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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朋 冯聪 赵敏 张文珍

不迷失民族性

才能使中国梦的实现有坚实依托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文化聚合体，是文化
最重要的继承者、研究者、创造者与传播
者。以西方学术范畴构建中国知识体系，以
西方文化理念阐释中国社会问题，用西方文
化传统取代中华民族生活方式，这样的行为
正被某些当代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身体力
行。如果说一百年前关于“全盘西化还是恢
复传统”的争议，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基于
文化立场对国家前途的理性思考，是站在传
统文化地基上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反思，是爱
之深责之切。那么今天有些知识分子对西方
文化不辨是非的尊崇和对传统文化的肆意贬
低就是一种愚蠢的崇洋媚外，是一种企图泯
灭自身文化基因，破坏民族生命密码的断根
行为。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同时，礼
敬和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努力增强自身的传
统文化积淀，唯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迷
失民族性，才能使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

实现有坚实依托，才能在国家富强的前提下
实现个人抱负和自我价值。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是智者、仁者、
勇者，就像孔子所讲的：智者不惑，仁者不
忧，勇者不惧。

知识分子应具备三种使命感：第一是历
史使命，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不仅来源于当
前，更要来源于历史积淀，要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所贡
献，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第
二是学理使命，将中国的经验智慧贡献于世
界，丰富人类文明。同时还要接受外来知
识，人类文明的精髓，然后要为人类文明做
贡献。第三是以思想的方式和理论的方式来
把握社会实践，从中国实践提炼理论问题，
以理论批判的方式审视社会现实，引领社会
变革、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被赋予使命的同时，知识分子更应该
承担的是责任。第一，理论责任，即为中国
社会提供饱含时代精神并延续着人类文明之
理想图景的思想、理论模型。第二，国家责
任，即对国家忠诚，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
促成理论认识根植于现实土壤，并对改善现
实有所助益。第三，社会责任，即服务于人
民，依据现实社会的理想图景，提供进行实
践的可行路径，投身实践。第四，个人责

任，即维护知识分子的品格，维护思想的尊
严与高贵。

使命与责任相牵

传播科学理论不仅是知识分子的饭碗与
面子，更是担负的责任所在。要抱持理想情
怀。它要求知识分子理性地对待生活、人生
与职业上的各种挫折和失败，对于生活与职
业原则的坚守始终持之以恒、不断地克服各
种困难而勇往直前。要常怀感恩之心。中国
处在变革的昂扬时代，堪称千年未有的大变
革，这为知识分子及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为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
富资源。知识分子的成长，离不开亲友的关
心和组织的培养。要常怀感恩之心，常思报
国之事，才能超越自我，从而拥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要勇于担当。作为新时代的知识
分子，责任重大，必须为国家和社会的历史
使命而勇于担当。“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
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
勤”。一个责任意识强的人，从容而不浮
躁、充实而不空虚、真诚而不虚滑。知识分
子的岗位与责任相连，使命与责任相牵，要
常抱进取之心，做到勇于干事、敢于担当。

知识分子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

创造是文化的本质内涵，创新是文化的

动力源泉。知识分子作为掌握并运用人类已
有的精神文明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应当
是“文化事务专家”，关心并从事文化的创
造、阐发和传播。

要加强与世界各种文明对话交流，积极
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人类文明的
进步，文化的发展，相互之间的交流学习
是重要条件。有人害怕全球化，害怕本民
族的东西被边缘化，甚至“化”没了。其
实真正好的东西不怕“化”，文化的发展
也存在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有实力有价
值的东西自然会流传下去，那些腐朽落后
没有时代价值的东西，早晚会进入历史的
垃圾堆。文化就像我们的胃，如果健康的
话，就能做到各种食物来者不拒 ,消化得
了，而且能转化为自己身体所需要的各种
养分。所以在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方
面，我们的胸怀不妨再开阔一些，魄力再
大一些，只要是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发展有益
的，都可以学习借鉴。学习了，经过在实践
中的运用，就会变成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
分。

创新也应该有开阔的视野，世界的眼
光。我们都知道“惟有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这一命题，但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
下，也要关注人类发展共有的话题，让更
多的人接受欣赏理解，世界化程度越高，
这个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的内容越多，影
响力越大。

