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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而作为
文艺创作主体的文艺工作者，要想切实担负起
成风化人的职责，就必须把个人的道德修养、
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在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五点希望，其中一点就是“希望
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
馨中成就人生价值”。这为文艺工作者立德、修
身、从艺、为文指明了根本方向。

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
人，必先铸己。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以生动的
形象感染人、以丰富的思想教育人、以高尚的
情感激励人，从而发挥用明德引领风尚的作
用。文艺的作用越大，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就越
大。俗话说，欲从艺，先立德。文艺工作者理
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
出表率，不仅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更要在
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身体力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
范。中国古人讲，“先道德而后文学”“艺者，
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立身百行
足，为文六艺全”，无不把立德修身视作文艺创
作的前提和根本。回顾历史上的文艺经典，人
品与艺品相统一的佳话代代相传。正因怀着对
百姓疾苦的深深悲悯，杜甫写下“三吏”“三
别”的不朽诗篇；正因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
梅兰芳不畏日寇威逼利诱拒绝登台，彰显出崇
高的民族气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艺术理

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
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
为自身留清名。

文艺工作者要想攀登文艺高峰，创作出叫
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经典，绝非一日之
功。既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更要有

“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清醒，既要耐得住“昨夜
西风凋碧树”的清冷，更要有“板凳甘坐十年
冷”的定力。曹雪芹撰 《红楼梦》，“披阅十
载，增删五次”，可见其用时之久，创作之艰，
也正因此，才成就了这部享誉世界的文学经
典。柳青到皇甫村，深扎 14 年，集中精力写

《创业史》。他曾说，评价文学作品，要“六十
年一个单元”，六十年后还有人看，才说明作品
立得住、传得开。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把时时刻
刻观察和揣摩人物变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反
复打磨表演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他
出演或导演的《蜕变》《茶馆》《家》等数十部
优秀作品，风靡话剧舞台。这充分说明，练就
高超艺术水平，需要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
久为功。须知，创作要靠心血，表演要靠实
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
德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
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
事、求真名声。

文艺作品对引领社会审美风尚发挥着重要
作用，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追求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同时，文艺家自身的修
养、形象，乃至一举一动，也会对社会风气产

生影响。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不是个人私
事，文艺行风的好坏会影响整个文化领域乃至
社会生活的生态。也正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作表率、树榜样，讲品位、讲格调、讲责
任，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抵制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堂堂正
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毋庸讳言，在中国文
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存在着一些触
碰道德法律底线、背离主流价值观的杂音。针
对这一现象，中央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

《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以
此加强队伍建设、廓清行业风气、引导健康风
尚。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强化演出市场执法监
管；国家广电总局明确坚决抵制“耽改”之风
等泛娱乐化现象；中国文联强化文艺工作者职
业道德建设联席会议工作制度、邀请文艺名家
开展“崇德尚艺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
代文艺工作者”巡回宣讲活动；中国作协加强
网络文学行业职业道德建设……多措并举之
下，文艺界风气为之一新，争做先进文化的践
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
的自觉追求。

征途漫漫，广大文艺工作者正聚焦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
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征程中，中国文艺必将
铸就新的辉煌！

坚持弘扬正道 追求德艺双馨
张鹏禹

先用柴刀砍去竹节突起，顺着劈开的豁口，唰
唰几声，数米长的毛竹被一破两半。用柴刀继续分
割，原本整段的竹子便分成了数片。再用特制工具
刮去表面青皮，转眼间，碗口粗的毛竹就变成了一
把纤细却坚韧的竹篾。攥在手里一抖，竹篾荡出海
浪般的波纹，让人啧啧称奇。

这是抖音博主潘云峰短视频 《破竹》 中的场
景。如今，这则短视频在该平台上点赞量已高达
219万。有网友将他的视频转发到TikTok等海外平
台后，更收获了上千万播放量。评论区，有人赞叹
竹编手艺“行云流水”“势如破竹”；有人感慨竹编
师傅“手上满是老茧”；有人说视频让自己想起了
儿时生活，勾起了遥远的乡愁；还有不少外国网友
赞美竹编师傅“用最简单的东西制作出了最神奇的
工艺品”……这位衣着朴素的“竹编大叔”，缘何

