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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打开智能手机应用商店，以“国学”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列表联里，赫然会出现百余种形式各异
的国学推广移动客户端。步入“互联网+”的时代，教
育和学习方式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学教育
也深受影响。

一个是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一个是历经千年的
文化沉淀，当“互联网+”与国学相遇，又会碰撞出怎
样的奇妙火花？

国学加速走进寻常百姓家

2013 年 10 月 6 日，一个名为“国学精粹与生活艺
术”的微信公众号，在辽宁大连悄然创立。不到 3年，
该公众号已拥有了 180 万听众，并被选为 2015 年“文
传榜·十大国学公号”之列。

“我们已经推送了 900多篇与国学相关的文章，每
天都在坚持。”与我们谈起目前所获得的成绩，创始人
朱东的语气里露出些许骄傲。

朱东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却是不折不扣的国
学爱好者。2008 年，朱东放下从事了十多年的企业管
理咨询工作，一门心思地投入到国学研究与传播事业
中。如今，朱东已有解读《周易》的个人作品问世。

“当时偶然听说有微信公众号这样一种平台，我们
就去尝试了。”朱东坦承，自己加入“互联网+国学”
的浪潮并非刻意，“然而现在，我已经找到了精心经营
的动力。”

这种动力源于“粉丝们”带来的触动。2015 年，
朱东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国学线下研习班，有位身
患重病的老大姐，强忍不适从千里之外的深圳赶来参
加。“她说在她的生命历程中，一定要上一次原汁原味
的国学课。”谈到这里，朱东有些哽咽。此外，还有一
对来自青岛的老夫妻也让朱东印象深刻，“他们一起来
参加研习班，然后把这段经历作为珍贵的银婚纪念。”

与“粉丝”的深入接触让朱东意识到，很多人学
习国学，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如果我能够将国学
传播给他们，何乐而不为？”2016年3月30日，朱东推
送的一篇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相关的文章，不到一天
就已达到7万余次的阅读量。

“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的“互联网+国学”之路
并不孤单。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公号“刻画雅辑”，分
享《唐诗画谱》《红楼梦图咏》等经典木刻图谱的周边
故事；北京大学与中华书局联合开发“云国学”在线
平台，针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进行微课式国学教育
……借助互联网多样化的传播平台，国学正在加速走
进寻常百姓家。

慕课平台，惠及更多学生

与朱东因为个人爱好发起的微信号不同，山东大
学文学院教授王小舒则是将专业的国学知识与互联网
紧密相连。

王小舒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多年。细心的同学
发现，近来上课前，他总会比以往早来教室几分钟，
配合摄像团队佩戴耳麦、走位调光。原来，已愈耳顺
之年的王小舒紧追潮流，将自己在学校开设的选修课

《神韵诗研究》“搬”到了慕课平台，开始了线上线下
双轨授课的模式。

“本学期，我在慕课平台授课才刚到第3次，就已
经有1.5万余人参加，这是我在传统课堂永远也无法惠
及到的学生数量。”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裂变式增长，王
小舒十分感慨。

《神韵诗研究》的选修者孔令一，曾因身体原因错
过了好几节课。“后来我四处问同学借笔记，却发现始
终比不上直接听老师讲。”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她想起
了王小舒参与的慕课平台。“课时变短了，但留下来的
全是干货。而且我还发现了好多其他高校的国学课
程。聆听多师，原来不用挪窝就能做到。”

打开中国基本古籍库，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客
户端便马上显示出包含该词的历代古籍条目。因研究
需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吴雨泽，经常采用
这样的方式享受“互联网+国学”的便利。“如果没有
类似的数据库，想要从数以万计的古籍里找出关键词
的使用频率和出处，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很多善本藏书珍贵而又脆弱，经不起频繁
外借。“现在好了，对基本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后，通
过各种资源库，一搜就能找到。”吴雨泽认为，这种对
古籍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对促进国学研究非常有意义。

坚守国学内核，才能走得更远

然而，正如有关专家所言，互联网为国学传播带
来便捷的同时，也会带来问题和挑战。其中，碎片
化、表层化、商业化、低质化、鸡汤化成为广为担忧
的隐患。

面对现实，朱东也无奈地承认：“一旦推出了错误
信息被大众接受，将对国学传播非常不利。”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何晗也曾在朋友圈看到国学
类推广文章。“有的深入浅出，有趣味又普及知识；有
的却以国学为幌子，植软广、灌鸡汤。”针对这一现
象，她认为，一方面，国学传播者应充分尊重国学，
自觉做好信息“把关人”；另一方面，受众应培养一定
的披沙拣金能力，以对网络信息进行基本的甄别判断。

