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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不苟、千丝万缕、锦上添花……汉

语中有近百个和“丝”相关的成语，以“纟”

为偏旁的汉字更是数不胜数。我国丝绸文

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从出土的蚕桑丝绸

文化遗存来看，“蚕纹象牙盖帽形器”距今

约 7000 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人工切割

的 蚕 茧 距 今 也 有 近 6000 年 。 在 漫 长 的 发

展过程中，丝绸不断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

涵，其样貌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释放出新

的活力。

文化遗产焕发生机

丝绸具有生产过程长、技术难度大、艺

术审美高的独特禀性。勤劳智慧的中国古

代人民通过复杂、细致和巧妙的程序，从自

然生命中，提炼出优雅、柔和、飘逸的蚕丝，

织制成巧夺天工、美若云霞的丝绸，为今人

留下了诸多文化遗产。“浙江湖州桑基鱼塘

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和

“南京云锦织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蜀

锦、宋锦、云锦、香云纱、杭罗、缂丝、苏绣等

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这些丝绸领域的文化遗产和当代生活、

现代工艺相结合，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浙

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作为我国乃至世界范

围内为数不多、有 2500 多年历史的农业文

化遗产，通过“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

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模式，创造出“两利

俱 全 ，十 倍 禾 稼 ”的 效 益 。

近 年 来 ，这 一 农 业 文 化 遗

产进一步与现代农业、美丽

乡村建设相结合，推动传统

桑基鱼塘更好地发挥效用，

让传统农业文化遗产“活”

