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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泥土味”，打造“青春版”
——乡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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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乡土美学 留住
“泥土味”

与主要以文献典籍的“言说”
方式而传授的文人文化不同，乡
土文化主要表现为“活态”生活方
式的代代相传，因此在乡土文化
传承保护中，“人”是最重要的核
心因素。基于此，保护原住民，也
就是保护乡土民间文化。最直观
的就是，传统村落不能“空心化”，
一旦村民都迁出去了，长期存在
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等便可能
很快消亡。

乡土文化往往有其本土适应
性，通常还有一整套礼俗规约机
制（如乡规民约、伦理道德等）来
维系其机能，所以今天保护乡土
文化时，要因地制宜，尊重当地固
有的“乡风民俗”，而不能采用过
多的“外力”，来改变这种千百年

来自发形成的“秩序”。就乡土文
化而言，它的生态观可以概括为：
本土的就是适宜的，也就是最好
的；它可以根据“民众自愿”“生活
便利”“礼俗互动”原则来改良优
化，但不可以推倒重来。所以对于
乡土文化保护来说，更为重要的
是要树立“原生态”而不是“进化
论”的观念。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许多
用文字难以表述的乡土民俗也具
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种乡土民
俗文化，其根本价值在于它具有
生活特征的“内价值”。例如，在传
统村落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梳
理当地文脉，保护千百年来积淀
形成的农耕生活习俗、传统节庆
和故事传说，展现原生态的百姓
日常生活；而不能单纯看中它的

“外价值”，仅仅保持外貌上的古
风、古香、古色。

保护和传承传统乡土文化，

当然也要兼顾现代人的生产和生
活需求。因为原住民也希望过上
现代的生活，所以要处理好保留
民俗传统与居民生活方式更新的
矛盾。民俗文化学者在参与“乡村
改造”时，不能仅凭“拯救乡村”的
热情，或借“文化精英”的权力去
粗暴“重构”，而应在读懂“乡土美
学”的基础上，真正把握住原生态
文化的机理，用“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嵌入，包括：依照历史的旧痕
和人们的记忆，恢复村落的地脉、
标识和故貌；为当地整理和挖掘
佚失的历史知识、故事及历史口
碑文化等。反之，过于大胆的现代
化改造，可能是对传统乡土文化
的破坏。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纵向传
播，即代际之间的传承。因此，我
们要重视借助传媒教育和现场体
验等方式，在年轻一代的记忆中
植入乡土文化的“种子”。乡土文
化的传承和保护，必须重视“人”
作为文化载体的独特作用。近几
年，笔者带着所在高校的大学生
长期深入乡村展开田野调查，本
意是想通过这些年轻人对乡土民
俗传统的体验、感知和品味，进行
一项“都市时代：如何保护我们的
传统”的社会实验。有位学生在观
看了传统民歌演唱后写道：“歌手
们尽情演唱的原汁原味的老歌，
似乎把我们带到了久远的年代。
它们是历史与传统的回声，带着

泥土的质朴，野草的芬芳，没有功
利，没有表演，只有自说自唱，透
着劳动人民的率真和情趣。民歌
是文学艺术的根系，也给我们这
些现代人以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
奇异感！”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认
识到一个问题，年轻一代对于乡
土文化既是隔膜的，也是可亲近
的，关键是要找到返回历史现场、
古今对话的代际传承通道。同时，
对于在年轻人中的传承问题，还
特别提醒人们要具备“沙里淘金，
慧眼识宝”的鉴别力，把真正优秀
的乡土民间文化发掘出来，传承
下去。

把握时代脉搏 激活
“时尚芯”

乡土文化的传承保护须讲究
有效性，实行“开放性保护”，也就
是顺应时代潮流，深耕乡土文化资
源，创新性转化，使之成为年轻一
代喜闻乐见的“青春版”时尚文化。

一是要用影像等可能的手
段，抢救性记录在世的民歌手、故
事手和各种技艺性人才的表演活
动，挖掘整理现存的各种抄本、刻
本，保护好那些非遗的活态载体，
尽量让年轻下一代“看到”“听到”
老一辈传承下来的乡土文化的精
华，如传统村落中的民居、生产生
活的老物件和传统民间文艺等。
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鼓励传统

乡土艺术的推陈出新，在原生态
基础上进行适应时代的二度创
作，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因为，一
味固守传统，隔绝与时代的联系，
放弃与年轻人的共鸣，这样更容
易导致民歌、手艺等乡土艺术的
失传。

二是要有当代传播意识，即
根据今天人们的审美趣味，通过
各种媒介“嵌入式”传播，尽量把

“民俗精华”传承到下一代。例如，
苏州阳澄（湖）半岛生态休闲旅游
度假区对江南稻作文化进行传承
时，就借鉴了“原生态+美学”的思
路，发展稻田艺术，种植彩稻，在
田间用不同颜色的稻谷“绘”出大
闸蟹、大黄鸭等图案，发掘稻作文
化的观赏价值，起到了“用美学加
持乡村”的效应。

