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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鑫
来说,这次“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
物展”是观展者与唐宋八大家进行的一次跨
越时空的对话。

跨越千年的情感和人情，不会因为时空
流转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唐宋八大家，他
们是中国文化的审美意义和精神世界。

显而易见，这场对话通过八大家的诗
文、书画和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进行，
也使得这场对话超越了历史和文化的时空。

王鑫说：“我们要了解唐宋八大家，应该
从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开始，了解他们
在时代当中的豪迈和郁结、他们得到的荣光
以及遭遇的灾祸、他们的深爱和痛楚以及他

们的局限和超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他
们的诗文中看到一个现实世界，也能够看到
一个审美世界，才能够理解和感悟他们诗
文、绘画，书法当中独特的心灵模样。我们
今天走近他们，欣赏他们，和他们进行跨越
千年的对话，他们饱满丰富的精神世界，给
予了我们滋养，他们在我们当代精神意义世
界中依然鲜活，不断流转。他们为什么能做
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次展出所做的‘文垂千
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这三个概括切中
了关键。”

解读八大家穿越千年的密码

唐宋八大家何以能够穿越千年的历史
打动如今的我们？王鑫认为展出“文垂千
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三个部分很好地
找到唐宋八大家的共有气质和类型。

“孟子讲知人论世，‘诵其诗，读其书，不
知其人可乎。‘我们读唐宋八大家的诗文，不
知道他这个人怎么可以呢？”王鑫说，”我们
要了解唐宋八大家，也应该从他们跌宕起伏
的人生故事开始。我们喜欢唐宋八大家，是
因为他们在人、家、国、天下的几个维度是统
一的。”

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叶燮认为，天地间
万物的构成，不外乎理、事、情三个方面。诗
文要有理、事、情，世间之种种，也在理、事、
情。王鑫认为这就是密码。

这个密码在唐宋八大家身上有非常直

观的体现，也很好地做到了“三个合一”，即
诗文与人合一，诗文与事合一，以及诗文与
情合一。

说到八大家诗文与人的合一，王鑫深感
他们的诗词或文章都与他们所遭遇的人事
是紧密相连的。一生遭遇坎坷的苏轼，不断
被贬谪，一次一次地回返，一次又比一次被
贬得更远。就是这样一个颠沛流离的生活，
反而在这样的一个诗文世界当中得到了解
放。王鑫认为，黑格尔所说的“审美具有令
人解放的性质”在苏轼的身上得到了一个非
常有效的印证。

不仅苏轼，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
石亦是如此，他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可能都有

这个失意的经历。
在当时的同辈人以及后人当中，苏轼与

其他大家都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他们活
成了一个范本，一个经典。所以在这个意义
上，他们能够具备跨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魅
力，就是他在他们的诗文当中将个人的生
命，将人世之理，将他们所遭遇人生诸多的
事情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这种结
合当中，他们在困境当中实现了一种自由。

王鑫真心希望自己的朋友都去辽宁省
博物馆，站到唐宋八大家的面前，想着在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学到的诗、词、文章，去
领会他们的故事。

优质的传播应该什么样

今年4月,一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得到不少国内外观众
的喜爱。

这是王鑫心目中理想的跨文化传播的
样本。“杜甫能够在不同文化当中被接受、欣
赏、理解，就是找到了中西方文化沟通的一
个共同感，就是理、事、情，他和我们在历史
时空当中的这个沟通的点其实也是一样
的。”在她看来，人的故事、情感和心灵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说具备跨时空的共通性。如
杜甫对家国的情谊，对妻子的爱意，对朋友
的诚意，对孩子的歉意，对百姓的怜意，这些
都是人心当中的共通之理。

在唐宋八大家的身上，同样具备这样的
理、事、情。王鑫也真心希望这次展览促成
的“对话”让唐宋八大家变成了一个非常优
质的文化范本，进行一次有滋养意义的传
播。她认为这次展览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
在自有文化当中认识、了解、走近、体会、滋
养的过程。

“唐宋八大家能够超越历史时空，走入
我们现代，走进我们当代人的心里，我认为
他们也能超越文化的时空，走向世界。这是
我特别期待的，我也希望唐宋八大家的展出
能够成为一个契机，它不仅出现在辽博，也