维护知识分子的品格，维护思想的尊严与高贵

勇于干事 敢于担当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师范大学主办的

“数字艺术伦理学”研讨会，11月12日在济
南召开，来自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
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委党校
等单位的教授学者参加研讨。与会专家认
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数字艺术伦
理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该项研究在国
内外首次阐明了数字艺术德性机制，创建了
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低碳艺术”理
论，上述研究成果为有效遏制当代数字艺术
低俗化、致瘾化、虚假化和泛自由化等高碳
病象提供了锐利武器。

该项目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教授马立新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艺
术的快速发展也伴生出很多人类艺术史上前
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主要包
括几个方面，数字艺术呈现日益严重的致瘾
化趋势，数字艺术生产呈现日益严重的低俗

化和虚假化趋势，数字艺术生产、传播和消
费中存在严重的侵权和盗版问题，数字艺术
生产出大量的数字谣言，对社会和国家公共
安全构成重大挑战。此外，数字艺术也生产
出一种新型的数字生存方式，生产出数量庞
大的‘低头族’和‘弯腰族’等数字人群，已
经开始对人类的身心健康缓慢地产生影响，
而这种趋势及其对人类未来生活造成的可能
影响，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

正是针对上述数字艺术生产、传播和
消费中日趋严重的低俗化、致瘾化、自由
化、虚假化、盗版化等高碳病象，2010年
以来，马立新领衔的学术团队开始瞄准数
字艺术伦理学这一国内外尚无人问津的学
术前沿领域进行攻关研究。2013年承担了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
科规划项目《数字艺术伦理学研究》。作
为这一学术项目的原创阶段性成果，专著
《数字艺术德性研究》日前已经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
与会专家认为，《数字艺术德性研究》

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并在理论建设方面体
现出多方面创新。在学术特色方面，尤其注
重研究方向的前沿性和理论的原创性，以及
研究视野的前瞻性，在跨学科研究等方面，
也取得了新的学术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
这项研究创建了“利他行动德性观”，并在
国内外首次系统阐明艺术德性机制和数字艺
术德性机制，阐明数字艺术致瘾化、低俗
化、虚假化、盗版化等高碳病象机理，阐明
和建构起数字艺术系统各个有机构成的德性
机制，首创“低碳美学”和“低碳艺术”理
论，同时，破解网络游戏致瘾机理，并研究
出一整套相关的网瘾防控对策。

马立新说，所谓“低碳艺术”，不是指
艺术文本媒介实体构成上的绿色环保，而是
指美学价值和思想内容上的正营养价值，具
体体现为愉悦精神、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启迪思想等德性价值。“开发生产‘低碳艺
术’，是遏制数字艺术致瘾化、低俗化、虚
假化、盗版化等高碳病象的根本之策。”

◆相关链接

数字艺术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数
字技术（以计算机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和互
联网技术为主）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所有艺
术类型的总称。它包括互动性数字艺术和非
互动性数字艺术两大类群，其中互动性数字
艺术包括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
微博、博客、QQ交友聊天软件、人人网等
典型形态；非互动性数字艺术包括数字电
影、数字动画、数字电视、数字音乐、数字
摄影、数字绘画、数字雕塑等典型形态。数
字艺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艺术类型，是当代
中国文化产业的主要构成性力量。

数字艺术伦理学：倡导“低碳艺术”
开创遏制数字艺术低俗化、致瘾化、虚假化新路径

□ 李福新

中国是生产茶叶最早的国家，究竟从
什么时候开始生产茶叶却没有考证，真正
有文字记载的就是唐代被称为“茶圣”的
陆羽所著的《茶经》。它是关于茶叶生产
历史、源流、技术、茶道原理的综合论
著，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有关茶叶的
专著，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茶
经》共十章，其中第五章是专门论述“茶
之煮”的。

饮茶始于唐，盛于明，在唐诗宋词中
很少有与茶有关的诗句，但到了明朝，许
多书画大家作品中都有涉及煮茶的图卷，
像明代四大家沈周的《煮茶图》，文徵明
的《浒溪草堂图》，唐伯虎的《品茗
图》，仇英的《烹茶论画图》。清代四王
的山水作品中也有涉及煮茶的内容。清末
民初画扇中更是多之又多。自唐代以来
历代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以及身居要
职的朝中官员归隐后都把饮茶当作享受
闲居生活的重要生活方式。在诸多书画

卷中，多在山泉边，柳荫下，竹林中，
亭廊里，花园内，他们围坐在一起，茶
童煮茶，侍女端茶，雅士们边饮茶，边
谈古论今，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举目
赏景，聆听泉声，尽情地享受品茶与大
自然带来的愉悦。