能火爆抖音？事情还要从30多年前说起。
潘云峰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的横岭村，

1984年，14岁的他开始跟着舅舅学习竹编，又先后
跟随其他两位师父学艺，4 年后终于出师。然而，
随着日用品品类的日益丰富，竹编的市场越来越
小。上世纪90年代中期，潘云峰无奈转行，放弃自
幼苦学的手艺，选择外出打工谋生。

在四处漂泊的日子里，潘云峰当过油井井长，
做过饭店员工，还干过电焊维修……令他心有不甘
的是，自己的一身手艺没有了用武之地，只能做些
出力的简单活计。

2019年，孩子上了大学，潘云峰也决定回老家
临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一
位做竹编的同行，这点燃了他重拾竹编手艺的热情。

潘云峰说：“一开始我也不太懂，只是看到同
行的‘关注’人数短短几个月就涨到了一万。心里
觉得自己的手艺也不比别人差，何不也拍一些？”
就这样，潘云峰注册了自己的抖音账号，开始了直
播生涯。

由于是从零开始，潘云峰最开始上传的视频总
是一小段一小段的，镜头和配乐也十分混乱，网友
评论说“看不懂”。在热心网友建议下，他不断钻
研，学习短视频制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潘云峰说：“竹编的制作过程耗时长，拍摄起
来不能一镜到底，否则网友看起来会觉得枯燥。我
的视频时长短、节奏快，主要是通过调整镜头速度
形成节奏感，以保证完播率和播放量。”视频虽
短，可构思和拍摄的过程却和做竹编一样匠心独
运。“我会提前想好要展示什么动作，选择什么拍

摄角度。拍摄时也尽量配合镜头，没做好的动作会
反复拍。”潘云峰告诉记者，一期视频大概要拍两
三天，录下六七十个素材，然后再花一天时间剪
辑，根据流畅度进行微调和配乐。

为了让自己的短视频作品精益求精，潘云峰将
山上的老屋辟为录制视频的专用场地，精心设计每
一个镜头，仔细调整每一段视频的速度……渐渐
地，潘云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也收获了关
注。如今，他的抖音账号“创手艺”已拥有515万
粉丝。

从制作传统的竹伞、锅刷，到富有新意的竹编
婴儿床、手机架、小茶几，潘云峰的视频越来越受
欢迎，他和师兄合作的竹编直播带货生意也越来越
红火。这不仅提高了潘云峰个人的收入，还为身边
同行拓宽了竹编工艺品销路。但在他看来，自己手
艺人的身份永远不会变。

2008年，竹编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潘云峰表示，与老师傅们相比，自己的
手艺“很普通”，不过是“在外行面前看起来很厉
害而已”，在内行面前只能算是“花拳绣腿”。他认
为，自己距离真正的“大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在国内外短视频平台上都有着为数众多的
粉丝，但对潘云峰来说，他更看重如何通过改良与
创新，让竹编这门老手艺在当代焕发新生机。潘云
峰发现自己的粉丝喜欢看有创意的东西，他就有意
识地去研究、学习新物件的造型设计，还会参考木
头、金属等其他材质手工艺品的特点，用竹编进行
模仿与再创作，设计出一件件兼具创意与实用性的
工艺品。

“对现代人来说，竹编手艺在成本和实用性上
已经‘过时’了，很多老手艺随着老师傅们的去世
也渐渐失传，如今购买竹编家具的很多人其实是买
个情怀。”潘云峰毫不讳言工业时代传统竹编手艺
的困境与局限。但他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待：“老
手艺也能有创新，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越来越
多人开始喜欢上竹编，让竹编工艺品走入自己的生
活。”在潘云峰看来，与其墨守成规，不如主动出
击去创新，让老手艺与现代审美情趣相结合。他相
信，只要还有人喜爱，竹编这门老手艺就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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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编大叔”潘云峰——

妙手舞青竹 纵横经纬间
本报记者 黄敬惟

本报电（胡志）今年是茅盾
先生诞辰125周年，中国现代文
学馆于12月21日举办“纪念茅
盾先生诞辰 125 周年手迹展”，
传承茅盾先生文学遗产。展览从
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浙江桐乡档案
馆馆藏中精选 60 种珍档进行展
示，让公众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大
师手迹，感受茅盾的文字风采。

