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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后”福建女子吴敏婕以一袭绿衣的
“意公子”形象为网友所熟知。视频中，她
大多抱着枕头说东道西，主要讲古代文人和
传统文化。“意公子”有于丹的影子，但比
于丹更时尚，更随意，更悠闲，标榜“意外
艺术”，成为网红。三月初，她作为新任全
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北京两会。这女子，
了得！
  最近看到“意公子”在讲庄子，其中有一
段“等生死，齐万物”，讲到“鲸落”——— 一
鲸落万物生。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多新意，不
过是说了个生物链的问题。可画家刘雪樱老师
看出了门道。她让我注意视频后面的背景，是
三幅画，一幅是清代郑板桥的《竹石图》，一
幅是北宋崔白的《双喜图》，一幅是北宋范宽
的《溪山行旅图》。我压根儿就没注意背景。
画家一提醒，赶紧回放，果然，三幅画依稀可

见。唉！我这急性子，怎么就没发现呢？明明
有字幕嘛！
  刘雪樱老师说：“花鸟画《双喜图》和
山水画《溪山行旅图》也是中国美术学院必
临作业，我们曾在国美临摹过。明代董其昌
称《溪山行旅图》为‘宋画第一’，它主体
部分为巍峨高耸的山体，高山仰止，壮气夺
人。山谷深处犹如一道银线瀑布，让寂静的
景色瞬间有了动感。范宽的名字藏在树叶
里，那时候还不流行画工留名字，这个家伙
很聪明，留了一招，也幸亏留了名字，以后
考证宋代山水的时候有了依据。崔白的《双
喜图》，名字是隐藏在树干上。把名字隐
藏，这叫隐款。元代以后，画家们开始落
款，也就慢慢有了维权意识。所以宋代有明
显落款的画，基本都是赝品。哎呀，还有这
么多故事。原来，这“意公子”不光是嘴上
说文化，背景也在宣示文化啊。前提是，得
有人提醒。
  再看郑板桥的《竹石图》，视频中一行
文字写的是“旅顺博物馆藏”。我一下子想

起2020年8月23日上午，我陪莫言先生到山东
博物馆参观，看到郑板桥一幅《双松图》。
莫言说，像《双松图》这样大幅的精细之作
在郑燮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而且郑氏擅长
的竹、兰、石和其不常画的松树集中在一幅
作品中也是很难得的。莫言一边看一边说：
“郑板桥的字，被后人形容为‘乱石铺
街’，你看字越写越大，随心所欲，一个字
单独看不好，放在整体上就好看了。郑板桥
不讲规矩，其实，本来没有规矩，规矩都是
人立的，他们就是立规矩的人。后来人们
说，这是郑板桥笔下的字和竹子。大家就认
可了。”
  一个短视频，引出了三幅画，三幅画又引
出了这么多故事，这都是画家刘雪樱提醒的结
果。如果没有提醒，我不可能再看回放。处处
留心皆学问，洵不虚也。
  我最早注意“留心”这个词，是三十多年
前看鲁迅先生在答复《北斗》杂志社怎样写文
章的一封信中，他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
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这是鲁迅长期创作

经验的总结。我想，写文章如此，干其他事情
也如此。心留不住，则无所得，如风过耳，不
过心也。
  心很难留住，往往飘飘忽忽，不知所向。
比如晚上看一本闲书，一会儿翻完，次日醒
来，那本书好像没看过，为什么？心没留住。
好像捧着一本书在看，其实呢，心生了腿，到
处乱跑，心也生了翅，到处乱飞。怎么才能让
心停一会儿呢？
  找一个具体事儿，把心拴住。“意公子”
就是能把心拴住的人，她找到了一个传播传统
文化的好渠道——— 艺术科普。提醒我注意细节
的画家刘雪樱，也是一个能把心拴住的人，她
专心于自己的书画艺术，深居简出，不凑热
闹，保持自己的专业性，尽最大能量过滤掉俗
心尘埃，做减法，让心生根。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孙巍说过一句话：“所
有人最吸引人的时刻，都是在自己的专业里闪
光的时刻。所有人，概莫能外。”视自己的专
业为神圣的人，都是留心人。
  咱们能否做个留心人？能！

