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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泓峻

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并主持编
写，一批中青年学者参与编撰的《网络文
艺论纲》(以下简称《论纲》)一书日前出
版。作为中国目前第一部对网络文艺进行
专题研究的系统性理论著作，它的出版对
于推进中国当下的网络文艺研究，以及网
络文艺自身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意
义。

当下中国的网络文艺批评与研究存在
两个误区，一是以原有的理论视角观察
网络文艺现象，用针对传统文艺的价值
标准与审美原则要求网络文艺。对于这
种研究而言，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话语
与所谈论的对象之间是隔膜的，而且很
容易把网络文艺不同于传统文艺之处，
简单地当成网络文艺的负面因素，进行
盲目的批判与否定；二是完全站在网络
文艺的立场上，拼凑一些时髦的理论，
想方设法为网络文艺存在的合法性、各
种网络文艺现象出现的合理性进行辩
护，把网络文艺所有不同于传统文艺的
特征，都当成文艺发展的新方向，进行
盲目的赞扬与肯定。在这种情况下，一
种既能够深入到网络文艺现象之中，又具
有一定理论高度；既客观公允，又有强烈
的理论担当意识的网络文艺理论研究，就
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论纲》对大量网络文艺作品

个案进行了深入分析

《论纲》一书对大量鲜活生动的网络
文艺作品个案进行了深入的文本分析。本
书始终与中国当下的网络文艺现场保持着
一种对话姿态。然而，正如本书作者所
说，当前中国网络文艺研究实际上并不缺
少个案分析，缺少的是对各种网络文艺类
型进行理论性研究，对网络文艺创作规律
和特点的整体概括，以及新的理论话语的
体系性建构。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力求以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为指导，将文艺
理论、美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加以融合，
同时吸纳心理学、网络哲学等学科的最新
研究成果，科学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网络
文艺，网络文艺具有怎样的社会属性与美
学属性，以及网络文艺的创作过程、构成
要素、接受规律、批评原则等关键性理论
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网络文艺的
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本书还对诸如网络
文艺中的伦理规范等过去文艺研究中很少
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表现出较为自觉
的理论创新勇气。

作为一本网络文艺的基础理论著作，
《论纲》一书一方面在有关章节里对网络
文艺生成与发展的必然性进行了深入分
析，对网络文艺存在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
定；另一方面，也对网络文艺存在的量胜
于质、作品过分类型化、接受者与创作者
关系错位、拼凑抄袭现象严重，以及过于
商业化、娱乐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与旗帜鲜明的批评。以丰富的网络文艺现
象为依托，总结网络文艺生产、传播、接
受、批评的特殊规律，发现网络文艺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网络文艺健康发
展的方向，用理论指导实践，使《论纲》
一书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

以切合网络文艺的理论与方法

对其进行分析与阐释

在现代汉语中，“文艺”一词有两种
含义，一指文学；二是文学和艺术的统
称。由于现代艺术不同门类之间壁垒森
严，不同艺术学科理论也都追求专门性的
知识体系，因此，不仅很少产生跨越“文
学和艺术”的文艺家，也很少有跨越“文
学和艺术”的理论家与文艺理论著作。现
有的被称为“文艺理论”的著作与大学里
所谓的文艺理论基础教材，实际上大多是
在“文学”的意义上使用“文艺”这一概
念的。然而，如果说原有的各种艺术门类
分治，尤其是将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割裂
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研究状态，因其反映了
现代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相分离的实际情
况，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话，对于网
络文艺而言，这种割裂就显得有些生硬。
因为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渗透与交融，恰
恰是网络文艺形式区别于传统文艺形式的
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网络上，尤其是到
了web2 . 0的时代，同一文本中同时植入文
字、声音、静态与动态的图像，已经变得
十分方便；许多网络文艺作品，实际上包
含了文学、音乐、美术等多种因素，或者
干脆就是由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团队共同
完成的。在这些艺术作品面前，传统的语
言艺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的分类原
则，常常显得捉襟见肘。而在“文艺”这
一概念之下，对网络艺术进行整体观照，
反而显得十分方便，十分切近网络艺术的
真实存在状态。