三是要重视数字化时代网络
传播的“新乡土文化”现象。随着
互联网与大众日常生活的日益融
入，无论在西方或中国，网上散播
着各种新型民俗文化。比如近年
来兴起的网上祭祖、视频拜年、微
信红包，以及各种小视频平台推
出了大量民间“才艺达人”，同时
也出现各种新奇的故事、传说、笑
话等“民间文学”，这些都构成一
道新的“乡土文化”风景。这些网
络中兴起的“新乡土文化”“新民
俗”，都值得我们作出理论的探
讨，且无疑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光明日报》徐国源）

荷塘雀语 汤青 摄

近年来，如何让文物活起
来已成为我国文博界的热点话
题和实践课题。活起来的“活”，
我理解的是文物要融入百姓生
活、通过科技激活、实现馆际
盘活。

文物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
已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坐标和使
用场景，现代人很难迅速理解其
内涵。因此，博物馆需要结合当
下语境来解读文物，策划与百姓
生活相关联的展览。通过历史、
藏品与百姓生活相联系，策划探
讨当代生活内容的展览，满足不
同群体的文化需要。同时，展览
要从重文物陈列美向重文物内
涵阐释转变，诠释文物的当代价
值与时代意义。

自然类博物馆已从分类学
展示向生态学展示发展，通过
复原生境和数字技术等方式，
让标本“动”起来，进而让观众
喜欢看、看得懂。2019 年建成开
放的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分
馆，利用数字展示技术设置了8
个数字化展示剧场、123个微电
影与短视频、800 余幅科学绘
画、105 项互动体验，着力建设
参与式博物馆。同时，博物院推
出了 90 余个线上展览、40 余节
线上微课，让观众足不出户就
可 以 逛 博 物 馆 。当 千 年 文 物

“ 动 ”起 来 ，亿 万 年 恐 龙 标 本
“活”起来，虎啸山林模型“吼”
起来时，观众不禁惊叹“展品原
来还能这样生动”。

文物展示要打破地域和空
间限制，积极开展馆际合作和
国 际 展 览 项 目 交 流 ，通 过 联
展、巡展、互展等方式“盘活”
文物，提高馆藏文物标本的利
用率。这些年，浙江自然博物
院与河北博物院、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合作，利用各馆藏品特
色和专业优势，遴选出近 300
件珍贵展品，联办的“福禄寿
喜 美好生活——中华吉祥文
化特展”在三地巡展。浙江自
然博物院还与杭州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共建“贝类王国——
校园微型博物馆”，利用校园
通道走廊空间展出贝类标本
1000 余件，博物馆从“第二课
堂”变成“第一课堂”。近年来，

浙江自然博物院积极拓展国
际交流，推出 11 个展览赴境外
展出，引进境外展览 10 余个，
让观众欣赏到国外博物馆精
美展品。

文物活起来，还要会“说
话”，激活历史记忆，才能更“好
看”。它们把自然与历史讲述给
人们听，让人们感受到其中的
奥秘与智慧，而博物馆也将成
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博物馆如何更“好看”
严洪明

在 我 的 家
乡广东省惠来
县，有许多特色
美食，其中“隆
江猪脚饭”便是
一道最具代表
性的经典美食。

猪脚饭是源
自广东省揭阳市
惠来县隆江镇，
因此被称作隆江

猪脚饭。刚卤好的隆江猪脚，色香味
俱全。那一块块软烂咸甜、油脂丰富
的皮肉和脚筋，看起来金灿灿的光
泽，皮滑而弹嫩，闻起来香气诱人。

猪脚又叫猪蹄、猪手。隆江猪
脚中的“猪脚”包括从猪蹄到猪肘
这一部分,本是肥腻之物，可是厨
师是怎么把它制作成这么精美而
口感绝佳的美食呢？我在隆江猪
脚的原产地——隆江镇的一间猪
脚店，点了一份“隆江猪脚饭”。
趁客人渐少，我请教了店里师
傅。师傅滔滔不绝地对我介绍起
来：传统的隆江猪脚，是用火枪
将猪脚上的粗毛细毛全部烧光，
刮洗干净，再从头到尾砍成四
块：头圈、断轮、四点、蹄尾。同时
将八角、草果、桂皮、香叶、陈皮
等适量配料装入干净的小布袋，
加入水、盐、适量酱油熬制成卤
汤。在卤汤中放入一块竹编垫底
以防猪脚粘锅，然后将猪脚放入
锅中的卤汤，先大火烧开，再转
小火熬肉，使多余的油脂渗入卤
汁，肥肉瘦肉卤到极端透彻。卤
猪脚不用计算时间，看到卤汁熬
到像糖浆一样起胶质时，就知道
这锅猪脚肉熬制完成了。

