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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看過多彩貴州的宣傳廣告，貴
州的生態、風景、文化開始走向世界，吸引
了愈來愈多的目光。」「海歸」創客施思自
豪地說。2002年，她前往新西蘭奧克蘭就
讀高中，後考入奧克蘭理工大學就讀市場行
銷與管理專業。7年後，她學成歸國，和丈
夫一起在貴陽發展。「貴州發展速度快，機
會多，創業優惠政策也多，適合有激情、有
想法的創業者。」她說。
貴州省有17個世居少數民族，民族文化

豐富多樣。作為土生土長的貴州人，施思希
望把貴州特色民族文化「正確」地推出去，
讓更多人了解貴州文化，她介紹道：「比如
苗族，其實有很多支系，花苗、黑苗、小花
苗、海葩苗等，他們的文化都屬苗族文化，
但有區別，每個支系內部的變遷形成了文化
之間的差異，服飾、頭飾等都不盡相同，並
非所有的苗族都戴銀飾，但大眾已經形成了
一種固有印象。」
去年7月，施思和從瑞士留學歸來的李昱

麗成為合夥人，希望依靠「海歸」的背景和
資源樹立貴州文化的品牌，成為貴州少數民
族特色文化對外傳播窗口，更好地推動少數
民族特色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我們的文化
很有吸引力。」施思舉例說，去年10月她
帶着兩個苗族和兩個布依族學生作為貴州代
表隊，到澳門參加中國民族商品文化工藝
展，「一開始我們覺得沒有底氣，沒想到在
現場被多次邀請返場表演。」
本身對貴州文化的自豪感以及這次經歷感

受到的認同感，讓施思和李昱麗有了更多的
信心。施思說：「貴州有很多民族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現在社會發展愈來愈趨同化，如
果沒有人去傳承、保護，可能隨着時間的流
逝，文化就只能成為歷史。」
「愈是想要發展，愈是要保護、要傳

承。」施思認為，貴州的苗族、侗族文化，
因為受到很好保護，很多民族村寨都「活」
了，當地民眾也因此致富，貴州還有很多值
得重視、保護、發展的民族文化，而她們要
做的是換一種方式把文化的原貌展現出來，
但不去改變它，讓文化找到社會價值，之後
自然就會有經濟價值。「不能為了商業去曲
解文化，造成文化誤解，要做到正確、有深
度，讓人們了解以後有想要更深入的願望，
只有這樣，才會有更多人願意來貴州投資文
化產業。」
如今，施思團隊已和德國、法國、奧地利

等多個國家建立起了合作關係。「我們不僅
僅要做到對外傳播，還要成為一個雙向交流
的平台。」今年7月，團隊將組織參加奧地
利舉辦的一個國際藝術節，希望藉此機會讓
外國人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貴州文化。
「未來我們將與世界更多國家建立聯繫，讓
貴州特色文化出現在更多的世界舞台上。」
施思說。 文：新華社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口號，需要
行動。這三位文藝家，用不停歇的腳步、不
偷懶的「笨方法」，不斷的思考、探索，傳
承和弘揚傳統文化，讓更多人感知文化魅
力。

民間文藝家潘魯生：
走出來的文化自信

如果問哪一類文藝家是常年行走在大地、
奔波在田間、最貼近老百姓——那一定是民
間文藝家。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協主席潘
魯生是踐行這一優秀傳統的代表。
早前政協會議開幕的前一天，潘魯生剛剛
從廣東調研採風回來。基層調研，是政協委
員履職的重要方式，也是民間文藝家潘魯生
的日常生活。
作為一位對保護和傳承民間文藝有着強烈
責任感的畫家、學者，他30多年不間斷地
行走在民間文化的鄉土上，開展田野調查、
學術研究和保護實踐。特別是近3年，他帶
隊開展「城鎮化進程中民族傳統工藝美術現
狀與發展」課題研究，走訪了近20個省
份，調研了130多個手工藝專業村，採訪民
間藝人800餘人，匯總整理了大量民間文化
的數據資料，並就民間文化傳承發展提出建
議。
潘魯生說：「下鄉採風時能遇到很多民間
藝人，他們通過剪紙、繪畫等形式來表現四