王小舒则呼吁国学研究者能够充分发挥“正本清
源”的作用。或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或是参与网络
课程，将正确的国学知识和公允的研究成果，通过多
种媒介“送”到公众眼前。“有传播才会有传承，‘儿
童相见暂不解’总比‘儿童相见不相识’要好。”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看来，“互联
网+”与国学，类似于“术”与“道”。将国学精髓内
化于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参悟，非一朝一夕之
功。不过在“互联网+”之“术”的推动下，坚守国学
内核，国学之“道”必能越行越远。

当国学
遇上“互联网+”

叶晓楠 党亚杰

中国已经有6.68亿网民，手机网民5.94亿，40岁以下的网民占总人口

的80%。在“互联网+”的大时代，互联网正改变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

也借助互联网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融入当代生活，形成新的形态，迎

来新的机遇。为此，本版从本期起开始推出“互联网+传统文化”系列报

道，对互联网时代的传统文化予以关注。

——编者

“互联网+传统文化”系列报道之①

“互联网+国学”的传播方式
既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也是大众
文化需求的产物。对这一文化现
象我想还是主要从正面来看待和
评价。

目前，多种互联网传播方式
已经成为传播国学的重要途径，
这些新平台能够以弘扬国学为宗
旨，集学术性、普及性、趣味
性、时代性于一体，内容打破现
有教育体制文史哲等专业划分，
回归传统经史子集的典籍分类，
或儒释道诸子百家的学派划分，
面向所有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兴趣
的网友，成为展现国学研究交流
普及成果的公共平台，也是大众
亲近国学、汲取智慧的公共平
台，在社会上起到了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传递正能量的积极作
用。“互联网+国学”的传播方式
与课堂讲授最大的不同是超越了
时间、空间的局限，讲解、听课
都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地
点，可以为不同工作性质、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兴趣爱好的人提
供内容丰富多彩、文字音频影像
等形式多样的国学食粮，让高深
的学术走入寻常百姓家，满足人
民大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不可讳言的是，现在国学热
以及“互联网+国学”的传播也存
在很多问题，如网络平台搭建者
的自身国学素养不够、对学界研
究情况了解不够，在国学内容的
选择和学术深度的把握上也存在
许多问题，造成内容庞杂、主题
不明、思想混乱，让人们无所适
从。特别是部分媒体和网站对收
视率的追求，盲目追星 （学术明
星），追求轰动效应、戏说历史、
娱乐大众。还有的网络平台使国
学传播出现碎片化、肤浅化、快餐化的问题，导致国学原
本的体系得不到展示，对人生的深刻挖掘、思考没法进
行，对人们的人性、情感、灵魂深处的触动不大。

互联网时代，国学应当如何传承？首先，对国学体系
要有整体的认识和把握，要通过互联网来展示这种体系
性；第二，国学是有道、有术的道术之学。所谓道，即是
指文化精神。国学的核心精神是人文理性精神，要以互联
网来体现这种内在精神；第三，网络上单个的国学传播虽
然是碎片，但制作者要使这一片片碎片之间有内在联系，
让读者学习以后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认识；第四，互联网
平台要与正规的科研机构、严谨的专家学者联系，以严肃
的、负责任的态度建设网络传播平台，把货真价实、健康
有益的国学传播给大众；第五，要有现实关怀，国学本来
是经世致用之学，小到个人日常生活，大到国家政治、世
界形势，由国学提供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来帮助人
们应对各种人生和社会政治问题，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
高和社会文明进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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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以葵扇风，熏以艾烟湿。”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诗句，记录着
一段古老的仲夏记忆。这段记忆从魏晋时期流传至今已 1600 多年
了。在许多“60 后”、“70 后”的脑海中，还依稀记得儿时的夏夜
里，老奶奶哼着摇篮曲、摇着葵扇送来的凉风。

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的新会，是中国著名的“葵乡”所在。与
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的困境相似，新会的葵扇制作技艺也曾一度濒临
失传。在没有政策扶持与企业赞助的情况下，新会葵艺却靠着一位
老艺人的苦心孤诣冲出重围。他就是廖惠林。

与廖惠林初次相见，他瘦削而棱角分明的面庞让人印象深刻，
透着一分择善固执的劲头。廖惠林从16岁进入新会葵艺厂开始，辛
勤耕耘42年，初心未改。他见证了葵艺市场的全盛时期，并通过自
己努力奋斗，一步步成为葵艺厂的副厂长。可是，好景不长，随着
空调、电扇的普及，葵艺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萎缩，廖惠
林所在的国营厂也在1999年被迫倒闭。与他同时进厂的学徒们纷纷
转行，自谋生计。然而，廖惠林却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他组
织下岗师傅和艺人自掏腰包，创办葵乡传统工艺品开发中心，进行

