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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文学艺术
的伦理道德要求和鉴赏批评标
准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如何
解决文艺创作与伦理道德的内
在统一性问题？文学艺术家如
何“用明德引领风尚”？如何创
作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的优秀艺术作品？
听听研究者怎么说。

文艺伦理道德批评
要强调时代性特征

谢 纳

文艺表征时代精神，文艺引领时
代风尚。重申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道德
伦理维度是时代要求。文艺应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准则，“为时代
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从文艺批评的历史看，古今中外
许多文学艺术家和理论家都十分重视
美与善的统一，认为文学艺术应该具
有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道德意识。在
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
始终强调尽善尽美、美善统一的批评
标准，将文艺的价值观念归依于儒家
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文艺实现“经夫
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的社会伦理教化目的，形成了源远流
长的文艺道德批评传统。在西方，从
亚里士多德到贺拉斯，均从道德主义
立场出发，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批评
原则，认为应该寓道德教育于审美愉
悦之中，成为西方文艺道德批评的经
典规范。

当下，文艺伦理道德批评要特别强
调时代性特征。作为时代性的道德规
范和价值尺度，提倡文艺批评的伦理道
德维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传
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
的文艺批评道德价值体系。文艺创作
与文艺批评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表征，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势必要体现时代的
伦理道德共识，并努力将其价值意义以
艺术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文艺是时
代精神的审美表达，任何文艺创作与文
艺批评都离不开对时代的密切关注，缺
少时代精神的文艺创作也势必要丧失
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因此，文艺伦理道
德批评从当代道德立场出发，对文艺作
品进行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既是文艺
社会功能的体现，又是文艺时代特征的
表征。

在当代中国，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文艺批评的伦理道德要
求，是符合文艺发展的时代性追求
的，它不仅可以保障文艺社会功能
的实现，有利于展示出文艺的时代
性特征，而且也有利于创造出具有
永恒魅力的文化艺术产品，更是当
今时代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审美
价值追求。

是时代风范的价值要求
刘 昊

当下，文艺的伦理道德批评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准则，以符合
人类生存发展为共同追求，以传统向现
代转换为历史语境，是全民共同遵循的
基本道德规范和价值尺度的高度凝
练。当下文艺伦理道德批评的提出具
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它所倡导的道德
操守是一种时代风范的价值要求。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有着
五千年文化历史。儒家提出了“礼、
义、廉、耻”的道德观，后来又发展为以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
的“八德”，并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主
要内容，积淀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
文化心理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有
机整体，是一条基本道德底线，也是
当代的社会风尚规范，关系到国家的
前途和人民的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
定和个人的命运。因此，要在全社会
形成一种伦理道德的共识，让人们明
是非、知善恶、辨美丑，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成为每个人做人的基本准
则，渗透在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文艺
作品或文本在现实与历史的接受批
评过程中呈现为历史化的趋向，见于
文艺作品或文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文艺接受与批评的现实与历
史过程中历史化，凝聚为历史的伦理
道德意识。

今天，我们提倡文艺批评的伦理
道德维度，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
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既体现了对传
统美德的继承，又反映了时代的当下
要求，为公民道德树起了新的标杆。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文艺创作和
文艺批评离不开传统的文化传承性，
只有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文艺
作品才可能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辽河口老物件留住了地域文化之根
本报记者 高 爽

“怀旧有
两大功能：一
个是修复，一
个是反思，前

者能抚慰心灵，后者能安
顿当下以及将来。如果
说这两项对活着的人是
必须的，那么老物件也就
有了它的留存价值。”

“借此追溯我们曾
经历的时光，重构我们
曾经的生活，重温现代
工业文明到来之前的
那种悠然而舒缓的日
常节奏。”

以上文字出自辽
宁人民出版社日前出
版的《辽河口老物件》
一书的作者自序。对
于作者杨洪琦来说，这
既是他十多年前在盘
锦发起民俗文物收集
工作的初心，又是他用
一种特别的方式把老
物件的故事写下来的
最大动力。

核心
提示

抄捞子，简易的小型捕鱼工具。 推网捕鱼。

用来制作草袋片子的草袋车子。

二界沟渔民补网现场。

杨洪琦尝试用冰镩子凿冰取鱼。

《辽河口老物件》封面。

特别策划·乡土记忆与文化重建系列之三

这些俗称的老物件，在文物领域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民俗文物”，主
要指经典性、代表性民俗器物。我国
的文物保护法中，对珍贵的文化遗地、
遗迹、实物给予法律保护，其中也包括
了相当一批珍贵的民俗文物，特别是
古代民俗器物。而《辽河口老物件》中
所收录的，大部分是未列入文物保护
法保护范畴的民间民俗器物，它们的
年代尚不够久远，品相和工艺也不够
精致，但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同样不可
小觑。

