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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区域、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发展而
言，文化是最重要的内驱力。文化品位的
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表现在物质生活
层面的习惯认同与遵循，又表现在精神生
活层面的审美价值与追求。系统工程，取
决于物质存在状态与精神赏鉴水平所达到
的程度。而且，物质层面的内容会随着历
史的风尘而剥蚀消散，精神层面的感知却
能够长久延绵，这就是可以跨越时空的文
化记忆。”沈阳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沈阳文
学史》（古代卷）作者之一赵旭这样说。

赵旭说，2011年，《沈阳文学史》（古代
卷）开始撰写时，就遇到过类似尴尬，有人
曾直率地问，“沈阳古代有文学吗？”文学史
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沈阳古代文
学史，不能只写清代满族文学和流人文学
吧？为此，我们首先找准方向。文献不足，
就去埋头梳理、深挖内涵、提炼精髓；同时，
打开思路，放开视野，采取了对“文学”宽泛
的范畴解读，如章太炎所言，“有文字著于
竹帛叫做‘文’。”将有文字记载的文献都纳
入考察视野，然后细细考索，还真的发现不
少涉及沈阳的有价值的新材料。随着新内
容的增加，沈阳古代文学发展轨迹也清晰
起来，底蕴也丰厚起来。所以，提高沈阳城
市文化品位，就要方向正确，方式合理，开
阔视野，以开放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去梳
理挖掘，将沈阳城市文化风貌真实全面地
展示出来。

城市文化倘若不能被更多人欣赏、研
究，也就很难实现“价值外溢”，更谈不上价
值增值。一旦家底探明，风尘拂去，腰杆子
硬了，文化自信心强了，随之就要广泛传
播，活态传承，让更多人了解、认同沈阳文
化，并积极参与到城市文化建设中来。对
此，要将已经探明的文化家底以通俗易懂、
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出去，例如，可以绘声
绘色地告诉人们，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人物，
如唐太宗、宋徽宗都跟沈阳有密切的关系，
让人们知道“原来是这样”；可以开发一些
文创产品，做成地铁卡、钥匙扣，既有实用
性，又有艺术性；还应该鼓励作家、艺术家
们去描写沈阳、歌唱沈阳。当年，一部长篇
小说《关东演义》和一曲《沈阳啊沈阳》，让
沈阳知名度大增，今天，“铁西三剑客”尽管
各自风格不太一样，但通过其叙述让人们
了解当下和过去的沈阳。此外，一支不容
忽视的文化传承力量，是积极培养文化建
设团队，特别是文化志愿者队伍，充分发
挥其积极的社会文化示范效应。可以
说，一方水土的强盛，总是以其文化的兴
盛为支撑。振兴道路上，增强文化自信，
从脚下的大地出发，辽沈人共同去讲好
生动的沈阳故事、辽宁故事、中国故事。
这是根，是魂，是辽沈人难以割舍的乡愁
与乡情。

城市文化并不只是历史的沉淀、文化的
陈酿，站立在辽沈广袤的大地上，每个人都
是传承历史文化的“燃灯者”。赵旭认为，当
代辽沈人的一个重要文化责任，就是深入发
掘辽沈历史文化的内
涵，守护我们的历史文
脉，充分释放“文化+”活
力。这是一种文化传统
的认同、一种文化价值
的寻根，一种基于地域
文化、血脉相承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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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综艺、网络综艺、新媒体衍生综艺等提供
给观众越来越多的选择。虽然我们已经很难给综
艺节目厘清明确的定义、概念或分类标准，但为了
探讨方便，还是要对综艺进行大致的划分：从节目
内容上看，有文化类（《朗读者》）、语言类（《今晚
80 后脱口秀》）、歌舞类（《我是歌手》）等；从参与
方式上看，有真人秀（《向往的生活》）、竞 技 类

（《奔跑吧兄弟》）等；从节目功能上看，有益智类
（《最强大脑》）、娱乐类（《欢乐喜剧人》）……还有
一些没有办法归类的节目，比如《非诚勿扰》《十
二道锋味》等具有语言类、竞技类、经营类兼容特
质的综艺。因为节目类型的多样，综艺节目的参
与嘉宾也不受性别、年龄、才艺的限制，哪里有
生活，哪里就是舞台。放飞自我、展现个性本该
成为综艺节目参与者的目的，但现有的综艺节
目常是为宣传而宣传。