女性群像剧绽放荧屏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近年来，以女性群像为叙
事主体的影视作品绽放荧屏。这些作品以富有时代
质感的视听符号和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诠释了新
时代女性的心路历程和价值追求，展现了女性在
“自塑”与“他塑”中的勇毅前行。比如《二十不
惑》《三十而已》《爱很美味》《我在他乡挺好
的》等作品，描绘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境
遇的女性群像。
  成长一直是女性叙事的重要主题。与其他题材
作品相比，着墨于女性叙事的女性群像剧，总是拥
有更为细腻而敏感的笔触。这些作品，把当代女性
在生活、情感、家庭和职场的种种境况铺陈开来，
让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从中照鉴自己、得到慰藉、
寻找答案。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象是女性
群像剧走向成功的密钥。女性群像剧着力表现具有
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女性，以及她们在争取生存权、
话语权过程中的种种际遇。这其中，有对女性特有
的人性光辉的颂扬和阐释，也有对传统伦理观念的
再思考。
  当然，女性群像剧还应进一步强化故事创新，
突破人物形象、情感关系、职场生涯等方面的创作
套路；让角色走出写字楼、咖啡厅，把目光更多聚
焦于工厂车间、田野乡村，塑造更多基层女性劳动
者的靓丽形象。

严查炒作“网红儿童”

  据光明网，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不少儿童
被父母推到镜头前当上了“网红儿童”。针对这一
现象，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方燕
建议，规范未成年人网络直播现象，严肃查处炒作
“网红儿童”的账号。
　　不过，在具体操作落实中，严禁炒作“网红儿
童”仍有很多难点。一方面，包装推出“网红儿
童”可能会吸引不少流量，这就让平台与炒作者站
到了同一利益链条上，因而往往对炒作行为听之任
之，甚至对相关内容提供推送服务。另一方面，少
数家长在利益的吸引下，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
来发展，不惜将孩子推向镜头，“透支”孩子的价
值。一旦出现问题，平台也只是删除视频或封禁账
号了事，违法成本很低。
  保护未成年人，平台理应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
任。对以儿童为主角的视频、直播内容要加强审
核，一旦发现明显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应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断开链接，适时采取封号、
向有关部门举报等处置措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未成年人的利益都应该是首要考量标准。

让优秀传统文化“潮起来”

  据解放日报，这个春天，由8部植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独立故事组成的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
赢得超高口碑，“合和共生——— 故宫·国博藏文物
联展”等文博“开年展”大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活起来”
“潮起来”。
　　新时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需要进一步突出
主体意识，强化中华文化自觉、增强中华文化自
信、增进中华文化自强。文化自信自强不是孤芳自
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不仅在于我
们自己的历史有多久、决心有多大、声音有多高，
还要看能否与全球受众建立起一种植根于“人类最
朴素的、最具通约能力的价值观或情感”的共鸣。
高水准制作、高质量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
圈”的标配。要讲好故事，精品内容是根本、是关
键。当下，最缺乏的可能不是技术和渠道，而是核
心创意迸发与优质内容生产。保护好、传播好、展
示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
“送餐式”“填鸭式”灌输方式，通过强化传播意
识、优化传播技巧、提升传播效果，增强有效触达
目标人群的“可见性”，走近并融入百姓日常生
活，让历史文化成为群众耳熟能详、触手可及的精
神标识。

“影视东北风”花开三朵？

  据北京青年报，每一年都有大量东北题材的影
视剧播出。概括起来，以东北为背景的影视剧集中
在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东北喜剧，这是东北影视创
作的老传统了。除了长寿的《乡村爱情》系列以
外，还包括很“古早”的《东北一家人》《马大
帅》系列、《刘老根》系列，以及如今叱咤网络电
影领域的东北喜剧网大。第二种是以东北为故事背
景的犯罪悬疑剧，这是当下不少电影以及精品网剧
热衷的类型。譬如电影《白日焰火》《雪暴》《平
原上的火焰》，网剧《无证之罪》《双探》《胆小
鬼》等。第三种是年代剧，往往讲述一个家庭或几
个家庭跨越几个年代的变迁。比如去年的爆款《人
世间》，不久前热播的《我们的日子》。
  喜剧、犯罪悬疑剧、年代剧，这三种不同的影
视类型恰好聚焦了东北的不同面向，为观众形塑了
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东北印象。当然，也要警惕地
域性的标签、时代性的符号对东北形象的固化。无
论如何，这片热土上的人与故事值得更多真诚的
讲述。
  然而，也毋庸讳言，一些人被东北的刻板标签
所吸引，而忽略这一亿东北人当下的状态与生
活——— 这片土地为什么仍值得留恋？“乡村爱情”
以外的普通人如何生活？他们有怎样的新遭遇，又
是如何应对的？如果说“振兴东北”是为了让这群
勤恳善良的人们更有尊严地生活，那么文艺评论界
一再提到的“东北文艺复兴”，则应该更多记录这
一亿普通东北人标签之下的具体生活。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能否做个留心人
□ 逄春阶