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
宫等世界知名博物馆当中，看到我们的文化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走出去。”王鑫兴奋地说
到，如果我们找到适当的叙事方
法，将之讲述出来，就是一个完满
的故事，故事中有中西方能够共通
的情理，它也会成为我们讲述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经典文化、传统文
化，向世界范围传递中华文化非常
有效的切口。

钱穆先生曾经用温情和敬意提出该如
何对待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制度。无论是杜
甫，还是唐宋八大家，他们都是中华文明当
中最珍贵的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基
因，它已经成为一种血脉相连的东西，就是
被我们一代又一代保存下来。

但中华文化要想很好地实现跨文化的
传播，王鑫认为操作方面也有需要注意的地
方：“我们要从一个宏大叙事走进一个小叙
事，从人讲起，从故事说起，要从一个小的切
口进入，然后再逐渐放大，做到以小见大。
中华文化要想实现很好的跨文化的传播，一
定要从强势传播，变成对方对我们的文化邀
约。比如说《杜甫》就是很好的文化邀约案
例，避免强势介入，能够通过文化的邀约来
实现彼此的认识、宽容和包容。”

器物层面的传播更易跨文化

王鑫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了对
全球媒介文化研究著名学者的系列访谈，其
中包括英国历史学家、纪录片导演迈克尔·
伍德（主要作品：《中华的故事》《杜甫》等）；
英国著名制片人、导演洛克（《中式学校》《中
国新年》）。

她认为《杜甫》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因
为文化对外传播，无论是我们自己在讲述，
还是他者讲述我们的故事，实际上一个很重
要的点就是找到这些人生命当中那种独特
的情理、人事以及他们生命当中被我们敬仰
和尊敬的一种生命特质和人生态度，选择合
适的讲述方式，也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现实
化和世界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她注意到，我们的文化无论是向欧美传
播，还是向亚非拉地区传播，就要像到人家
那里去做客一样，入乡就是你要先去了解它
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等。

她另外一个体会是唐宋八大家的诗文、
书法和绘画，这种审美范型我们非常熟悉，
比如说意境，还有诗文中的情感和精神世
界，我们接受会比较容易。但是对于另外一
种文化当中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
审美类型，首先会觉得陌生，不易接受。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精神性文化形态的
内容以器物的方式呈现出来，更容易被“外
人”接受和理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苏东
坡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能够怡然自得，还研
发出东坡肉之类的美食，这个东西就会进入
到一个生活层面，就会容易被人接受。”

“我们最初的丝绸和瓷器，也促成了中
华文化在西方最初的传播。”王鑫说，“如何
将我们的唐宋八大家精神特质比较强的文
化，在器物层面上做更深入的挖掘，然后进
行跨文化传播，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这次意义非凡的展览让王鑫觉得生活
在沈阳是幸运的，可以近距离去感触到八大
家的文字、绘画、诗文的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应
该去往更大的世界延伸，希望它不仅仅能够
在此停留，还能够做一个跨文化时空的传
播，能够很好地在世界范围内去讲述中国的
故事故事，，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中国的品格中国的品格，，中国的审美中国的审美，，
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艺术，，中国人那种独特的一个生命世中国人那种独特的一个生命世
界界、、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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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发初期，捷信第一时间协调全球资
源，排除万难，紧急采购医用防护物资，终于在2
月 8日凌晨将由捷信和同属 PPF集团的舒迪安
生物技术公司（Sotio）捐赠的共计 4.5 吨紧缺医
用防护物资运抵中国，并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
统一调配，支持前线的抗“疫”工作。此后，捷信

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赠 100万元人民币用于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期间，为了帮助客户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和人员接触，捷信通过APP、微信等官方客服渠
道为客户提供实时线上自助服务和支持。同时，
借助于交互工具文本聊天机器人、语音聊天机器

人等人工智能（AI）高科技的应用，捷信得以不间
断地为数百万客户提供24小时的高质量服务。

作为负责任的消费金融公司，捷信积极履
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长期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多元化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系列活
动，帮助广大消费者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责任意

识和诚信意识。捷信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形
式多样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加强社区、偏远地
区、大学及中小学人群对金融的理解能力。在
疫情特殊时期，捷信创造性地采用线上视频会
议方式开办“线上金融大篷车”“云上课堂”，让
金融科普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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