本次展览展品种类丰富，除
茅盾书信、日记外，还有小说、
诗词、回忆录、文艺评论的创作
手稿以及笔记、杂抄、古诗文注
释、译稿等。茅盾先生是文人书
法中“瘦硬”者最为典型的代表
之一，始终保持着使用毛笔书写
的习惯。这些展品书面整洁、字
体隽秀，笔迹中体现出其温文尔
雅的仪态和清雅不俗的风骨，具
有重要的文献性和极高的艺术观
赏性。

此次展览分两个单元，第一
单元以馆藏茅盾书信手札为主
体，展品涵盖 20 余通未被 《茅

盾全集》《茅盾全集·补遗》 或
《茅盾书信集》 等收录的信札，
包括茅盾致萧三书简 11 通，致
陈白尘、沙博理、普实克、柯灵
等人信札共 10 余通。第二单元
以桐乡市档案馆提供的茅盾日
记、笔记、回忆录等手稿为主
体，这些珍贵手稿及照片是首次
在北京公开展示。展览还精选19
张手迹放大制成书法条幅，力图
清晰呈现茅盾手迹的基本面貌。

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副主
任王雪介绍说，此次手迹展先前
在桐乡和苏州巡展，经过 20 天
的紧张筹备后，于中国现代文学
馆开幕。展览还设计了诸多互动
项目，给茅盾先生写信环节备受
欢迎，吸引许多观众留言。“此
次展出的珍档为观众了解文学大
家茅盾的修养和人格提供了绝好
机会。”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2022
年2月20日，观众可通过中国现
代文学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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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25周年手迹展”开幕“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25周年手迹展”开幕

潘云峰正在制作竹编。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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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讲话中指出，希望广大文艺
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
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
作为一名来自湖北武汉的文艺工
作者，置身于庄严的人民大会
堂，我倍感振奋。

真正的文艺创新必须基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这既是文艺创作的
必由之路，也是文艺评论、文艺
研究应当努力的方向。

回顾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经
历，我深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没
有把中国的新文学与旧文学割裂
开来进行研究，而是注重挖掘新
文学里的传统性，观照传统资源
如何滋养今天的文学创作。比
如，我有意识地挖掘当代中国小
说创作中的传统因子，揭示“传
奇”“话本”“博物”“方志”等
文体资源是如何被当代作家活学
活用。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
究中，我注重挖掘旧体文学中的
新变化，通过考察鲁迅、郭沫
若、茅盾、老舍、叶圣陶等新文
学大家的旧体诗词创作，揭示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民族文学发
展新前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我越来越意识到，“五四”
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有着丰富、多
样的内在联系，他们共同熔铸成
我们新时代的文学传统。一方
面，“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发
展离不开传统文学词汇、文体以
及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
文学也因“五四”新文学而得以
转化，从而适应于新的时代要求
而留存下来。如果说“中国文学
传统”有何卓绝之处，那正在于
这种富于包容性和转化力的文化
弹性。

我的这些学术积累，汇集成
《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中国文
学传统的涅槃》《中国文体传统
的现代转换》《新世纪文学微观
察》等书，得到越来越多师长与
同道的鼓励。我的老师於可训先
生对我说，要“怀中国文学复兴
之志”。在他们的鼓励下，这十
多年来，我努力搜集百年中国旧
体诗词文献史料，以中国传统的
编年史体例编纂多卷本《中国现
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试图全

景式呈现中华民族传统诗歌文体
在百年风雨历程中的发展轨迹。
目前第一辑4卷共计400余万字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还只是
冰山一角，我们学术团队还在集
体攻关，预计最终现代部分就可
以整理出五辑 20 卷，总字数规
模将达到2000余万字。

习近平总书记说：“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
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这
对我是莫大的鼓舞。中国现当代
旧体诗词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
碰撞出的文学回响，我们愿以这
些融典雅文学形式与现代情思为
一炉的作品为纽带，与新时代的
广大读者和同道一起成长。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
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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