煮茶是古人的一种饮茶方式，其实当
代人也把饮茶当作一种休闲、缓解工作压
力及消除疲劳的方式。随着饮茶方式的深
化，会有更多的人仿效古人的煮茶方式。

煮茶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煮茶器
具。古人多用沙壶，陶壶，生铁壶，泥
壶。现在用生铁壶煮茶的较多，用木炭，
固体酒精作为柴禾。二是茶材。并不是所

有的茶叶都能煮，像绿茶、新茶不行。另
有老茶中黑茶、茶头、普洱，越老越耐
煮。像百年古茶更是耐煮，一连煮几十次
都不褪色，香气不减，古茶的包装一般用
瓷罐、紫砂罐、动物胎皮封闭，罐装用石
灰封存与空气隔绝永不串味，自然发酵，
时间越长，味道越醇，价值越高。百年以
上的古茶在拍卖会上有的拍到几十万元，
甚至几百万元之高，这种茶一般见不到。
茶叶越老，发酵时间越长，茶中的茶多酚
越多。因为百年前的茶材都是绝尘无染，
真正的绿色茶品，对身体有益无害。

三是水质。陆羽大半生都在游山寻
水，水是煮茶的灵气，没有好水，再好的

茶也不会有好味道。他的《六羡歌中》
说：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
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慕西江水。可见
他把水质看得高于一切。他视水为命，视
茶为宝。但是陆羽只对江南水有论证，
从没来过江北，对济南趵突泉的水更是
不太了解，宋代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
的《济南水记》中谈到：济南趵突泉，
益都的孝妇泉，青州的范公泉煮茶为佳。
像明代的殷士詹，李攀龙，清代的王苹他
们归隐后都在趵突泉周围的万竹园、大
明湖等地居住，可能也是与泉水煮茶有
关。

四是品茶。品茶分五步：一闻，二
品，三润，四咽，五回。以验证茶的香
醇，厚重。好茶入肚后有一股暖流，顿时
向周围扩散，有微汗渗透、四肢舒展的感
觉。有人说品茶与人的品位修养有关。没
有人品、文品，就没有茶品，当然一般人
是做不到的。饮茶也是分三六九等的，茶
的价格分别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一壶不等，
与其身份，经济条件，思维方式，思想境
界息息相关。当然享受生活不能脱离现
实，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其次，饮茶是一
种文化修养，懂得饮茶的深邃意义，加上
实践，用心体验，熟中生巧，做好功课定
会成为“茶先生”也。

五是环境。说到环境，就是回归自
然，返璞归真，充分享受大自然所带来的
健康向上的正能量，现在应提倡人们走出
庭堂，利用优美的自然环境去体验生活，
像我们泉城济南是世界独有的以泉水为主
的自然大公园，家家泉水，户户垂柳，到
处都是饮茶的好去处。像趵突泉的河岸
边，大明湖柳荫下，环城公园，包括南部
山区也有许多利用之处，这样做不但不会
破坏环境，还会给泉城创一条文明、健康
和谐的风景线，实现人们的生活梦想。据
有关资料考证：品茶与饮酒是不可比拟
的。品茶是一种非常文雅而又健康长寿的
生活方式，百益无害。而过分饮酒则是一
种低俗，又影响身体健康的恶习，百害无
益。故此，饮酒成癖者多无寿也，而饮茶
者多为长寿者。

随着饮茶方式的深化，会有更多的人仿效古人的煮茶方式

返璞归真“茶之煮”

□ 李东乾 马路遥

从小爱好文艺，19岁正式拜师入行，至今已从事民间演
艺事业整整40年。

59岁的王英华是利津县凤凰城街道西尹王村一名普普
通通的农民，目前家里仍种着七八亩地。放下农具，登上戏
台，他就成了群众眼中的“角”。他创办的星辰庄户剧团目前
成员达到24人，每年开展各类文艺演出150余场次。

庄户剧团有没有生命力，关键看节目能不能吸引人。王
英华说，“以前，吹打乐队表演多是以演奏和清唱为主。但我
们一直坚持既要唱好，更要表演好，因此深受群众欢迎。”去
年，他们剧团完成送戏下乡演出任务37场，这在当地民间剧
团中参演场次算是比较多的。