辽河口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王
健宇说：“人们对老旧器物的评价通
常是‘有用’与‘没用’，我却觉得对

‘有用’‘没用’的衡量，还当加入感情
的因素，倘若一件器物承载了太多过
往，就会舍不得扔。老物总与往事相
连，往事总与故人相系。很多时候一
件老物已不只是一件东西，而成了我
们某段生活的见证者，某段时光的陪
伴者，看见它，就能想起那种情绪，或

者想起那个人。”
2004 年，杨洪琦发起老旧器物征

集活动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一活动
唤起了众多盘锦人对老物件的兴趣。

田庄台镇的张朝伟，在自己经营
的凤桥酒厂里，收集了很多旧酒坛、酒
篓和古法酿酒的器具，建了一座酒文
化展示馆，他说：“田庄台烧锅的历史
有上百年了，1921 年的上海《申报》上
就有田庄台烧锅在上海热销的新闻。
这文化得留下来。”

在大洼区田家街道大堡子村做民
宿的于然，在各处村民废弃的老房子
里“淘宝”，收集到了很多有年头的建
筑材料，民宿也基本完整地保留了百
余年历史的老建筑原来的样貌，过梁、
椽子、檩子和立柱以及最具盘锦特色
的芦苇编就的苇笆棚顶都清晰可见。

经营修造船厂的张兴华，是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二界沟排船制作
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上过央视的

《大国工匠》，在他船厂的古船展示

馆里，有大大小小的古旧船只和零
部件，他正致力于用自己收集到的
实物和图文资料复建各个历史时期
的古船。

还有盘锦福德汇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的经营者张嵩，他旗下最著名的餐
饮品牌“辽河渡口”的盘锦总店，就是
一家建在辽河民俗博物馆里的饭店：
一楼和三楼都是当地民俗展示馆，还
配以民间艺人的现场表演；二楼经营
餐饮，同时也是稻作文化展示馆。

每个人都在收集与自己所从事的
领域相关的老物件，这不仅是一种怀
旧，而且也是在找寻自己与古人、先辈
的历史联系，找到自己的根和魂。

“盘锦地域文化今日的繁荣局面，
实在得益于心系文化的诸位领导，以
及众多热爱文化并甘愿为其付出辛劳
的广大群众。相信这座辽河口湿地之
城的文化地图将更加明晰丰满。”杨洪
琦说。

本文图片由林松、杨洪琦摄

一次催生更多人留住乡愁的寻根之旅

评判一本好书最简单的方
式，就是有众多读者愿意把它
跟别人分享。《辽河口老物件》
即是如此，把它拿在手里的人，
还没有细读，只是翻看着书中
的图片，就情不自禁地开始跟
身边的人念叨：这悠车子我小
时候用过，这烟笸箩跟我姥姥
当年用的一样，这个东西原来
叫“躺箱”，我一直以为叫“堂
箱”，这靰鞡鞋我也穿过，只是
我家那边没有靰鞡草，里边絮
的是弄碎的苞米皮子，织网这
活儿我小时候也给别人家做
过，还能挣点儿小钱……

书中收录的老物件，年代并
不久远，虽然只有48件，却是辽
河口地区群众生产生活中使用
过的极具代表性的用具。全书
分为三个部分：“炕上炕下”是
生活用品，悠车子、泥火盆、烟
笸箩、炕桌、炕琴、烙铁、棒槌、
袜底板等；“屋里屋外”是生产
用具，纺车、织布机、锔匠挑子、
打绳机、坯模子、苇穿子、苇笆、
簸箕、防风灯等；“渔来渔往”是
渔事用具，梭子和准子、搬网、
推网、袖子网、滚钩、片钩、捻凿
子、船锚等。这么多老物件归
拢到一起，再置于许多年前生
产生活的场景当中，就描摹了
一幅辽河口多彩生动的民俗风
情图。

杨洪琦说，地处河海之地的
盘锦是一座移民城市，百年来经
历了开发南大荒、辽河油田建设
和改革开放后的招户，来自全国
各地的移民共同书写了城市的
历史，也把各地的风俗和生产生
活习惯带到了盘锦，所以这些老
物件大部分都是老百姓特别是
东北地区居民常用的物件，而与
芦苇产业和渔猎相关的用具则
是地处河海之地的辽河口特有
的。

杨洪琦，1958 年出生于辽
宁省盘锦市，从事文博工作 40
余年，是 2009 年盘锦市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和2013年盘锦市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负
责人，编纂出版了《辽宁地域文
化通览·盘锦卷》《盘锦市文物
志》等，是当之无愧的盘锦地域
文化专家。此次由他撰写的《辽
河口老物件——盘锦市国有收
藏单位之馆藏文物》，正是他多
年来从事乡土文化建设工作的
一个缩影。