就狭义的网络文艺理论，即网络文学
理论研究而言，国内曾出现过几部影响较
大的论著。但是，将网络文学、网络音
乐、网络美术、网络影视、网络戏剧，乃
至于网络游戏、博客、微博等等，都放在

“网络文艺”这一概念下进行整体观照，
从制作与传播过程、文本形态特征、接受
规律与批评原则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形成
的网络文艺基础性理论著作，《网络文艺
论纲》一书确实属于首创。而这本著作之
所以在“文学和艺术的统称”这一意义上
使用“文艺”这一概念，恐怕并不仅仅是
想借此与原有的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网络文艺理论著作相区别，同时也想借此
强调，网络文艺研究应该根据其不同于传
统文艺形式的特点，采用不同于传统文艺
理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发现网络文艺形
式与传统文艺形式之间的区别，力求以新
的、切合网络文艺这一对象的概念、理论
与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与阐释。这构成了本
书立论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本书最具理
论价值之处。

建构起一种

有着强烈实践品格的文艺理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对人
类艺术活动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而深入。在
作品文本存在形态、生产方式、传播方
式、接受方式等方面都与传统文艺有着很
大差别的网络文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
现并迅速崛起的。近些年来，网络文艺的
崛起对原有文艺格局造成的巨大冲击，已
经逐渐引起包括创作家、批评家、文艺理
论研究者、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直至国家
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就其广泛的群众
基础、迅猛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原有的文
艺传统造成的巨大冲击而言，网络文艺崛
起的过程，的确与当初的五四“新文艺”
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在将网络文艺的
出现与五四“新文艺”的出现作比较的时
候，我们却不能忽视其间一个巨大的差
别，那就是五四“新文艺”是建立在对西
方既有的文艺形式借鉴、吸收、甚至是移

植的基础上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借
鉴、吸收与移植的还不仅包括西方文艺当
中许多经过时间考验、已经相当成熟的文
艺形式，而且包括西方许多经过时间考
验、已经相当成熟的文艺理论。可以说，
五四“新文艺”的创作实践，与新的文艺
理论的建构，以及建立在新的理论话语基
础之上的文艺批评是同步展开的。许多时
候，新的文艺观念对创作实践与批评实
践，起到了先导作用。

然而，网络文艺在生成与发展的过程
中，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一方面，网络文
艺不仅在当今的中国刚刚出现，在世界范
围内，它都是新生事物，我们不可能引入
一套成熟的网络文艺理论对网络文艺现象
进行研究与阐释；另一方面，网络文艺最
初作为一种“草根”文艺，并没有引起理
论界的重视，对网络文艺的研究，尤其是
基础理论的建构，是相当滞后的。当今中
国的网络文艺，发展势头迅猛，但同时也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成就有目共睹，
其存在的问题也有目共睹。而其混乱与失
序的一面，恐怕与缺乏理性的反思和理论
的有效引导有直接的关系。《论纲》一
书，正是因应了这一迫切的现实需要而产
生的。

纵览《论纲》一书，我们可以发现一
种强烈的以理论研究介入当下网络文艺实
践，解决网络文学中存在的问题，引导网
络文艺健康发展的姿态。作者充分意识
到，网络文艺研究实际上是在网络文学强
势走入人们生活的背景下，文艺理论为应
对文艺实践的挑战而展开的，这一研究应
该承担起推进网络文艺健康发展，乃至于
重塑网络时代人们的文艺观的重要历史使
命。它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有担当的理论研
究姿态，建构起的是一种有着强烈实践品
格的文艺理论。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文艺论纲》日前出版

用理论回应网络文艺现实的挑战

□ 孙立生

有志于拍出中国风格的摄影家，从来
都以冷峻、清醒的目光去看待西方艺术流
派与风潮，始终用热血、情感拥抱和亲吻
中国的大地。无疑，马千里先生便是这行
列中的一员。与众不同的是，马千里的眼
睛没有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所迷
惑，却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与视角，对支
撑中国大厦巍峨耸立的“基石”情有独
钟。六年前，他将手中相机对准了孔子的
后裔。马千里用镜头去阐述、论证自己的
一种文化观：万丈高楼起于平地，崛起的
中国本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血脉的传承与
延续。

