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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视觉化成为

网络文学的一种趋势
  据文汇报，随着网络文学各种IP爆款的影视改
编，网络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影视剧最主要的故事来
源。影视转化给作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扩大了
作品的影响力，许多网文作者直言不讳，从创作的
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影视化的意图。能否影视化逐渐
成为很多网文作者衡量自己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
准，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在文本创作中出现了迎合影
视改编的视觉化特征。
  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创作的视觉化倾向？或许还
是要回到语言文字和图像视觉自身的差别来看。语
言文字创造的作品其意义和内蕴是丰富复杂的，是
具有不确定性的，而图像视觉是具象的确定的。大
量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没有掌握影视的叙事
语法，停留在一种粗浅的视觉转化，将很多只有深
入阅读才能产生的感悟，直接借由人物对话表达出
来，省去观众的一个感受体悟的过程，简化了人的
思维过程。
  网络文学也好，传统文学也好，归根到底都是
语言文字组成的文学作品，而影视是视听艺术。文
学与影视拥有两种不同的叙事语法。真正成功的影
视改编从来都不是因为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视觉化特
征，而是本身的故事情节和情感力量的有效转化。

仿古古镇岂能“一眼假”

  据中国青年报，近年来，为了发展旅游业，一
些历史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城市，都在打造历史古
镇。但是，有些古镇纯属仿古的现代城镇，不仅没
能保留原来的历史文化风貌，也不具备现代商业街
区的市场吸引力，最后落了个不上不下的尴尬
境地。
  打造古镇的文旅名片，必须依托传统的历史文
化要素，要在保留古代精华的基础上，盘活资源，
而不是为了仿古而建造古镇，更不能以开发旅游的
名义破坏古代建筑。而对于那些早就被破坏殆尽的
古镇，只留下一些残存的房屋，甚至只存在于居民
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对此，人们并非不能重新建设
古镇，而是要“修旧如旧”。
  具体来说，就是严格按照相应的历史记载来修
建，修缮和建造之后的样子，必须符合古镇对应的
历史时代。这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游
客的尊重，更是发展本地文旅事业的必要之举。随
着喜欢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国人越来越多，人们的古
镇知识也愈加丰富，对古镇开发和建设的专业水
准，自然也就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自身形象和满
足游客需要，希望“一眼假”的仿古古镇能越来
越少。

旅游市场下沉

配套服务要跟上
  据北京青年报，五一假期将至，各个渠道传出
的数据都显示，旅游市场下沉趋势明显，县域旅游
日渐火爆。以前说到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著
名的景区景点，包括名山大川、人文古迹等等。但
是对于现在的游客，尤其是年轻游客来说，他们既
向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向往那些以宁静、休闲、
舒适等等为标签的小县城、小乡镇。这些县城、乡
镇或许没有多么知名的景区景点，但是游客前来的
目的，本来也不是为了逛景区、看景点，更多的还
是为了体验一种舒适、恬淡的休假生活。
  旅游市场的下沉，对于县城、乡镇来说，当然
是发展旅游经济、创造旅游收入的大好契机。尤其
是考虑到旅游业对其他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
所以用网友的话说，任何地方，都不应该错过这
“泼天的富贵”。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面对旅游市
场的这种变化，从县城到乡镇，从地方政府到旅游
行业，再到相关的其他行业，都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尤其是要切身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服务接
待能力，才能真正接住这“泼天的富贵”。
  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及时出台相关的
政策和配套措施，同时也需要整个旅游行业以及与
旅游相关的行业，在紧紧抓住市场商机的同时，切
实转变经营和服务理念，提升旅游服务意识和服务
水平，从而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也提升游客的
旅游体验。

电影质感融入电视剧

渐成风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漫长的季节》《繁花》
《南来北往》《追风者》等电视剧、网剧，在观众
对它们的褒扬中，常常有“颇具电影质感”的赞
誉。剧集的电影质感，通常指作品在视听语言和叙
事手法上呈现出与优秀电影比肩的审美格调，具有
高品质电影的艺术价值。
  这种质感不仅体现在精致细腻的画面构图、富
有层次感的光影运用以及精心打磨的配乐音效，更
体现在其通过巧妙的故事编排和典型人物的塑造，
使剧集在整体叙事上达到电影的水准。观众在观赏
剧集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犹如置身影院的强烈视
觉冲击力，也能沉浸在如同电影营造的丰富饱满的
情感世界中。
  强调电影质感，并不是说电影一定比电视剧高
级。笔者以为，电影和电视剧就像短跑与长跑，它
们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各自的赛道和各自侧重的技
术要领。剧集的电影质感要基于创作过程中全流
程、全要素的共同努力，要以工匠精神打磨作品，
用高品质的视听语言打造具有东方审美意蕴、中国
审美气派和新时代审美风范的精品力作。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 周学泽

