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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白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教授邹义勐先生贶赐我
的《通榆年画记忆》一书两年有余了，每每看到这本书都让
我感到温暖。温暖义勐先生能够把专业研究与故乡特色
文化结合起来，是刻着乡情的温暖，也是年画艺术烛照热
爱文明之人时那种深情凝望的温暖。

小时候每逢过年，父母定会节省下几毛钱买张年画，
粘贴在墙壁上，让贫穷的日子多了些许光亮，有《八大锤大
闹朱仙镇》《花为媒》《四婢图》《李自成》等。读了义勐先生
的书才知道，《花为媒》《四婢图》《李自成》的作者都是通榆
年画家刘长恩先生。

作为一部地域文化专著，义勐先生从“年画的起源与
发展述略”、“通榆年画概说”、“通榆年画的地域风情”、“通
榆年画的内容题材”、“通榆年画的艺术特征”、“通榆年画
的价值与影响”、“通榆年画的保护与传承”、“通榆年画作
品赏析”和“通榆年画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等九个方面，
对通榆年画这一吉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的成长历程、艺术特色与文化价值，进行了条分缕析、十分

周详恰切地叙述与论说，铺陈简练，点批精准，化错综复杂
的史料为明白晓畅的文字，在保持全书学术严谨精确的同
时，亦偶有不自禁地抒情灵光乍现，于不经意间增添了旨
趣与情思。如在研究通榆年画的地域风情时，作者写道，

“仲春之时草原生发、布谷初啼的斑驳景象，盛夏季节草长
丰美、牛羊漫步的恬淡风情，中秋时分遍野金黄、挥刀动镰
的丰收场面，寒冬雪霁漫山皆白、如琼似玉的萧瑟凄美，草
原一年四季都有景可观，有图可绘，有情可叹。”再如作者
论及通榆年画的文化价值时说，“灵动的笔墨或轻如蝉翼
或重若崩云，清新雅致，意气风发，尽在神采间，寓情于笔，
寄情于形色间。”只言片语，亦是吉光片羽，作者信手拈来
的句子把通榆年画的创作背景与创作特点表达得淋漓形
象，栩栩如生。这既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根基，也透露
出作者骨子里天然的美学倾向。

没有记忆的民族艺术是可疑的，犹如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不会走得更远；而没有传承的民族艺术也是可悲的，
犹如枯木难茁新枝，让人看不到蓬勃未来。任何艺术形式

必须在记忆中传承，在传承中生发出新的记忆，才能形成
宏大的艺术气象，散发出令人沉醉的感召力。义勐先生近
年来专心于潜故纸，拨寒灰，走田野，访旧人，钩沉辑轶，刮
垢磨光，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部《通榆年画记忆》，其心也
赤，其绩也灼。他的劳动，正如英国作家菲利普·威尔金森
在《符号与象征》一书所说“为了构架信仰，我们发明了一
套符号和象征物，并将其不断地发展、丰富，使之成为信仰
的一部分。这些符号提醒我们，人类与宇宙的和谐统一。”
毫无疑问，通榆年画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与象征物，它所呈
示和表达的，既有草根一样的底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向往与追求，亦有更为深广的文化思想与精神寄托裹
挟其中。通榆年画当之无愧是人类文明迤逦前行中的一
支火把，即使它的光焰不能照亮整个空阔的旷野，但一定
会照彻每一个热爱它的朴素灵魂。

义勐先生的这部专著，所想所愿也无非是盼望通榆年
画这支火把，在通榆大地上永不丧失它的接力者，让这缕
文明之火恒远传承。

先谈记忆 再说传承
——漫谈《通榆年画记忆》

●葛筱强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获
悉，陕西境内的大慈恩寺、大兴善
寺、草堂寺等六大汉传佛教祖庭将打
包“申遗”。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
前6世纪产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西
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在传播中逐渐
中国化，形成八个流派，其中六大流派
的祖庭都在陕西，分别是法相宗的大
慈恩寺、密宗的大兴善寺、三论宗的草
堂寺、华严宗的华严寺、律宗的净业
寺，以及净土宗的香积寺。家喻户晓
的玄奘法师，就是法相宗的代表人物。

