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有 170 年历史的箴言书院 2023
年12月31日在湖南益阳落成揭牌，该
书院由晚清中兴名臣、湘军重要首领
胡林翼创建，按原址原貌规划修缮复
建，用地面积达1.4万平方米，是湖湘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赓续百年书院
文脉。

据史料记载，清咸丰三年 （1853
年），湖北巡抚胡林翼着手箴言书院筹
建事宜，同治三年 （1863年） 书院正

式落成，时称“三湘第一院”。光绪三
十年(1904 年)，书院改由胡林翼之孙
胡祖荫主持，并聘探花王龙文为山
长。不久，书院改称校士馆，但仍称
箴言书院，并刻有《箴言书院学约》。

箴言书院曾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和办学条件。恢复性重建的箴言
书院规划依照《箴言书院原貌图》，按
照“两路四进”“前水后山”的布局方
式，充分利用场地的地理位置优势，

从地形、风水、景致及文化氛围上，
全面还原当年的箴言书院原始风貌。

恢复后的箴言书院设有大成殿、
宫詹公祠、讲堂、藏书楼、琇姿亭、
贶生园、箴言校史馆、箴言书院历史
陈列馆等场地，不仅具备古代书院教
学研究、图书收藏等传统功能，并且
可延伸拓展为研学实践基地、文化交
流等多领域及形式，集旅游观光、文
化交流、教育教学、廉政教育等功能

为一体。
箴言书院建筑群依山势而建，分

三进排布，错落有致。屋脊的弯拱造
型颇具美感，好似一本本打开的线装
书籍，增添了书香气息。

当天，箴言书院被授予“岳麓书
院箴言书院湖湘文化与益阳人物研究
中心”“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古建筑研
究与实践基地”。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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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类作品何以频频“出圈”

最近，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主演的
越剧《新龙门客栈》火了，一跃成为戏曲
圈的“顶流”。陈丽君由此收获了大量粉
丝，线下演出常常一票难求，在网络平台
上，她的演出片段播放量更是达到千万
级别。

近些年，传统文化类作品“出圈”的
例子比比皆是。国画传世珍品《千里江
山图》引发“故宫跑”，其山水图像与青绿
色彩延展到服装、器具、装饰、舞美等众
多领域；《中国诗词大会》以精彩的诗词
接龙和“飞花令”，增强了节目的冲突感，
在社会上掀起一波吟咏诗词的热潮；《国
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邀请影视演
员演绎文物故事，让历史文化得以鲜活
呈现；在《唐宫夜宴》中，一众娇憨逗趣的

“小姐姐”生动演绎来自唐朝的民俗风
情，迅速俘获广大观众的心……传统戏
曲、国风音乐、古典诗词、非遗工艺、古籍
书画、民族民间舞蹈等，不断突破特定圈
层，走向更广阔的受众，在社会上产生轰
动效应，这让传统文化不再是“故纸堆”

“老古董”，而是变得新潮、时尚、有趣味。
传统文化类作品何以频频“出圈”？
首先，内容和形式创新是根本。有

学者提出，近年来“出圈”的传统表演艺
术多以“熟悉嫁接陌生”的形式展现，形
成“反差式创新”。

京剧、越剧、昆曲等传统戏曲，都有
人们耳熟能详的精彩唱段，形成了固有
的唱念做打表演程式，观众长期津津有
味欣赏的就是一句唱词、一个身段里展
现的韵味和风采。但是，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带来了套路化的弊病，观众容易产
生审美疲劳。因此，对传统艺术守正传
承的同时，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创新必不
可少。比如，白先勇推出青春版《牡丹
亭》，在剧情、造型、服装、唱腔等诸多方
面对传统昆曲进行改造，为昆曲创新开
辟出新的道路。此次爆火的《新龙门客
栈》则在越剧创新上大胆尝试，在演出方
式上推出一个新概念——环境式越剧，
采用沉浸式场景，剧场是一间布满机关
暗道的客栈，舞台与观众席融为一体，演
员表演时可与观众互动，大大增强了戏
剧观赏的体验感。

