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2 日，杭州西湖，年轻人身穿华服在盛开的樱花树下拍照。暖暖吹来的国风，正成为当下年轻

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穿华服出街在青年群体中受到热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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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坤

“ 孤 独 没 有 什 么 不 好 。使 孤 独 变 得 不

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

这是一位作家谈“孤独”时的洞见，

深以为然——孤独是艺术的摇篮，真正的

创作无一不是诞生在一个静穆的时刻。英

国诗人华兹华斯就坚定地认为“诗歌源于

在内心平静时追忆起来的情感”，而生命

境界的升华，没有不经历体验这样一个孤

独过程的。

在第十九个“世界睡眠日”之际，一

份 《2021 年 运 动 与 睡 眠 白 皮 书》 数 据 显

示，当下我国超 3 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

在诸多的原因当中，“害怕孤独”是不可

忽视的原因之一。

害怕的是什么样的“孤独”？

因 “ 僧 多 粥 少 、 过 度 竞 争 、 焦 虑 内

耗”的内卷化，而形成强烈负能量的孤独

感 ， 压 迫 出 自 我 否 定 或 膨 胀 爆 裂 ， 这 种

“内卷化的孤独”当下正在渗透到工作生

活方方面面。

人的一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

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对我们的健康至关

重要 。然而，“内卷化的孤独 ”正把熬夜失

眠、忧 愁 寂 寞 常 态 化 ，打 乱 自 然 节 奏 的 规

律，撕裂身心，陷入陀螺式的自我消耗和无

助的死循环中，直接造成逃避现实、逃避问

题，甚至逃避社交。

在 2020 年的最后一天，知乎 CEO 在

知乎平台回答了一个问题：社交究竟是什

么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由什么要素组

成？他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关于社交的本

质只有两点——

我是谁？

其他人是谁，在想什么？和我是什么

关系？

从一个媒体人的视角，看这一似乎哲

学性很强的回答，其实也是一个有关媒介

与人关系的回答。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信息，媒介

使用会导致人们的思维与行为变化。正在

深深影响工作生活的移动社交互联网，在

真实与虚拟场景相互转换之间，展开了一

场与碎片化时间追逐竞跑的游戏，不断挑

战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最直接的

影响之一，就是对于本可承受、安享与欣

赏孤独的我们，却越来越害怕孤独，别说

观看一段长视频都变得没有那么耐心，就

连片刻离开手机都容易变得心神不安、心

烦意乱。

治疗“内卷化的孤独”的良方无他，唯

有提高健全身心的免疫力，还“孤独”一个

正常人平常心的规律范畴，调节改善工作

和生活方式：开放它，接纳它，正视它，转化

它，才能谨防陷入亚里士多德对“内卷化的

孤独”一种千年预言：孤独的人，不是神灵，

便是野兽。

孤独，有的是长期甚至是一生的，有的

却是突然的改变；孤独，有的是被动造成的

一种情绪状态，有的却是主动选择。

认识和化解“内卷化的孤独”，更多地

需要用智慧而非知识。

这里的智慧是指使用知识、经验、洞察

力、同理心等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一

个认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过程。张爱玲说：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

日子过得行云流水。”前些天一个被追捧

的年轻直播带货明星，突然病倒住院，自

叹压力大时一点小事也会让自己崩溃。而

另一个选择一跳死之的年轻人，家人回忆

说其实导火索微不足道，只是他长期抑郁、

心理崩溃。

当一个人学习拥有智慧时，无论孤身

一人，还是与其他人在一起，都可能会对孤

独感产生免疫力。

日前坐地铁时，透过一片埋头看手机

的人群，看见窗外的地铁站墙上，贴着季羡

林先生的一句话：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

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

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不知能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句话？我并