作坊式经营。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学会做人，机会和运气就自然会来。”凭

着自己的坚持，廖惠林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如今，曾经被人
“弃之如敝屣”的葵扇，在他的手里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它们摇身一
变，成为一柄柄精美的工艺品，价格也节节攀升，每把可达300元。

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每一柄葵扇里，都凝结了廖惠林与
他的员工们的汗水和心血。一把葵扇的制作过程，可分为“前工
序”与“后工序”两大类，包括种、采、晒、剪、焙、焗、漂、
染、合、画等前后20多道流程。任何一个细节出了差错，成品都难
登大雅之堂。

每年的5月至11月，是葵扇原材料“葵笔”的采摘季节。采下
来的葵笔铺满了整片空地。原材料还要经过烘焙才能继续加工，这
一环节称为“焙扇”，需要人手亲力亲为，也要讲究“火候”，手艺
人自然难免要受汗流浃背的煎熬。“后工序”的环节同样得一丝不
苟。偌大的工场里鸦雀无声，负责编织和烙画的手艺人一概静默不
语，只全神贯注地做着手上的工作。“葵扇和画纸不同，扇面是凹凸
不平的，手艺人用力稍有不慎就会烙穿葵扇。”廖惠林表示，全凭手
艺人的高超技艺和平和心境，葵扇上才能呈现出如此别开生面的风
情。

“做葵扇太累，连出去旅游的时间都没有。”苦心制扇的廖惠
林，有时亦难掩疲态。如今，葵艺制作的每道工序虽然能找到专人
负责，但还没有出现廖惠林心中的“通才”。对于未来的市场，廖惠
林也没有想太多。“我们只要用心做好自己的产品，就会有人过来拿
货。”葵艺大师的心中，写满了专注与笃定。

（撰文：杨逸、赵敏、鲁豇蔚 摄影：张由琼、严 亮）

立志之始 在脱习气

【原文】
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习气薰人，不醪而醉。其

始无端，其终无谓。袖中挥拳，针尖竞利。狂在须
臾，九牛莫制。岂有丈夫，忍以身试！彼可怜悯，我
实惭愧。前有千古，后有百世。广延九州，旁及四
裔。何所羁络，何所拘执？焉有骐驹，随行逐队？无
尽之财，岂吾之积。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
耳，岂为吾累。潇洒安康，天君无系。亭亭鼎鼎，风
光月霁。以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杰
地；以之事亲，所养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义。惟
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烛天，芳菲匝地。深潭映
碧，春山凝翠。寿考维祺，念之不昧。

——〔清〕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 卷一 《尺牍
十首·示子侄》

【译文】
一个人要想立志有所作为，首先要摆脱旧的庸俗之

气。旧习气对人的影响，就像人闻到醇厚的酒味，还没有
喝就醉了。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头绪，最终也就不可
能有所成就。旧的习气让人犹如在袖子里挥拳暗斗，在
针尖上追逐利益。一时的疯狂，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哪有
男子汉甘心去做这种事情。说起来这些人确实让人可
怜，我实在为他们感到惭愧。回望历史，展望后世。大到
全中国，旁及更远的地方。有什么能约束我，还有什么需
要拘守的呢？哪有志在千里的人，愿意和他们混在一起。
那些无穷无尽的财富，岂能成为我的积蓄？目前这些人，
都是我正己的镜子，完全不值得人重视，怎能让这些人、
这些事情拖累自己！为人要清高脱俗，潇洒健康，心无拘
束。盛大广阔的高洁之心，犹如雨过天晴，一片明净的景
象。以这样的心境去读书，就能领略到古人的深意；以这
样的心境去立身处世，就能成为英雄豪杰；以这样的心
境去侍奉双亲，就能仰承他们的志向；以这样的心境去
交朋友，就能符合道义。因为志趣高洁，所以能谦和平
易。这样的志向就像灯烛辉煌，光芒照人；如花草满地，
香气袭人。像深潭映着碧波，春山凝成翠色。这样才能高
寿多福，万古长青，希望你们切记，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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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扇和画纸不同，扇面凹凸不平，用力稍有不慎就会烙穿葵扇葵扇和画纸不同，扇面凹凸不平，用力稍有不慎就会烙穿葵扇

廖惠林专心在扇面上烙画廖惠林专心在扇面上烙画

新会葵艺为传统手工艺品，源于江门新会，有
着 1600 多年的发展历史，早于上世纪初便扬名国
际。1915 年，新会竹箨葵扇获得巴拿马博览会金
奖。1988年，时任新会葵艺制品厂厂长廖惠林赴巴
黎进行现场葵艺表演。2008年，新会葵艺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廖惠林廖惠林

传承人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