在节目中展现真性情
才能让演员和节目增值

综艺节目不应是导演安排出来的，也不应是
演员表演出来的。综艺节目的参与嘉宾要在节目
中展现真性情，对真性情的深耕才能让演员和节
目增值。作为近年大火的明星真人秀节目，最吸
引观众的莫过于它全方位地以生活本真示人，有
人物、有场景、有情节，是影视与综艺的集结。《妻
子的浪漫旅行》邀请了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明星
夫妻，记录他们的生活现实，将舞台审美拍摄为身
边日常。《向往的生活》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温情待客、完美生态”的生活纪实节目，何炅、黄
磊、刘宪华、彭昱畅、张子枫等人挑担荷锄、归耕
田园，为观众带来一幅幅远离现代喧嚣的古朴生
活画面，颇有《瓦尔登湖》的自然悠远。真人秀使
明星们有了人间烟火气，他们在节目中购物、做
饭、打扫、聊天，卸下光环，仿佛是我们的左邻右
舍。节目力图营造出一种慢综艺、暖综艺的氛围，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平静和安宁。节目的录制、播
出也为拍摄地带来了经济效益，带动了民宿旅游
等相关经济发展。大多数真人秀节目都是成功
的，但也有一些节目仓促上阵，演员的表演常常
有些做作。据说节目中的“梗”都是有剧本的，
演员在编剧、导演规定的人设、规定的情节、规
定的台词中表演“真人秀”，戴着“面具”发声。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一个平
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中年男人，其实是一档大型
真 人秀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事情都是虚假
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都是演员，他所生活的城
市连日出、日落、码头、海岸都是制作公司搭建出
来的场景，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有一
天，楚门发现这一切都是导演和剧组精心设计的
结果，他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
如果一切真人秀都是在规定动作中完成，我们看
到了开头就猜到了拧巴的结尾，在节目中看不到
明天或者意外，艺术的惊喜在哪里，我们生活的
世界又是怎样的？

槽点与亮点
哪个是审美的陌生化

大多数真人秀节目的内容可以划分为这样三
大块：事前爆料、刻苦训练、惊艳出场。综艺节目
让参与嘉宾以嘲解嘲、爆料煽情成为套路，嘉宾在
节目中自爆糗事。林允直率地在节目中抱怨经纪
人的苛刻，称自己连发条微博的自由都没有；吴昕
自嘲是“小透明”、存在感低；黄龄直面这么多年的

“歌红人不红”等等，这种说辞给观众的感觉很真
实，也让人觉得心酸，是一种“情感经济”，留给观
众的是“治愈系”的疗伤。还有的节目让主持人与
嘉宾之间互怼，以此类“吐槽”提升节目的娱乐效
果。演员插科打诨、自嘲嘲人在一定阶段内是有
吸引力的，但它只是满足了观众浅层次的好奇
心。综艺作为电影、电视剧的副产品，其作用相当
于小说正文前后的序、跋、后记等，是对正文本的
丰富、拓展、阐释或说明。综艺节目对影视剧、歌
曲的宣传也一样，它本是要激活演员的潜能和活
力，展现其更为全面的才艺。谁会相信，舞台上那
个激情四溢的万茜，竟然和刚义节烈的“柳如是”
为同一人？这样的真人秀才是演员的加分项，毕
竟，观众更想看的是明星“美”“飒”“炫酷”的一面，
是观众个体对自我不完美的想象性补偿。如果艺
术没有陌生化的美感，观赏生活本身就行了，还看
艺术作品干吗？

综艺节目比拼的不是
投资与花样，它拼的依然是人

对演员来说，综艺节目更像是一个展示平台，
让观众了解并喜欢上自己，但这不过是台阶、是桥
梁、是过程而非目标，演员要靠过硬的实力说话。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让演员进行10分至20分
钟的现场表演，是对其艺术功底的集中考验。节目
邀请的导师甚至亲自上场“过招”，与一些实力派
演员公开对垒，颇有艺术家的表演风骨。秦昊、佟
大为与两位小演员同飙演技，诠释父子情深，专业
到了极致。为了让演员大放异彩，节目组不惜代价
邀请知名导演、编剧为演员量身打磨剧本，这才是
有良心的综艺演出，值得提倡。演员参加综艺节目
有曝光度，但曝光不过是瞬间的记忆，能持续多
久？说到底，演员拼的是实力，不是脸熟。某些嘉
宾自爆只练了两个小时的舞蹈就仓促上场，台词全
凭提示器提醒，这样的功底如何能打造自己在观众
中的形象？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高速运
转的世界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明星不要滥用
观众的爱心与崇拜。曝光度只是一个外力的助推，
外因与内因互相咬合才会有张力，也才能放出异
彩。底气不足如何站稳C位？

