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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唐斐婷唐斐婷

近期，一篇《我们花了 3 年
时间，只是为了让它再流行一
次》的 文 章 不 断 刷 新 朋 友 圈 。
这是一篇为了新推出的青春版

《红楼梦》而写的宣传文案。文
案的大致意思是，由微信公众
号新世相和麦果文化联合推出
了一次全新的阅读服务，无论
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对从前
版本的《红楼梦》做了相当大的
改变。

而在制作团队高调宣传的
同 时 ，读 者 们 似 乎 并 不 买 账 。
消息显示，豆瓣网上的读者们
像商量好了似地纷纷给出“一
星”的评价，潮水般的批判和抵
制也随之而来。

细看青春版《红楼梦》打出
的旗号，无非是内容更优质，形
式更便捷、贴近现代人的阅读
习惯，比如“书本大小可以装进
手包，方便人们随时阅读”；“纸

张选取了‘眼感’最好的一种，
在长时间阅读时更好地减轻阅
读疲劳感”。甚至，为了达到吸
引年轻人的目的，制作团队还
邀请了众多明星代言。

从形式上看，这似乎并非
一件坏事。毕竟，现代人工作
生 活 繁 忙 ，眼 睛 也 容 易 疲 劳 。
如果能有便携的版本和舒适的
纸张，的确更利于阅读。明星
效应，也不失为当前吸引年轻
粉丝的常用套路。

然而，对青春版《红楼梦》
的 宣 传 并 未 止 步 于 此 。 文 案
称，果麦文化用 3 年时间采访
专家，梳理、比较，修正了一些
存在多年的明显讹误，尽可能
让人读到最贴近原貌的版本，
并称这是“225 年出版史上的最
优质版本”。

种种溢美之词让人目不暇
接的同时也深表怀疑：3 年时间
就可以将前人默默研究了多年
的成果翻新再造，打造出一个

“ 最 优 质 版 本 ”？ 公 众 一 时 哗
然，诸多批判抵制也正是不满
于此。

事实上，以“青春版”作为
宣传口号，让经典文化在年轻
群体中重新流行起来的尝试并
非首次。早些年，由白先勇先
生发起的青春版《牡丹亭》也以
年轻观众为主要目标群体，试
图让昆曲艺术重新得到年轻人
的了解与认可。

实 践 证 明 ，青 春 版《牡 丹
亭》不仅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抵
制，反而在全国数次巡回演出，
甚至走向了世界，屡屡出现一
票难求的盛况。尽管也并非没
有质疑，但从最终效果来看，青
春版《牡丹亭》的确让许多年轻
人重新了解并认识了昆曲这一
传统的艺术。

那么，两种对传统文化艺
术的年轻化制作与打造有何不
同？细究过程可以发现，青春
版《牡丹亭》从制作、宣传到演

出，都是以充分尊重《牡丹亭》
原剧本及其老一辈传承者为基
本前提的。

从策划排演开始，青春版
《牡丹亭》的制作团队就邀请了
老一辈名家汪世瑜和张继青亲
自 指 导 并 传 授 ，青 春 版《牡 丹
亭》男主角柳梦梅的扮演者俞
玖林拜师于汪世瑜门下，女主
角杜丽娘的扮演者沈丰英也由
张继青正式收为门徒。而汪世
瑜、张继青都是苏州昆曲传习
所“传”字辈老师傅亲手调教的
接班人，属于昆曲表演艺术中
正宗、正统、正派。

发起人白先勇先生也自小
就痴迷昆曲，早年间多次拜访
名家学习请教。他曾在《我的
昆曲之旅》一文中表示：某次在
南 京 听 张 继 青 唱《皂 罗 袍》时

“魂飞天外”。即便是如此深厚
的文化修养与渊源，白先勇在
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过程中
也一直秉持对老一代传承者的

无比敬意。
反观青春版《红楼梦》，制

作团队的文案反复强调“225 年
出版史上的最优质版本”、“最
贴近原貌的《红楼梦》”等营销
字眼，以此吸引读者。在这种
营销方式的背后，体现的是对
经典读物的缺乏敬畏和对老一
辈传承者劳动成果不够尊重，
而谦虚正是一个传承者不可或
缺的态度。

每 一 种 文 化 艺 术 传 承 至
今，都是一代一代传承者点滴
汇聚的成果，而历代的传承者都
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见
当下的风景。承上启下，首先得
秉持谦虚谨 慎 的 态 度 致 敬 前
人 ，才 可 能 开 启 新 的 传 承 之传 承 之
路。无论是形式的创新还是内还是内

容的修订校正，都不应过度包
装成营销卖点，以致失其初衷。

事实上，让经典流行起来，
以新的承载形式包装传统文化
艺术来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是
当下的一种趋势。在这个相对
浮躁的年代里，这或许还是一
件必要的好事。