了起来。

再 比 如 ，代 表 中 国 古 代

丝织技艺最高水平的“锦”，历

经千年仍然活跃在当代文化艺

术领域，不断创新传承模式。

一是秉承传统工艺路线的同时

跨界融合。前不久，在艺术展“非凡珠联 艺

术之光”中，国家级非遗项目宋锦代表性传

承人钱小萍，用宋锦技艺表现意大利画家莫

迪里阿尼系列作品。在丝线光影中，原作人

物形象的立体质感被凸显，显示出东西方艺

术交融的魅力。

二是创新技术手段，繁荣现代织锦产

业。“锦”在丝绸中以编织复杂、色彩丰富而

受重视。织锦工艺专家李加林发明了“五色

交织法”，一改各国沿用了 100 多年的丝织

图像表现方式和传统织锦生产方式，创造出

4500 多 种 色 彩 。 他 手 中 诞 生 了 丝 织 长 卷

《清明上河图》、彩色织锦画《富春山居图》等

现代织锦作品。

此外，人们还通过改进丝绸生产方式，

更好满足市场消费需求。沿袭 600 多年、被

誉为丝绸界“软黄金”的香云纱，原本是集

体劳动的结晶。传统香云纱的生产一般要

数十名工匠同时操作，还要经历近一年时

间的“三洗九蒸十八晒”。纯手工制作加上

超长生产周期，几百年来，香云纱一直产量

很低、价格昂贵。近年来，人们通过改进染

织技艺，大大提高香云纱生产效率和产量，

生产成本也随之降低，香云纱走进更多普

通百姓家。

时尚潮流一展身手

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丝绸

文化凭借其传统手工技艺的绿色理念，在时

尚潮流中大展风采。以丝绸为重要面料的

“汉服”“旗袍”“新中装”等，正引领着传统服

饰文化不断创新。

2014 年，其根为“中”、其魂为“礼”、其

形为“新”的“新中装”，作为 APEC 会议领导

人服装，向世人展现中华服饰风采。近年

来，“汉服热”逐渐兴起，“中国华服日”“国丝

汉服节”等活动吸引不少年轻人参与，深受

喜爱。随之而起的，是在海内外流行的“旗

袍 风 ”，如 今 ，旗 袍 已 演 变 为 女 性 正 式 礼

服。在这一服饰新潮流中，无论是凸显气

质的新中装，还是宽薄飘逸的汉服、婉约的

旗袍，丝绸都是不可或缺的材质——表现

东方丝绸之美成为国际时尚。比如“寸锦

寸金”的南京云锦，就是当今国际时尚界重

要的中国元素。

从世博会、国际电影节到国际时装周，

以云锦华服为代表的中国丝绸正不断演绎

着传统与新潮的创新融合，塑造并诠释着时

尚“中国风”。与此同时，一系列植根传统的

中国品牌孵化壮大，丝绸元素被应用在时

装、服饰和家居设计中，古老的丝绸走上时

尚产业之路。比如，创建于 1919 年的苏州

东吴丝织厂、成立于 1957 年的南京云锦研

究所、成立于 1951 年的成都蜀锦厂，如今就

化身创新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中赢得发展

契机，演绎当代时尚生活。

科技赋能丝绸新生

与科技融合，为丝绸文化拓展新路，使

其更好服务当代生活。近年来，桑叶茶、人

工智能定制丝绸、“蚕丝硬盘”等丝绸创新科

技和延伸产业不断涌现。经科学烘焙等工

艺 精 制 而 成 的 桑 叶 茶 ，口 味 甘 醇 、清 香 宜

人。人工智能“时尚设计师”可以通过对话

方式，深入了解消费者性格特征和穿搭需

求，结合流行趋势，设计独一无二的数字艺

术丝巾。我国科研单位还研制出“蚕丝硬

盘”，将蚕丝作为光盘一样的储存介质，在上

面实现数字信息的写入和读取。

技术更新迭代，拓展着丝绸的应用场

景，丝绸检验技术标准的制定发布则不断增

强中国丝绸的国际影响力。 2014 年，第一

个丝绸国际标准由中国牵头制定并实施。

该标准包含的生丝电子检测技术由中国主

导科研攻关，并得到国际丝绸界认可，对提

高世界各国生丝质量水平、促进丝绸经贸往

来、提升中国丝绸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

义。 2000 年多前的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

对东方的瑰丽想象。今天，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沿线各国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日益频

繁，其中不少丝绸生产和消费国在技术品

牌、创意设计、历史文化、营销品牌等多方面

正在开展密切交流与合作，丝绸之路的文化

精神再次成为跨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丝绸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华

文明的文化标识。作为蚕桑丝绸原料生产

和出口大国，我们为世人提供的，不仅是作

为面料的丝绸，更是体现着传承与创新的丝

绸文化，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技术实践和文

化创造的智慧。放眼未来，古老的丝绸文化

必将在传承和创新之路上绽放新的光彩。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

图①为缂丝织造机。图②图④为 2021
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展品。图③为蜀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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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代作家，我们要有肩起历史担当
的勇气，走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艺术创造
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
的社会生活敞开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

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指明了方

向。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广

大文艺工作者的殷殷嘱托，我深受

震撼、备受鼓舞。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作

为一名普通的党员作家，我们的

赶考之路也要立刻启程。只有我

们并肩前进，才能凝聚起新时代

磅礴的精神伟力。

这一次，我的“考场”是雄安

新区，扎根雄安、记录雄安、书写

一部以雄安新区建设为主题的报

告文学精品将是我的答卷。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深 入 推 进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作 出 的 重 大 战

略选择，是一项“千年大计”的历

史性工程。几年来，雄安新区建

设严格按照总体规划，像绣花一

样 使 用 好 每 一 寸 土 地 。 超 低 能

耗的“被动式建筑”、“一站式”政

务办理模式、无人驾驶智能公交

车 、无 人 超 市 、信 息 化 手 段 管 林

护 林 、雄 安 高 铁 站 、容 东 片 区 安

置 房 …… 一 座 全 新 的 现 代 化 城

市正在崛起。

伴随着雄安新区的成长，我

也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在这里。我

深入研究当地的文献资料：上古

时期白洋淀曾是黄河故道，大禹

治水，开凿河道，引洪入海，这里

是主战场。雄安一带还有着厚重

壮烈、可歌可泣的历史人文底蕴：

杨六郎坚守瓦桥关，杨继盛铁肩

担道义，小兵张嘎手里的盒子枪，

雁翎队痛击日寇的扫帚炮……还

有那些肥沃土地里孕育的美的精

灵：白洋淀芦苇画、苇编，雄县米

家务纸花、黑陶，安新“一花三宝”

（荷花、芡实、芒子、菱角）等等，不

一而足。

在安新县的一个小村里，我

曾偶遇一位渔民老大娘。老大娘

问我，不知道将来雄安新区的楼

房 里 让 不 让 盘 土 炕 。 她 深 情 地

说，睡了一辈子土坯炕，织了一辈

子芦苇席，将来的新区，如果有她

织席的手艺用得上地方，那该多

好啊！那一刻，我意识到，未来的

雄安新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还应该记得住乡愁。在那里，既

会有高楼广厦，鳞次栉比；也一定

会有逐水而居，渔歌互答，土炕上

铺开着一领领宽展展的白洋淀芦

苇席，清香袅袅……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将要

生长出绚烂无比的青枝绿叶和姹

紫嫣红。我是河北人，曾多次在

这里采访，也发表过若干相关作品，但这些作品与这片热土的雄浑

历史和辉煌未来相比，都不匹配。每每想到这里，难免遗憾自责。

这次参加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现场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广大作家艺术家一道学习交流，深刻感悟新时

