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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城镇工作会议讲话之后，“乡

愁”一词就承担起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使命，那就是

寻找中华文化的基因，寻找中华文明有机生命体的中

气，寻找中华文明巨轮的发动机和压舱石，找到中华

民族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幸福底图和运转轴。为此，

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剧组应运而生。经过4年艰苦

卓绝的采拍制作和高收视率播出，终于让这一文化使

命成功落地。

作为文字统筹、撰稿、策划人之一，我见证了240

集《记住乡愁》节目的创作过程。随着节目的热播，“乡

愁”一词渐渐完成了它的内涵扩展。现在，大家已经知

晓，这个“乡愁”再也不是余光中诗中的那个“乡愁”

了，也不是“乡”和“愁”两字相加所指的“乡愁”了，而

是一个可以兼收并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

时代先进文化的新概念了。换句话说，它历史性地融

会贯通了这三种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次大整编、

大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能够让历史和时代牵

手进而拥抱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成为一个可以把一

切美好存在、美好精神、美好情感装进去的新家园，具

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与拓展空间。我曾经试过，要妥当

承担这一使命，换用“乡音”、“乡情”等词汇，似乎都没

有“乡愁”二字适合，有分量。特别是在进入第三季，革

命文化内容铺天盖地而来，让我们始料未及。我们发

现，前两季120集，传统文化是主体内容，革命文化和

时代文化也有，但只是一部分。到了第三季、第四季，

革命文化成了主体内容。那是否意味着，到了第五季

古街区、第六季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时代文化会成

为主体？我们应该如何系统把握，如何进行整体性建

构？让《记住乡愁》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次全新融会。

随着第四季的采拍工作渐近尾声，我们的思路已

经很明确了，那就是，我们要找到三种文化的最大公

约数。找到古今、中外、公私、内外、上下的最大公约

数，就是说，要找到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抑

或是时代文化的认同者都有共鸣的那部分，并将其放

大。当然，这三种文化说到底是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

上生长出来的，经过五千年时间检验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主线，红色革命文化和时代先进文化是这条主线上

的明珠。因此，我们在拟定选题、采点、商讨选题、选择

素材的时候，就要努力寻找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把

一集节目看成一棵精神性生命树，找它的根、干、枝、

叶、花、果。这棵生命树就会很繁茂。这样的生命树集

合而成的精神森林，自会为人们确立文化自信。

比如古田古镇，已经被无数的媒体采拍过，可谓

妇孺皆知家喻户晓。那么，作为一出乡愁节目，我们如

何立题，如何选材，如何切入，就显得非常关键。换句

话说，如何找到我们的不可替代性，也是对古田文化

的新贡献。同样，我们用“精神树”去对应，一个非常难

以把握的事情就相对容易了。为什么这块土地能够养

育出如此著名的革命文化，沿着这个线，我们发现，

1000多年前，客家先民来到这里时，种的是高粱、小

麦，但有一片田里却自己长出稻谷来。一个名叫“五谷

子”的先人，发现了这一秘密，就培植种子，最后无偿

分送给南迁的客家人，让家家户户从此吃上了大米。

这也是古田地名的由来：古田——谷田。《黄帝内经》

讲“五谷为养”。它养育了客家人，自然会养育当时倡

导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革命文化。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陕北，也是小米养育了革命。

在建于道光年间的廖氏祠堂里，有“北郭清风”四

个大字。据《后汉书》记载，“北郭”指的是东汉时期一

个叫廖扶的人，他永不出仕，却常以天下事为己任，在

家乡设席讲学，著书立说，门下弟子多达数百人。他平

素布衣芒鞋，粗茶淡饭，生活非常节俭，却广施义粮，

救济贫困乡邻，广布义款，以应四方急需。百姓感于其

功绩，尊称他为“北郭”先生，以“北郭清风”表达对他

的由衷赞誉。1917年，宗祠经过大规模维修后，又开

办了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小学——和声小学。“文章宗

北郭振先生旧家风，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智识。”上联

是源，下联是流。正如传统是根，养育革命是果。就在

廖家的松荫堂里，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等照亮中国革命道路的珍贵文献。就在廖氏宗祠

