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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艺研究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
艺研究，成为新时代文艺的一
大亮点。

万千灯笼飞入夜幕，新年

祝 福 纷 至 沓 来 。 春 节 至 元 宵

节期间，大街小巷一片喜庆祥

和，数字空间里也洋溢着浓浓

节 日 气 氛 。 在 网 络 游 戏 中 ，

“城市”张灯结彩，民俗活动锣

鼓 喧 天 ，人 们 不 仅 放 飞“ 霄

灯 ”，借 助 锦 鲤 、龙 凤 、彩 蝶 图

案互送祝福，还可以一起观看

虚拟角色的舞狮表演。

近年来，传统节日元素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直播、短视频、

社交平台和网络游戏中，经由

数字技术创新演绎，在互联网

上广泛传播，迸发出显著的文

化势能。春节、端午、七夕、中

秋，数字空间里的节日活动吸

引众多海内外网友关注，一些

国外网友还为此踊跃制作相关

短视频。可以说，借助新兴媒

介技术，广阔的数字空间拥抱

着也创新着传统节日文化。

从传播角度来看，媒介技

术一直是节日文化传承的关键

因素。40 多年前，通过电视直

播这一当时的先进媒介形式，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轰动一时，

除夕夜自此有了“看春晚”的新

年俗；10 年前，手机即时通信

软件里的“电子红包”激发人们

参与年俗活动的热情，大家拼

手速、晒祝福，忙得不亦乐乎。

新兴媒介技术不断生成的数字

空间，使本就具有丰富内涵和

多样形式的节日文化，呈现出

更为时尚新颖的当代形态。特

别是在春节这一最隆重、最富

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中，数字空

间跨越地域分隔，实现了天涯

若比邻般的仪式感和象征性，

全家、全国乃至全球华侨华人

的乡情和祈盼，有了更多具象

的载体和寄托。

虚拟的数字空间怎样营造

真实的节日味道？媒介技术给

出 了 答 案 。 借 助 数 字 文 化 产

业，打造虚拟节日景观和节日

活动，让数字空间里的节日氛

围越来越具有沉浸感。不少网

络游戏将剪纸、花灯、服饰等非

遗元素融入其中，人们可以“身

着”节日服装，放爆竹、打年兽，

甚至在逼真复原的北宋汴京城

畅游，在数字空间的各个角落

邂逅传统美食。这些充满国风

意蕴的场景、人物、活动，用互

动性十足的视听体验让参与者

沉浸其中，汇聚起节日特有的喜悦之情。

更重要的是，数字空间悄然将传统节日的“形式感”不

断升维，使其文化意涵触达更广大人群。起初，通过微博话

题和微信表情包，节日民俗实现从文字到图像的立体升级，

动静图像的表意效果令人耳目一新，使无法见面的人们有

了别致的交流方式，因此受到大众青睐。近几年，直播和短

视频平台的节日特效和在线活动，呈现出更为浓厚的节日

味道。拍一段视频，配上或喜庆大气或动感酷炫的节日“插

件”，主人公身后龙腾虎跃，鞭炮齐鸣，拜年视频也可以媲美

特效大片。借助数字空间里的节日活动，不同地区人们之

间的地理距离被大幅压缩，传统节日文化实现了更为广泛

的传播。

如今，单纯“把节日搬上网络”的阶段已经过去，数字空间

与现实世界正在互融互促，共同创新传统节日文化，为文旅融

合提供新动能。今年春节期间，南京秦淮灯会上由非遗传承

人打造的《英雄联盟》主题灯彩吸引众多游客，人们感受着秦

淮灯彩非遗里的纸扎、绘画、书法等工艺，网友在家亦可通过

线上活动参与其中。这些新形式将秦淮灯彩这项与节日深度

关联的非遗技艺推广开来。从春联、福字、饺子等民俗元素，

到京剧、昆曲、苏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借助数字空间实现

了现实与虚拟的融会贯通，并以生动灵活的数字文化产品产

生更大影响。

数字空间的年俗活动虽以虚拟形式呈现，但其承载的

共通情感和文化认同却是真实而深沉的，而且它在表现形

式和表达方式上更灵活，更贴近当代审美，因而能够广为流

传。这种当代与传统的双向奔赴，深刻印证着传统文化日用

而新、要在传承中创新的道理。随着数字文化实践不断开辟

新境界，传统节日文化将会在更广阔的时空萌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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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空间的年俗活动虽以虚拟形式
呈现，但其承载的共通情感和文化认同却
是真实而深沉的，而且它在表现形式和表
达方式上更灵活，更贴近当代审美，因而
能够广为流传。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作为文化重要形态

