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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子瑜 田可新

  电影《长安三万里》正在热映中。该片以
盛唐为背景，讲述安史之乱后，整个长安因战
争而陷入混乱，身处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自己
与李白过往的故事。
  整部影片荡气回肠，一个风流潇洒、才华
横溢、爽朗大方、乐于交友的李太白的形象立
体而丰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很多人观影后直
呼，被李白彻底“圈粉”。
  事实上，这位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自带全天候“吸粉”体质。先不论后世有多少
拥趸，与他同时期的大咖级“迷弟”就有
众多。
  杜甫从认识李白起，便一直是李白的“迷
弟”。在他眼中，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

鬼神”。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杜甫在洛阳与
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这是两人第一
次见面，两位天才诗人惺惺相惜，一见如故，
相约在未来同游梁、宋，访道求仙。那年秋
天，两人如约来到梁宋一带，遇到了诗人高
适。胸怀大志的三人共同畅游山水，高谈理
想，吟诗赋词。
  李白和杜甫虽只见过三次面，但杜甫对李
白一直念念不忘，曾先后写下《春日忆李白》
《冬日有怀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等十几首诗篇，表达对
李白的思念和仰慕之情。
  李白还有一位以豪情万丈名扬四海的“小
迷弟”——— 汪伦。汪伦字文焕，唐开元年间任
泾县县令，卸任后居泾县桃花潭畔。汪伦性格
豪爽，喜欢结交名士。
  天宝年间，李白正在安徽宣城游玩，旅
居在南陵叔父家中。汪伦素来仰慕李白，便
写了一封信给李白，邀请他到家中做客。信
中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

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好饮
酒又好美景，收到邀请后欣然前往安徽泾
川，却未见信中的盛景。此时，汪伦搬出桃
花潭水酿成的美酒，笑着对李白说：“桃花
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无十里桃花。万家
者，开酒店的主人姓万，并非有万家酒
店。”李白听后不仅并未觉得被愚弄，反而
被汪伦的热情相邀所感动，在汪伦处连住数
日，共同游乐。
  到了李白要离开的日子，汪伦准备好名马
八匹、官锦十段相送，并和附近的村民一起唱
着《踏歌》为李白送行。见此情景，李白感慨
万千，写下了《赠汪伦》一诗：“李白乘舟将
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
及汪伦送我情。”在中国文学史上，这首诗是
赠别诗的典范，汪伦和李白的情谊也因此诗流
传千古。
  “迷弟”众多的李白，也有自己的偶像，
那就是孟浩然。李白对孟浩然的崇敬和赞美通
过《赠孟浩然》一诗便可感受一二：“吾爱孟
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

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
  与孟浩然初识的李白，诗名尚小，年轻快
意，对世界充满热情。李白热爱自然，诗名满
天下的孟浩然给李白的印象是醉情山水，归隐
山林，自得其乐。李白专程前往鹿门山拜谒孟
浩然，性情相投的两个人相约来到江夏游历。
旅程结束后，孟浩然准备前往广陵，与李白在
黄鹤楼相别。目送挚友离开的李白写下《黄鹤
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体现二人深厚友谊
的千古名诗，其中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也使
扬州成为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的向往之城，
直至今日，三月的扬州仍是千万游客的憧憬
之地。
  孟浩然对李白有着巨大的影响。孟浩然不
愿依附权贵，李白也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
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孟浩然喜好饮酒，李
白也感叹“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
月”；孟浩然在诗中表达任侠精神，李白也吟
道“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孟浩然擅长
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也是李白的拿手之处。

《心动的信号》第六季

登顶网综热度指数榜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7月30
日，腾讯视频出品的恋爱社交推理真人秀《心动的
信号》第六季位列网综热度指数榜榜首。
  本季节目以“勇敢、主动、选择”为关键词，
从正青春人群的生活与恋爱出发，展现都市的、有
向往感的、与年轻人真实的恋爱生活共振的爱情故
事，释放真实、真诚、勇敢的治愈能量。节目通过
展现素人嘉宾间的相处状态，在更高程度上还原真
实社交环境，聚焦素人群像，并通过深入观察年轻
群体的恋爱状态与追爱过程，感知年轻群体的恋爱
心理与恋爱观。
  节目覆盖学生、职场人等多种身份状态，直面
当下年轻人遇到的情感、生活问题，从现实角度出
发，探讨多元恋爱观与深度社会话题，传递年轻群
体的真实声音。言承旭、杨丞琳、杜海涛、孟子
义、何超莲等艺人嘉宾作为“心动丘比特”，助力
素人嘉宾勇敢追爱，见证素人嘉宾间的心动故事。
  与往季不同的是，节目新增了“心动ABM”
机与爆灯装置，缩短了素人嘉宾间的距离，展现更
完整的心动过程，体现更真诚的恋爱故事。本季节
目支持嘉宾们主动选择，勇敢示爱、勇敢追爱，勇
敢表达“心动的信号”。同时，节目设置多次“选
择”的机会，素人嘉宾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决定
自己爱情的走向与进度。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领跑电影票房
  据灯塔专业版电影票房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
7月31日，由乌尔善执导，费翔、李雪健、黄渤、
娜然、夏雨、袁泉、杨玏、陈坤等出演的奇幻古装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以27%的排片占比
和33.2%的票房占比位列榜首。
  该片讲述商王殷寿与狐妖妲己勾结，暴虐无
道，引发天谴。昆仑仙人姜子牙携“封神榜”下
山，寻找天下共主，以救苍生。西伯侯之子姬发逐
渐发现殷寿的本来面目，反出朝歌。
  “封神”，一直是中国电影人最钟爱的IP之
一。在故事叙述层面《封神三部曲》将历史与神话
融合，以姬昌父子与殷寿父子两条情感线路为主
线，勾勒出王朝更迭的宏大画卷；在视觉呈现层
面，《封神三部曲》用精致的服化道和特效呈现出
独属于中国的影视美学，为观众呈现出中国神话史
诗的视觉盛宴。从电影呈现角度看，《封神第一
部》交出了上乘的成绩单；从行业意义看，它又是
中式美学与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一次融合、碰撞。这
样的作品，十年一剑的“封神”，其实是中国文化
与中国制造的双向奔赴。