综艺节目之间的比拼，拼的不是巨额投资、不是
技术舞美、不是游戏的花样翻新，而拼的是人，只有
人对，这个世界才会对。否则，即便是今年乘风破
浪、披荆斩棘，明年谁又会记得？赢得比赛和留下作
品，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真性情的深耕
才是节目增值的正途

刘 巍

系统整理出版有关沈阳历史文化的典籍与图书——

让历史文脉成为支撑城市发展的根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化之于城
市，是根，是魂，是软
实力，是核心竞争
力。地域文化历史

图书典籍则是城市文化的一种
重要呈现方式。

沈阳的一些本土学者从
梳理、研究、整理有关沈阳的
历史古籍入手，讲好沈阳历史
故事、讲好沈阳文化故事、讲
好沈阳城市故事，从而更好地
留住沈阳这座古城的文脉。
在沈阳出版社“老沈阳书系”
刚刚出版之际，沈阳市文史研
究馆的《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
书》第10辑也将问世，记者就
此采访了近年来编著了诸多
沈阳历史文化图书的学者武
斌、张春风、赵旭，听他们谈谈
对于沈阳城市文化的认识。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这座城市的
成长史。城市作为一个绵延的生命体，
它有血脉，有呼吸，也有灵魂。那热闹的
街市，静谧的小巷，古老的建筑……处处
见证着城市的历史与成长。追寻城市的
过去，搜集整理有关城市的历史文化典
籍，就是留住城市的文化之根。

有关沈阳的历史古籍是珍贵的地域
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沈阳、建设沈阳的重
要文化资源。沈阳市文史研究馆于2008
年启动了《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工程，
整理并逐年出版了一批辽沈地区重要文
化典籍，明确将关于沈阳历史沿革、城市
变迁、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各
类人物、文化著述、风俗风物等方面的珍
稀典籍纳入重点整理范围，并对研究沈
阳历史文化有较大参考价值的典籍和手
抄本、孤本典籍，优先纳入整理书目。迄
今已整理、研究、校注、出版了九辑27册
历代典籍，包括罕见的沈阳先贤作品《沈
阳百咏》《陪都纪略》《奉天古迹考》《赞咏
沈阳诗赋经典百篇》等，展示了沈阳深厚
的文化底蕴。

城市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首先需要梳
理文化根脉，通过整理那些过去的文化精
华，找到古为今用的路径。整理挖掘古籍
就是这样的城市文化传承手段。近年来，
沈阳出版社也一直致力于辽沈地域文化
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为理清沈阳城
市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已出版地域文
化类图书90余种，包括“老沈阳书系”“沈
水书坊书系”“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老沈阳珍贵影像
集”等多个系列，内容时间跨度大，涵盖了
对辽沈历史人文脉络的探寻，对辽沈先进
人物及事迹的传播。如“沈阳历史文化丛
书”以10卷体量描摹沈阳走过的历史长
卷，“沈水书坊书系”将沈阳发展的故事娓
娓道来，新近出版的“老沈阳书系”用优美
的文字展现沈阳的历史文化风采。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沈阳
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候城、沈州、盛京、
奉天，名称随着历史不断更迭，而不变的
是绵延千载的文脉以及这片土地上人民
的精神，这使沈阳城市文化呈现出丰富多
彩的面貌。透过这些文化典籍，我们可以
看到这方沃土所拥有的文化力量，以及千
年文脉所孕育的城市文化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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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既是一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印
记，又是一座城市的精髓和灵魂。城市文
化根脉来自历史深处，它是城市的基因、
灵魂和特质所在。城市作为文化的生命
体，沿着历史根脉走到当下，再走向未
来。其中，历史文化典籍是城市的重要文
脉所系，也是城市文化自信的载体。”沈阳
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沈阳历史文化典籍
丛书》《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篇》等书的主
编张春风这样说。