的文学艺术及其学术研究也得到发展。以文艺

研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

文艺研究，成为新时代文艺的一大亮点。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

外文化交流的拓展，中国文艺作品具有了越来

越强烈的世界意义。这些年，鲁迅研究、延安时

期作家群研究、生态文学研究、网络文学研究

等，都将中国文学放到更开阔的比较视野中去

认识和辨析，体现出普遍的文化自觉。中外文

学比较研究持续推进，一批文学研究者在世界

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传统与文学创

新，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

在审美上的独特性日益得到深入研究。不同美

学传统的重要性和当代意义，引起美学界、文艺

研究界以及人文学科其他领域的广泛重视，带

来美学研究的多元化格局。随着考古发掘与历

史研究的深入，亚洲艺术史、中国艺术史中大量

风格独特的艺术现象受到关注，其中蕴含的中

华美学传统和中华美学精神，极大丰富了世界

美学的理论内涵。

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文化人类

学方法日渐应用到文艺研究中。文化人类学通

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实证方法，研究不同

文明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异同。早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开始不久，我国学者就自觉引进和运用

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诗歌、神话传说

和艺术作品，蔡元培、闻一多等是其中的学者代

表。近年来，文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艺术人

类学等学科和研究领域蓬勃发展。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我们更加深刻认识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人伦的关

怀、对诗教（美育）的重视以及“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人文主义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转

化和发展成为文学艺术新的美学形式，彰显出

独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例如，“乡愁”是

中国乡土文艺的重要主题和传统。从 1921 年鲁

迅的小说《故乡》到近年的科幻小说、《流浪地

球》等科幻电影，从 1915 年李叔同的《送别》到当

代舞剧《只此青绿》，我们都能看到背后绵延的

乡愁，那是对亲情的守望，对土地的情系，是不

同时代中国人共同的情感依托。通过学术研

究，可以让文学艺术所蕴含的这种情感结构的

特殊性和审美意义，得到更丰富的理论阐释，进

而给当下文艺创作以启发，让新时代文艺为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

“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

辨识度。”文明互鉴提供了一个照见民族文艺特

性和文化辨识度的有效视角。我国文艺在延安

时期就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用想象性的文学

艺术去把握、眺望美好而幸福的未来，通过文学

艺术的审美创造，把新的人物形象、新型社会关

系、新的美好生活方式呈现出来。在音乐《黄河

大合唱》、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中，

人们都可以感受到理想主义色彩，感受到对未

来的展望与憧憬。近年来，科幻文学、科幻电影

的火热发展和海外传播，引发学界从中国文艺

传统的角度进行思考研究。《流浪地球》系列电

影表现出的人类面对巨大灾难时的应对方式，

无论是“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家园情怀，还是各

国之间通力合作、保留生命火种、延续人类文明

的共同努力，都体现了守护人类文明的信心，体

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可以说，中

国科幻折射出当代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它在

精神实质上与世界文明史上的优秀文学艺术一

样，通过审美的方式揭示现实关系，鼓励人们积

极主动地投入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去。

如今，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得到了越

来越广泛的国际传播。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古老

而仍具勃勃生机的文明形态，其价值观和文化

表达机制、艺术和美学话语系统，以及充满理论

张力的丰富形态，吸引着各国学者的浓厚学术

兴趣。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将带来文艺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更大发展。

（作者为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

究中心主任）

文明互鉴拓宽理论视野
王 杰

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是新时
代文化文艺领域的重要趋势，不
仅显著优化了文学艺术生态，推
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也引领文
学研究守正创新、走深走实。