见贤思齐，马千里将这句取自《论
语·里仁》里的名言，选作这本孔子后裔
摄影集的名字。他说，见到有贤德、有
才华的人就想着向他看齐。这是圣人孔
子当年做人的个性态度，亦是优秀孔子
后裔薪火相传的共性品德。马千里追踪
这些美好的过程，让他对儒学文化的思
考更加深入与自觉，使他对摄影艺术的
理解愈发深刻和自我：“只有对圣人、
贤达怀抱赤诚与敬畏，你的心灵才会平
和、平静，托镜头的手才能平稳而不抖

颤，人与机器的平衡，岂止是靠技术与
技巧，更需要见贤思齐的心境。”千里
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坦然坦荡，一脸
正气。

知道马千里的名字已经很久，而知道
他的摄影作品则早于他的名字。过去只知
道他拍景物不同凡响，今天才知道他拍人
物似乎更技胜一筹。当然也知道，在千里
这样文化型的摄影家眼里，人与物从来都
是相通的。因为我在马千里的“山水”里
看到过“人”的映像，而在他的“人”中
又能感受到“山水”之灵性。如同此刻，
我通过马千里先生镜头下的孔祥东、孔令
辉、孔泉……不仅仅联想到了孔融、孔尚
任等历史上数以百计的优秀孔子后裔，更
对哺育、滋养这些圣人贤达的齐鲁大地充
满敬意与热爱。千里自信、坚定及其虔诚
的目光，让我想起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

拍摄“见贤思齐”六载，让马千里
和圣人不断亲近，与美好结伴同行。他
在世界300万孔子后裔的圈子里，最终将
镜头聚焦在50位最具典型意义的当代人
物身上。我问他，为什么这些人走进了
你的视野？千里的回答十分干脆：对孔

子精神传承的“内外兼修”，即外在表
现与内在修养的协调、统一。他告诉
我，景仰孔子，弘扬国学，也许不能忽
略所谓汉服运动与读经活动等，但最终
追寻的却是让孔子独特的人性光辉温暖
心灵。作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
子的很多思想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追求。
世界文明的发展需要孔子的智慧。而千
里目光所及的恰是那些职业不同，个性
迥异，却在见贤思齐、崇尚真善美这一
本质品性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的孔氏
子孙。在大楼林立，大师匮乏，大剧院
比比皆是，大艺术家屈指可数的年代，
我不得不为千里先生的这份清醒，这份
理性，及其这种识见与素养、这种审美
和作为而击掌叫好。

细细品来，马千里先生的《见贤思
齐》颇有些独有滋味含在其中：

首先，它印证了摄影是一种诗学。所
言诗学，是指它没有将观念强加于人，而
是通过镜头语言，以有限反映无限，自
然、轻松地讲述独特发现与独立思考，让
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品、去悟，去丰
富、去联想。

其次，它印证了摄影是一种美学。
无疑，孔子后裔是个令世人关注、关心

的话题。然而只具备观赏性的选题却没
有思想含量的内容，只能是一部苍白无
力、拙劣乏味的平庸之作。《见贤思
齐》较好地把握了观赏性与思想性的平
衡、统一。千里自己说，拍摄中力求其
品格凸显“两个唯有”，即唯有马千里
的眼睛这样发现；唯有马千里的镜头如
此表现。

第三，它印证了摄影是一种人学。
《见贤思齐》的视角自始至终没离开
“人”，关注的是“人”之全面发展。西
方的谚语有“三代血统培养一个绅士”之
说。而《见贤思齐》里的优秀孔子后裔，
则用自己的价值证明：人向文明的进化、
过渡绝不可忽略“前因后果”。它力求用
一部分人告诉另一部分人：“鸟翼上系上
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在天上翱翔了”；
优秀的孔子后裔们，个个不为物欲、冗务
所累，于是便有了丰满且广阔的精神空
间。

我问千里：《见贤思齐》出版后想再
做些啥？

他笑了：见贤思齐永远没有结束。
它让我想起那句成语：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
（作者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 读《见贤思齐——— 千里眼中的孔子后裔》有感

□记者 卢鹏 画

□记者 房贤刚 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
3月1日，在无棣县小泊头镇曹家村，村民正在观看河