《海边探戈》

问鼎巅峰榜飙升榜
  据QQ音乐巅峰榜每日数据统计，截至7月30
日，由王鹤棣、王齐铭、VPS演唱的歌曲《海边探
戈》位列巅峰榜飙升榜榜首。该歌曲由王齐铭、朴
鲨填词，王鹤棣、王齐铭、朴鲨谱曲，讲述了一对
恋人在海边跳探戈，享受爱情的甜蜜和激情的故
事。歌曲旋律轻快优雅，生活化、口语化的歌词虽
然简单却又充满了“小确幸”的情调，说唱部分加
入川渝方言，“只有你能让我认输我说儿豁，在你
的面前我可以是个耙耳朵”，也让这首歌极具生活
气息，令人不禁随着律动摇摆。
  位列榜单第二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电视剧同名
主题曲《长相思》，该歌曲由资深音乐人陈曦作
词，董冬冬担任制作人，并由两人联合作曲。“破
命运的谜语看世间的流离”，剧中，小夭历经百年
的颠沛流离之苦，磨出了一颗淡然之心，她仿佛置
身于世外，守着心中所爱。郁可唯温柔有力的声音
如海浪一般环绕你我，一浪裹挟着一浪，听者也被
卷进了小夭那弥漫的长相思中。“那些绵绵无绝
期、那些相思无尽处”，随着旋律扬起的铿锵的气
场，就像小夭从没被痛苦打倒，反而在破碎中发
芽，从坚韧的蒲草变成了参天的巨木。
  位列榜单第三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电视剧《我
的人间烟火》主题曲《想你时风起》。

话剧《庭前》

位列热销榜榜首
  7月30日，大麦演出榜发布实时数据，话剧
《庭前》登顶话剧音乐剧热销榜。该话剧以律师夫
妇郎世飖、尤胜男为主角，通过其一生中经历的数
桩重要案件串起夫妻二人的情感与家庭变故，既见
证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法律体系如何在惊心动魄中
一步步筑成，也婉转幽怨地书写了一对爱侣的相
恋、守护、对垒与分崩。从清末民初的草台衙门，
到英美租界的会审公廨，再到北洋政府、蒋政府辖
下的司法界，法庭既是剧中人物所生活的那个新旧
并存、华洋杂处的社会的缩影，也是故事的风暴
眼，围绕着它生出多少暗流与疾风，博弈和较量。
  该话剧的主创团队深掘案宗，呈现了1914年至
1944年三十年间的十余桩案件：《青年日报》编辑
部案、布朗诉王生案、墁州庆县案、两江女校案、
十君子案等，旧卷堆积成雪，人与法皆在战场上搏
斗和蜕变。耳听庭辩交锋，目视刀光剑影，《庭
前》以独立鲜明的故事，引观众穿越时代的烽烟，
见证司法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探寻命运的深微与
人心的幽玄。
  位列榜单第二的是由喻荣军编剧、王晓鹰执导
的新制作话剧《基督山伯爵》。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若瑾 整理）

数数李白的“迷弟”

