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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
保证。

和谐思想贯穿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个人修养、国家治理、社
会建设等不同层次的内容。小而言之，夫妻之间讲究相敬如宾、琴瑟和鸣，
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六亲和睦、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求和气生财，干事业
提倡和衷共济，到了社会上也要“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大而言之，在治
国理政方面，和谐也是重要的价值追求。《尚书》里就有“百姓昭明，协和万
邦”的说法，《孟子》则进一步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赋予
和谐以至关重要的意义。

和谐的基本涵义是指事物的内部各因素协调统一，外部相关因素调和有
序。和谐其实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中华文明的历史证明，文明的发展进
程离不开和平、和谐的环境，只有和平、和谐才能使文明永续。自古以来，
和睦相处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和为贵”，始终是我们这个多民
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历来为各民族有识之士所认同和珍重。《论语》 里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于无兄弟也？”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文
成公主入藏，不仅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姻之好，更是汉民族与各兄弟

民族携手共进的历史见证。通过相互之间的亲密交往与融合，促进了各民族
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民族大家庭的和睦与繁荣。

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从当时的都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穿越
茫茫沙漠，戈壁荒滩，历尽艰险，矢志不渝，开拓出了一条连接中西方文明
的丝绸之路，书写了千古传颂的壮美诗篇。2014年6月第38次世界遗产大会
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关于丝绸之路的项目顺利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将要焕发新的青春与活力。“五色
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弘扬丝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共
建和谐世界，也将成为未来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携手迈向的共同目标。正如
习近平主席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0周年纪念大会时发表的讲话所指出的：

“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社会和谐是历史前进的重要基石。社会和谐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和
谐社会”的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

把“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项基本要求之一。

提倡和谐，不是否认社会矛盾的存在，而是要求采取正确的方法去处理
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
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
谐，人与自身和谐的社会。

促进社会和谐，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提到和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处理
各种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人的
自身和谐也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说，促进和谐是要从我做起的，每个人都
需要不断地提高修养，完善自我。儒家的重要经典中也提到：“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每个人把道德修养好了，就能在生活中发挥
正能量，社会就会趋向和谐。

促进和谐，这既是我们在当今时代追逐中国梦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也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和谐
四海之内皆兄弟

沙 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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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大电影 《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 试
水“弹幕”在业界引起轰动。日前该片首映
及“土豆动漫爬梯——弹幕之夜”在京举
行，导演沈乐平针对“弹幕毁掉电影”的激
烈批评作出回应，称弹幕电影以吐槽、调侃
为主流，很符合“90后”、“00后”自我主张
的意愿表达，想专心看片的可以选择普通影
厅。

最近一段时间，弹幕电影成为内地电影
圈的一大热点话题。何为“弹幕”？就是观
众一边看电影，一边用手机连接WIFI发吐槽
信息，然后，它们就像五彩斑斓的毛毛虫一
样在银幕上成群结队飘过。除了 《秦时明月
之龙腾万里》，还有 《小时代 3》、《绣春刀》
等影片推出或即将推出弹幕版。

尽管“弹幕”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已经流
行了好多年，但作为弹幕电影，还是新生事
物，因而 《小时代 3》、《秦时明月之龙腾万
里》、《绣春刀》 等弹幕电影一经问世，便受
到了广泛关注与热议。其中，不乏质疑、批
评，乃至反对的声音。

在短期内或小众范围内，弹幕电影可能
产生特殊效应，形成一定气候。但从长远来
说，尤其是从大众化角度来说，它肯定不是
长久之计。“弹幕”源自日本，但日本并未
发现有电影启用弹幕观影。美国推出了与

“弹幕”类似的“社交电影”，不过也只是在
试水阶段。而美国知名影评人、策划人汤
姆·隆坦言，观影即时互动是件很边缘的事
情，想要成为主流几乎不可能……这，或许
多少能说明点问题。

