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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涓 赵斌

平台技术赋权下的口述史

  口述史，是以收集和使用口碑史料来研
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是由访谈者以笔录、
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受访者的口
传记忆或者具有历史意义观点的一种研究历
史的方式。国内学者对口述史方法、理论的
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近四十年的实践
中，形成了一整套从作为田野调查的口述到
专业性的口述史文本、影像表达的方法、理
论与思想体系。
  与传统史学相比，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具有
以下三个维度的新特点：第一、平民化视角位
移。口述史是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完成的双
主体建构模式，书写者与被书写者都是普罗大
众，因此它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特定
时代里普通人的心灵，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文
化话语权。第二、微末式内容叙事。口述史以
极具“有生命体温的个人记忆”为标志，记录
事件亲历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它重视从
微观的角度，再现历史的细节。第三、创新性
叙事策略。在社交平台推动的全球信息流动的
技术赋权下，以个人为中心的节点式传播、
“小而美”的日常情感叙事，更迫切需要口述
史收集、整理的方法论指导和方法操作层面的
支持。
  “脱域”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个体脱
离了由传统的地缘、血缘等生成的难以割舍
的实体共同体。削弱了对原有地方性身份认

同的个体，在全球化的背景和平台技术的驱
动下，正在以一种超越物理空间、国家民
族、语言隔阂的新型“算法式互动+共情式交
流”，将微叙事以碎片化方式嵌入全球的日
常生活领域。

命运共同体语境下

“黄河故事”新策略

  人类情感的共鸣、符号体系的共通、命运
共同体的叙事，这些蕴藏在具体可感的个体经
验和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是向世
界讲好黄河故事的关键。
  五千年的黄河史是一部治黄史，也是一部
农耕的社会史和文明史。受地形水势的影响，
黄河流域的乡村聚落形态景象千差万别，物产
资源、民风民俗、天文历法、治河技术、建筑
营造、传统工艺等各具特点。因滩区迁建以及
城镇化等原因，大批古村落、古渡口、古栈道
以及蕴藏于其中的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正在快
速消逝。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遗产、水文化遗
产、交通遗迹等濒危遗产遗迹遗存，以及其中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抢救性保护。
  但是，黄河文化尤其是黄河乡土文化，具
有长期缺乏文字记录、更多依靠口耳相传以及
默会知识的代际传播得以延续等特点。这个传
承的特质，致使民间文化记忆大量流失，讲好
故事的素材如同沙砾般，散落在浩渺的历史长
河中。口述史通过访谈的方式，对“人”的语
言、声音、肢体、动作、表情等进行“记忆”
打捞。与单纯的文字记录不同，通过现场的音
频与影像的方式，口述可以产生一种触摸历史
的现实感，这种诉诸视觉的认同力量，因其富
有体验性而具有更广泛的传播力。
  “黄河故事”如何从宏大叙事风格中解放
出来，把我们耳熟能详的、习以为常的口号性

话语，转化成外国人能够听懂的、能够理解的
国际语言？
  “口述史数字库”以丰富的普通人的悲喜
故事和可触可感的“记忆”为此提供了可能
性。口述记忆库多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日常、朴
素务实的哲学观念、有乡土人情的口语表达，
它摆脱了精英主义的宏大叙事结构，形成了命
运共同体语境下“叙事集合”。口述史方法打
造“黄河故事共同体”，并将蕴含在大河文化
中，人类面对相似命运和共通情感时，所产生
的相互理解和意义共享，向国际社会全面
展示。

讲好黄河故事的破题之钥

  我们要善用口述史方法讲好“黄河故
事”。口述史不仅为黄河文化传播在理念和实
践层面提供了新的叙事策略、拓展了故事内容
的边界，并在平台语境的技术加持下，在“底
层性应用”的媒介使用者手中，通过幽默的俚
语方言、特色的黄河文化、相通的风俗人情、
共通的集体记忆，在全球信息流动的诸多文化
背景的碰撞与交流中，活化存续，绵延不绝。
  比如，在黄河滩区迁建和城镇化的迅猛进
程中，黄河典型民居的消逝是不可逆转的趋
势。对民居的抢救其实是落在对技艺传承人的
抢救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是艺在人身，
“艺随人走，人在艺在，人亡艺绝”。物质文
化的载体是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
通过对工匠及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采录，使黄
河文化遗产抢救的内容和重点拓宽延伸到活态
匠人的保护上，即活态呈现工匠依据个人掌握
的动态的、具有技艺演示性的一种个体的经验
来重现历史。因此，工匠的营造技艺和民居的
生态智慧作为非遗保护的对象，是最值得记录
和最为重要的历史。对匠人进行口述史采录的