里，举行了著名的“古田会议”。这样的“精神树”同样

成长在红军会师地宁夏西吉县将台堡镇。

在山西碛口古镇，我们发现，至今依然保持着有

难同当有乐共享的理念，这在当今商业竞争非常激烈

的今天，的确让我们眼睛一亮。拿“精神树”原理对应，

这样的风尚肯定有一个根脉，一梳理，果然如是。“碛

口”这个镇名本身就来源于“大同碛”，那是黄河水域

仅次于壶口瀑布的一道险关。在我看来，这是天地设

给碛口人的一道考题，就是为了让人们感受休戚与共

的价值，就是为了让人们无比强烈地感受到，个体生

命只有在群体性中才能找到安全感。没有合作精神，

单凭个人力量，几乎不可能闯过大同碛。只有同舟，才

能共济。因此，大同碛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象征，它凶

险，但心肠热，现怒目金刚相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让人

们认识到个体的渺小和群体的伟大。碛口之所以能够

成为“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正是整体

性生命认同结出的美丽果实。

“大同碛”让我不由得联想到《礼运大同篇》中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思想源头，形

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存在的心理结构，也造成了中华

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结构，这种精神，是和宇宙

规律相对应的，也是和天地精神同频的。因此，休戚与

共是天赋人性。从本体学的层面讲，“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从生存学的层面讲，“天地所以能长

且长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从社会学的层面讲，

“天不私覆，地不私载”。这样的“大同美景”，在广西六

堡镇等节目中，以不同的气质展现。

采拍这样的古镇风景，现实意义重大。无论是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国梦的宏大主题角度，

还是从提高个人幸福指数的角度。把一个镇的同舟共

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放大，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基本形态。而要实现中国梦，需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整

体能量。而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能量，就需要提高

每个人的能量。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心量越大，能量越

高，而人的健康、幸福，都是能量变的。只有群体性存

在方式才能给人提供安全感。只有安全感，才有归属

感。只有归属感，才有幸福感。

这时，我们回头再看黄坤明同志在《记住乡愁》第

三季创作培训班上所讲“中华文化的根本优势，在于

有着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

宝贵资源铸就了中华民族持久而强大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滋养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我们必须坚守

的精神高地，也是我们保持文化自信的坚强基石。”感

觉格外意味深长。

为什么不是乡音、乡情，而是乡愁？
□郭文斌

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影像表征，亚洲新电影在全球剧

烈变革的时代走出了一个全新的电影振兴之路。“民族性”与

“现代性”是当代亚洲新电影的两大主要特征。“民族性”是

亚洲新电影在全球化时代对历史传统、文化根基及民族特色

的坚守和弘扬，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亚洲的不同国家

都十分注重维护电影的“民族性”；“现代性”则指向亚洲新

电影之“新”，指向亚洲新电影不断改写、变革和超越自我的

漫长过程。

在亚洲新电影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民族性”与“现代性”

在互动碰撞中各自延展、开拓亚洲新电影的深度和广度，两者

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解读亚洲新电影艺术精神和影像

美学的关键钥匙。亚洲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乃至地理

环境差异很大，历史发展和民族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这必然

造成亚洲新电影在思考“现代性”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到亚

洲不同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整体上审视亚洲新

电影现代性的同时，要考虑到亚洲新电影现代性具有多面向、

多形态，甚或错位、矛盾和自反等特点。令人高兴的是，周安华

等著的《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学

术难题。

该书的贡献在于，回到问题产生的源头去审视和考察亚

洲新电影的现代性构成。亚洲影像现代性生成的源头包含哪

些因子呢？首先，亚洲不同国家的新电影是在现代化、全球化

的共同背景下生成的，均与好莱坞、法国新浪潮等西方电影文

化的发展有着说不完、扯不清的历史关系，对于西方电影，亚

洲新电影可以说交织着爱恨难舍的羁绊情绪。其次，亚洲新电

影现代性的“集体迸发”，需要在亚洲共同体的整体视阈下进

行理性考察，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新电影本身也相互

模仿和影响，形成了某些共同的影像特征。当然，在全球与地

方、现代与传统的互动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本身的差异，亚

洲不同国家新电影之间内在的错位芜杂也是显而易见的。再

次，中国的电影在亚洲新电影现代性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思考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将中