隆江猪脚味道可口、营养丰
富。它不仅是常用菜肴，而且还
是滋补佳品。据食品营养专家分
析，猪脚中含有蛋白质、脂肪、维
生素等营养物质。猪蹄中的胶原
蛋白质在烹调过程中可转化成
明胶，它能结合水分，有效改善
机体生理功能和皮肤组织细胞
的储水功能，防止皮肤过早出现
褶皱，延缓皮肤衰老。从医学的
角度来看，猪蹄又是多用途的良
药。猪蹄味甘、咸，性平，作用较
多。如《随息居饮食谱》所载，能

“填肾精而健腰脚，滋胃液以滑皮
肤，长肌肉可愈漏疡，助血脉能充
乳汁，较肉尤补。”《名医别录》《本
草图经》都认为可行妇人乳脉，滑
肌肤。汉代名医张仲景就有一个

“猪肤方”，就指出猪蹄上的皮有
“和血脉，润肌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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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6
月 22 日电（记 者
陈爱平）以城旅一
体、主客共享构建
全域旅游发展“高
原”，以引领性重
大项目、名片性重
大活动、功能性重
大平台构筑旅游
发展“高峰”，以全
力增加旅游总收
入实现旅游贡献

“倍增”，全面提升
城市旅游供给品
质……“十四五”
时期，上海将这样
深化世界著名旅
游城市建设。

上海 22 日正
式 发 布《上 海 市

“十四五”时期深
化世界著名旅游
城市建设规划》。
规划提出，至2025
年，上海将力争实
现 旅 游 年 总 收 入 由 2020 年 的
3139.78亿元增加到7000亿元，旅
游产业增加值占上海GDP比重由
2020年的3.4%增加到6%左右。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方
世忠说，上海旅游发展目标以“一
梁四柱”为特点，即以建设高品质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为主轴，以建设
都市旅游首选城市、国际旅游开放
枢纽、亚太旅游投资门户、国际数
字旅游之都为四大功能支撑。

上海旅游发展将遵循“以人为
本，共建共享”原则。数据显示，
2020年底，上海拥有国家级旅游
功能区 6 个，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13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2个；
千余历史建筑面向市民开放，105
处文旅场所点亮“夜经济”，结合城
市微更新的“家门口的好去处”达
到50个……这些为市民游客带来
丰富体验的载体将在“十四五”期
间进一步扩容。到2025年，上海将
形成以“建筑可阅读”为标志的海
派文化旅游集群，黄浦江“世界会
客厅”十大旅游板块各具特色，200
个“家门口的好去处”助力构筑城
市“15分钟旅游圈”。

在“科技赋能，开放创新”方
面，上海将加快推进旅游数字化转
型，全方位打造旅游数字新场景，并
以开放促活力，不断提升上海旅游
市场配置、创新策源能力。在“城景
一体，融合发展”方面，上海将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全面提升“旅游+”

“+旅游”产业能效。在“品质服务，
现代治理”方面，上海将面向全球市
场，构建门类丰富、品质优秀、服务
一流的旅游供给体系，优化旅游活
动环境，提升旅游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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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永乐宫启动
壁画修复工程

新华社太原6月 22日电（记
者 王飞航）记者从山西省永乐宫
壁画艺术博物馆了解到，我国现存
最大道教宫观——山西永乐宫近
日启动史上规模最大的壁画修复
工程，本次工程主要修复的是龙虎
殿和重阳殿的壁画。其中，龙虎殿
壁画病害面积为195平方米，重阳
殿壁画病害面积为353平方米。

建于13世纪初至14世纪的永
乐宫，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和保
存最为完整的道教宫观。宫内现存
元代壁画总面积达 1005.68 平方
米，壁画题材丰富，反映了当时的
社会风貌。

2016年6月，敦煌研究院文物
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对永乐宫壁画
进行详细勘查，发现永乐宫壁画存
在颜料层起甲、脱落、粉化等病害
问题。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
心先期开展永乐宫龙虎殿部分壁
画试验性修复工作。

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
院院长席九龙表示，永乐宫的壁画
享誉世界，其绘制时间略早于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此次壁画修复，是
永乐宫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仅
龙虎殿和重阳殿的壁画修复工程
就将长达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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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盛行于风土人情尚未受到外来干扰的“纯朴”年
代，勾连着千百年来中国民众的情感记忆和“乡愁”，也贯通着人
们对“乡土”的审美认知。伴随日益兴盛的“乡村游”等民俗旅游
活动的热潮，人们在传统村落驻足逗留后惊奇地发现，那些神话
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艺术、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落民居、祠堂
庙宇、特色餐饮等，不仅保存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化因子，也展
现着乡土文化的恒久魅力和当代价值。

在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深刻蜕变的今天，如何保存
和传承乡土文化的原生形态？又如何不断从“人民的资料
库”——民间文化遗产中汲取资源，更好地传承、保护乡土文化，
并在与时偕行的活态传播中使之“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