核心内容就是将其所掌握的民间技艺、传承人
对自身技艺的口头传述和展示资料保存为文字
文本、音频与视频资料，使其成为声音和影像
的历史。难以通过诉诸文字书写和书面记录的
匠人口述与短视频影像，更能让人产生一种触
摸过去的现场感。
  同时，匠人生命个体史述中“活”的社会
记忆部分，工匠的口传记忆、匠技口诀、生态
智慧等营造技艺部分，由其所反映的黄河流域
群体的价值认同、文化记忆、生产行为，以及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变
迁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都为研究传统的“黄
河精神”提供了丰富的“个人记忆库”，也为
讲好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黄河故事”提供了
新鲜的素材。
  跨国社交平台“赋权、赋能、赋意的内生
机制”，牵引着平台化社会时代国际传播主体
特征、价值空间和叙事方式的整体变革，它早
已突破“作为媒介”或者“作为信息产品”的
层面，成为集“政治博弈、经济联动、文化弥
散”等于一身的“平台社会”。在平台语境的
观照下，黄河流域的“地方性”已经成为一种
“脱域”的、立体多维的时空关系。口述历史
以其“个人性”的一种研究方法，打捞“有温
度的个人记忆”，记录黄河流域个体亲述的生
活和经验，将宏大叙事与普通日常生活勾连在
一起，把个人的悲喜际遇镶嵌到历史结构化进
程中，为形成多层次立体化、情感日常化、开
放的叙事空间、多样的叙事表达提供了素材。
用口述史的方法来讲好黄河故事，这将是中国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贡献的新
案例。
  （作者：于涓系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
院副研究员，ADA研究中心文化历史研究所
主持人；赵斌系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
授、副院长）

口述史：讲好黄河故事的新策略

破译一个甲骨文奖10万元

  据新华社，破译一个甲骨文奖励10万元，这是
中国文字博物馆曾面向社会发出的“悬赏令”，有
一人拿到了这10万元，他就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获奖论文是《释甲
骨金文的“蠢”——— 兼论相关问题》，他也是目前
唯一拿到这笔奖金的人。
  经过多年考证，蒋玉斌得出结论：甲骨文、金
文中用在某些方国名字前的“屯”字，应该释读为
蠢动的“蠢”字。例如，“屯夷方”应解读为“动
乱的夷方”。
  甲骨文的考释有时需要大开脑洞、旋转方向来
得到答案。据学者统计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
4000余个，取得共识的破译字约占三分之一。“容
易的已经被破译了，没能破译的都是‘硬骨头’，
大多既复杂，又不成文。”蒋玉斌说。
  考释甲骨文字难在已知信息太有限，难以架起
从已知到未知的桥梁，更难的是要坐冷板凳、下大
功夫。目前，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开设古文字学相关
本科专业，后备人才队伍逐渐丰实，蒋玉斌希望在
考释甲骨文字的艰苦道路上有更多年轻的身影加入
一起前行。

影视创作不仅“下饭”

还要“营养”
  据光明日报，“电子榨菜”成了网络热词。该
词顾名思义，是在用餐场景下观看，像榨菜一样被
赋予“下饭”功能的视频。
  随着视频观看渠道越来越多，人们对视频的观
看诉求出现了碎片化、即时性等新特点。所以，
“电子榨菜”这种能刺激食欲、获得心理慰藉、实
现娱乐放松的影视作品概念应运而生。
  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电子榨菜”？这个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主要看用户的喜好和选择。梳理被
很多人称为“电子榨菜”的内容，我们发现，它糅
合了影视剧、纪录片、短视频等多种形态，具有生
活化、节奏慢、不费脑，让人轻松愉悦，缺乏戏剧
冲突，信息增量有限等特点。
  归根结底，“电子榨菜”只是小菜，能下饭，
且仅能下饭。这些作品没法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思想启迪或情感体验。作为片方在场景化营销过程
中使用的标签，本无可厚非，一旦将这个概念从标
签上升到文化现象乃至创作趋势，则必须引起业界
的关注和警惕。若任由这种“走捷径”的创作方式
发展下去，此类简单迎合的作品越来越多，“电子
榨菜”将沦为供人消费、为人牟利的快餐式商品。
而一旦“榨菜化”创作成为影视餐桌的“主菜”，
观众对艺术创新、精神引领的追求也将停滞不前。
在低级趣味与低俗之作的恶性循环之间，最终使文
艺创作患上“失语症”。

摆脱对于阅读的“误读”