国置于重要的位置：一方面，需要从全球和亚洲的变动关系中

思考中国影像的现代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站在中国民族的立

场重新审视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问题。该书即分别从全球化

视野、亚洲立场及中国视点三个维度对亚洲影像现代性做了

一次全面的、立体的和多维度的考察。

在第一章中，作者不仅全面、立体地阐发了亚洲新电影现

代性的生成过程，还对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生成环境和审美

特质进行了理论性地阐释，深入分析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

现代性”，“西方叙事”与“东方发现”等几组重要概念在亚洲新

电影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在二、三、四、五章，作者以大

量影像、文献和理论为支撑材料，深入开展对亚洲影像文本的

细读，这些文本细读牵扯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学术问题，比如

现代意识的影像构成、现代性的自反性特点、现代性的叙事形

态、现代性的镜像表达等。

中国当代电影是亚洲新电影最

重要的一股力量，审视亚洲新电影

离不开对中国当代电影的认真审视

和考察。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该书

站在全球化和亚洲视阈下深入研究

中国影像的现代性生成以及其审美

艺术的历史演化进程。在作者看来，

中国当代电影十分关注本土电影的

未来发展，也努力探索在全球与亚

洲区域的互动结构中，开拓中国当

代电影的自身特色与审美价值。该

书认为，现代性对于亚洲新电影特

别是中国当代电影来讲具有两面

性：一方面，“现代性”指引着亚洲电

影的创新与实验精神，“顺利与世界

潮流接轨，融入全面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现代性”作为“一个开

放、异质和自反的动态体系”，过于

求新求变，也会造成中国当代电影

中的某种差异性和不和谐元素凸现

出来。由此，要深入分析亚洲新电影

的现代性，展开对亚洲电影现代性的“刑讯”，避免亚洲新电影在追逐现代性过程中

的“集体迷思”，一味以西方为是。

当然，作者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研究，不能就亚洲谈亚

洲（包括中国电影在内），不能陷入孤立的个案文本分析中，而应有全球与区域相结

合的整体性思维和文化多元性观念，在全球与地方、全球与区域、区域与区域、区域

与地方的对话中反观亚洲自身的电影问题。与此相关，在对全球化的态度上，也不

是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结构思维，不能仅仅看到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

不能轻易抹杀和歪曲全球化的积极作用，要看到全球化为亚洲新电影带来的生机

与转变。只有这样，亚洲新电影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总之，在全球化视界、亚洲立场和中国视点这三重纬度的框架下，该书全面深

入地梳理、分析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经验和疏漏，体现了深挚的亚洲意识、对话思维

和学术包容胸怀。该书的出版是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一份沉甸甸的硕果，其对当下

亚洲新电影、区域民族电影在全球化博弈中的位置给予了恰当的思考，许多思考深

入而精当，具有广泛的启示意义。

创作谈 书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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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州福纳影视主办的首届南方派作家电影研

讨会日前在苏州举行，来自江苏、上海和浙江的作家、

业内专家围绕南方派作家电影在未来中国电影格局

中的地位、中国电影的地域文化特色等话题展开了深

入探讨。与会者认为，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电

影如《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到新中国成立后拍摄

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再到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最

近这十几年来出现的像《红粉》《风声》《万箭穿心》等

电影，包括王家卫准备拍摄的《繁花》，都具有鲜明的

南方风格和特色，电影理论工作者应该对南方电影进

行研究总结。

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苏州福纳影视，曾和作

家苏童、王朔、程永新、黄小初以及画家朱新建、阿海

等共同发起“南方派”作家电视，先后拍摄了五六百集

根据南方作家小说改编的作品，如《老岸》《阿Q的故

事》《名优之死》《离婚指南》《女人为什么哭泣》《新乱

世佳人》《干部》《派克式左轮》《红粉》《风月》等。在苏

州福纳影视导演范小天看来，南方派作家电影是一个

宽泛的开放的概念，既指地域上的南方作家的作品改

编的电影，也指一些具有南方精神的、原创的作品，它

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

在作家眼中，“南方派作家电影”又是什么样的

呢？作家苏童谈到，中国北方文明关注的是旷野、土

地、草原、荒漠、大江大路，而南方是曲径通幽，“曲

径”很重要，“幽”也很重要。南方派作家电影就是创

造“曲径通幽”的好电影。“南方意味着什么？是拍别

人想象中的南方的电影还是小的文化概念上的南

方？”作家叶弥表示，南方应该有一个具体的地域上

的东西，“我认为首先把南方就确定在苏州这一块，

扩散到吴越地区。‘江南，翻开沃土，有水，有电影’”。

作家金宇澄认为，南方派作家电影的概念最好用作

品说话。“我觉得苏童的《红粉》是这一类电影，题材

叙事都是南方味道，叶弥前些年发在《收获》的《小男

人》也可以拍出这种气质。对于这一概念，现在还是

一个不怎么清楚的口号，需要有一系列明确的特征，

需要有一些电影拍出来。”而在作家麦家看来，电影

的地域属性不是那么强，南方派作家电影似乎更适

合叫“超南方电影”，既保留南方电影的概念，又扩大

了南方电影的外延。

“好的小说关注人的故事，好的电影同样如此。”