虽然“弹幕毁掉电影”的批评有点偏
激，但说“弹幕”对电影业发展的作用有多
大，也是见仁见智的。首先一点，它肯定影
响观影。带着“玩一玩”心态去的观众，只
顾吐槽、甚至是相互比着吐槽，哪还有心思
和精力看电影？而不想玩的观众，想要专心
看电影，则也不大可能。一方面，电影画面
被一条条吐槽字幕遮挡，甚至是覆盖，看不
清楚。看不清楚画面，还能把电影看好吗？
另一方面，不能不被这些吐槽字幕分散注意

力，加之很多观众边吐槽边议论，甚至会哄
堂大笑，想专心看电影的观众又怎么能够静
心观看？

更有甚者，有些观众现场发短信并不仅
仅为了对影片内容吐槽，而完全游离于影片
之外，比如向陌生观众留 QQ 号求粉，向心
仪的异性观众示爱，甚至是利用此机会做广
告等。诸如此类与电影本身以及看电影没有
一毛钱关系的做法，难道说不是弹幕电影所
带来的弊端吗？而在弹幕电影的体验过程中
出现此类怪现象，恐怕也是弹幕电影制作方
始料未及的吧？

其实，所谓的弹幕电影，说到底就是一
场互动大游戏。你想玩，就来参与，想专心
看电影，则远之。因此说，弹幕电影算不上
是电影创新，最多算营收上的创新——既吸
引有兴趣的观众掏钱买票，又吸引大家纷纷
发短信，实现票房、通讯费“双丰收”。据
悉，观众发送吐槽短信并不免费，而是要收
取一条一毛钱的费用。有些电视比赛误导观
众短信投票，曾受到质疑，也被有关部门禁
止。而弹幕电影如此让观众“破费”，又是
否合理合法呢？这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

有业内人士表示，推出弹幕电影是为
了实现观众与导演之间的互动，让导演来
看看观众对电影各方面都有什么看法。我
则想说，观影就是观影，互动就是互动，
合二为一是不可取的。想要互动，为何不
在 观 影 后 ？ 比 如 在 影 院 售 票 大 厅 设 吐 槽
版，让观众看完电影在此吐槽；或举办座
谈会、影评比赛等，不也能达到互动、吐
槽之目的吗？

由 此 想 到 ， 如 果 可 以 边 看 电 影 边 吐
槽，全然不顾电影本身的严肃性，以及其
它观众的情绪，那么，前不久备受关注的

“话剧 《雷雨》 遭‘笑场’”一事，就更不
值得大惊小怪了。因为我们也可以这样对
反 对 “ 笑 场 ” 的 观 众 说 ： 就 是 让 大 家 来

“笑场”的，你要是怕“笑场”影响你欣赏
话剧，你就选择其它场次啊。果真如此的
话，那将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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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故宫也在新媒体之路上“赶时
髦”——近日，“故宫淘宝”在其微信公众
平台发布一篇《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
微信小文，萌萌哒的雍正动画形象配上萌萌
的文字，受到多数公众的喜爱，并在网上引
起热议。

清代 《雍正行乐图》原本记录了一个真
实而又生活化的雍正，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四爷”。在这套行乐图中，雍正皇帝化身各
种身份，或为高人雅士，或为山林野夫，或
为神话人物，诸如山间题诗的文人、手拿钢
叉斗猛虎的勇士、松间抚琴的雅客、身披蓑
衣独坐船上的钓者、仙风道骨立于悬崖边的
道士等等。据说，雍正本人对这套行乐图也
爱不释手，并重赏画师。

近日，故宫的工作人员通过数字技术，
对 《雍正行乐图》 进行了“改编”，制作出
动画版的 《雍正行乐图》。比如，其中的松
间抚琴图里，雍正一边投入地弹奏，一面还
对琴说：“我们做朋友吧。”濯足图里，雍正
身穿普通服装坐在江边，将双脚放入水中，
会偶尔抬起一条腿往另一条腿上蹭一下，并
配一句“朕……脚痒”。射箭图里，雍正弯
弓搭箭，射向天空掠过的飞鸟，旁白则是