  日前刷视频，看到作家老舍的大女儿舒济
接受采访，谈济南和老舍以及自己的缘分：在
济南的日子是父亲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生活，
在济南成就了他两个“家”，一个是文学家，
一个是结婚成家，生下了我。
  老舍对济南感情很深，作品《济南的冬
天》选入中学课本，舒济生于济南，因此被老
舍起名舒济。只是舒济在访谈中，谈到“济
南”时，发音都是“jì nán”，“济”发
作“jì”，而且一连三次如此。
  济，是一个多音字，有时读jǐ，有时读
jì，济南的正确读音是什么？其实，这个问
题，在我初入大学时遇到过，因此印象深刻。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上海求学，语言学老师阮
恒辉教授看到我们几个山东学生，就说：你们
山东省会济南的“济”和上海同济大学的
“济”，不是一个读音，“济南”读作

“ jǐ  ná n ”，“同济”读作“tó n g
jì”。
  但从字音流变来讲，“济”字在何时有了
“jǐ”和“jì”两种读音，很难说清。自古
到今的语音流变，是语言学研究中的难点，因
为古代人的语言没有录音传下来。据现有史料
记载，汉语里“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和命名
是从南北朝才开始的，南齐沈约著有《四声
谱》，因此曾有学者认为先秦汉语里没有声
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汉语里的四
声分辨是在这个时期被沈约等人发现，但绝不
是说古代汉语不存在声调，因为任何一种语言
的基本要素与特点都不是突然产生的，更不可
能是个别人创造出来的。声、韵、调是汉语语
音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
的，根据古代一些文献、诗文分析，上古汉语
应该很早就存在声调的区别。
  “济”字在现代汉语中有“jǐ”和
“jì”两种读音，与区分语义有关。“济”
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现有两种读音——— 济
jì：1.渡，过河：同舟共～。2.对困苦的人加
以帮助：～世。救～。赈～。周～。接～。济
jǐ：〔～水〕古水名，源于今中国河南省，
流经山东省入渤海。以不同的语音区分不同语

义，是现代汉语规则上的“聪明”。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中
“济”字的“渡，过河”和“对困苦的人加以
帮助”两个义项，是延伸意义，本义来自
“济，jǐ水”。
  山东省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家组成
员、济宁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姜传岗教授长期研
究古济水，他说：在古代，黄河多次泛滥，利
弊同在，济水则是一条纯粹的“利河”，对山
东古代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济”字的所有义项都源自济水。“济
南”的名称也源自“济水”。黄河现在和济南
很近，从黄河南岸到济南千佛山，只有10多公
里。但170多年前，黄河主干道离济南大约200
公里，济南门口的那条河，叫作济州水道。
  小清河河道曾属于古济水。作家柏杨在历
史学著作《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姒文命
（大禹）治理的黄河等九条河流中，八条河流
直到二十世纪仍然存在，只有济水在若干年后
被黄河并吞，成为黄河的下游，只剩下一个尾
巴，改称小清河，还微留痕迹。”
  据姜传岗考证，作为古九州之一的兖
州，得名于济水。兖州之名源于“兖水”，
兖水即是“沇水”，亦是济水。《禹贡》

言：“导沇水，东流为济。”又言：“济、
河惟兖州”，是说济水、黄河之间的广大地
区属于兖州。兖州初址在今河南省濮阳地
区，后来沿济水多次往东搬迁，最后定于山
东省的现址。
  古济水是齐鲁文化的“母源”之一。周朝
时期的“齐国”、今天的“齐河县”之“齐”
字，得名于济水。《春秋说题辞》曰：“济，
齐也”。《风俗通》曰：“济者，齐也，齐其
度量也。”因此，“齐鲁文化”中，流淌着古
济水的基因，济水可谓齐鲁大地的母亲河
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下“济”字读音
的总结，凡是和“济水”直接相关的词，
“济”都读“jǐ”；凡是和“济水”引申义
有关的，一般读“jì”；但表示众多、整齐
时比较特别，像“济济一堂”“济济多士”
“人才济济”，还是读“jǐ”，也许是比较
接近本来的意思吧。
  今天的济南是山东省省会，被定位为“黄
河流域中心城市”，但其命名是因为位于古济
水之南，古济水是济南得名的源头，其发音是
“jǐ nán”而不是“jì nán”，也是语
音长期流变之后的“定型”。