吕剧是当地流行的地方戏，在农村很有市场。为学好吕
剧，他专门聘请了县吕剧团一位专业演员作为业务团长兼
老师，一有空就把剧团成员聚集起来排练节目，先后排演了
20多个著名吕剧选段。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尤其是武戏对基本功要求比
较高。为此，他每天坚持练习，最多能连翻13个跟头。他说，

“想练翻跟头，必须先练‘拿大顶’，现在我年纪大了翻跟头
翻不动了，但‘拿大顶’还能拿起来。”说到这里，他把手中的
乐器一放，就顺墙来了个倒立。

“众位乡亲都听好，刘进养了三个小。一年一年长大了，
长大成人娶媳妇……”这是王英华自编自演的快板书《计划
生育好》。如今，他们剧团戏曲、歌舞等各种各样的节目都能
表演，群众随时可按单下菜。

几十年的农村演艺事业，并没为王英华带来太多的经
济收入。一家人原来一直住在土房子里，这两年才刚刚盖了
新房。他说，“干这一行每年收入并不多，能坚持下来主要还
是出于爱好。”

王英华：地里的“好把式”

舞台上的“角”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山

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承
办的“澄怀味象———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第三届院
展”，11月12日至18日在山东美术馆举行，共展出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画院郭怡孮、田黎明、满维起、刘万鸣、张见、赵
建成等30余位著名艺术家的153件作品。

展出的这些作品，是艺术家们走入山川、厂矿和乡村
后，艺术感悟与艺术才华相碰撞产生的丰硕成果，《打工归
来》等画作，在传统笔墨中，勾勒出最真实、最动人、最淳朴
的现代生活场景。这些作品的风格或绮丽、或平淡、或雄浑、
或拙朴，从整体上更加关注心灵与时代契合，呈现了以敦
厚、中和为美的笔墨风格与艺术语言。无论人物、山水，还是
花鸟、果蔬，均能体现出画家所致力的创新态度和语言探
索，显现了中国画院的学术特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的前身中国美术创作院成立
于2004年，著名花鸟画家郭怡孮担任首任院长。经过十年的
努力探索，中国画院成功吸引和组建了“面貌多样、风格各
异、基础扎实、鼓励创新，有一定思想深度与时代审美品质”
的画家群体，并成为全国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重要画院之一。

“澄怀味象”是中国画院第三届院展的学术主题。中国
画院院长田黎明这样描述其内涵和外延：“澄怀味象”指的
是“用静心的境界，清澈的胸怀来体味笔墨。‘味外之旨’与

‘明心见性’的审美品格，已浸透到我们每位画家的内心，向
着高尚的目标，前行每一步都凝聚着清澈的空间。”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

来山东办院展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尚豪美术馆主办的萧平教授书画精品

展于11月12日至16日在山东美术馆举行，展出萧平近年书
画新作50余件。萧平还特别在山东美术馆阶梯教室为书画
爱好者作了一场题为《中国画鉴赏漫谈》的学术讲座。

萧平现任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扬州
大学兼职教授。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山水、人物、花卉
俱备，写意、工笔各尽其妙，清俊秀逸的楷书、行书，豪
雄恣纵的隶书、草书各具风采。

萧平书画展亮相泉城

□臧德三 报道
11月9日，临沂市首届民间鼓友会举行，全市30余支

锣鼓队4000余人共聚一堂，打擂切磋，以鼓会友。

民国钱慧安的《樵子煮茶图》。

◆自唐代以来历代文人雅

士，达官贵人，以及身居要职

的朝中官员归隐后都把饮茶当

作享受闲居生活的重要生活方

式。在诸多书画卷中，多在山

泉边，柳荫下，竹林中，亭廊

里，花园内，他们围坐在一

起，茶童煮茶，侍女端茶，雅

士们边饮茶，边谈古论今，自

由自在，无忧无虑地举目赏

景，聆听泉声，尽情地享受品

茶与大自然带来的愉悦。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济南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的“济

南城”与都市文学研讨会日前在济南举行，来自全国的著
名都市文学研究专家、都市文学作家和济南作家一起，围
绕新时期繁荣济南都市文学创作这一中心议题，展开学术
研讨和创作交流。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济南自古就是一座文
化名城，历代文学大家或出生于此，或游历创作于此。然
而历史不可复制，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色。
与会专家学者为济南都市文学现状“会诊”的同时，还就
新时期如何繁荣济南都市文学支招，希望共同推动“文学
鲁军”在都市题材的文学创作方面，推出更多更有影响力
的精品佳作。

“济南城”与都市文学

研讨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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