之前的写作风格，运用中国古
典小说叙述语言，构建起融合传奇
性与日常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民
间世界。书中，李浩设定了简洁的
故事主线，聚焦人物对话和心理细

节，塑造了一系列形神兼备、气韵
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出多重解读
方向。

不同于之前的 《N 个国王和
他们的疆土》 只是披着王朝历史
外衣传承现代小说内核，《灶王传
奇》 不仅在写作技法上力求回归
中国古典文脉，故事结构和背景也
和传统传奇志怪小说一脉相承。在
神话体系构建上，李浩在诸多方面
借鉴了古代传奇志怪小说，同时根
据情节需要做出了必要的修改。小
说的故事时间设定于明朝由盛转衰
的明英宗时期，主人公则是家喻户
晓的“灶王”——一位在民间受
千家万户供奉，但在李浩所构建
的神仙体系中居于底层的小神。
主人公的命运与明朝运势息息相
关，纵使神仙也不能摆脱人世间
的束缚。

该书虽然在“形”上做出了
一些改变，但其“骨”依旧延续
了李浩的文学理念。他通过将场
景化、形象化的叙说抽象为寓言
式的讲述，来强化故事与观念之

间的联系。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可
以看作完整的寓言文本，但这些
文本并不像现实主义写作那样在
纸 上 画 出 对 现 实 生 活 的 艺 术 想
象 ， 而 是 有 关 意 识 和 观 念 的 模

型。剖开外形，探究内里，《灶王
传奇》 与李浩之前的很多作品一
样，依旧带有寓言性质。小说中的
神仙世界如同人世间的翻版，神仙
们难以跳出三界，有自己的喜怒哀
乐，无法做到随心所欲，私欲之盛
丝毫不逊于凡人，等级划分比俗世
更加严格。龙王在龙宫答谢救命恩
人豆腐灶王和小冠时的不情愿与惺
惺作态，原本恩重如山的救命之
情反而成为替自己树立知恩必报
人设的大旗，不禁令人感慨；原
本代表神仙无上荣耀的天宫百叟
宴，实际上参会的神仙连饭都吃
不饱，每天都在繁文缛节中与饥
饿抗争；东岳七十二司验收天下
灶王的善恶记录簿，各地灶王们
面对的却是小官的趾高气扬……
类似的情节不胜枚举。李浩精心
构建的神仙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完
整的寓言，神鬼传奇与凡俗生活
遥相呼应，彼此映照。

《灶王传奇》 表面展现的是神
仙世界，而实质则直指人间百态。
第一世是穷孩子的小冠，来世宁愿

做一个富有的短命鬼，也不愿再当
受人欺侮的穷孩子。贫穷在小冠幼
小纯洁的心灵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疤
痕，转世成为富家公子的小冠用各
种手段回击前世不堪回首的童年，
贫穷和缺乏父母关爱对孩子的摧残
难以言表。小冠形象的深刻在于，
他明白何为对错，明知自己的行为
是错的，依然我行我素。但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他又毅然挺身而出充
当说客，用自己的鲜血浇灭灾民的
怒火，阻止朝廷对他们的屠杀。对
拥有前世记忆的小冠而言，摆脱贫
穷重生的他没有高远的追求，如他
临终前所说：“这一生过得值，没
什么遗憾的，闹也闹了玩也玩了，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临走前做了一
件大事，说不定到阎王那里还会得
到奖赏呢！”小冠的二世像极了当
下的一些人，物质充裕，却难以填
满精神长期空虚的沟壑。

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即是作家
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李浩穿行在
真实与虚构、古典与现代之间，以
怪力乱神写出了春秋大义。

以现代先锋连接俗世生活 ——评李浩长篇小说《灶王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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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
文化为网络文学提
供了无可计数、用之
不竭的创作资源和
思想支撑。网络文
学中的传统文化以
两种形式存在。第
一种是隐性的，中华
传统文化融入作者
笔下所建构起的文
学世界及其运行规
律，体现在小说的世
界观、人物的言行和
伦理道德、作品的价
值追求等多个方面，
是不被作者和人物
角色意识到的潜移
默化和习焉不察。
第二种是显性的，即
特意把中华历史和
传统文化作为主要
表现对象，用网络文
学的方式展现传统
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