然而，以何种方式让经典
流行？让经典流行的前提和最
终目的是什么？是打着文艺的
旗 号 最 终 实 现 消 费 经 典 的 目
的，还是以商业化运作方式来
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是以尊
重 老 一 辈 传 承 者 的 成 果 为 基
础，还是通过某种程度上的“标
新立异”达到抬高自己身价、吸
引不明真相的读者的目的？二
者有本质区别。

青春版，是传承还是消费？

◆陈谦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海洋之心”这枚
湛蓝深邃的巨大宝石，见证了杰克和罗斯在一
场人类悲剧中凄美而浪漫的爱情。杰克的扮演
者——当时年仅 23 岁的莱昂纳多恐怕未曾想
到，19 年后，他会再次与海洋结缘，走出虚构，深
入现实，触摸到汹涌波涛表面下，那颗日益脆弱
的“海洋之心”。

《洪水泛滥之前》，这部由莱昂纳多担纲采
访者的纪录片，深刻展示了人类活动对海洋造
成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灭顶威胁，呼吁世
界 各 国 携 手 建 立 全 新 秩 序 ，应 对 全 球 气 候 变
暖。而循着影片的脉络一路深思下去，竟发现
文化才是秩序的结构基因。

建立秩序需要树立一种精神

“我们必须担忧，现今存在的世界秩序，是
否有能力承受因（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力而导
致的后果。”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专访时的这
句话，成为莱昂纳多提出呼吁的佐证。

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原始森林被砍伐或烧
毁……随着镜头所及，莱昂纳多似乎找到了全
球气候变暖的原因。然而，美国、中国、印度、印
尼……随着走访的深入，才发现这只不过是表
象。

在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洼边，一位农民将一
块石头抛进水中，激起一朵浪花。谁能想到，这
里原本是大片农田，而一场大雨之后，却变成了
汪洋。5 小时内倾泻下全年降雨量的一半，种的
洋葱全部遭遇灭顶之灾。苏尼塔·纳拉因，印度
总理气候变化委员会成员、印度科学与环境中
心主任向莱昂纳多介绍着情况，农民们默默地
围在旁边。冰冷的水、阴沉的天、沉默的人，压
抑感充满了整个屏幕。

气候变暖，已经让印度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印度 30%的家庭、3 亿
人口用不上电。这相当于美国的全部人口。”
苏尼塔将困境和盘托出。摆脱生存困境和应对
气候变暖，让印度腹背受敌。“必须把改善生活
水平和应对气候变暖作为谈判的中心。”苏尼
塔的眼中，流露着焦虑、忧郁和悲伤。

贫富悬殊、发展失衡，成为阻碍全球应对气
候变暖的症结。“世界上超过 10 亿人无电可用，
他们想要灯光，想要暖气，想要我们已经过了
100 年的美式生活。”莱昂纳多的反思让人猛然
意识到，对于引发或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每一个
人、每一个国家，都可能是那只“扇动翅膀的蝴
蝶”。

如果没有对棕榈油的庞大需求，印尼的热
带雨林就不会在焚烧 和 开 垦 中 支 离 破 碎 ；如
果 不 是 在 改 变 能 源 结 构 上 缺 乏 援 助 和 示 范 ，
印 度 就 不 会 在 万 般 无 奈 中 选择煤炭。应对全
球气候变暖，急需建立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体
系不仅包括环境保护，更应涵盖生活方式和经
济发展。

建立秩序，需要精神的引领。与其坐而言，
不如起而行。莱昂纳多在影片中倡导树立这样
的精神。正如莱昂纳多在巴黎峰会上的演讲所
说：“当我们的子子孙孙发现，我们其实可以阻
止世界被蹂躏，只是缺乏这么做的意愿，我们每
个人将背负羞愧。签署巴黎协定还不够，要催
生新的集体意识，人类新的集体演进。”每一个
人、每一个国家都付出切实努力，改变生活方
式、抛开狭隘私利、消除种族隔阂、填平发展鸿
沟，这才是这一精神的真正内涵。

树立精神需要培育一种情怀

起而行，需要消除自私与狭隘，抛弃傲慢与
偏见，需要拥有兼济天下的情怀。

影片中，美国宇航员皮尔斯·赛勒斯博士的
一席话，深深地触动着人们的灵魂。

“在地球上的研究，只是从理论上了解这颗
星球是如何运行的，但这就像一只蚂蚁在大象
身上到处爬，试图理解大象长什么样子。当我
在太空中遥望地球，我大受启发。”皮尔斯与莱
昂 纳 多 在 巨 型 屏 幕 前 促 膝 而 谈 ，如 同 一 幅 剪
影。屏幕上，是缓缓转动的云图。

