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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王明凯

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留给人
类的财富，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物质
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
学价值的文物，而非物质文化遗
产则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
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且世
代相承的传统文化。

到目前为止，重庆已有国家
级代表性非遗项目53项、市级代
表性项目707项、区县级代表性项
目4687项；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 59 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951
名、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5505
名。谭竹新作《记忆流传——重
庆非遗撷英》用报告文学的独特
形式，图文并茂地呈现出其中20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绘声绘色地
讲述了与此相对应的20余位代表
性传承人的传奇故事和艺术人
生，是我市首部系统讲述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报告文学读本，具有
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文本价值。

康宁刺绣是《记忆流传》的
开篇之作，作品生动细致地记录
和讲述了刺绣大师康宁艰难曲
折的成长历程。康宁的童年是
不幸的，两岁时摔断耳骨而丧失
听力，长大后因为耳疾又失去了
当文艺兵的机会。但康宁并不
气馁，她师从蜀绣艺人王清云，

进刺绣厂当工人学刺绣，并在国
画大师苏葆桢的指导下学习绘
画。后来，刺绣厂不景气，职工
全部下岗，但康宁没向命运低
头，在丈夫的鼓励帮助下继续在
家钻研刺绣事业。随着美术功
底日渐加深，她逐渐走上了设
计+绘稿+刺绣一人完成的创新
之路。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康宁在继承前辈蜀绣技艺的基
础上，潜心钻研，博采众长，自创
出“双扣针”的独特技法，能在一
张底料上绣出正反两面的异形
异色绣品，被誉为“巴渝刺绣第
一针”。如今，康宁创办了“重庆
渝康宁蜀绣艺术研究院”，收了
不少学生，她决心让“渝康宁”蜀
绣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永续具有
巴渝特色的传统文化之根。

源远流长的铜梁龙作为中
国龙、民族龙的优秀代表，不仅
是铜梁的文化符号，也是整个重
庆乃至中国龙文化的符号。《记
忆流传》浓墨重彩地推出了我市
首 批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铜 梁 龙
舞。现在的铜梁龙舞除了本体
的创新传承之外，已经走上了全

新的“龙文化”建设之路。近年
来，铜梁人在龙文化建设上迈出
了两大步，一是龙与文化的融
合，使铜梁龙成为中国文化的国
家品牌，二是龙与体育的融合，
使铜梁龙成为中国体育的国家
品牌。

在本书中，作者满含深情，
大篇幅地推出了闻名遐迩的走
马镇民间故事及其代表性传承
人。走马镇民间故事，是流传于
走马镇的一种地方性民间口头
文学，在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
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
协授予代表性传承人魏显德“中
国十大民间故事家”称号，2006
年，国务院公布走马镇民间故事
进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目
前，走马镇尚有 200 余人的讲述
群体。作者重点采访了陈富其、
刘伦、朱伟 3 位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和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钟守维，
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他们传承民
间艺术的精彩故事。陈富其能
讲数百则民间故事，题材广泛、
民间性强，特别原汁原味；刘伦

是外地人，冲着民间故事来到走
马，创建了刘伦故事馆，把院坝
故事搬上舞台，大胆创新，独树
一帜，成了“故事专业户”；朱伟
是走马小学语文老师，把民间故
事引进校园，让故事成为特色
课，连续举办 21 届“小小故事传
承人”大赛；钟守维既是非遗传
承人，又是文化站站长，不仅收
集整理民间故事成绩斐然，还开
展了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他善
于扶持新人，是陈富其和刘伦的
伯乐，为走马故事的传承发展立

下了汗马功劳。
除此之外，《记忆流传》对刘

氏刺熨疗法、涪陵榨菜、荣昌折
扇、安富陶器、荣昌夏布、金桥吹
打、梁平竹帘、重庆漆器、巫溪嫁
花、四川清音、车灯艺术、大足石
雕、梁山灯戏、梁平年画、永川豆
豉、川江号子、秀山花灯等 17 个
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文
化价值、传承谱系、艺术特色、生
存现状、保护规划，以及代表性
传承人的传承活动进行了一一
陈述，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该书旨在用文学的方式，在
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
唤起人们的非遗意识，增强文化
自信，告诉我们重庆非遗有什
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
怎么做。这是一种文学意义上
传播传承的有益尝试。当然，
相较于我市数以千计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记忆流传》呈
现的还只是少数，希望读到更
多讲述非遗项目和非遗故事的
文学读本。