据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所负责人
介绍，陕西正在筹备将汉传佛教六大祖
庭打包“申遗”的工作。从去年9月已开
始陆续收集整理资料，目前进入计划申

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阶
段，待国家文物局对全国的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调整和审定，将确定最后能
否继续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汉传佛教六大祖庭包括：

大慈恩寺：著名佛教寺院，唐长安
四大译经场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宗祖
庭，迄今已有1350余年历史。大慈恩
寺创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玄奘
法师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
场，创立中国佛教宗派法相宗。

大兴善寺：相传初建于西晋，隋文
帝开皇二年迁寺至新都大兴城靖善
坊，始称“大兴善寺”。唐开元四年至
八年，“开元三大士”先后来此传授密
宗并译佛经，使这里成为当时长安城

三大佛经译场之一和中国佛教密宗的
发祥地。

草堂寺：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个
国立译经场，与佛教的多种宗派有着
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三论宗的祖庭。
寺内的鸠摩罗什舍利塔，是西域龟兹
高僧鸠摩罗什病逝后建造的灵骨塔，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华严寺：唐代长安城南樊川八大
寺院之一。从塔的记载看，这里曾有
华严宗初祖杜顺坐定身骨的墓塔、二
祖智俨塔、三祖贤首塔、四祖澄观塔。
但现在仅存砖塔两座，是中国佛教华
严宗的祖庭。

净业寺：创建于唐贞观初，为佛教
律宗始祖道宣的道场。道宣学识渊
博，曾参加玄奘的译场。他用佛教大
乘教义对小乘教的“四分律”加以融会
贯通。律宗成为唐代佛教的一大宗
派，净业寺也就成为佛教律宗的祖庭。

香积寺：原名光明寺，是唐时中国
佛教净土宗门徒为纪念其实际创宗
者，第二代祖师善导修建的寺院。香
积寺是净土宗祖庭，为我国古老佛教
圣地，对于我国佛教文化、宗教文物的
研究都有深远意义。

“艺术需要娱乐大众，但要有度，不能
哗众取宠到丑陋的地步。”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副院长濮存昕5月20日在京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近期引发热议的“手
撕鬼子”“裤裆藏雷”等情节出格的“抗日
神剧”是艺术的“杂草”，规范艺术“园地”
需要时常“锄锄草”。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林兆华执
导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作品《建筑大师》
5月19日、20日在清华大学演出两场，濮
存昕和陶虹主演。

“在尊重商业文化、市场艺术的同时，
别忘了讲规矩。”濮存昕表示，艺术要给人
美的体验，引导向上的力量。“面对艺术市
场存在的‘杂草’，要用锄头锄一锄，用剪
刀修一修，艺术的‘园地’才能更美好。”

作为一名话剧、电影、电视等“多栖”
演员，濮存昕认为演戏有三层境界，第一
层是可看，第二层是可赏，最高层次是可
品。“剧场艺术能够滋养一个城市的品格，
提升民族气质。演员应该努力追求更高
的层次，多演真正触动观众心灵的作品，

提升观众的艺术品味。”
数字化时代，电视剧和电影以低廉的

价格为人们提供了休憩娱乐的方式，而戏
剧等舞台演出因票价昂贵而让不少观众望
而却步，戏剧的生存空间受到一定挤压，戏
剧如何生存？如何走向寻常百姓家？

濮存昕谈到，从1977年开始从事戏
剧表演，他深切感受到舞台的艺术魅力不
可替代。“拷贝艺术永远不能代替面对面
的交流，话对话、眼对眼、台上台下互动，
舞台表演带给观众的这种身临其境之感，
是屏幕无法代替的。”尽管舞台演出消费
价格较高，但对很多观众而言，晚上走入
剧场，欣赏高雅的戏剧节目，从中得到情
感的共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高雅艺术向大众普及，应从大学教育
抓起。”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书记赵洪
说，为了在教学中普及高雅艺术，传承优秀
文化，清华大学于2011年成立艺术教育中
心，4年来为学生提供了百余场音乐、舞蹈、
戏剧、戏曲等艺术演出，丰富了学生文化生
活。