济南，读jǐ nán，还是jì n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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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山东巡抚阎敬铭黜奢崇俭。在他看来，“必廉乃能勤，必俭乃能廉。吾以此相士，百不失
一”。一次，山东学政刚上任，阎敬铭设家宴招待，所设皆为粗劣的饭菜，中间一碟为干烧饼。阎敬铭
拿起饼来，掰开就吃。那位新学政却咽不下去，“终席不下一箸”。在阎敬铭的再三邀请下，学政勉强
吃下半碗白饭。事后，学政评价这顿饭：“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像阎敬铭这样的清官，古时齐鲁大地数不胜数。近日，由山东省纪委监委宣传部、山东省方志馆编
著，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地方志中的清官廉吏》一书，以时间为序，聚焦儒家道统文化，深挖
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依托山东省方志馆馆藏旧志资源，研究整理55位山东籍和曾在山
东为官的古代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试图厘清齐鲁廉洁文化的主脉。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元代画家任仁发有《二马图》，画一
瘦一肥两匹马，分别代表勤政廉明的清官
和欲望无度的贪官，耐人寻味的是，其中
瘦马缰绳套在马颈上，意为自我约束，
“瘠一身而肥一国”；而肥马的缰绳是松
开的，意为脱缰，“肥一己而瘠万民”。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千百年来，人
们对“清官”“廉吏”的期待，高过对
“能吏”“干员”的诉求。当然，德才兼
备的官员是百姓的更高期待。早在《周
礼》中就提出考查官吏的“六廉”：廉
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作
为官员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行为规范和
整饬吏治的参考标准，“廉”始终摆在评
价标准的首位。
　　清官、廉吏大体同义，其要旨在一个
“廉”字。“廉”原指物体露出棱角，朱
熹注《论语》时说：“廉，谓棱角峭
厉。”以之比喻人性格方正刚直。当然，
“廉”还作收敛解，引申为逊让、节俭，
进而引申为不苟取、不贪求，所谓“廉士
不妄取”。
　　“廉”也能作“清”解，与“浊”相
对，“廉，清也。”“廉者，清不滥浊
也。”故清、廉并用。古时将有节操、不
苟取之人称作“廉士”；将清廉守正的官
吏称作“廉吏”“清官”。东汉廉吏杨震
上任途经昌邑（今菏泽巨野），昌邑县令
王密深夜“怀金十斤”赠送，杨震质问，
你这样行贿不怕人知？王密说：“暮夜无
人知。”杨震曰：“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愧退。
　　廉为政本的价值取向。“廉者，政之
本也。”山东有丰厚的廉政思想沃土。对
于为官为人，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行
己有耻”“欲而不贪”“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
四》记载了齐景公与晏子关于“廉政”的
对话——— 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
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
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
除，是以长久也。”这是“廉政”一词在
文献上第一次出现。孟子说：“焉有君子
而可以货取乎？”“可以取，可以无取，
取伤廉”。
　　在《礼记》《老子》中，都出现了
“廉而不刿”，其基本意思是廉正宽厚，
在内涵的具体理解上虽有差异，但视
“廉”为君子或圣人的标准则是一致的。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廉洁官吏始终是中
国古代人们心中的楷模，是社会治理领域
正义力量的化身，是社会正气的脊梁，
“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
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