承续传统文化之根承续传统文化之根
——读《记忆流传——重庆非遗撷英》有感

□杨耘

由外文出版社和重庆出版
集团新近联合出版的《重庆传：
大江东去唱渝州》（以下简称《重
庆传》），是大型城市传记丛书

“丝路百城传”的城市传之一。
作为该书的特约编辑，我常常被
25位作者们炽热的情怀、认真的
态度所感染、所打动。编后有些
感悟，在此掇菁撷华。

“丝路百城传”这套书要求
以历史精神和文学笔调来写一
个城市，可以是这个城市的完整
历史，也可以是若干凡人小事。
比如著名作家叶辛个人创作的

《上海传》，副标题就是“叶辛眼
中的上海”，有侧面记录时代风
云的内容，更多的是记录生活方
式，如：《我的上海牌手表情结》

《价廉物美的阳春面》等等，所有
文章都是微观描写、以小见大、
短小精悍。《重庆传》是25位作者
的集体创作，由较高水平的原创
散文和纪实性报道组成，深刻的
人文情怀和社会关切自然流淌，
通过状写自然山水、著名地标、
传奇人物与事件，记录和感怀历

史，兼具文学性、纪实性、知识
性，是一部以点状形式生动讲好
重庆故事的地方传。

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是多
元的，也可能是动态的，《重庆
传》提供了重庆人珍藏的历史
及各种故事，有的还是首次披
露。由个人记忆上升为集体记
忆，我将它们定义为：城市的重
大记忆。

第一个重大记忆是绝世风
华的城市形貌。《重庆传》全书分
为3个部分，开篇是“神奇山水”，
两江奔涌和雄奇大山沉淀了重
庆卓越的气质形貌。在抒写城
市天际线风景和自然风物之外，
还有人文诗情与历史意识，更寄
予了乡愁。

第二个重大记忆是英雄之
城的风骨。《重庆传》另两个部
分分别是“魅力地标”和“爽朗
传奇”，它们以叙写近现代和当

代重庆历史人物、事件为主，以
抗战精神、红岩精神构成英雄
之城的骨骼，表现悲欢离合的
家国情怀，呈现吃苦耐劳的人
文特色。

该书作者之一、历史文化学
者何智亚在《永远的解放碑》一
文中写到一个细节，深深地感动
了我：1997年3月14日重庆被全
国人大批准设立直辖市后，市里
决定将解放碑地区改造为市民
步行街和商业购物广场，让市民
看到直辖后的变化。他作为现
场工程建设的常务副指挥长，自
此开始忙碌起来，从早到晚不停
歇。当年11月23日，一位记者看
到他带着一帮人，每人手持一把
小锤子在花岗石地面上敲打。
原来，为了保证花岗石铺装质
量，指挥部要求对已铺装的几十
万块花岗石都要一一敲打查看
有无空鼓。不合格的用粉笔画

上圈，让施工单位立即返工。这
位记者也深受感动，立即加入敲
砖的行列。

再说第三个重大记忆则是
浓厚的巴渝风情。《重庆传》写
了 许 多 著 名 地 标 和 它 们 的 历
史。无论是解放碑、大礼堂、磁
器口、大足石刻、钓鱼城、白象
街、十八梯、山城巷、洪崖洞、三
层马路，还是黄葛古道、溱州故
地、被电影宠坏的楼房等等，它
们串珠成链，巴渝风情扑面而
来。重庆人不仅具有强大的艺
术基因，机智幽默也是与生俱
来的。无论是一座建筑物，还
是一群人，或是一道重庆菜，它

们所散发的幽默有趣，让人流
连忘返，巴渝之风存续在重庆
人的血液中，这就是重庆人和
重庆城的精神气质。

第四个重大记忆我认为是
生生不息的开拓进取。书中描
述的实业家、艺术家、律师以及
平凡的创业者，都是有着开拓
进取精神的实践者。重庆的高
速路神话，疾风闯滩的川剧女
皇，火锅女子重走丝绸之路自
驾罗马……这些人物事件多么
令人振奋。因此，向世人展示
重庆风采的这部《重庆传》，是重
庆人自己的城市记忆，是重庆自
己的城市读本。它更是重庆对
外宣传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
对于推动重庆对外交往、提升城
市知名度和经济外向度，具有重
要价值。