大名著裡的形象，栩栩如生，直擊人心。」
「文化在基層落地生根，留住了民族的根
脈。」潘魯生在調研中還發現，傳承優秀傳
統文化，不僅改善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和
生活，還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在山東臨
沂，他看到當地傳承發展柳編工藝，「家家
種柳，戶戶編織」，10萬名農民創造了價值
17.99億元的「臨沭柳編」品牌。

單霽翔：
用「笨方法」守護世界文化遺產
「故宮是世界上觀眾來訪數量最多的博物

館。自『限流』措施實施以來，2016年觀
眾超過1,600萬人次，其中海外觀眾300餘
萬人，創歷史新高。」全國政協委員、故宮
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用略帶沙啞的聲音說。
如何守護好管理好這份文化遺產，單霽翔

用的是「笨方法」。
從神武門向西沿故宮巡查一圈，這是單霽

翔自2012年初上任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的
「每日功課」。為了踏遍故宮9,000多間房
子的每個角落，他甚至準備了20多雙便於
行走的布鞋。
正是這種「笨辦法」，讓單霽翔對故宮的

「家底」心中有數，對安全隱患了然於胸。
作為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古代宮殿建築群，故宮被公認為中國優秀傳
統文化的展示平台和窗口，是必須被「重點

保護」的對象。
在單霽翔眼裡，文化遺產不應只是少數

專業工作者呵護的對象，不應「鎖在深閨
人未識」，而應當融入文化和社會，在保
護中利用，在利用中進一步詮釋和豐富它
的歷史、科學、藝術和社會價值。
近年來，故宮博物院注重面向公眾開展

教育活動，特別是針對青少年的各類活
動。據統計，每年在故宮裡開展有組織的
公眾教育活動多達25,000場，直接參與觀
眾 20 萬人次；已舉辦 101 期「故宮講
壇」，內容涉及古代建築、文物研究與鑒
賞、明清歷史、文物科技保護等諸多領
域，擁有大批「骨灰級鐵粉」。
自稱為「故宮守門人」的單霽翔，十分清

楚網際網路對傳統文化的傳播力量。他今年
提交的16份提案中，有一份就是關於促進
博物館實施「網際網路＋中華文明」的提
案。
「博物館應準確把握青年人的興趣和關注

點，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以富有內涵且
饒有趣味的形式推廣傳播，就可以把『陽春
白雪』的內容變得『喜聞樂見』。」單霽翔
說。

川劇名家沈鐵梅：
革新助推中國川劇走向世界
川劇重演不重唱、好看不好聽？一提川劇

就是「變臉」？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川劇院院長沈鐵梅

多年來一直潛心思考：在快餐文化與好萊塢
大片的影響之下，如何讓優秀的傳統戲曲藝
術在今天煥發生機？一次次實踐與探索，讓
沈鐵梅理清了思路——拯救川劇需要革新。
「首先要解決川劇聲音的美感問題，讓川

劇不僅演得美，更要唱得美。」經過多年潛
心鑽研，沈鐵梅發現，藝術表演可以引導觀
眾，讓觀眾發現、領悟藝術之美。
從2004年到現在，沈鐵梅帶領着表演團

隊頻頻出訪，踏上美國、法國、瑞士、匈牙
利等國家的土地，一次次將川劇藝術送上西
方國家星光璀璨的藝術舞台。
為了推動中國川劇走出國門，沈鐵梅幾乎

每年都在人代會上建議拓展傳統藝術國際視

野。2015年，她提出要用世界語言講述中
國故事，促進「一帶一路」文化交流；2016
年，她提出提高翻譯準確度助推中國戲曲走
出國門；今年，她又為向世界展現中國戲曲
藝術提出建議……10多年來，沈鐵梅每走
出去一次，就自信一次。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沈鐵梅看
來，對待傳統藝術，不肢解歪曲，不盲目逢
迎——這就是文化自信。在一座座歐洲藝術
之都，她專門為西方觀眾講解中國戲曲程
式，幫助他們了解中國戲曲藝術的美學規
律。「傳統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程式和意境之
美，充滿了獨特的藝術魅力。」沈鐵梅說。
身材嬌小的沈鐵梅信心滿滿，她要將中國