北梆子《莲花庵》。为丰富群众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该
村个体大户踊跃捐资9万余元，聘请专业剧团为村民演
出，从初八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六，一台台美轮美奂
的经典河北梆子，吸引了四邻八乡的群众纷纷前来细细
“品味”，为父老乡亲献上了一道丰盛的文化盛宴。

□代秀忠 张俊刚 报道
2月25日，正月初七，青州市云门山街道办事处举办

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汇演，来自63个社区的秧歌、旱船等文
艺表演队伍参加，最终时店社区夺得第一名，民俗文化演
出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 刘智峰 孙先凯

2月27日下午，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大杜村文化广场
上热闹纷呈，男女老少或拎马扎，或背小孩，都满脸欢喜
地朝广场聚集。“牛庄镇第四届秧歌擂台赛”条幅高挂，
一场盛大的民间文化展演即将启幕。

秧歌未闻，锣鼓先响。只见四架大鼓各霸一方，鼓
手撑腿挽袖，个个都拉足了架势。“咚咚咚！”这锣鼓
可是大杜村年年亮相的拿手好戏。“嚓嚓嚓！”前邵村
队员们抄起了铜镲，显然是不甘人后。各村见状纷纷前
来斗鼓，你击我一鼓，我回你一镲，群镲齐鸣，众鼓争
威。

两点整，随着评委席一声号令，鼓息乐起，彩绸飞
舞。时家村扭秧歌的多是十七八的小姑娘，个个身着红装
素裹，手执彩扇翻飞，俏丽的面容加上轻盈的舞步，首轮
出场就赢得了阵阵喝彩。

陈庄社区的跑旱船更是惟妙惟肖，艄公们身驾旱船，
手持橹浆，鼓点变长行，脚尖走碎步，或漂、或摆、或
摇、或扭，旱船队伍或鱼贯浮动，或往来穿插，令人目不
暇接。

“再扭一段，再扭一段！”不知不觉已日薄西山，锣
鼓秧歌擂台赛已近尾声，围观的群众个个意犹未尽……

锣鼓秧歌擂台赛

□刘林秀 袁伟 报道
本报莒县讯 羊年春节，莒县在全县深入开展“文化

大拜年·非遗传承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其中，该县组
织文体广电系统干部职工及部分文化义工们，分成三个小
组到偏远农村、第一书记包联村等开展了送春联、书画活
动20多次，现场书写对联、书画2000余幅。

莒县过门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此，莒县文体广电局组织非遗传承人，精心设
计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为主要内容的过门笺，并
将“孝、诚、爱、仁”等传统文化设计成窗花、制作成挂
历，分发给各乡镇街道道德模范、五星级文明户以及企
业、景区、敬老院、军营等，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莒县开展非遗传承进万家活动

□ 高德刚 李向东

“徐爷爷，我要看《中华上下五千年》……”“我借
那本《改革热点面对面》……”“好，别着急，我给你
拿……”2月6日，正值寒假期间，两间不大的房子内，徐
贵祯老人在书架前忙活着，孩子们在几个小桌子前读书，
也有大人们来借书的。这就是临邑县兴隆镇车芦徐村的
“便民书屋”。

去年11月，该村80岁的共产党员徐贵祯，自己出钱
5000余元购置了书架、图书，在新盖的两间房屋内办起
“便民书屋”，无偿为村民借书读书提供方便，也成了孩
子们周末阅览的集中场所。

徐贵祯老人在当地是“助人为乐道德模范”，也是一
位好善乐施的老党员。在乡里退休后，他回村开办了“义
务宣传栏”，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每天定时公布天气预
报，一直坚持了20年。每年，他都去敬老院慰问、送礼
物，到学校给孩子们讲“红色小故事”，捐款捐物。

1935年出生的徐贵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年代。近几年，他把自己的所历、所
知、所闻，实事求是地回忆记录下来，整理形成了近10万
字的“红色小故事”，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如今，他又把
这些“红色小故事”的手抄本放在自办的便民书屋，有
《田口战斗始末》、《血债累累罪责难逃》、《智取炮楼
过仲秋》等20多篇，村民们都争相阅读。

徐贵祯的便民书屋，不仅有自己收集、订购、购买的
书籍、报纸，也有别人赞助的书籍，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农
闲阅读。

80岁老人自费办起便民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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