时光不语，成就重庆风华。
在《重庆传》的编辑过程中，我深
深被作者们的赤子情怀所吸引
和打动。从审美来看，我认为它
是优雅而又明丽，低调而又敞
亮，人间烟火直抵心灵。

记忆的高光点亮心灵，让我
们一起来阅读故土，阅读重庆吧！

唤醒重庆人的城市记忆唤醒重庆人的城市记忆
——《重庆传》编后感悟

□文丰安

国运的兴衰与水利背后的“水
运”密不可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水运与国运》，用20多万字
为我们清晰勾勒出一条由大江大
河奔向星辰大海的曲折“水运”历
程。本书所指代的“水运”不仅仅
局限于水利运输，而是包括围绕水
而开展的制度安排、经济运作、社
会治理、军事行动、文化互助等，讲
述的是更广程度上的国家和水相
关联的文明运作发展史。

作者吴鹏既以“水运”为线索，
用广阔流畅的笔触描绘出华夏文
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脉络，又以水
的角度重新解读、思考千年来的国
运盛衰和历史兴亡缘由。

吴鹏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
博士、新锐的文史作家。他在书中
从水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
进行了重新定位，重新划分。依照
水运与国运的关系，将中国历史划
分为六个时期，一是三皇五帝到夏
商西周，二是东周也就是从春秋战
国到秦汉时期，三是魏晋南北朝，
四是隋唐，五是宋元明清，六是
1840年以来到现在，六个时期的国
运都和水运有着密切的关系。

水运与国运双方密不可分。
一是要循序渐进、依势而为，尊重、
顺从水运的发展规律；二是要以水
运规律为依托，尊重国运规律的逻
辑运行，并依靠人民汇聚成的大河
发展国运；三是要以水运促经济、
以水运促国运、以经济发展促水运
畅通，而后站在更国际化、更广阔
性的角度发展水运与国运。

书中提到中国地势西高东低，
河流众多，三大水域横亘东西，港
口众多且海岸线广阔，以水路运输
发展贸易经济拥有着巨大的先天

优势和发展潜力。以南宋水路运输系统为例，正因为其将
塞北草原、中原与江南连接成更大规模的南北统一体，并在
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使之坐拥雄厚的财政实力，近
百年不曾倾颓。

如今，交通运输部印发了《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
划》，围绕智慧航道等领域加快推进交通新基建，推动交通
基础设施数字转型、智能升级，提升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
和运行效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我国水路运输已
拥有高效率运能，水路运输逐渐实现了江海轮大型化发展。

书中作者辩证审视了水利、水德与秦朝国运之间的密
切关系。李冰父子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长年维护，使成都
平原化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秦朝依靠三大水利工程的
成功而所向披靡、横扫六合，但也因为法家思想对水德文化
的扭曲而劳民伤财、民心尽失。可见治水事业能否把握好
人民这条江河，是政权兴衰存亡的关键。因此，我国要坚持
以治水事业积聚民心，增强农村水利建设。以流域为单元，
筑牢防御水旱灾害防线。

同时，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将海运纳入“水运”范畴之
内，讨论中华文明与江河海的关系。经过千年来的历史经
验教训和20世纪的艰难漫长摸索，中国终于在国运和水运
的关系处理上找到了准确定位，开启不可阻遏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征程。

水运与国运的关联，贯穿起华夏数千年的历史。研读历
史有很多种角度，以水的视角可谓是其中独特而又灵动的一
种，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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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罗刹海市》带热古典文学阅读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古为今用””焕发焕发生命力生命力

□本报记者 赵欣
实习生 江之韵 钱奕婷

流行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碰撞，
似乎好一阵没有如此集中与强烈了。

这个夏天，随着电影《长安三万里》
《封神第一部》、歌曲《罗刹海市》等文化娱
乐产品接连出圈，人们对于唐诗宋词、明
清小说等古典文学的关注度也持续升
温。尤其是过去普及度偏低的《封神演
义》《聊斋志异》等白话、文言小说，正越来
越激发着公众的阅读兴趣，一波古典文
学阅读热正在随之兴起。

我们该如何看待流行文化产品带
热古典文学阅读？古典小说对于今天
的读者有何时代意义？我们又该如何
阅读古典小说？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了相关专家，听听他们给出的建议。