其次，形象传达必不可少。触屏时
代，信息传播以秒计时、以“短平快”为特
点。文艺作品要想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
出，往往需要一个“高光时刻”、一位“亮

点人物”、一套醒目的“包装”，这能大大
提升作品的辨识度，让其在有限的时间
里迅速吸引人的目光。比如，在故宫博
物院“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
展”上，一句“十八岁少年的千古绝唱”，
就让《千里江山图》与画家王希孟充满震
撼感的传奇故事一起抵达许多艺术爱好
者的内心。在文艺作品传播过程中，高
光时刻、显著人设，成为照亮作品抵达观
众内心之路的射灯——那一束光吸引了
观众的目光，并牵引着观众走完整个审
美旅程。

再次，适应平台属性变化非常重
要。从剧场、影院、电视到PC端，再到手
机等移动平台，每次媒介形式的变化都
会带来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

无论是《唐宫夜宴》，还是《新龙门客
栈》，抑或是《上新了·故宫》，都借助新媒
体和短视频，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力。这种影响力的形成跟观众的情绪有
关。观众观看相关作品短视频的过程
中，伴随着大量的情绪消费——或为解
压，或为“吃瓜”。当相同的情绪集聚到
一起，就会形成情绪共振，助力相关作品
迅速“出圈”。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视频的形式和内容会越来越丰富，视
频带给人的心理和精神价值会越来越多
元，喜欢看视频的网友会越来越多，传统
文化类作品面临的传播环境也会越来越
复杂。

在以流量为核心的新媒体环境中，
传统文化类作品的创作者和传播者都应
该明白，其实没有泛泛的流量，有的是一
个个具体而真实的观众。观众的喜好、

审美，决定着作品能否成为“爆款”。在
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作品“出圈”，创作者
必须转变固有思维，研究受众心理，让作
品契合大多数人的审美；传播者必须创
新传播形式，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将线下
表演搬到网上就大功告成。

由于平台下沉，传统文化的“出圈”，
呈现出“国家队”与“民间队”齐头并进的
局面。除了推出《只此青绿》等“出圈”艺
术精品的国有文艺院团，很多新媒体达
人，借助网络的力量，开辟出传统文化

“出圈”的新路径。比如，一位抖音博主
以酷炫的国风变装，演绎普通人刹那间
变身为“齐天大圣”“二郎神”“常山赵子
龙”等的炸裂时刻，用“魔法”点燃了网友
追国风、赶国潮的热情；一位B站UP主
在三星堆考古备受关注时，用 500 克黄
金，耗时15天，手工复原了“黄金面具”，
并将敲打数万锤的经过记录下来，让国
宝“活”了起来。这些新媒体达人，思维
活跃、视野开阔，有想法、有激情，让传统
文化实现了青春化、时尚化、创新化表
达。他们的经验值得所有传统文化行业
从业者学习借鉴。

总之，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带来了内容生产方式的改变，也
带来了传播渠道、观看体验、审美习惯等
方面的变化。各种要素交织共存的传播
生态中，内容更丰富，心态更复杂，需求
更多样，这给传统文化类作品“出圈”提
供了多重机会，也带来更多挑战。唯有
把握机会，适应变化，方能掌握传播密
码，让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艺术“破圈”
成功。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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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首次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
新华社天津 1 月 2 日电 （记者

周润健）由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吉
林大学考古学院、天津市蓟州区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联合完成的 2023 年度青池
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近日通过天津市文
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评估，取得重大考
古收获，首次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
存。

青池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
镇。天津考古部门曾于20世纪90年代
对该遗址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发现新
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遗存。

2015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对青池遗址进行复查，发现存在旧石器
时代遗存分布的线索。

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经国家文物
局批准，青池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
掘。在两个发掘区内，分别揭露出旧石
器时代晚期序列地层和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遗存，出土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打
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兽骨等不