不觉得“内卷化的孤独”是什么羞耻，因为

至少自己常会因处理不好问题矛盾、改正

不好错误失误，而陷入其中，程度轻重不同

罢了！我们每一天需要“尽人事”的地方实

在太多了，多到哪有闲功夫孤芳自赏、自怨

自怜、自欺欺人。

日前广西一名年仅 24 岁的青年突发

意外去世，捐出的器官成功移植到 7 名病

人体内，又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了这个世

界上。这或许就是一种善待孤独的智慧吧！

而超越孤独的更大智慧，恐怕还有许

多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那是“先天下忧之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觉醒奋斗者。一方

面，我们需要《乌合之众》中警示的“孤独”

自醒：“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

正的智慧被愚蠢的洪流淹没。”每一个奋斗

觉醒者，都有着孤独体验和激发创造；另一

方面，我们需要满足人民利益、顺应人民愿

望、得到人民支持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

模范人物，学习紧跟他们的步伐，就是顺应

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

比如看完《我的长征》，印象最深的，除

了无休止的流血牺牲，一天孤独艰辛地行

进 120 公里路，还有就是那位红军战士口

中一直说着的：“跟着走！”

跟着党走，跟着信念走，跟着队伍走，

跟着心声走。

比如看完短短一场中美谈判视频，印

象最深的，除了更加看清对方“内卷化的孤

独”显现的虚弱强辩，也依稀听清了中华大

地百年孤独、百年团结、百年奋斗，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长征组歌。

坚持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相信无论在虚拟世界还是真实世界，

无论遇到顺境还是遭受挫折，只要保持积

极向上的健康心态笑对人生，学习超越孤

独的智慧直面人生，把“小我”投入“大

我”当中，跟着走，坚持走，一定能够走

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走出一个真实圆

满的自己。

相信今年“世界睡眠日”的“规律睡眠，

健康未来”这个主题引导，不仅仅有利于我

们尽快学会不受煎熬地走入梦乡，而且有

利于我们从内卷化的孤独中走出来，拥抱

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明亮人生。

百年前的李大钊先生振臂高呼，言犹

在 耳 ， 震 聋 发 聩 ， 鞭 策 我 们 奋 力 前 行 ：

“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

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

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

宙’之究竞。”

内卷化的孤独

□ 曹 林

虽然这条新闻过去好几天了，但看到
的时候，还是深受触动，对细心的苏玉娟老
师充满敬意。如果不是她的细心，今天我们
讨论的可能就是一个悲剧，就是一个家庭
的碎裂、绝望和舆论的叹息、痛心。

对这件事，很多媒体用的标题是：学生
迟到老师上门救下一家！网友：中国好老
师。3 月 16 日，一向遵守纪律的学生迟到，
湖南益阳安化县的苏玉娟老师觉得不对
劲，上门找人发现家中无人应答，开门后发
现家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老人斜躺在过
道里，两个孩子也没有任何反应，当即送
医。次日，奶奶和孩子已脱离危险。

对冠以“中国好××”“最美××”之类
标签的称赞，公众其实已经很厌倦了，但对
苏玉娟老师此举，人们不厌其烦地用了这
个词。可以理解这种“俗套”，善良而朴素的
人们，实在找不到更贴切的词表达对这种
职业精神的尊敬。有人说，好老师是用心教
书育人，每一个学生的基本情况都装在心
里！有人延伸，能够马上到家，说明平时班
主任经常家访，哪个孩子的家在哪里都知
道！实在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老师。也有人

“调皮”地说：要是平时经常迟到旷课的可
能就⋯⋯所以不要迟到！

我想，如苏老师这般细心、负责，关心
学生，正是教师这个职业比一般职业受到
更多尊敬、在我们心中分量最重的原因吧。
人们看到的是人命关天，老师细心救了三
条人命，避免了一场悲剧惨剧，上了新闻，
受到全网盛赞。我透过这条新闻看到的是，
这份“救命的细心”在日常是怎样一种习惯
性的存在，对每个学生如何熟悉和细致，对
学生有怎样的责任感，在课堂之外有怎样
的观察积累，才能在这种情况下救了一家
人的命。这不是偶然的细心，而是细心已成
为一种习惯，在关键时候救了命。就像很多
让人痛心的悲剧中，粗心、疏忽和不负责任
成为习惯，在关键时候要了人命。