不久前，几位作家做客网络直播间，两小时

内卖出一份纯文学刊物全年 12 期 8 万套杂志，

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这展示了文学主动融入

现代传播格局的积极作为，也是新时代文学工

作 者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的 一 个 缩

影。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是新时代文化文艺领

域的重要趋势，不仅显著优化了文学艺术生态，

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也引领文学研究守正

创新、走深走实。

自信才能自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和激

励下，广大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迸

发 创 造 热 情 ，创 作 出 一 批 脍 炙 人 口 的 精 品 力

作。这些作品高扬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也托

举一批文学新人闪亮登场。一方面，新人、新

作、新现象、新趋势，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对象

和新课题，文学研究者们更加自觉地回应新问

题、总结新经验，为文学繁荣发展积蓄理论资

源。另一方面更深层次地体现在，文学研究者

们在立场和方法上，更加珍视我们 5000 多年的

文明传承，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促

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为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提

供智力支持。

我国文学研究者结合我们的文学实践，以

中华文化为根，在此基础上开展符合我国文学

发展实际的研究，提出新思路、新方法。

一是坚持守正创新，自觉系统梳理中国文

学传统，开拓学术视野，汲取中西文论有益经验

和思想精华。近年来，在各类学术年会和学术

论坛中，“活古化今”“全球化”“国际视野”“新机

遇”“新境界”“新使命”等成为高频词。可以看

出，不论是在宏观理念还是具体研究方法上，学

者们都更自觉地激活古代文艺理论，深挖其中

蕴含的思想精髓，显示出一种深沉的自信。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更多研究体现“铸就

文艺高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

实践关切。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作协专

门设立了中国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明确提出

“新时代文学话语建构”等命题，“新时代文学”

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和维度。

二是坚持开放包容，在外国文学文论研究

上，主动吸收借鉴其优秀成果，追求融通中外、

文明互鉴。比如，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领域的

研究，更注重中外文学文本和现象异同背后的

文化传统和历史语境差异，显示出文明平等对

话的自觉意识。在理论方法上，越来越多的学

者回到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方位之上，既强调

打开国际视野，做到中西文论的交流互鉴，又坚

守以我为主的学术立场，反思西方文艺理论之

于中国文艺实践的契合度、适应度，更加细致地

判别和有选择地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以打开

文学研究的空间视野，不断拓宽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艺理论发展之路。

三是坚持与时俱进，对新时代文学的作品、

现象、思潮进行追踪，及时总结和阐释经验，针

对问题提出破解之策。今天，文学创作面临人

工智能大模型的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将怎样

改变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生态？人工智能将会

给文学带来怎样的新质和可能？在经济体制改

革、社会转型和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网

络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故事类文本异军突起，

借助得天独厚的媒介优势一路高歌猛进。我们

怎样总结网络文学的经验？这种经验对其他文

化领域的发展有怎样的借鉴意义？诸如此类的

研究课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增长之势，聚力

推动文化建设。

以上几方面为我国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

话题、新命题、新概念和原创性思想观点，进而

为 新 时 代 中 国 文 学 研 究 开 辟 了 新 领 域 、新 空

间。可以说，今天我国文学研究已迎来蓬勃发

展的新阶段，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自主体系建设中发挥着更

为显著的引领作用，助力中国文学进一步提升

创造力和影响力。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

行得远。”我们的文化自信，源于认识上的清醒、

所走道路的明晰，源于已有基础的扎实、实现目

标的可见。广大文学工作者将进一步增强文化

自信，持之以恒走出我们自己的文学发展道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文化自信引领文学研究
丁国旗

生 活 奔 涌 ，文 艺 日 新 。 在 推 动 创 作 、助 力 繁 荣 的 道 路

上，文艺研究怎样拓展新视野、提出新课题、总结新经验、

开辟新境界？新的文化使命呼唤文艺研究者守正创新、融

会 贯 通 ，放 眼 新 时 代 文 艺 现 场 ，以 扎 实 的 研 究 推 动 文 艺 新

实践，为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提供智力支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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