“你飞向前方自由翱翔，朕却始终跟不上你
的脚步。好累……”

对于这组被标注为“雍正：感觉自己萌
萌哒”的动画版 《雍正行乐图》，有不少网
友觉得过于恶搞，我认为这些网友有点担忧

过度。正如故宫方面有关负责人表示，动画
版《雍正行乐图》并没有歪曲事实，而只是
让图片动起来而已，让雍正皇帝变得更鲜活
些。正是因为如此鲜活，目前其阅读量已达
78 万余次，网友们纷纷点赞，“四爷简直太
彪了”、“谁说四爷不浪漫”、“这么有情操的
雍正真是萌萌哒……”之类的好评层出不
穷。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动画版《雍正行乐
图》的成功。

制作动画版 《雍正行乐图》，可以说是
创新之举。这种创新，不仅让原来静态的

《雍正行乐图》 及其主人公更加鲜活起来，
也让人们对故宫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
深刻的理解。故宫文化需要继承和发扬，首
先一点，就是要能够走进公众的心里。不久
前，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馆推出的 3D 版

《清明上河图》，获得国内外游客高度好评，
也让更多人了解了 《清明上河图》 这一名
画，以及中国悠久的绘画历史。而故宫推出
动画版 《雍正行乐图》，同样能达到弘扬历
史，传承文化的目的。

据悉，除此而外，故宫方面还于去年在
苹果商店里上架了《胤禛美人图》、《紫禁城
祥瑞》 两款官方 iPad 应用，目前，两款 App
的下载量总计已超过68万次。接下来还有一
个 新 的 App 项 目 ， 暂 命 名 为 《皇 帝 的 一
天》，目标受众为 10 岁左右的儿童，意在通
过游戏加电子书的方式，让孩子们了解皇帝
一天的生活，以及其中包含的传统美德。这
些将古代名画与当今新技术相结合的做法，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能满足公众的欣
赏需求，丰富公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可谓一
举多得。

故宫的尝试对动漫业来说也是个启发。
在动漫作品流行的今天，如何打造中国动漫

品牌，需要业内人士开动脑筋，至
少可以学一学故宫的做法。不管
怎么说，创新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为帝王动画“萌萌哒”点赞
万阕歌

《不可思议的夏天》
三国网台联动播出

本报电（文轩） 由爱奇艺、亚
细亚传媒、日本富士电视台联合
出品的中国首部网络自制奇幻剧

《不可思议的夏天》 日前同步登陆
爱奇艺、美国在线电视网站 Dra-
mafever 和日本电视台富士台，实
现中、美、日三国网台联动播出。

《不可思议的夏天》翻拍自经典
日剧《世界奇妙物语》，由中日联合
的幕后团队制作执导，其中包括

《医龙》和《东京塔》的导演久保田
哲史，以及 《世界奇妙物语》 的原
创班底。

《世界奇妙物语》在日本家喻户
晓，自 1990年开播以来，连续 24年
长盛不衰，是电视台的收视法宝。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圆新疆贫困生求学梦

近日，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捐助了新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
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共计100名品学
兼优的贫困学生，帮他们圆了求学
梦。

据了解，继 2013 年资助 100 名
品学兼优的西藏贫困学子后，北京
艺术传媒职业学院今年又决定在新
疆和全国 20 个革命老区资助 200 名
贫困学子。今年1月，该院致信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表达了要在新
疆资助1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的
意愿。在自治区教工委、教育厅的
支持下，最终确定由教育厅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负责落实，在乌鲁木齐
市、昌吉州、吐鲁番地区等挑选出
100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其中，
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占
65% ， 孤 儿 、 单 亲 家 庭 的 学 生 占
15%。6月，该院收到最终确定的受
助学生名单，并资助每位学生 3000
元。

据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院长
杨波介绍，该院从建校之初就设定
了“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边疆
地区资助十万名贫困学子”的目标。

（毛亚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