  据文汇报，近日，一则《水浒传》被举报的消
息在互联网上引起关注。该举报意见认为，《水浒
传》中带有滥杀无辜和丑化女性的内容，作者“三
观不正”，作品是“毒小说”，不适合提供给学生
阅读。
  《水浒传》这样的书是否“诲淫诲盗”，其背
后是一个阅读观的问题。“诲淫诲盗”这个词中，
“诲”意为教导，这揭示了一种观念，即将阅读当
成一个受到书中内容教育的过程。阅读确实具有使
人受到教育的功能，但是这种教育过程，并不是机
械的必然关系。须知阅读并不是罪恶的源头，恶行
源自人性本身。
  其实，《水浒传》中这些道德上不完美的人物
的故事，阅读它，反而有助于人的心智成长。亚里
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净化”理论认为，悲剧可以唤
起人们怜悯、恐惧等情感，被唤起的情感得以净
化，让人们对于美德产生新的体验。批判性地看待
书本。这恰恰是时至今日青少年继续读《水浒传》
的意义之一。
  阅读并不“可怕”，同时阅读也不应该被神
化。摆脱对于阅读的某种“误读”，认清阅读在阅
读者身上起到的教育功效有限，相比教育，阅读对
于身心健康的作用不仅十分可观，还更加立竿
见影。

“孔乙己文学”上热搜

网友直呼“扎心了”
  据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近日，“孔乙己
文学”火了。孔乙己，是什么人？鲁迅写：“孔乙
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长衫”
表示什么？孔乙己是个读书人，不是干粗活的“短
衣帮”。“站着喝酒”又表示什么？孔乙己虽是读
书人，不用凭劳力吃饭，但生活过得比较困窘。鲁
迅着笔时，意在刻画一个潦倒而迂腐的知识分子，
却恰好也击中了百年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的
痛处。
  无法放弃读书人的体面，常眼高手低；向往诗
与远方，却身陷夹层；对现状不满，却也没有孤注
一掷的勇气。这不就是现代人最普遍的群体困境
吗？网友说，上学时光觉得孔乙己可笑，没想到如
今“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竟是我自己。”
  互联网时代，似乎每过一段时间，总能看到鲁
迅的某个“金句”登上热搜，引得网友直呼“扎心
了”“又真相了”。鲁迅对人性、对人生处境的理
解，不仅毫不过时，甚至超越了时代，成为“人间
清醒”的代表。

  （□记者 张依盟 实习生 杨姝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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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6 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联
合主办的“三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高端论坛暨《三礼学通史》专家评
鉴会”以线上方式举行，来自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等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

者参加论坛。
  《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儒家典籍
通常被称作“三礼”，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主
要载体，可相关通代学术史的研究，却一直处
于空白状态。丁鼎教授、邓声国教授、郭善兵
副教授、张帅副教授、潘斌教授、林素英教授
和夏微副教授、马金亮讲师“十年磨一剑”，
合作完成了《三礼学通史》，并由人民出版社
于2020年12月出版。此前，《三礼学通史》研
究课题于2009年由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批准立
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在本次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三礼学通
史》的出版，对我国礼的起源、礼制的形成和
重要地位，以及传统礼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礼的起源和形成

  礼，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
要标志，中国被称作礼仪之邦。《周礼》
《仪礼》《礼记》三部儒家典籍奠定了传
统礼制文化的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生
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言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
美，谓之华。”说明礼仪是华夏民族得名
的来源，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象征。但
关于中国“礼”的起源，国内学界尚存争
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礼”最
初是原始社会祭祀神灵、祈求幸福的一种
宗教仪式。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认
同礼制起源于祭祀的观点。他表示，礼制
和祭牲关系十分密切，且有鲜明的区域性
特征。商和周是分别发源于两个不同地区
的势力集团，商人起源于东方，是东夷族
的一支；周人则起源于西方，一度与游牧
民族势力相互交融。甲骨文卜辞所记商代
祭祀用牲，以牛、羊、犬为主，其数量动
辄三十、五十、三百、五百，有时甚至多
达一千，饮料祭品“鬯”（郁金草和黑黍
酿的香酒）的数量多至百卣（酒器），这
些祭牲中的“仪器”和各种“仪式”，反
映出商代赋予祭祀重要的社会职能。
  《周礼》一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传
统礼制文化开始规范化。《周礼》在汉代
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
书》。史传周公旦“制礼作乐”，制定和
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
章制度，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规定周天
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
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
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诸如此类
的“礼乐制度”都在《周礼》一书中得到
较全面的体现。但关于《周礼》的作者和
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迄今仍无定
论。不过，综合比较各家之说，现代学术
界普遍认可《周礼》为“东周-春秋人所
作”说。该书作者可能借鉴了周公当年制
礼作乐时所制定的一些典章制度，参以自
己的设想，根据东周初期的社会实际，编
制出这样一部体例严整、结构完备的有关
职官制度的专著。《周礼》虽非周公所
作，但保存了许多西周制度，信而有征。
  《仪礼》一般认为是孔子采辑周鲁各
国即将失传的礼仪加以整理而成。春秋时
期的孔子是周公礼制文化的继承发扬者，
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仪礼》
今存十七篇：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
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
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
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
馈食礼、有司，后世历代礼典的
制定大都以《仪
礼 》 为 重 要
依据。
  《礼记》