清廉耿介之气不衰

　　山东的廉洁文化与制度建设互为表
里，涌现出一大批清官廉吏。先秦时期，
《诗经》中已有君子、小人、良人、贪人
等以道德标准品评褒贬人物的概念。春秋
后期，形成了针对贵族及卿、大夫、士的
一套从政道德规范，具体包括忠、仁、
正、俭、廉、勤等。西周建立后，齐国
“尊贤尚功”，任人唯贤，崇尚功业，鲁
国崇尚“尊尊而亲亲”，尚礼重义，由此
在鲁地出现了一批知礼守礼，坚持以礼克
己、以礼治国而闻名的士大夫，如臧文
仲、孟献子、叔孙豹、季文子、柳下
惠等。
　　两汉时期，源于鲁地的儒家思想在政
治上获得“独尊”地位，儒家经学成为选
官的主要标准。笃行儒家思想的齐鲁士人
对自己有极高的道德要求，如“四知”
“悬鱼”“钟离委珠”“一钱太守”“强
项令”“天下楷模”“遗子孙以清白”
等，成为中国廉政文化中被反复吟咏的著
名典故。历经1800 余年，今仍存世之《袁
安碑》和《张迁碑》可视作世人对清官廉
吏的至高褒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加强对山东地区
的控制，各个政权不断派出重臣、能臣治
理山东各地，其中不乏有名的清官廉吏。
在中国廉政文化史上留下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堕泪碑”、勇饮贪泉水、遗
子孙以清白等广为流传的掌故。
　　隋朝和唐朝前期，相继出现了“开皇
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被
历代史家称颂的“盛世”局面，这亦离不
开臣僚的勠力同心。宋金元时期，今山东
地区均处于屏障京师的畿辅地带，故受到
各王朝的高度重视，大批重臣、名臣被派
驻此地任职。山东的士人在更新和传承儒
学的过程中，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
积极“入世”的精神投身政治实践，且能
始终保持清廉的政治操守。范仲淹、包
拯、辛弃疾、张养浩等一大批清官廉吏闻
名遐迩。
　　明清大一统时期，行政区划分明，传
承儒道的士人无论是任职朝廷，还是为政
地方，皆能以民为本，勤政务实，获得了
极佳的官声。
　　无论是先秦，还是晚清，这些清官廉
吏或修己慎独，清廉传家；或勤恤民隐，
造福当地；或执法严明，伸张正义；或惩
恶扬善，不惧权贵；或简朴戒贪，公而忘
私。当然，他们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
人其事是宗法专制时代的产物自不待言，
然而，清官廉吏所洋溢的清廉耿介之气、
冰霜铁石之志，又具有超越性，是一种历
时不衰的道德范例。他们秉承的公正廉明
理念，构成了齐鲁廉洁文化的主脉。

摒弃庸官，剔除酷吏

　　从民间流传和历史史料两个维度来考
察清官廉吏形象时，有着巨大差异。以包
拯为例，在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内，根据有
关史料记载，他曾治过水、除过税，秉公
断案，执法严峻。在端州任职期间，开凿
过七口“包公井”，在开封任职期间，指
挥军民抗洪抢险，并力主清除权贵们在黄
河河道上修建的园林，使得河道疏通，解
除了洪水威胁。任京东路转运使时，曾审
时度势，注销部分不合时宜的冶铁户，免
除贫农的冶铁税。这些廉政措施都是密切
贴近百姓生活、解决民生困难的重要举
措，是我国自古以来民本思想的体现。
《宋史》中记载京城流传的民谣说“关节
不到，有阎罗包老”。可见在当时的社会
环境下，包拯体察民情、刚正不阿的人物
形象已深入人心。
　　而在文学戏曲中的包公形象，是另一
个版本。此时，包公名曰“包青天”，凭
一身正气，持御赐铜铡，铡驸马、铡国
丈、铡判官，打龙袍，明断狸猫换太子
案，刚正不阿，惩恶扬善。这样的剧情其
实是完全没有史料根据的，也不可能确有
其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直至今日依然
长盛不衰。从宋元话本、戏文、杂剧到明
清传奇、小说，以至于今天的影视剧以包
拯故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成为一种独具
特色的文化现象。
　　实际上，在宋代的官僚群体中，包拯
的地位和名声并不十分显赫，远不如同时
代的范仲淹、韩琦、文彦博、欧阳修等，
在当时的改革潮流中，他的理论和实践也
远不能与同时代的范仲淹以及后来的王安
石相提并论。包拯却以其体察民情、刚正
不阿的清廉风范为世代传唱。更有甚者，
民国时期我国的京剧研究大家齐如山在泰
安考察戏曲时，还拍到了保存完整的包公
祠的照片，可惜该祠在民国时期毁于战火。
  世代传唱的包公形象，深刻反映了清
官意识的深入人心和社会对廉政形象的呼
唤。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民间的清官意
识和史料中的廉吏风范，互为表里，逐渐
融入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我国传统
廉政文化的精华。
　　还原历史，才能更好地承继发展。为
此，山东省方志馆以山东方志中丰富的人
物史料等为基础，博览其他古籍，塑造了
一批清官廉吏的人物群像，尤其是基于民
本思想的清官廉吏事迹考察，既摒弃了清
官中的庸官，又剔除了清官中的酷吏，着
力凸显民本思想，具体、生动的廉政事迹
对今天犹有教育启示意义。值得一提的
是，《山东地方志中的清官廉吏》一书除
了收录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清官廉吏外，还
收录了一些令名不彰、功名不显的人物，
如费祎祉、龚大良、李毓昌等人，这些人
在正史阙载，仅见于几卷方志。这些清官
廉吏的事迹，看似各自独立，实则暗含了
传统廉政观念的演进，始终聚焦“廉”的
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