代，让我下定了决心——到基层去，到现场去，扎下根来，挖一口深

井！我以雄安新区容城县的北河照村一带为长期深入生活点，计

划花上几年时间，用眼睛、用双脚、用心灵去深层体验，以细致而微

的笔触全面记录雄安新区雄浑的崛起，力争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精

神、中国气派”的纪实文学作品，为雄安新区立传。

我知道，雄安新区只是无数精彩中国故事中的一个。讲好中

国故事是当下中国文学界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报告文学在其中必

将担当大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处处是精彩的中国故事，只有用情

用力地书写记录，才能回应历史、激励当下、传之未来。

我选择的长期深入生活点北河照村，有一位历史名人杨继盛，

他的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曾经激励了一代代知识分

子。作为新时代作家，我们要有肩起历史担当的勇气，走进最广大

的人民群众，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向着丰富

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提高

阅读生活的能力，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形象新人物；在扎根

人民的过程中，领悟人民心声，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

的光彩。记录新时代、书写新“史记”，以扎扎实实的精品力作交出

我们的答卷！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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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没有观众，也没有评委，只有歌手

和乐队在芦苇丛中，在朦胧月色里，动情地

唱着一支支经典歌曲。综艺节目《时光音乐

会》以新颖的节目形态，让观众跟随歌手们

踏上一段奇妙的音乐旅程，感受音乐带来的

美好。

那些经过时光磨洗的经典歌曲，不仅记

录人们的青春回忆，更能唤起人们对今天幸

福生活的珍惜。《时光音乐会》汇聚人们熟知

的歌手，请他们重新演绎流行金曲。对于年

长的观众来说，这些歌曲是对亲朋的牵挂，

对青春的追忆；对年轻人来说，从老歌中能

听到时代的脚步声和岁月沉淀下的感动。

当歌手倾情分享自己歌唱时的感受，分享一

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共同记忆与个体记忆交

汇，实现不同代际观众心灵的沟通。

在节目构思上，《时光音乐会》运用与以

往音乐综艺不同的展现方式。节目通过“慢

综艺+音乐会”的形式，把场景置于风光旖

旎的自然环境中，回归了歌唱最基本的交流

属性。在第一期节目中，每位歌手精心挑选

一首代表曲目，用全新编排以歌会友。从第

二期节目开始，歌手们互相翻唱各自的代表

歌曲，让观众有了强烈的观看期待——新歌

曲进行了哪些创新？原唱歌手如何看待新

的演绎？很多经典老歌在新歌手的演绎下

丰富了情感内涵，拓宽了表达空间，让人耳

目一新。但新版歌曲能否让观众接受，进而

成为新的经典，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音乐是能够抵达心灵深处的艺术。高

难度的演唱技巧的确能带来强烈的视听冲

击，但歌曲要想真正打动人心，需要真实的

情感做支撑。节目里，每位歌手都会选择一

个特别的年份给过去的自己写一封书信，讲

述音乐感悟，讲述光阴的故事。由此，个人

故事巧妙地与时代风貌联系在一起，在“小

我”与“大我”之间搭起一座互通的桥梁，完

成 了 个 人 与 时 代 的 同 频 共 振 。《时 光 音 乐

会》还在舞台搭建和光影塑造方面颇费思

量，营造出恬静美好的气氛，把仪式感颇强

的演唱会变成了人们在大自然中漫步听歌

的日常。歌手和荧幕前的观众仿佛是老友

相聚，在美好场景中分享诗意的夜晚。这

种简单真诚的交流，焕发了音乐和歌声的

力量，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美中不足

的是，嘉宾之间的对话有时没有形成碰撞，

后几期节目略显拖沓，对音乐艺术的讨论

不够集中。

生活不停向前，但歌声不会变老，在音

乐的陪伴下，我们拥抱幸福生活，书写奋斗

人生。

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
张颐武

图为《时光音乐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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