第三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颁奖典礼近日在伦敦皇家庆典音乐厅举行，
李冰冰获得最具海外影响力演员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

《智取威虎山》男主角张涵予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导演奖被《一个人的
武林》的导演陈德森夺得。《匆匆那年》摘取最佳影片奖，《爸爸的假期》的导演
王岳伦获得最佳编剧奖。另外，最佳男女配角花落古巨基（《冲锋车》）和唐嫣
（《露水红颜》）手中，王丽坤获得最具实力女演员奖。

李冰冰、古巨基、王丽坤、张一白、陈德森、王岳伦、李湘等演员和电影人与
众多英国电影界代表出席了颁奖典礼。

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主席孔祥曦在颁奖典礼上说，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通过电影了解一个国家绝不是一句虚言。中国
电影不能只停留在票房层面，“拍电影要让更多人看到才会有更多合作的机
会，才会有进步，才会获得更多的灵感，才会更好地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

国内知名制片人安晓芬在颁奖典礼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随着中国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电影市场。目前，世界上有许多
人愿意关注中国、与中国合拍电影，愿意去研究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我
们需要加强主动性，学会和全球观众交流的方式。

第三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5月13日在伦敦开幕，11部优秀华语影片在
伦敦影院展映。除影片展映评奖外，电影节还举办了“华人明星走进伦敦”等
活动。5月18日下午，《中国合伙人》编剧周智勇率最新导演的爱情励志喜剧
电影《恋爱教父》剧组与华文媒体举行了见面会，并与影片主演明道、谢依霖、
钱枫、矢野浩二共同亮相电影节。

李冰冰夺得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两项大奖
●新华社记者 夏晓 吴丛司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最早唱响《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孩子已渐渐老去，
而童谣里那个将日寇引入我军包围圈而牺牲的少年英
雄形象，仍鲜活地跃动在太行山的记忆之中。

在河北平山、涞源都有王二小纪念地，在河北顺
平以至山西等地都有王二小式少年英雄的事迹流传。

“六一”前夕，记者踏访太行山，从多个地方王二小伙
伴、研究者口中，还原出多个王二小式的少年英雄，
虽难以确认谁就是歌中所唱的那个少年，但能感受到
了那少年成为英雄所经历的苦难与磨砺，一首童谣背
后，是一群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坚韧不屈，慨
然赴死的壮烈。

太行山上的月光 养育着破村庄
“太行山上的月光，养育着破村庄，敌人来了奸淫烧

杀他一心要抢光。……可怜我的爹妈死得那样惨，哭也
没有用啊，喊天也枉然，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打败日本保
卫祖国才能有家乡。”

在平山县南滚龙沟村，86岁的史林山老人唱起了
这首当年八路军叔叔教他的童谣。70多年前这个村曾
是《晋察冀日报》所在地，日军多次来烧杀抢掠，全村
400多口人有43被杀。1941年秋，13岁的儿童团长闫

福华（小名二小）为掩护军民与敌周旋，最后被刺死在山
崖，史林山是闫福华的伙伴。《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曲
作者方冰和劫夫当时在附近打游击，歌曲登在1942年
元旦出版的《晋察冀日报》上，史林山说当年他们知道歌
中唱的王二小就是闫二小，只不过在歌里化了名。如今，
村边有二小的纪念碑和塑像。

如今的南滚龙沟村植被繁茂、山奇石秀，成了旅游
点，但这是片铭记着暴行和抗争的土地。平山县党史办
副主任郄新龙介绍说，抗战期间，平山被日军反复扫荡，
全县14213人被杀，但平山人民没有屈服，12000多人
参加了八路军，是著名的抗日模范县。