电 子 书
有 声 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渝 版 书 架

现象
流行文化带动古典文学阅读升温

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
已经成为今夏文化界一大现象。动
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一句“只要诗
在，书在，长安就在”，点燃了无数人
的古典诗词热情，引发“重庆青少年
诗词大会”启动；神话史诗电影《封神
第一部》以恢宏的场景设计和美学呈
现，重述了流传三千年的华夏传说；
刀郎新歌《罗刹海市》则融聊斋文本
与民间曲牌为一体，引得网友纷纷查
阅原著考据。

8月4日中午，记者在解放碑重庆
书城看到，一楼传统经典读物区聚集
了不少读者。除了关注传统的四大
名著，他们对《聊斋志异》《封神演义》
等图书也很感兴趣。正在对比《封神
演义》不同版本的市民毛先生说，自
己前一天刚看过电影《封神第一部》，

“从我的经验来看，影视化不能替代
阅读原著，书本的描写通常比影视作
品更精彩，所以今天特意来挑一本
《封神演义》。”一旁的书城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影视作品对于相关书籍
的引流和增销作用的确比较明显。
《封神第一部》上映以来，问询《封神
演义》的读者明显增多，其中有不少

家长是为孩子购买，近两周至少多卖
出了近20本。”

除线下实体书店相关图书销售呈
现链式反应外，网上书店对此也有所体
现。沉寂多年的刀郎新歌《罗刹海市》
甫一亮相便冲上热搜，目前全球网络播
放量已达80亿次，歌曲中化用的光怪
陆离的聊斋故事也意外走红。记者在
当当网热搜榜单上发现，《聊斋志异》排
到了Top10，为了便于促销，网站甚至
直接打上了“刀郎《罗刹海市》取材出
处”的标签以吸引读者。

思考
创新演绎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

对于《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
部》《罗刹海市》当下的热度，南京大
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微信公
众号“古代小说网”创办人苗怀明也
有所关注，他认为，“它们的集中出现
并且出圈或许能说明一个现象，那就
是公众对于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和
认同。随着传播方式、渠道的多元
化，以传统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正
借助于丰富的娱乐产品和高科技的
媒体手段，愈发全方位地进入我们的
生活。”

《罗刹海市》是清代文学名家蒲
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的一篇奇幻

故事。聊斋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马瑞
芳同样认为，引发大众关注这是一个
好现象。《罗刹海市》之所以写得好，
是因为里面寄托了深刻的人生感慨。

流行，能让文艺作品的接受度更
广；流传，则会使文艺作品的底气更
足。通过创新转化，可以让传统文化

“活起来”“火起来”。
苗怀明专门去听了这首《罗刹海

市》，“刀郎这篇《罗刹海市》选取的角
度非常巧妙，重新演绎也是有深度
的。文学经典本就常读常新，需要不
断进行新的解读，创新的演绎激活了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才能为年轻人接
受。”他认为，古代传统文化、古代文
学要在当代焕发生命力，必须借助流
行文化和创新科技，“我们一方面在
继承传统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在流
行与传统的碰撞中形成新的文学乃
至文化传统。对流行娱乐文化，我们
可以更宽容，以开放心态去对待它，
推动形成新传统。”

支招
感受古人文气，选择名社版本

身为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苗怀明与
古典小说打了几十年交道，这些古典小
说的当代意义何在？他认为，无论古今
差异如何之大，无论时代如何变幻，古

典小说中体现的人与人的情感都大体
是相通的。“比如《封神演义》中那么多
神仙妖魔斗法，本质就是正邪交锋，反
映着人们对于正义美好的向往；《聊斋
志异》里人与鬼与狐仙之间对于爱情的
追求和向往，对美好人性的歌颂与我们
今天的社会一样。”

对于普通读者阅读古典文学，苗
怀明建议不妨“不求甚解”。“古代小
说如《聊斋志异》，它并非浅显的文
言，而是比较典雅的文言，其中有一
些典故哪怕不了解也不影响整体理
解。所以阅读古典文学，更多的朋友
可以不求甚解，大致了解基本情况，
去感受古人文章里的文气，也就是表
达的连贯性、整体性，建立一种整体
理解，千万不要一开始就采用那种一
个字一个字查的读法，反而可能让人
失去胃口。”

那该如何选择古典文学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
籍出版社这些老牌出版社出版的古
籍都比较好。编辑力量强，态度严
谨，学术质量高。比如《聊斋志异》，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版本都不
错。我特别推荐张友鹤先生的《聊斋
志异选》，他从原著490多篇里进行了
精选，方便读者阅读，这本书已经出
了好几十年，是我见过的《聊斋志异》
最好的选本。”苗怀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