人们对一个职业的理解，很多时候就
是“做符合职业规范的事”，其实这只是“最
低限度”的要求，一个职业要受到公众尊
重，总要承担比那个“职业规范”更高要求
的期待。就拿苏老师来说，如果她没有从学
生迟到的信息中细致地发现这些，并去上
门找原因，最终出了事，她会不会承担责
任？从写在纸上的规范要求看，很难追究老
师责任，做好课堂教学是老师本职，在课堂
里不出事就行，谁能管得了在家里出什么
事？如果老师要在道义上承担这种“无限责
任”，那谁愿意当老师啊？我不过在这个岗
位上领跟其他职业一样的工资，甚至还低
一些，合上书本，离开教室，就不关我的事。

一般职业也许可以这么去理解，用“按
程序办事”“我没违反规定”“那不是我的职
责范畴”当成免责的说辞，用“生产者-消
费者”的关系定位彼此，把“免责”挺在前
面，摆出一张职业性冷漠的脸。但老师跟学
生的关系，不是市场化的契约关系，它承担
着比消费有更高期待的信赖托付关系。那
不是我的职责范畴，按规定办事——这不
是老师的口头禅，老师面对的是一个人，一
个信赖自己、位置不对称的人，担负一种

“让人成为更好的人”的天职和使命。不只
是学习成绩，他的精神状态，他的生活情
况，他的成长环境，应该得到细致关爱。

那些在“职业规范”之外承担着更多的
职业，也会被更多尊重。记者不仅要报道真
相，还要谨小慎微地考虑报道可能产生的
后果，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毁誉忠奸，
笔下有财产万千。医生更是如此，想到钟南
山说过的一句话，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
人。意思是，医生要将患者作为一个人来看
待，而不是各个器官的集合体，医学不只是
技术的医学，更是人的医学。社群主义者泰
勒在批评当下的工具理性时也表示，在医
学上，技术进展常将病人单纯看作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的场所，而排斥将他们当作
有生活经历的活生生的个人的治疗方法。

是的，教育更是如此，学生不只是到学
校读书考试，老师要把他当成一个有生活
经历的活生生的个人。苏玉娟老师的细心，
不只是技术上的细致，而是把学生当成一
个有生活经历的人，叫出他的名字，了解他
的习惯，知道他所生活的背景，能及时看到
正常和反常。救命，处理的只是意外，我更
感动的是这种进入一个孩子生活和生命的
细心，在日常教育中让学生所得到的爱。

这就是

教师比一般职业
受到更多尊敬的原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张顺东开始学习网络知识，他准备从

事一个新的职业：电商。

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国 家 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高度赞

扬“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增添了自

立自强的信心勇气”。讲话中提到了身残志

坚的张顺东，张顺东曾说：“我们虽然残疾

了 ，但 我 们 精 神 上 不 残 ，我 们 还 有 脑 还 有

手，去想去做。”

张顺东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

坪子村芭蕉箐小组的农民，6 岁时被电击

伤，由于家里贫穷没钱医治，右手和双脚溃

烂先后截肢，只有一只手。他的妻子李国秀

天生没有双手。“一只手、一双脚，就是我们

夫妻的全部”。

两个一级残疾的人，在常人眼里不适合

组建家庭。当年，张顺东到李国秀家提亲时，

李国秀和哥哥都不同意，他们怕两个残疾人

在一起无法生活。但张顺东没有放弃，他的

真诚打动了李国秀，他们组成了一个不平凡

的家庭，并育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我一生最大的亏欠，就是不能给孩子

拥抱。”李国秀常常为不能抱孩子而痛苦，孩

子小的时候，她用嘴和脚配合捆孩子，用脖

子夹着背到背上。“别人家的孩子是用双手

抱大的，我家的两个孩子是用双脚抱大的。”

