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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

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

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

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

代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古为今用、

以古鉴今，怎样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

代内涵，怎样形成融通中外、适应时代、富有

活力的当代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

考、准确把握的重要时代命题。在这方面，有

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鲁迅就是其

中的代表。

今年是鲁迅诞辰 140 周年。鲁迅出生成

长在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的历史阶段，但他勇敢站到新文化运动最前

沿，其战斗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心

里。鲁迅以巨大的勇气和强健的笔力发出呐

喊，启迪国民心智，提振民族精神。在他那

里，桎梏人们精神的封建纲常伦理同灿若星

河的中华优秀文化，不能混为一谈。理解鲁

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

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优与劣的自觉甄别，认识

到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深入传统 扬弃传统

青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的

民族身份意识日渐觉醒。“我以我血荐轩辕”

成为他终生不曾放弃并且为之奋斗的人生志

向。鲁迅曾经向往过慷慨雄辩、振臂一呼的

摩罗诗人，但他后来更认可那些真正为民众

做实事的人，认可那些默默付出、辛苦劳作、

敢于和甘于牺牲自己的人。“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

的脊梁。”这种“中国的脊梁”，在鲁迅笔下，不

止一次被塑造出来。这与他从小耳濡目染的

教育、与他受到的传统文化的深刻熏陶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初到北京的

鲁迅，除了公务，多是在客居的书斋里抄古

碑。有一天，鲁迅的朋友、《新青年》的编辑钱

玄同来访，与他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却具有

历史意义的对话。“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这

是钱玄同的发问。“没有什么用。”这是鲁迅的

回答。“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一

句看似平淡的建议，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序

幕，促成了《狂人日记》的诞生。这部作品以

其对传统的认识之深入、扬弃之深刻而产生

深远影响。

其实，从 1904 年在日本仙台决定弃医从

文，到 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鲁迅经历了

十几年时间才迎来文学爆发期。在这十几

年间，他从未停歇过努力，而努力的重点，恰

恰是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校订、

印行。从《古籍序跋集》可见，鲁迅在古代典

籍编校方面所做的工作，即使专业的学者也

恐难比肩。他亲自搜集、整理、校订的古籍

中 ，涉 及 家 乡 绍 兴 的 就 超 过 10 部 。 从 1913
年起，鲁迅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逐字逐句