张春风说，文化由文脉和文象构成。所
谓文无脉不传，文无象不生，无脉则无魂，无
象则无形，缺一不可。城市孕育文化，文化
滋润城市。现在很多城市缺乏文脉而文象
难寻，历史的厚重感荡然无存，文化价值大
打折扣。城市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是这座
城市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重视文化建
设的城市，必然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研究。
一座城市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因为它是继
续发展的基础和创新的动力；一座城市也应
该让其市民了解自己城市的悠久历史和文
化，因为这是提高市民素质、培养家乡自豪
感和自信心的重要条件。

沈阳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典籍
资源丰富。这些典籍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也是研究沈阳、建设沈阳的重要文化资
源。然而，这些历史文化典籍大多沉睡在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还有许多散落在

民间，若不经过研究、整理、校注、出版，在
历史长河中将被湮没甚至消失。就此而
言，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地方文献典籍是
在做对沈阳历史文化和文脉的抢救性工
作，是对沈阳历史文化资源实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让这些典籍为学
界所用，为大众所共享，为当代沈阳文化繁
荣兴盛服务，为后世薪火相传尽责。

城市文化，在城市的发展中积淀而来，
又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厚重的支撑。城市发
展最终是以文化的繁荣兴盛来实现的，文
化的繁荣才是城市发展的最高目标，脱离
人或脱离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
展。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如此，城市亦然。
文化滋育着沈阳的生命力，催生着沈阳的
凝聚力，激发着沈阳的创造力，培育着沈阳
的竞争力。振兴的加速度需要持久的文化
力量来推动，相信未来，文化会使沈阳变得
越来越有魅力。

在张春风看来，这些历史文化典籍的
逐年出版，延续了沈阳城市文脉，丰富了城
市文化积累，对研究沈阳沿革、沈城文化与
风物民俗，对传播弘扬沈阳地域历史文化、
展示沈阳悠久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为市民百姓提供了学习沈阳地域历史文化
的“方便读本”，为国内外各界人士走近沈
阳、关注并了解沈阳，献上了值得珍视的

“参考书”。

2 城市文化根脉来自历史深处，它是城市的基因、
灵魂和特质所在；历史文化典籍是城市的重要

文脉所系，需要薪火相传

“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
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
中心。城市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
或者一个灵魂。这种气氛、特征或灵魂，就
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城市是文化的载体。
这是城市最本质的意义。”新近出版《文脉
千年》《旧宫遗韵》的历史文化学者武斌这
样说。

武斌认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
积淀，几千年形成的文化生态、文化样式、
文化风格都是建设今天新的城市文化的
基础。沈阳有 2300 年的建城史，在这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先辈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样式，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产，也形成了沈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
独特风格和文化风貌。今天的沈阳，还保
存了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有宫殿、
坛庙、陵墓、寺、观、衙署、府第、民居等
等。这些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是古老文明
的形象化标志，也是这座城市悠久历史文
化的实物例证。此外，沈阳还保留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艺术传统和特有的传统社会

经济形态，如舞蹈、戏曲、书法、绘画、雕
塑、商业、工艺以及烹调、风味饮食、衣冠
服饰、民俗风情等等，这些都是沈阳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上沈阳
城的多民族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生动
体现。所以，沈阳现代城市文化仍然带有
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将这些文化特色
整理保留下来，正是出版此类文化著作的
意义所在。

只有文化的生存，才有一座城市的生
存、繁荣和发展。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
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
历史街区，从文化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
技能到社会习俗，保护好这些文化内容和
文化特色，也就是守护我们城市的文化灵
魂，守护我们城市的文化记忆，记忆我们城
市昨天的文化足迹，留住我们城市的“从
前”。城市记忆的保存，城市历史的延续，
城市文明发展脉络的保留，不仅靠完善的
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在于对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的整理和挖掘。出版工
作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3 城市文化既有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又带有鲜
明的时代特色，它们错综复杂地交织着，成为支

撑这方沃土蓬勃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

核心
提示

《四库全书》从北京运往陪都盛京文溯阁之盛景图。

“老沈阳书系”之《文脉千年》。

袖珍本《御制盛京赋》四体书墨拓之隶书版。

奉天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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