在张顺东眼里，妻子是个意志坚强的

人。她虽然没有手，但却读完了初中。在家

里，她用双脚搅拌饲料喂猪、喂鸡、喂羊、煮

饭、洗菜、炒菜、拖地、洗衣等；在田里，她用

双脚除草、拔花生、捡红薯、挖洋芋等。她还

用脚绣花：用嘴把针线包叼出，右脚趾夹住

花线，左脚趾夹住绣花针，很快穿好针，双脚

配合绣鞋垫。她绣的鞋垫结实、精致，花纹精

妙。做好鞋垫拿到街上卖，补贴家用。

在李国秀眼里，是没有双脚的丈夫带

着一家人走出了贫困。

刚 结 婚 的 那 几 年 ，家 里 贫 穷、住 房 破

旧，“想死的心都有过，觉得自己的命太苦

了”。两个孩子的出生，让生活更是雪上加

霜。张顺东安慰妻子：“孩子就是我们家的

希望。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没有什么

坎儿是过不去的。”

一 年 四 季 ，他 们 夫 妻 起 早 贪 黑 ，靠 种

地、养牲口维持生活。张顺东在山沟山洼围

水、修枝打杈，李国秀在稻田里用脚插秧、

锄草；张顺东用一只手掰包谷，李国秀背着

篮子站在地里接着。由于要放田水，张顺东

被电击伤的双脚，经常泡在水里，一直发炎

又没钱医治，到 2013 年，右脚不得不截肢。

手术后，行走不便，更不能背东西了，他们

东挪西凑买了一辆三轮车，并把三轮车进

行改装。三轮车成为张顺东的代步工具和

生产工具，粮食和肥料都用它运输。

2017 年 ，张 顺 东 一 家 用 5.1 万 元 的 补

助款盖新房，料全是他用三轮车拉的，一天

从早到晚拉 20 多趟，连续拉了一个多月。

仅运输一项，就为家里节省开支 1 万多元。

新房盖好了，他也累垮了,左脚严重发炎，

又做了两次手术。

和所有的建档立卡户一样，在张顺东

夫妇的脱贫路上，得到了东川区委、区政府

的帮扶，确保各项政策逐一落实到位；几次

住院的医药费都得到报销，他们只承担了

数百元；乌龙镇党委、政府还帮助张顺东安

装了假肢，坪子村党支部及挂钩联系干部

定 期 走 访，及 时 解 决 他 们 生 活 上 的 困 难 。

2019 年 6 月，由于李国秀生病，村里组织群

众，帮助他们种下 5 亩红薯秧。

他 们 的 女 儿 考 上 大 学 后 ，每 年 得 到

5000 元的资助，使她顺利完成学业，现在

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儿子初中毕业，参加区

里组织技能培训后，到昆明务工。最近，他

回到家里，和爸爸张顺东一起参加东川区

残疾人电商培训。他们买了一台电脑，为发

展电商做准备。

张顺东是坪子村的残疾人联络员，为

村里 135 名残疾人提供服务。其实，他本身

已是残疾程度很重的，但他却常为别人着

想，独臂的他骑着小三轮车挨家挨户地到

残疾人家里收材料。“他们到我这里交材料

很不方便，我有车多跑跑就行了。”

虽然对做电商还没有把握，但在历经磨

难的张顺东看来，“一根草顶一颗露水珠，只

要自立自强，都会像小草一样活下来。”