上影集团副总裁徐春萍表示，中国电影要往前发展，

一定要借助文学、小说的力量，从核心竞争力上提高

品位、品质。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南方派作家电影的

探索，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汪天云表示，南方派作

家电影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它是一种人文精神

和文化风格，它细腻、温暖、潮湿。这一概念实际上是

把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元素，最大限度地优化和提

升。“要从宏观角度为南方派作家电影布局，即从影视

制作、教育、研究和产业四个方面构成南方电影的‘四

梁’，打通长江一线、华东一片，联合港澳台，慢慢立体

化，面向中国，走向世界”。

会上，专家学者还对根据苏童小说改编的剧本

《纸骑兵》进行了探讨。

（南 文）

江浙沪作家、学者研讨南方派作家电影

创造“曲径通幽”的好电影

广 告

象山县地处浙江东部沿海，由象山半岛和包括
南田岛（鹤浦镇）在内的600多个岛礁组成，海洋资
源得天独厚，海洋经济发达，海洋文化底蕴深厚，属
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级海洋渔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被誉为“东方不老岛，海山仙
子国”。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配合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促进海洋散文创作，丰富海洋文学内
涵，弘扬“海纳百川，勇立潮头”的海洋文化精神，推
进海洋文明建设，打造浙江海洋文化知名品牌，浙
江省作协、宁波市文联、象山县委宣传部决定联合
举办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届“大沙杯”国际海
洋散文大赛。

一、举办单位
1、主办：浙江省作家协会、宁波市文联、象山县

委宣传部。
2、承办：宁波市作协、象山县文联、鹤浦镇人民

政府。
二、参赛对象：海内外华文写作者。
三、参赛作品要求：1、海内外以海洋、海岛（包

括与之相关的风景、产业、人物、习俗、体验与想象、

历史与探究、思考与发现等）为主题的单篇海洋散
文作品，尤其欢迎描写象山以及大沙村所在南田岛
的散文作品。时限为1978年12月至2018年6月，
此期间内凡在我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各地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汉语
海洋散文作品。已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的作品请勿
参评。作品应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促进人类
和平、促进社会进步、促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风
格鲜明独特，能展现出汉语的博大、精深与优雅，反
映出海洋的无穷魅力以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
巨大作用。2、作品篇幅2500字以上。参评者须寄作
品所载书籍或刊物原件1件（因人力所限，原则上
不寄还），参评作品复印件15份。3、每人限报1篇
作品（邮包上请注明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届

“大沙杯”国际海洋散文大赛作品征集字样），如用
化名报送多件作品，将被取消参评资格。4、参评作
品由个人自行报送。同时可由知名作家、评论家、学
者、文学编辑署名推荐。5、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和
笔名、国籍、居住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
话、电子邮箱，并附200字以内创作简历。

四、赛程安排：
1、2018年6月30日前，作者将参赛作品寄送

至指定地址（以当地邮戳为准）。2、2018年7月份
组织专家进行评审。3、2018年9月中旬在象山举
行颁奖活动。

五、奖项设置:1、一等奖2名，奖金各8万元人
民币；二等奖4名，奖金各1万元人民币；三等奖10
名 奖金各3000元人民币。优秀奖若干名，奖金各
1000元人民币。以上均为税前。2、参加本次大赛的
获奖作品，或将结集出版，不再另外支付稿费，参加
者视同同意本项规定。若作品结集将涉及版权纠纷
者，请勿参评。3、评奖后，将邀请部分获奖作者参加
在浙江省象山县举行的颁奖典礼，并观摩中国（象
山）开渔节祭海、开船等仪式，在鹤浦大沙等地进行
海岛采风。

六、邮寄地址与联系电话
1、邮寄地址：中国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靖南

东路 462 号 3楼 邮编：315700。2、收件人:马悦
联系电话：0574-65765743

首届“大沙杯”国际海洋散文大赛组委会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首届“大沙杯”国际海洋散文大赛作品征集启事

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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