何以“无处不稼轩”？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李泽玉

  山东多才俊，济南有二安，豪放以幼安
称首，辛弃疾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资
源。他人生经历丰富，所涉之地极广，不仅
与济南有着很深的羁绊，还曾在江西上饶度
过二十余年时光。
  不久前，济南部分专家学者赴江西上
饶、抚州就辛弃疾遗迹保护、稼轩文化挖
掘与活化传承、传播等方面进行考察调
研。作为辛弃疾人生旅程中的一首一尾，
山东与江西的联结勾画出文化时空互联互
通的美妙图景。用好名士文化，传统文化
I P 的创新能否打开新思路，同样值得
思考。

“辛弃疾是上饶人”

  “辛弃疾是上饶人。”参与调研的专家
学者在江西考察时，惊讶于很多江西老表这
样笃定的发言。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误会，让
人看到了江西民众对这位来自济南府历城县
四风闸的词人的深厚感情。
  历史学家邓广铭在《辛弃疾年谱》中有
统计，辛弃疾生命中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江西
度过，大抵27 年。他三度宦游江西，两遭
闲居上饶。其生前力主兴兵抗金，却不为朝
廷所用，最终罢官闲居在铅山12年。辛弃疾
的墓坐落在铅山县阳原山山腰，这座墓立于
绍定年间（1228年—1233年），其侧驿路旁
有稼轩先生神道金字碑。墓前有郭沫若题写
的对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
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在抚州市东乡区上古墩和下古墩村，临
川区菱湖辛村，大岗乡上辛村和下辛村五个
辛氏聚集村，来自山东的学者们与辛氏后
裔、宗亲进行了交流，寻访文化遗迹。翻开
一卷卷泛黄的《辛氏族谱》，如同打开了历
史记忆的闸门，迅速增进了文化认同。
  辛弃疾人生后半程的故事中，爱国情
怀、民族大义的涌动，也是始于齐鲁，激荡
在江西。山东文化崇尚政治伦理，讲实际，

求实效，化育于山东的辛弃疾自然奉之为人
生守则。济南四风闸村是辛弃疾的故乡，在
那里青年时代的辛弃疾立下了恢复中原、报
国雪耻的志向。正因如此，在南渡之初，风
华正茂、报国心切的辛弃疾无意于以词章展
现才华，将气力全用在向朝廷频献策论上。
《御戎十论》中不仅分析了宋金形势还对南
宋应如何充实实力作出了具体规划。辛弃疾
对故乡山东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视，认为出兵
攻金应从“其形易、其势重”的山东入手，
准确指出了山东地理位置关键、百姓“劲勇
而喜乱”、天下有变山东常首当其冲的特
征。后来在《九议》中他又重申了自己构想
的由沭阳出兵山东而趋河朔进而围困燕京的
进攻路线。可惜，辛弃疾所陈种种奇谋妙计
终是泥牛入海。
  辛弃疾在铅山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
迹。辛弃疾文化主题公园中32 米高的辛弃
疾塑像蔚为壮观，辛弃疾手握长剑北望江
山，神情肃穆，威风凛凛；这里还有“千古
江山”摩崖石刻，在大片火红的岩石上，镌
刻着辛弃疾的词句和事迹，雄伟壮阔。

儒家个性+江南品格

  辛弃疾的豪放之词有奇异之美，气魄雄
浑、意境沉郁，反映乡村田园生活的则恬淡
和谐、欢快清新、自然疏朗。行走在江西山
水间，两地的专家学者，体会明丽山水带给
辛公词作的影响，不禁感慨，“他的审美一
直在线。”
  江西上饶位于信江上游，依山傍水，风
景优美，这里不仅为面浙、控越、牙闽、襟
淮的要冲之地，而且距南宋都城临安仅七八
百里，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当时许多士大
夫都在上饶选址寓居。淳熙六年就任湖南转
运副使时，辛弃疾已开始营造带湖新居，还
因“带湖新居将成”而作有《沁园春》词。
南宋文学家洪迈《稼轩记》较详细地记载了
带湖居所及建筑情况，辛弃疾深谙园林布景
美学，带湖新居东为居第、西为园林，还设
有稻田，亭台楼阁兼备，设计独具匠心。辛
词云：“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可见
其景色开阔，风光秀美。政治生涯受挫后，
辛弃疾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在带湖他得以暂
时摆脱仕宦的苦闷，信州山水引发了他对人
生的思考，词作中开始大量阐述隐逸之趣。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他
自适于山林，在词作中抒写关于进退存亡，
行藏用舍的人生感悟。这时期他还创作了许
多描绘农村风光的词作，比如人们熟知的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来自泉城的辛弃疾，在上饶闲居期间，
更对泉情有独钟。《铅山县志》载：“瓢泉
在县东二十五里，辛弃疾得而名之。其一规
圆如臼，其一直规如瓢。周围皆石径，广四
尺许，水从半山喷出，流入臼中，然后入
瓢，其水澄渟可鉴。”淳熙十二年（ 1185
年），辛弃疾卜居铅山，在期思村发现此
泉，他思念家乡的泉水，决定在此修建新
居。因其形状如瓢，辛弃疾取孔子“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贤哉，回也！”之意，命名为瓢
泉。此后他便常居于此。“稼轩何必长贫，
放泉檐外琼珠泻。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
藏用舍。”在辛弃疾的塑造下，瓢泉有了一
定的人格特征与文化意义，应和着归隐后的
淡泊心情。辛词中也常赞颂瓢泉的清幽，与
客隐居于此的欢畅，“记得瓢泉快活时，长
年耽酒更吟诗”，在此他不问穷达，进退亦
乐，旷然自适，别有一番风流。
  瓢泉时期共作词225 首，是辛弃疾人生
中继带湖之后的另一个创作高峰期。这一时
期创作的词中，充满理想破灭后的无奈
悲吟。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辛弃疾别立一宗的
词作，激昂豪迈、奋发壮健的词风使得他名
垂青史。稼轩词的英雄特色与风格与一直以
来滋养哺育他的齐鲁文化精神也应有一定的
关联，在他的词作中弥漫着爱国热情和对收
复中原的渴望……在人生的前二十二年，辛
弃疾在山东，齐鲁文化中积极用世的儒学思
想影响着他的个性气质，塑造了他的文化品
格，后六十余年作为“江南游子”久居于江
苏、江西等地，江南文化对他的思想也产生
了作用，两者相交融，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思
想情感，也让辛弃疾其人其作都愈加立体、
丰富，产生了更巨大的魅力。