  日前，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的第三十一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
会上，各出版单位推出的重要内容
板块之一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类图书。
  到各个展区转一转，会有一个
很明显的感觉，这个内容板块的图
书往往与各地的地域文化密切相
关，特色鲜明。
  在辽宁展区，与传统文化和地
域文化相关的《清朝前史》《八旗
文献集成》等图书都非常引人注
目。辽海出版社还带来了新出版的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上、
下两卷本）进行重点推介。
  在书博会现场，辽海出版社社
长、总编辑柳青松介绍，《中华传
统文化传承史纲》自 2018 年策划
立项，其间多次研讨，经历了结构
调整、内容修改以及装帧设计数次
更易的过程。“学术界认为，这本
书具有广阔的全球史观，强调中华
文化的连续性、创造性，强调中华
文化的传承，致力于发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
的轨迹，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
  这本新书让我很感兴趣。在我
的印象中，此前还没有专门从“传
承”这个角度观察和研究传统文化
发展的史学著作。正巧，该书的作
者武斌也来到书博会。这也让我们
有机会进一步探寻他所理解的中华
传统文化“传承”的含义。他所叙
述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里
面，到底蕴含着一种怎样的内在逻
辑，或者体现为一种什么样的运行
机制？
  武斌曾担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
长等职务，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
数十种。近年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
《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
量 — —— 中 华 文 明 的 世 界 影 响
力》等。
  谈到自己的新著《中华传统文
化传承史纲》，武斌说，这本书是
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了“中
华传统文化何以源远流长，生生不
息”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何以生生
不息？
  他认为，这首先在于中华传统
文化自身的强大生命力。武斌说：
“这种生命力源于它本身的文化生
命基因，源于这种文化基因与所处
的社会生活相契合。”
  我们身上都流淌着这种基因，
所以理解起这一点来比较容易。在
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发展起来比较
成熟的农业文明，直到 19 世纪中
叶以前，农业是中国人基本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也就是农业
文明的基因。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

方面，比如民间礼俗、价值取向、
文化理想，甚至高度发达的艺术形
式、技术发明，都是与农业文明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契合的。所
以，它获得了茁壮成长的沃土，获
得了充分发展的广阔空间。
  武斌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强
大生命力，还在于它的体量庞大，
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是
一个巨大的“文化体”。他引用许
倬云在《说中国——— 一个不断变化
的复杂共同体》中“因能容纳，而
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这
句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
机制是怎样的？
  武斌认为，作为一种文化体
系，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具有持续传
承的自觉性，具有完备的传承机
制，“《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
着重论述了这些传承机制。”
  他说，比如教育，新石器时代
就有了最初的教育形式，从商周时
代开始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官办教
育制度和机构。之后历代都十分重
视教育事业，并且逐渐完善，最终
形成了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
教育体系和以私学、书院为主的民
间教育体系。
  “所谓文化传承，就是把先前
的文化成果一代代传播下去，而教
育体系就是这样的制度保障。”武
斌表示，“不仅如此，在教育的内
容上，也是一以贯之，即从汉代开
始，就把‘四书’‘五经’作为基
本的教育内容，只不过根据时代的
变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能够
经历两千多年而代代相传的原
因。”
  生生不息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怎
样创新前行的？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
书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描述。
创新，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有一脉相
承的一面，也有不断推陈出新的
另一面。可以说，正是因为强大
的创新能力，才使得中华传统文
化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创
新，不仅表现在对原有文化成果
的继承、超越和发展，还表现在
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这也
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
点，即它的开放性。
  武斌表示，在与外来文化的接
触中，在某些情况下，中华传统文
化也受到一定的冲击，有的时候，
这种冲击是很强烈的。近代以前，
有两次十分严峻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和挑战。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来自边疆的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造
成了很大的摧残和破坏。另一次是
宋末蒙古人南下，对中原汉族文化

又是一次大的破坏。但是，在这两
次大的冲击面前，中华传统文化都
经受住了考验，并且很快就得到恢
复，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
“举例来说，这些异族建立的政
权，在局势稳定之后，都很快恢
复了传统的教育体制，并且仍然
以儒学为主要的教育内容。这样
的教育活动不仅是面对汉族人
士，而且也面对他们本族的子
弟。这就使得儒学教育乃至儒家
思想文化能够持续地传承下去，
而未曾中断。”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
书很值得赞赏之处在于，开宗明义
就对“传统”与“传统文化”进行
了详细论述和阐释。作者的这些基
本观点是否准确、全面，从学术角
度当然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对这
些概念的厘清，使全书做到纲举目
张，执本末从。
  武斌表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
能够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原因，
有一些前辈学者，比如钱穆先生等
人，都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
的客观因素上作过比较充分的分
析。除了外部客观因素外，还应该
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内部的、主观
的因素。他说：“也就是说，中华
传统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中，一直存在着注重其传承的自觉
意识，也具有完善的文化传承机
制。这些机制是有效的和成功
的。”而这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史纲》所详细讨论的。
  在武斌看来，传统不是在“过
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
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
物，而是从“过去”流向“现在”
并将流向“未来”的一个过程，一
条文化生命之流。它是动态的、发
展的、可变的，它是向“现在”和
“未来”开放着的。当前建构现代
中华文化的任务，就是要开拓出
“传统”的现代走向，在“过去”
和“现在”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
承续。
  他还特别提示，要注意到中华
传统文化中“大传统”和“小传
统”的同构性特点，在作为“大传
统”的儒家文化塑造着我们民族
文化精神的同时，作为“小传
统”的民俗文化也同样发挥着传
承文化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的
传承，不仅在教育层面和传统文
化层面，而且也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体现在日常的风俗、礼
俗之中。它们和主流文化精神一
起，构筑了我们的生活环境、生
活空间，一道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
的精神和生命力。
  在书博会上，停下来翻一翻这
些书，恍然如同走过一场“寻根”
的文化之旅。其实，无论有没有意
识到，你同时也正行进在那条流向
“未来”的文化之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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