校勘并全文抄录了《嵇康集》，直至 1931 年才

最终完成。欣赏那些端正秀美的字体，感受

他对文化先贤的挚爱之情，怎能不让人心生

感慨。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鲁迅一方面

做着极其深入的工作，同时又常常表达谦逊

态度，颇得中国古代名士的君子之风。他在

《嵇康集》方面所做工作非常出色，但在序言

中谦逊地说“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小说

旧闻钞》是他亲自辑录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

流变的珍贵史料，序言里仍然没有评功摆好，

以显其能，依然是说“自愧读书不多，疏漏殊

甚……”要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

种序言、后记里不刻意拔高自己，而表达学海

无涯的自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态度。

鲁迅一生中，有过很多未能实现的创作

与研究志向，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两例，都与重

新书写传统有关。一是写一部关于杨贵妃的

长篇小说，二是“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

史各一部”。鲁迅虽没有写出历史题材的长

篇小说，但是从他的《故事新编》中处处可见

其对古人、古风、典籍掌故的熟稔与运用自

如。鲁迅也没有写出设想中的文学史巨著，

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简明的《汉文学史

纲要》足见其深厚学养。1924 年出版的《中国

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小说创作的高峰期、杂

文创作的集中期完成的；而他在《汉文学史纲

要》里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

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早已是学界认可、读

者熟知的论断。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故事新编》中，无论是《补天》塑造的女

娲、《奔月》描写的后羿，还是《理水》里的大

禹、《非攻》里的墨子，无论是神话人物还是

历史人物，都以其独特面貌呈现在现代读者

面前。可以说，把民间传说中、历史记载中

的人物，置于现代价值洗礼之下，并将其塑

造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这体现的正是鲁迅

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呐喊》《彷徨》里

的很多作品，将现代思想与中国式风格进行

有机融合。《孔乙己》《风波》《祝福》中白描手

法的运用，以其简约沉静，呈现典型的中国

风格；而场景的把控力，在“无事”中活画出

充足的戏剧性，又可见其在现代文学艺术上

的纯熟。

鲁迅研究传统文化，根本是要为当时、为

现实中国的觉醒、进步、革命所用。章太炎是

鲁迅的老师，鲁迅对他尊崇有加。但在评价

章太炎一生功业时，鲁迅认为：“战斗的文章，

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我以为

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

史上还要大。”同时也指出：“先生虽先前也以

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

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

了。”这种评价背后可看出鲁迅对待传统以及

学术的态度。

这也同样让人想到鲁迅对待外来文化的

态度。“拿来主义”的要义仍然是“为我所用”。

鲁迅的翻译作品在体量上差不多等同于他的

文学创作。批评家冯雪峰认为：“鲁迅是在民

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和为着革新的目的去吸收

外国文学的广泛的和深远的影响的。”今天，鲁

迅这种在广阔的视野之下，执着地深入传统文

化中去汲取营养，从呼应中国现实需求出发，

积极吸收有益外来文化的清醒和自觉，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

历来的研究中，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关 系 、对 待 传 统 文 化 的 态 度 都 十 分 受 人 关

注。冯雪峰曾经在《回忆鲁迅》里指出：“鲁迅

好像吃奶一样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

他看过的古书是很多的，有的我们连书名都

不知道。”哲学家任继愈认为：“中国古代文化

中 糟 粕 和 精 华 的 区 别 ，鲁 迅 有 极 深 刻 的 认

识。中国古代许多伟大思想家经常在鲁迅的

笔下出现，并通过他的批判取舍，把精华部分

介绍给读者，也把糟粕部分给予揭露。”文学

史家王瑶也曾谈道：“鲁迅从来就很注重于向

古典文学汲取有用的东西。”

鲁迅自幼年起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浸

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持清醒的选择，

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他留给我们的

宝贵遗产。鲁迅怀着现实关切，将深厚的传

统学养与宽阔的现代视野相结合，以拿来主

义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

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这不但是鲁迅研

究需要继续深入下去的课题，也是对当代作

家提出的深刻命题。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图①为鲁迅肖像及鲁迅创作的《故事新

编》《呐喊》、校勘的《嵇康集》。图②为浙江绍

兴的三味书屋，少年鲁迅曾在此读书。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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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普及深刻