高山顶 小河旁 站岗放哨有儿童团
“夏天里，麦穗黄，保卫麦收兵马强。高山顶，小河

旁，站岗放哨有儿童团。”
在阜平县，记者听到这首《儿童团四季歌》。抗战中

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和
青年抗日救国会的直接帮助下，普遍建立抗日儿童团，
教育号召不少儿童参加了支援抗战的工作。站岗放哨是
儿童团的任务之一，史林山说，闫二小牺牲前就是和他
一起边放牛边放哨。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晋察冀边区抗日儿童团开展了

“五不运动”：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人的
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地方。王二小式的
英雄不少县都有，顺平县野场村儿童团长王璞，1943年
5月在日军逼迫他说出藏粮地点时，喊出“知道也不说，
死了也不告诉你们”，被敌人杀害，年仅14岁，晋察冀边
区政府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称号。

秋风吹遍了每一村庄 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

“秋风吹遍了每一村庄，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每
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动人的童谣也引发过不少人的好奇心和责任心，
这王二小到底是哪里人？老作家陈模曾写过纪实小说
《少年英雄王二小》，作品中的王二小是涞源县上庄
人，后记以“寻访王二小”为题，记述了1995年他寻
访和确认王二小的过程。80岁的车志忠当年任涞源县
政协副主席，曾陪着陈模在涞源调查，车志忠说，当
年陈模在河北和山西找到了10个王二小式的少年英
雄，最终认为涞源把日军引进包围圈而牺牲的小英雄
王禾是王二小。

王禾的父亲是被日军所杀，哥哥也被抓走，对日寇
有国仇家恨，是村里儿童团的积极分子。如今涞源有王
二小希望小学和纪念展室。但《歌唱二小放牛郎》的作者
方冰生前曾多次说王二小“是个复合人物，是综合许多
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创作出来的。”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晓岚曾对王二小形象
的传播过程进行过认真的梳理考证，她说：“当年晋察冀
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员身影，涌现出一批王二小
式少年英雄，一首童谣背后，融合了许多真实的英雄事
迹。正是有千千万万个王二小的觉醒和抗争，才在民族
危亡之际筑起了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电视如何走出复制翻拍、同质化的困境？收视率
面前，有思想的节目如何能叫好又叫座？当真人秀对准的
是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时，效果又如何？在近日召开的广播
电视节目创新创优研讨会上，《开讲啦》等6档优秀电视节
目的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并同与会专家一道，探
讨怎样才能制作出更多品质精良、形态鲜活、创新创优的
电视节目。

收视率面前 电视节目该拒绝“思考”？
“按照收视率的逻辑，‘电视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观众

就换台’，电视注定要热闹而拒绝思考吗？”中国社科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认为，以中央电视台《开讲
啦》、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为代表的有一定思想性的电
视节目，成为冲破收视率牢笼的成功案例。

在《开讲啦》的舞台上，没有提示器，没有演讲稿，15分
钟的即兴演讲时间里，嘉宾只能独自一人站在舞台中央
——这却是一种最真实的状态。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到篮球巨星姚明、神探李昌钰、
宇航员杨利伟……各个领域的140余名嘉宾，在节目中真
诚分享了他们的不同人生。

有思想的节目不是艰涩的话语和生硬的表述，有贴近
性的语态才更容易让思想迸发巨大能量。令中国地质大
学研三学生夏凌娟印象最深的一期公开课中，一个有关财
富观的问题引出现代青年人对财富的追求高于对健康的
诉求这一社会现状。“对此，嘉宾汪建老师告诉大家要克服
浮躁，管住嘴、迈开腿，追求精神财富，令我受益匪浅。”夏
凌娟说。

“中国电视不能做收视率的奴隶。”时统宇认为，毫无
思想性的节目好比得了软骨症，我们要将更多有思想、有
筋骨的电视节目呈献给观众。

作品的真正情怀就在老百姓的故事里
近年来，对一些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的指责

声不断，真正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节目在哪里？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周然毅认为，央视的《等

着我》，北京卫视《生命缘》和东方卫视《急诊室故事》为代
表的三档节目，真实纪录反映普通人的人生经历，道出群
众心声，抒发百姓情怀，用温暖、坚强、友爱的质朴情感感
染和打动了观众。