同质地文物标本1000余件。
青池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盛立

双介绍，在青池遗址第 I 发掘区内发掘
出旧石器遗存。根据出土遗物、地貌环
境等综合推断，旧石器遗存的年代应在
距今4万年至1万年之间，即旧石器时代
晚期。

盛立双说，在青池遗址第II发掘区
内揭露出新石器时代灰沟打破旧石器时
代的层位关系，并出土重要遗物。根据
出土陶器文化面貌和既往测年数据判
断，新石器时代灰沟最下层遗存的年代
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绝对年代为
8000年至1万年左右。

盛立双表示，本次考古发掘表明，新
石器时代早期阶段，青池遗址打制石器
与陶器、磨制石器伴出，网坠和骨针也大
量出土，鹿科、牛科、犬科、鸟类、淡水鱼
类等动物骨骼丰富，许多兽骨人工加工
痕迹明显，显示出当时人类生产和生业
方式多元的过渡性特点。

2023年12月29日，坐落于新疆尉
犁县的全疆首家长城文化博物馆——
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开馆。这座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展陈面
积2520平方米，目前馆藏文物600余件
（组）。展厅除了文物、展板外，还充分
融入了现代化、数字化场景，让游客沉
浸式体验从山海关到西域地区不同长
城景观，感受万里长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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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20232023年年12月29日，在丝绸之路·
长城文化博物馆里，游客参观脱西克烽
燧模型。

②② 20232023年年12月29日，在丝绸之路·
长城文化博物馆里，游客参观有关长城
的文物。

③③ 20232023年年12月29日，在丝绸之路·
长城文化博物馆里，游客在了解建筑长
城时用的砖石。

新华社记者 赵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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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复建170年历史箴言书院

和 田 文 物和 田 文 物

隋代(581-618年)
破案追缴
出自洛浦县比孜力佛寺遗

址
和田博物馆藏
洛浦县比孜力佛寺遗址共

出土5件栽绒毯，其中2件为尺
寸较大的长方形，3 件为尺寸
较小的正方形。展示的这2件
栽绒毯尺寸较小，除在配色和
局部纹饰上略有差异外，纹饰
大体一致，中心人物处还织有
婆罗米字母于阗文，意为“苏摩
（灵汁）献给萨波梅里”，推测这
些毯子应是祭祀活动所用的物
品。毯子上的图案展现了与中
亚、西亚及草原地区的文化因
素。

绛 地 人 物 纹 栽 绒 毯

唐代(618-907年)
出自策勒县北沙漠
征集
和田博物馆藏
木板画两面均绘有一身四

臂持物的神祗，所持物有日、
月、雀鸟等。四臂持物中有日
月与雀鸟的神祗形象，还见于
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壁画和木板
画中，分别被学者解读为弥勒
菩萨（或摩耶室利、多产女神或
娜娜女神）、梵天、鸠摩罗天（散
脂修摩），充分展现了于阗绘画
作品对佛教主题、粟特祆神形
象及键陀罗艺术元素的融合。

四 臂 神 像 木 板 画

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前1500年）
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采集
和田博物馆藏
木器一端呈圆弧状，另一端则削刻成马蹄形。使用时将两片木器较

平的一侧拼合，圆弧的一端间夹有一块磨制规整的条石，用线绳捆扎固
定。同时，在马蹄一端也用线绳捆扎固定。类似器物在罗布泊小河墓地
M24男性墓主右手内侧发现，应该是其手持之物。有学者认为这种马蹄
形木柄石器可能是巫师进行法事活动时使用的法器。

夹条石的马蹄形木器

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前1500年）
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采集
和田博物馆藏
盖口毡和绑扎绳已失，仅存篓身。整体呈圆筒状，器壁略弧，圜底，中部

有一周以纬线组成的横条带纹，条带下饰有1周连续倒三角纹。草篓上一般
有盖口毡，并有线绳缠绕固定，穿过口沿下方以构成提梁，以便日常携带使
用。草编篓是青铜时代的小河文化特有的一种盛食器皿，在小河墓地几乎每
座墓都有出土，草编篓内还盛有粟、黍颗粒及已干结的食物，近年来科技分析
还发现了部分草篓内还盛装有奶制品。克里雅河下游地区出土的草编篓与
小河墓地的形制功用基本相同，表现了二者文化内涵的一致性。

草 编 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