是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礼仪著作加以
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分属于制度、通
论、明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
记、吉事等，其中《大学》《中庸》《礼
运》等篇记载了非常丰富、系统、深邃的
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东汉末年，著名学
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从此盛行不
衰。这样，汉代立《诗经》《尚书》《周
易》《礼记》《春秋》于学官，为五经；
唐代加《周礼》《仪礼》，并将《春秋》
分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
秋谷梁传》，为九经；至开成年间刻石国
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
十二经；南宋复增《孟子》，形成十
三经。
  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认为，《三礼学
通史》这个“通”字意味深长，传统文化
的礼仪制度正是历朝历代上下贯通，以
《周礼》初步规范，最终在宋代定型，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礼仪制度，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礼由“内心”态度决定

  在儒家思想中，“礼”是指规范制约
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
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
  “礼”与“仁”是儒家思想学说中的
两个核心价值观念。关于这两个范畴的关
系，现代学术界还有不同见解。在本届论
坛上，专家对“礼”的重要性有深化
认识。
  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认为，礼涉及形
上形下、政治、军事、人事等各个方面，
从人伦生活到具体的行动，都离不开礼。
和“仁”一样，礼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核
心。这 是 因 为 ， “ 仁 ” 的 外 现 就 是
“礼”，一个人的“仁”最终是通过
“礼”来呈现的；“仁”藏于心，但人们
眼中能看到的就是“礼”，“礼”和
“仁”是一体的，是中国人终极关怀最完
整的体现。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对一个人采用什么样
的“外礼”，是由“内心”的态度决定
的。《论语•阳货篇》载：阳货想让孔子
来拜见自己，孔子却不见他，他就馈赠给
孔子一只蒸豚。孔子重视礼节，认为“来
而不往非礼也”，就选择阳货出门在外的
时候才去他家拜谢，这样就可以说：我去
看你了，但正逢你外出。但不巧两人在路
上相遇了。阳货是鲁国权臣季平子的宠
臣，在孔子17岁时，就已经做到了季平子
的大管家。阳货有才无德，“道不同，不
相为谋”，孔子宁愿远离故乡风餐露宿，

也不愿违背原则与阳货这种小人同流合
污，但阳货给孔子一只蒸豚，孔子不好不
回礼。这样的“外礼”正是因为“内心”
的态度在起作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
研究所）彭林教授认为：总体来看，
“礼”和“仁”的关系是辩证的。“礼”
是形式，“仁”是内容，二者是对立统一
的关系。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势。对中
国文化要有客观公正的理解，对“三礼”
的了解是必须的。“三礼”对规范引领中
国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其中《周礼》的
官政文化对中国官制有指导作用，《仪
礼》的冠婚丧祭成为中国人基本的生活形
态，《礼记》展现了中国人的理想世界。

“礼”是变迁的

  礼制文化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社会
在变，礼仪制度也需要变。前段时间，记
者参加了一场婚礼，深有感触。现在城市
里青年男女结婚，新郎穿一身深色西服，
新娘则是穿白色婚纱，从装束上说，这是
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但是新郎和新娘向
父母行礼又具有传统的中国婚礼特征，整
个婚礼程序是“中西合璧”。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杨志刚教授认为：
历史地看，近代以来有面临“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之说，如今则讲“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一个“变”字，说明了
“转变”的重要性，这是我们文化工作的
出发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礼制文化的与时
俱进。《三礼学通史》既是传承，也是开
创，礼要具有时代特征，礼学要回应
“变”。变就是文明的转型，要从传统文
明的核心入手，加强文明研究和礼学研
究，在文明转型中，构建新的礼文化，使
其成为新文明的组成部分。比如，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和谐、平等、
法治、敬业、诚信、友善”最终都通过外
在的“礼”展现出来，这是富有时代气息
的礼仪文化。
  湖州师范学院李学功教授认为：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礼”的变革
是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构建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体系，学
科体系是其中的关键体系。周公为国以
礼，我们今天需要考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礼学学科，从礼学发展中理解中国道路，
从体制运行的层面诠释制度自信，从学理
层面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价值，从文
化视角认识文化自信，从历史流变中坚定
历史自信，这是一项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