傳統藝術引向更加廣闊的舞台。
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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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魯生認為民間文
藝來自人民和生活，
它維繫文化認同。

新華社

讓更多人感知文化魅力
—三位守護傳統文化的文藝家

「海歸」
創客推廣少數民族

傳統文化

這就是《人民的名義》中的故事：一個
從政的大學教授，最終形成了強大的

政法體系的政治派系。文人亦是人，不能
夠過高估計文人的道德品行和自律能力，
這或許是《人民的名義》帶來的一種思
考。

朋黨之師，不為傳道為奪利
在《人民的名義》中，最突出的政治團

夥和派系便是漢東大學政法系畢業生組成
的漢大幫。幫主乃是曾經的漢東大學政法
系教授、後來任職省政法委書記的高育
良。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政法委書記事
實上是檢察院、法院、公安機關的上級領
導者。高育良深諳此道，將自己的得意門
生祁同偉提拔成為公安廳長，以此為開
端，打出了漢大幫的旗號。
「老師」一詞，在中國文化中無比崇

敬。「老師」又稱「先生」，乃為傳道、
授業、解惑。「老師」一詞地位高，可從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句話中得到鮮
明印證。中國古代延續至今的傳統中，一
個人要尊敬崇拜的對象，乃是「天地君親
師」。沒有老師的教誨，一個人便是未得
到教化的鄉野蠻夫；有了老師的教誨，便
可以視為讀書人，進可博取功名，退可受
尊鄉間。孔子被稱為萬世師表，不計個人
得失進行講學，乃是重要因素。到了科舉
時代，主考官成為中舉考生的老師；被皇
帝選中的則是天子門生。
知識分子與政權的緊密結合，造就了古
代的朋黨派系政治。師生組合成為了一種
奇妙的聯盟。忠於自己的老師，在道德情
操上似乎無懈可擊、合乎禮教；在個人利
益上則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官場之
中，下級拜會上司，應稱呼官職。但作為
下級的學生見到作為上司的老師時，一聲
「老師」則道盡其中無限的奧妙：學生心
想，我是您的人，請多多提拔；老師則認
為，你是我的人，不要和別人搞在一起；
萬一出了什麼問題、犯了什麼事，則一聲

「老師」能夠換來從輕發落。且不能忽略
的一點是，在中國文化中，「背叛師門」
是非常嚴重的道德指控，所以師生一體便
成為了不少人的選擇。國民黨統治時期，
黃埔學生稱蔣介石為「校長」，構成了親
衛隊式的黃埔嫡系。不同派系的傾軋，導
致了國民政府的垮台。
與單純書齋中的師生關係不同，師生關

係一旦到了具體的現實鬥爭中，便成為了
朋黨式的派系。《人民的名義》中，高育
良拚了命推薦學生祁同偉擔任副省長，便
是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尋求一個延續模式。
顯然，這已經是一種為了自己和自己派系
私利的朋黨師生類別。這樣的師生關係，
已經不再是傳道、授業、解惑，而是以師
生之名行巧取豪奪、私相授受之實。

文人當官，有時墮落得更快
書生意氣、揮斥方遒。這兩句成語，常

用來形容知識分子對天下大事的一種觀
感。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承擔的乃是道
統，道統便是要確保君王和官方的施政合
乎禮儀教化。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特
別是科舉制度的實施，知識分子實踐道統
的方式，變成了做官。中國古代官場上，
自從實施了科舉以來，高官權臣多以科舉
出身，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但
是，這一切都沒有能夠改變官場的腐敗和
文人的墮落。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這句話
某種程度上是對「文人當官、進而墮落」
的一種諷刺。在《人民的名義》中，高育
良曾經是一個法學教授，在課堂上對法
律、正義等概念能夠高談闊論。從政為官
之後，高育良也一度是一個清廉、謹小慎
微的人。不過，最終，他倒在了以「探討
明史」為名義的石榴裙下。不僅如此，他
也利用自己帶出的學生，組織了自己權力
聯盟性質的派系。知識分子出身的高育良
始終覺得自己沒有犯罪，似乎沒有任何把
柄可以被別人抓住。這種「流氓有文化」
的寫照，戳破了「文人當官、拯救天下」
的謊言。
中國古代歷史上，知識分子當官之後會