“手足”夫妻的脱贫之路

暖

评

心·观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身穿唐三彩色样纱衣，脸画风靡唐代

的“斜红”妆容，博物馆里胖嘟嘟的唐乐舞

俑“复活”了。

20 亿次的播放量，上千万条弹幕，5 次

上热搜——5 分钟的古典舞《唐宫夜宴》亮

相河南春晚后，打开了一条时光隧道，带观

众穿越千年，回到那个开放、包容、自信的

大唐。一时间微博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唐

宫夜宴》的创作大赛，“唐朝小胖妞儿”几乎

成了行走的表情包。

《唐宫夜宴》改编自郑州歌舞剧院选送

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参赛作品《唐

俑》。在 5G+AR 的技术加持下，整个舞台

秒变一个美轮美奂的博物馆，参加夜宴的

这些唐俑少女一路嬉笑打闹，时而走入国

风韵味的山水彩墨中，时而穿行在古风建

筑文物之间，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

笛、捣练图、簪花仕女图、备骑出行图、千里

江山图等国宝在舞台上穿插出现。

该节目主创之一、郑州歌舞剧院编导

陈琳说，舞蹈灵感来自于在博物馆里看到

的唐三彩乐舞俑生动的舞蹈形象，“看到她

们的眼神和动作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陌

生的熟悉感，如果在 1400 年前，我们应该

跟她们是同行”。

为了把唐三彩乐舞俑搬到今天的舞台

上，从妆容、服饰到仪态、道具，创作团队恶

补了大量文物知识，还用海绵假体衣让身

体“胖”起来。怎么让演员的脸完美地“胖起

来”，是最“上头”的操作。终于，受到吃葡萄

的启发，他们选择在嘴里塞医用脱脂棉球

来“催肥 ”，就这样，一个个唐三彩乐舞俑

“复活”了。

当大唐风华与虚实相接的舞台科技同

频共振，《唐宫夜宴》火了，河南博物院的参

观人数也骤增四成，打卡博物院中的原型

彩陶伎乐女俑成了朋友圈的焦点。

从近年来的《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

流传》《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

类电视综艺争相爆款，到《大鱼海棠》、《大

圣归来》《白蛇：缘起》等国产动画电影引发

一轮轮“国漫崛起”，从尽力还原一千多年

前长安风貌气质的《长安十二时辰》等古装

剧受到热捧，到近几年各路明星纷纷挑战

国风造型，拉动新一轮圈粉热潮，被科技赋

能的“东方魅力”越来越多了。

借着科技化的制作、社交化的互动形

式，经典剧目《龙凤呈祥》引发的话题不但

在大年初一登上热搜榜首位，还在 B 站、快

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发酵。这场中国移动

咪咕与国家京剧院联合打造的云上大戏，

依托 5G 技术完成了京剧史上首次 4K 超高

清拍摄、制作与呈现，重塑了京剧在年轻群

体中的认知，让看似遥远的京剧、历史故事

变得触手可及。

而 正 在 更 新 第 三 季 的 央 视 综 艺 节 目

《国家宝藏》，则在内容、技术、渠道等多个

方面实践了多元融合的理念，节目用纪录

片式的镜头语言、高科技的舞台元素以及

综艺的表达手法，多维度全方位讲述着“国

宝”的故事。

“利用 5G、AR 等新技术‘唤醒’历史文

物，让‘橱窗中的历史’走向‘可参与、可体

验、可互动的历史’，打造出与年轻群体个

性特征相契合的 IP，是《唐宫夜宴》成功的

关键。”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

萧 林 在 今 年 的 全 国 两 会 上 表 示 ，《唐 宫 夜

宴》用有趣的形式把握了年轻群体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加上科技手段让舞台充满炫

酷之感，营造出早上上班一样匆匆忙忙的

景象，贴近现实生活，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

观众的心”。

统计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河南博物院

的网络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500%以上，上

榜全国十大线上本地预订人气景区。更让

马萧林自信的是身边大环境的悄悄改变。

近几年，《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

等电视节目持续热播，华服在大街上出现

的频率越来越高；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

高考全省排名第四的成绩,却选择北大冷

门专业——考古学；海外网友也对中华文

化产生了极大兴趣，“可见，在多元文化盛

行的今天，传统文化依然有旺盛的需求”。

暖暖吹来的国风，正成为当下年轻人

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穿华服出街在青年

群体中受热捧，他们追捧中国设计师设计

的潮牌，将古典诗词创作进歌曲里，去茶馆

品茗听相声，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着他们

心中的国风。

“新新人类”聚集的 B 站一直代表着年

轻文化，平台上层出不穷的古风歌曲、华服

舞 乐 中 ，自 得 琴 社 自 导 自 演 的 “ 古 画 系

列”视频是一个神奇又清新的存在：淡黄

色的背景如宣纸铺陈，画中人是身着古代

服饰的乐师，或抚古琴，或吹笛箫，或击大

鼓⋯⋯就像一幅会动的古代画卷，悦耳的

古乐在画中流淌，不时还有小动物喜感出

没，圈粉无数“新新人类”。

“我们中国丢了太多好东西，找回原本

属于我们的文化自信，慢慢传承下去，是年

轻人最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只有不到 10
个人的团队，成员多是 80 后、90 后，对他们