辛弃疾文化IP如何打造

  “济南与上饶，一首一尾，有始有终，
不仅连接了他的一生，也见证了他人生最重
要的时刻，所以，辛稼轩既代表了济南的文
化品格，是济南人的骄傲，也是江西上饶铅
山的文化代表，是上饶、铅山人的文化品
牌。”交流中，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
士生导师，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秘书长樊
庆彦十分感慨。“铅山无处不稼轩，临港处
处辛稼轩，期待两地合作打造独特而富有魅
力的稼轩文化名片。”
  “两地携手可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山东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稼轩
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王展表示，“此行每到一
地，都与辛氏后人见面，先后与近40 位有
影响的辛氏后人座谈交流，他们对辛公的情
感一衣带水，对家乡人的热情亲如兄弟，可
见在稼轩文化推动中关于宗亲文化的探寻很
有必要。通过辛氏宗亲，可以更好地找到稼
轩文化交流的合作共识。”
  在考察间隙，甘肃临洮县也发来推动三
地稼轩文化传承合作的交流信息。据考证，
甘肃临洮县是辛弃疾先祖生活过的地方，在
北宋初年，辛弃疾先祖辛维叶举家迁居山东
济南。甘肃临洮、济南高新、上饶铅山，三
个地方虽然彼此相隔，却因一位800多年前
的伟大词人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历史文化名人是每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和
文化记忆，对提升城市知名度、打造城市旅
游品牌具有重要价值。过去围绕名人故里、
名人祖籍归属问题的争论，成为各方高度关
注，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此次三地“跨时
空”联动，打破了以往“名士文化”建设的
固有思路，将文化资源集约化整合创新，让
名士资源在最大范围内活化形成大IP，通过
互联互通激活产业链条，真正转化成为文化
资本，在未来带动更大范围的文化创新
发展。
  擦亮名人金字招牌，需要样板案例。具
体到辛弃疾文化 IP 打造项目上，专家建
议，在济南四风闸村居内，于清明节前复建
辛氏祖茔，立碑树石，拟邀请辛氏后人认祖
归宗、祭拜寻访；修缮民居，打造半开放式
展览陈列馆，围绕辛公手植槐建成辛公故里
文化广场；村居增加稼轩文化元素布置，打
造稼轩诗词文化墙，设置辛家旗帜等标志性
元素，充分展示“无处不稼轩”的文化认
同；此外还可以开展国家级学术交流研讨
会、“云端辛公诗词朗诵会”等形式的活
动。王展表示：“山东、江西、甘肃三地虽
有经济、人文发展的差异，却也有着共同的
文化认同，在稼轩文化交流上都是地标性原
点，通过签约，随之而来的稼轩文化输出、
展示、项目合作、文旅产品开发都有现实意
义。只要按照设想去做，一定会花开满
枝。”
  开发名士资源，还要在有序的基础上，
大开脑洞。文化名人的周边其实可以延展无
数的触角，文创产品也可以作数字化、趣味
化的探索。城市文化也要有意识地与名人文
化“捆绑”，彼此加持。特别要运用新媒体
平台作有巧思的“营销”，唯有如此，才能
让传统与潮流巧妙联接，并推动名士文化走
向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