墮落乃是常態。專業化的官僚集團與文人
之間總是存在某種張力。文人們覺得自己
有治理天下的才華，又有高尚的情操和道
德水準。如此一來，道德成為了文人集團
的符號。明代的東林黨人是知識分子參政
的典範。但無論對歷史持何種觀點，東林
黨人在明代稅制改革的問題上，反對向工
商階層收稅，變相導致了農民負擔的加
重、明朝國庫的空虛，國家最後滅亡也在
情理之中。而民國時期，從熊希齡的「超
一流人才內閣」到後來胡適、蔡元培提出
的「好人政府」，其最終的失敗都顯現出
知識階層從政的巨大障礙。
知識分子往往自詡是有文化、有道德之

人，所以對官場中的諸多現
象看不順眼而加以批判，這
並不奇怪。但這代表知識分
子能夠掩飾住自己對權力的
渴望嗎？不。從中國古代歷
史的角度看，有些文人的批
判，與其說是對醜惡的不
滿，倒不如說是對自身無法
躋身權力體系的不滿。一旦
自己到了權力體系中，成為

分享權力的一分子，則抗拒誘惑、抵禦腐
蝕的能力，恐怕比官僚階層來得還要差，
即「進入花花世界，方知眼花繚亂、人生
苦短」，因此要及時享樂。所以，也就徹
底腐化了。

不能忽略的精英情結
《人民的名義》呈現出來的腐敗共犯結

構中，高育良是一個關鍵角色。中國文化
符號中的精英編碼，在這部電視劇中有了
一次全景式的展現。高育良可以用各種冠
冕堂皇的理由和說辭來將自己的歪理與行
為合理化、合法化；他也能夠用各種意識
形態色彩的語言將來自他人和對手的攻訐
化解在無形之中。而在他的內心深處，亦
有非常「人文」的一面：他鍾情曹雪芹在
《紅樓夢》中的《好了歌》，似乎總有看
破紅塵之感。但事實上，搖身一變，他又
會為自己的私利而不擇手段。
這或許就是一種延續自古代的精英情結

在作祟。文化精英可以用一切華麗的辭藻
為自己的不法行為辯解和美化。這不僅是
一種話語上的霸權，同時也是社會階層上
的霸權。在傳統歐洲左翼的立場中，知識
階層應當有擔當、應當扎根在民間、應當
立足民眾，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大眾的一部
分；但傳統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則是一種
身份等級的體現。歷朝歷代與職業官僚相
抗衡的清流集團，不僅在國政中以道德表
率的形象示人，也透過不斷的政治對抗確
立自身不可動搖的存在和價值。
透過《人民的名義》可以感知到一種文

人從政的悖論：為理想而介入政治，在政
治中喪失理想。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顧
準曾經說過，人間無法建立天國，人間只
可能實現實實在在的進步。當你堅信人性
本惡這一原則時，則透過權力的監督與制
衡，才能夠將權力關進籠子：面對人民，
無人可以傲慢，惟有謙卑。

《人民的名義》中的派系理路
碰撞與墮落：文人參政的另一種面向
當文人從書齋中走向政壇時，原

本作為知識人的超然與獨立意義也

就沒有了。這些人肩負期待走入宦

海，但是不少人卻比官僚更加腐

化，派系的橫行、排除異己，都不

會自外於文人從政的歷史書寫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人民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呈呈
現出來的腐敗共犯結現出來的腐敗共犯結
構中構中，，高育良是一個高育良是一個
關鍵角色關鍵角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陸毅飾演反貪局陸毅飾演反貪局
局長侯亮平局長侯亮平。。

■■《《人民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宣傳海報宣傳海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貴州省民族文化豐富多樣貴州省民族文化豐富多樣。。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