“ 我 看 到 夜 间 的 城 市 ，灯 火 璀 璨 、人 群 忙
碌。绕行到地球的白昼面，看到亚马逊河在我
两脚间流动，河流两岸完整的绿色植被一直延
展到海边，真是美丽。晨光中森林苏醒，吐故纳
新。看到这些，我变得更爱这个星球，更爱在这
个星球上生活的人们。这是我在地球表面上
时，从未有过的感觉和感情。而且……我希望
大家都平安。”皮尔斯深邃的目光似乎望向无限
遥远之处。身患癌症、已到晚期，只有很小的生
存几率，但皮尔斯并未悲戚生死：“我开始积极
思考，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应该做。我以仅存的
时间能做什么贡献。”只要大家一起采取行动，

地球就能被修复，变暖就能被阻止，“一切都还
来得及。”在渐渐明亮的灯光下，他面带微笑，目
光坚定。

这，就是兼济天下的情怀。这样的情怀，来
源于对地球的俯瞰，在那一刻，消融了国与国的
龃龉、摆脱了人与物的从属、抛弃了贫与富的差
别，只有对这颗蓝色星球的依恋，对这颗蓝色星
球上所有生命的关怀。

这样的情怀，不仅体现在科研学者身上，也
发自宗教人士肺腑。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发表了
对环境的通谕，呼吁人们立刻采取行动，阻止气
候变暖，并为穷人求取正义。“我们共同的家园
已残破不堪，然而只要心怀希望，总可以看到出
路。我们可以再调整步伐，为解决问题尽一份
心力。”“我们需要针对这个议题大声疾呼，但这
还远远不够，需要共同采取行动。同时最重要
的，我要为人类祈祷。”方济各说。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
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兼济天下，一种博大的
胸襟气度，一种纯粹的思想信仰。这是建立秩
序、催生行动的精神力量。在这一点上，科学和
宗教殊途同归。

想起电影《精武英雄》里日本武术大师船越
文夫的一句话：“练武的目的是为了将人的体能
推向最高极限，如果你想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
了解宇宙苍生。”宇宙苍生，只有站到这样的高

度，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才能萌生兼济天下的
情怀。

兼济天下，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国家，在全
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面前，都必须坚定地抱
有这样的情怀。对此，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的话做了最好的注释：“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
只是一艘小船，如果这艘船沉没，全人类就会一
同灭亡。”

培育情怀需要重塑一种文化

有幸进入太空，俯视宇宙苍生的人少而又
少，但历史留给了人们一条培育兼济天下情怀
的宽阔道路，那就是文化。

爱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核 心 。 基 督 教 倡 导 的
“爱”不仅是“博爱”，还要求人们能够放下偏见、
抛弃仇恨，爱人如己。爱，是基督徒神圣的标
记。两千年来，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在兴衰更
替的风雨变幻中，惟有爱穿越时空，超越意识形
态，成为人们坚守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圣经文
化蓬勃兴起，造就了文艺复兴的灿烂。爱，成为
行为准则。

仁，儒家思想的根本。仁的思想自孔孟以
降一直受到推崇。仁者爱人，以“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处世
规范，不仅推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更主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泛
爱众而亲仁，表达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在此基
础上，圣贤文化绵绵不绝，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
的辉煌。仁，成为境界体现。

慈，佛教思想的基调。慈悲众生，“慈”即慈
爱众生，给予快乐；“悲”乃悲悯众生，拔除痛
苦。佛教的慈悲思想，倡导消除“分别心”，平等
一切众生；倡导尊重他者、尊重异类、尊重所有
动植物的生命，升华为对一切众生普遍平等的
慈爱。在此基础上，佛教文化开枝散叶，在许多
国家深入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的骨髓。慈，成
为道德主张。

圣经文化、圣贤文化、佛教文化，源于迥异
的背景，发自不同的民族，但对于一切生命的关
怀与慈爱，却如出一辙，而这，正是人类文化最
值得宝贵与珍惜的精髓，是当今人类最应该重
塑并坚守的文化最深内核。

《圣经·旧约》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巴别塔的传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
一种语言。他们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
间，发现了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于是就在那里
定居下来，修起了城池。后来，他们的日子越过
越好，决定修建一座可以通向天堂的高塔，这就
是巴别塔。上帝看到了又惊又怒。为阻止人类
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
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
西 。 仔 细 思 忖 ，这 个 传 说 隐 含 的 是 文 化 的 混
乱。语言被扰乱，共同的文化底蕴丧失，人们忘
记甚至抛弃了原本坚持的共同追求和目标，彼
此疏离、各自谋利，天堂之路最终被自己废弃。
这样的传说，以神话的方式观照和反思现实，甚
至预言未来。

文化，是秩序的结构基因，有什么样的文
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秩序。建立秩序需要树
立一种精神，树立精神需要培育一种情怀，培育
情怀需要重塑一种文化。

想起朦胧诗诗人北岛在《回答》中的吟咏：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
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
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
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个节点，时光的这个瞬
间，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我们传承给后代的，不
应该只有丰富的物质财富，更应该有一种精神，
一种情怀，一种文化。这，或许才是人类抵御洪
水的最坚固堤防。

文化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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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青春版《红楼梦》。

图为
纪 录 片《洪
水 泛 滥 之
前》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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