改变着人们的媒介使用

习惯。我们越来越习惯

于在手机上观看影视作

品。从电视到手机，看

起来不过是“屏”的简单

切换，实际上包含了从

家庭空间到个人空间、

从按时观看到互动点选

等诸多媒介使用行为的

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

着人们对影视作品的审

美习惯。对潜移默化中

发生的变化，一般观众

可能并不敏感，但在电

视剧行业内部，创作要

正视互联网、适应互联

网，已经成为共识。

互联网怎样改变电

视剧创作？探讨这个问

题，对认识当代电视剧

的美学流变，具有重要

意义。

近几年，电视剧最

鲜 明 的 变 化 是 节 奏 提

速。 2019 年，就有视频

网 站 根 据 用 户 观 看 数

据 ，总 结 出“ 黄 金 七 分

钟，关键前三集”的剧集

网络传播特点，反映了

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相 较 于 阖 家 收 看 电 视

剧，个人观剧场景下注

意力相对集中，观众对

信息密度、情节强度的

要求变高了。近来，不

少电视剧都在探索适配

新 审 美 习 惯 的 叙 事 节

奏。曾摘得第二十六届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

佳 电 视 剧 的《破 冰 行

动》，在播出时做了两版

剪辑。电视台播出版本

采用娓娓道来的正叙结构，背景交代细致、完整；视频网

站版本则用倒叙结构，通过雨夜抓捕的热开场制造悬念，

又借大量闪回增加情节密度，同时在背景交代上刻意留

白，以提高剧集的情节跨度和悬疑感。类似的例子还有

《长安十二时辰》，通过对盛唐都城的细腻描绘，以复杂空

间配合多线叙事，来加快故事节奏。不论时间还是空间，

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前提下，增加剧作内容的信息密度

和情节跨度，是节奏提速的要义。

便于二次传播的精华桥段编排是近年电视剧变化的

另一显著特征。这种桥段往往是相对独立、可以调动观

众情绪的强戏剧冲突。比如，《觉醒年代》中，陈独秀送儿

子延年和乔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段落，两位烈士牺牲时

的场景用预叙的方式插入，与此刻意气风发的少年形成

强烈对比，造就既豪迈也悲情的情感高潮。《光荣与梦想》

中，瞿秋白从容赴死的段落也有类似的情感张力。面对

敌人的枪口，他泰然自若，发出了“告别了，这世界的一

切”的临终独白，打动观众的心。新媒介环境下，电视剧

观众不仅追求沉浸感、代入感，还追求互动讨论、解读文

本的参与感。这些精华情节段落，往往是观众讨论最多

的部分，因为它们在传递信息上更高效、快捷，在遵循创

作规律的前提下，能够为作品打动观众创造契机。

互联网对电视剧的人物塑造手法也产生影响，比较

突出的是更加强调人物反差带来的惊喜。这种惊喜可以

来自与作品整体风格有所不同的反差人物。《山海情》中，

在西北特色鲜明的人物群像之外，还塑造了一口福建口

音的扶贫干部陈金山，这个人物形象就生动诠释了“反

差”的魅力。这种惊喜也可以是一个人物在情节发展中

身份与立场的反转。《扫黑风暴》中公安局副局长贺芸“两

面人”身份在故事后半程的败露，就带给观众强烈震撼。

通过对反差情节的捕捉、联系、解读，观众在观剧过程中

不断修正对人物的认知，一步步探清人物的真性情。这

样的人物塑造，往往能够在新媒介环境下调动观众参与

讨论的积极性。

电视剧注重“网感”，并不意味着电视剧创作的肤浅

化、低幼化，无论怎么变，围绕好故事和好人物来创作这

一内核是不变的。注重“网感”不是迎合，而是将观众的

审美接受问题提前纳入到创作考量中来。当然，电视剧

的创新探索，并不局限于故事节奏的提速、便于二次传播

的精华桥段和更加注重反差的人物塑造这些方面。新媒

介环境对观众思维方式的影响，本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

程，电视剧与之适配的创作探索也将不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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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之
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鲁
迅对传统文化中优与劣的自
觉甄别，认识到他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鲁迅研究传统文化，根本
是要为当时、为现实中国的觉
醒、进步、革命所用

鲁迅怀着现实关切，将深
厚的传统学养与宽阔的现代
视野相结合，以拿来主义的态
度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
国气派的文学作品

新媒介环境对观众思维方式的影
响，本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电视剧
与之适配的创作探索也将不断演进

①

②

保护与传承中华文明瑰宝，需要面向大

众的文物知识传播。网络纪录片《国宝皆可

潮》走进湖南省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云冈

研究院等文博单位，借助技术手段，让知识可

感、可视，让文物活起来、“潮”起来。通过虚

拟现实技术，游览者可以与文物“零距离”接

触；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打印

技术结合，让文物动了起来；通过以文物为题

材 的 小 说 、动 画 等 文 艺 形 式 ，讲 述 文 物“ 身

世”，丰富文物呈现维度；各种文创产品则展

现了文物与当代生活间的感性连接。该片还

生动表现文物背后文保、文创工作者们在科

研支持、技术运用、艺术创作、产品设计等方

面的辛勤劳作，彰显他们守护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情怀。

（何 按）

让文物“潮”起来

岁月静好，因有人辛勤守护。消防员就

是我们身边的守护者。纪录短片《119 请回

答》以基层消防站为观察窗口，用镜头记录消

防员工作，捕捉感人故事，科普安全防范知

识。纪录片紧贴抢险救援现场，全景展现消

防员工作中的大事小情，给人以富有沉浸感

的观看体验。33 层的高楼里，消防员背着 15
公斤装备反复上下，奋战 8 小时扑灭大火、无

一伤亡；面对被困卫生间的老人，消防员在顺

利 解 救 的 同 时 不 忘 帮 忙 穿 衣 整 理 、悉 心 叮

嘱。该片除了现场实录，还邀请消防员站到

镜头前自述，真实呈现他们的内心成长和坚

强意志。生活是最好的剧本，纪录片不仅让

人们看见消防员群体的默默奉献，而且让人

们从不同视角体察生活中的温情瞬间。

（纪 建）

为奉献者画像

高铁改变着中国，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

活，也成为一张中国“名片”走向世界舞台。

系列短片《高铁，我们的故事》第二季继续以

高铁为纽带，不仅科普相关知识，还以个性化

视角连接不同身份的主人公。观众通过高铁

工程师、设计师、电影放映员、公司职员等不

同人物的视角，感受他们与高铁产生的独特

联系。动车组车身凭借什么抵挡风沙严寒，

小小齿轮经过怎样的生产流程、又在高铁身

上发挥何种作用，外国留学生如何乘坐高铁

环游中国，城际高铁怎样造福普通居民……

短片叙述平实、剪辑流畅，从微观视角、真实

人物切入，以小见大，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感

受中国高铁的成就和魅力，在高铁故事中体

会中国社会的发展。

（崔 畅）

讲好高铁故事

纪录片《119 请回答》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