说起这些老物件的来历，还
要回溯到 2004 年，当时在盘锦
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工作的杨洪
琦经常与同事去野外调研。一
天，走进一户老乡家，看到了满
满一屋子老物件，主人家年轻的
儿子埋怨“老人岁数大了就爱攒
没用的东西”，老人却说,虽然没
啥用，可也舍不得扔，留着是个
念想。这事让杨洪琦很受启发，
再联想到在其他人家零星看到
的老物件，他有了一个想法：进
行老物件的征集。

此事得到了当时盘锦市领
导的重视，在全市范围内征集
老旧器物的活动获得了财政专
项资金的支持。收集工作持续
了数年，征集上来的文物众多，
仅纳入盘锦市国有收藏单位馆
藏文物目录的就有1300余件。

2005 年，盘锦市文化局大
院举办“盘锦民俗展”，对征集
到 的 文 物 进 行 了 首 次 展 示 。
2006 年，辽河美术馆开馆，“盘
锦民俗展”再次展出。“很多家
长领着孩子来认来识，更有很
多老人借此频频重温乡愁，取
得的社会反响也同样超出了预
期。”盘锦市非遗中心主任张明
回忆说。“留个念想”，当年那位
老人的想法，而今成了一座城
市的念想。

一幅多姿的辽河口民俗风情图

进行民俗文物的图文展示，还只是
《辽河口老物件》已经实现的一个目的，
从文本上看，作者显然还有更大的“野
心”，就是以老物件为载体，创造一种独
特的融怀旧与民俗风情描绘于一体的
文学书写。如果用个比喻，这本书更像
是文学版的“辽河口《清明上河图》”。

对于每一个老物件的描写，都会
展开一幅充满真情真趣的生活场景，

摘录几段：
《泥火盆》：“天地间嘎巴嘎巴冷，

二界沟的景象也就萧索了。好在家
家的屋里都是热乎的。这就多亏了
泥火盆，每一家的泥火盆都是一天天
连轴转地烧着。每一个从外头回到
家里的人，也都会迅速甩去挂满了白
霜的帽子和围巾，再抹巴抹巴眉毛和
眼睫毛上的霜花。直奔炕上的泥火
盆。那句‘北方人进屋，有妈扑妈，有
媳妇扑媳妇，没媳妇扑火盆’的老话，
其实说得并不够确切，因为有妈有媳
妇的人，往往也是先奔火盆的，事情
的妙处在于，妈妈或媳妇儿通常也正
围坐在火盆旁边，或者织着渔网，或
者纳着鞋底儿。”

《炕琴》：“那时候的田庄台几乎家
家都有炕柜，也基本都是柜门上镶着瓷
板的这种壮实货色。作为一个有着富
庶底子的古镇，田庄台的坐地户都将日
子过得不赖，即使在家族的买卖都不大
方便做了的当年，殷实的人家也仍然很
多，这样人家的被褥就几乎都是缎子面
的，层层地摞在柜上流光溢彩。而且，
这样人家的被褥也是从来不罩的，就那
么坦露着，充满了自信。”

《靰鞡鞋》：“‘靰鞡’为满语的音
译，意指东北地区一种垫有靰鞡草的
皮质防寒鞋，是中国古老的鞋子之一，
属东北亚冰雪文化的特有产物。早年

东北民间曾有这样一条谜语：左右不
分，有大有小，脸多皱褶，耳朵不少，放
下发呆，绑上就跑。其谜底就是靰鞡
鞋。靰鞡本是一种夹鞋，却因絮了靰
鞡草成了轻便灵活又结实耐穿的御寒
鞋，而且保暖性极佳。那时候下塘赶
大车的人都穿这种鞋，其他的装备也
基本一致，往往都是大棉袄、大棉裤，
都是自家女人用家织布做的，一身青
色。还会把大棉裤一抿，拿个白布条
一系，再把裤腿扎紧，确保不漏风。”

《梭子和准子》：“炕上的（织网）主
力，是分散着坐开来的我的三个舅妈、
好几个表姐妹和表嫂，还有街坊邻居，
她们一边穿梭拉线，一边闲聊打唠，织
得热热闹闹，也唠得热热乎乎。她们所
唠非常有趣，话题总是会集中在没到场
的那个人的身上，比如今儿个张二嫂没
来，大家就会合着伙儿地讲她的短长，
明儿个我大表姐没来，那么好了，明儿
个的是非就一准儿针对她了。”

这些文章都是杨洪琦在收集老物
件的过程中陆续完成的，也曾在一些
报刊上发表，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

“这些文章无意中打开了很多人的记
忆闸门，也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们
对往事与旧物的深深留恋。”“如果可
以，也请你怀旧。如果不能，请再等几
年。几年之后，你总会发现心头牵念
的。”在书的自序中，杨洪琦这样说。

一种带着真诚、真情、真趣的文学书写

编苇笆，用苇笆可以建“苇笆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