新一季《生命缘》里，讲述了一名身患脑瘤的6岁女孩
丹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主动捐出自己的器官，成功救治
了5名患儿的感人故事，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周然毅认为，这档在同时段收视排名前三、网络点击率过亿次的电视节目，用直抵
人心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以生命的名义传递真善美，普通百姓的故事蕴
含真情实感，这才是我们追寻的有价值的收视率。”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邵
晶如是说。

勇于创新方能化蛹成蝶
一直以来，中国电视复制翻拍问题屡被诟病。“同质化现象是中国电视的一个普遍现

象，一个好节目来了，大家都去拷贝，或者引进成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俞
虹说，《最强大脑》等节目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传媒人的再创能力，并且在节目中深深打
上中国文化的烙印。

“《最强大脑》虽然是一档引进版权的节目，但实际上对原版节目做出了颠覆性的本土
化改造。”江苏卫视频道总监李响说，“一档科学节目，引起全民围观，‘让科学流行起来’不
再只是一句口号。”

“大学教授的加入，让科学从幕后走向台前，也增强了节目的学人气息和科学精神。”
俞虹认为，节目中众多最强大脑的奇人出现，更让人们发现了人自身的潜力和奇迹，领略
到科学的魅力。

研讨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透露，总局正在研究制定推进节目
创新创优的指导性意见，要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充分调动有利于创新创优的各种积极
因素，并将着力优化节目的整体布局，让更多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节目进入好
时段。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公认是甲骨文，若要再向上追溯，寻找中国文字的源
头，这一问题迄今未解。《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近日在杭州首发，首度全面收录
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也填补了国内史前刻符研究的空白，从而助力中国文
字起源的研究。

这本图录用3000多幅照片，以及相应的拓本、摹本与线图，全面收录和
展示了迄今为止发现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它们来自良渚文化多个遗址的
出土器物，其中器物有554件，符号有656个、逾340种。器物以考古发掘器
物为主，同时也兼顾传承有序的博物馆馆藏品。刻符有的看似动植物，有的
则由纯粹的线条组成。

刻画符号一直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1937年，良渚文化研究的先
驱施昕更和何天行不约而同地报告了他们所发现的刻符。而从上世纪80年
代起，分布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诸多良渚文化遗址都出土了不少带有刻
符的陶器、玉器和石器，但是资料分散。

为了帮助学术界深入研究，2012年，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余杭分会和
良渚博物院启动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在浙苏沪多个博物馆和考
古机构的帮助下，开始编撰这部图录。图录设立了索引，在不同遗址、不同器
物上出现的相同刻符一目了然。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高蒙河教
授表示，它填补了国内史前刻符纹饰资料的空白，对这方面学术研究提供了
更为广阔和更有潜力的空间。

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一直主张中华文化存在
五大基因文化谱系：西拉木伦河-辽河文化谱系、黄河上中游文化谱系、黄河下
游文化谱系、长江中游文化谱系和长江下游文化谱系。他说，这五大谱系都有
刻画符号，但如此完整地结集出版某一史前文化的刻符图录，在国内还是首次。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各个遗址被大
量发现和发掘，刻符资料也极大地丰富起来。它们与已显成熟的甲骨文以及
汉字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倍感兴趣和广泛争论的课题。张忠培表示，良渚
文化刻符目前还是一个谜，难有定论，但是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
大实证，因此，研究刻符，不仅有助于良渚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更有
探源中华文明的作用。

距今约5300至4300年的良渚文化，因最早于1936年在余杭良渚镇被发
现而得名。它是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
以精美的玉器和宏大的古城最为著称，相关的考古成果多次跻身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主任刘斌研究
员说，良渚先民能开展工程量浩大的建设、制作精美的玉器、形成社会阶层、
建立成熟的礼制、实现社会的高效运作，若不依靠符号系统记录和传递信息，
难以想象。他举例说，不少良渚红陶器边沿上除了有一圈装饰性的符号外，
必有一组相对的刻画符号，它们的含义就值得深究。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首发

先民刻符“集大成”汉字探源添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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