来说，古琴、古筝、琵琶这些传统乐器不仅

是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份值得坚守的事业。

不久前，一个同样以 80 后、90 后青年

琴师为主的团队“二十四伎乐”，在湖南卫

视的《天天向上》节目里，和大张伟一起用

国风的形式演绎了电影《你好，李焕英》的

片尾曲《世上最美好的祈祷》。他们身穿唐

代服饰，手持笛箫，弹拨琴筝，古画“复活”

的思路和自得琴社异曲同工。

《天天向上》这期“国风夜宴”上，主持

人和嘉宾穿上明代服饰，变身“潭州府”里

的老爷、公子和宾客，《唐宫夜宴》里的十几

个“唐朝小胖妞儿”也赶去“赴宴”。

这些身着红绿襦裙、体态丰腴的少女

踏着小碎步，怀抱乐器“跨越千年”，成为

现场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舞蹈中经典的

“撞屁股”动作，也被现场演绎了多个搞笑

版本。华服走秀、诗词鉴赏、国乐表演、美食

品尝、国风鉴宝，放低“身段”的国风展示出

各种亲和的姿态，在互动中成为当下年轻

人生活的一部分。

最传统的西皮二黄，最先锋的戏剧形

式，央视首档台网互动国风少年创演节目

《上线吧！华彩少年》中，改编自《四郎探母·

坐宫》选段的《皮黄新韵》又创造出一个国

风新亮点：一桌二椅，延展出金鼓沙场，杨

门豪情。

“老娘亲押粮草来到北番，我有心回宋

营见母一面，怎奈我在番远隔天边⋯⋯”4
位少年把大段大段的戏词改成 Rap，用京

剧、音乐剧、美声演唱的方式体现杨四郎的

多重人格不同心态，四重唱和“叫小番”更

是“炸”翻全场。

“别的组都有一些舞蹈小样，可以照着

去学，可我们只有一首歌和 3 页词，不知从

何下手。”参赛选手张乐瑶说，全曲近千字，

平均一秒钟要唱四五个字，排练时老是卡

壳，真是考验记忆力。

这个节目从“一脸茫然”中诞生，又有

“不伦不类”的顾虑，让少年们对用更先锋

的形式推广京剧有底气的，除了节目现场

的掌声和惊叹，还有指导老师、京剧演员谭

正岩的一句话：“京剧首先是一个很包容的

艺术，要不然也不会能跟那么多的艺术形

式来碰撞、来融合。”

参赛选手方书剑的专业是音乐剧，把

自己的专业和国粹京剧真正融在一起，是

他一直想去尝试的事情，“来到这个舞台，

也是完成了自己一个心愿”。

3 个月来，35 位热爱国风的 95 后“华彩

少年”在舞台上尽显传统魅力：在摇滚乐曲

中交织“非遗”南音（福建省闽南地区的传
统音乐，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汉族音
乐—— 记 者 注），以 曲 剧 唱 法 演 绎 流 行 歌

曲，把京剧行当里用于伴奏、鲜在台前示人

的三弦儿带到舞台的聚光灯下，在反思和讨

论中让传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在他们

眼里，国风不再是过气的老古董，而是值得

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有温度的文化基因。

去年以来，在家里“挖文物”成了不少

年轻人的时尚。拿起“考古神器”洛阳铲，层

层挖土，再细细地扫去浮尘，神秘的“宝贝”

慢慢呈现全貌⋯⋯继河南博物院推出的考

古盲盒“失传的宝物”一再脱销之后，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青铜小分队系列盲盒也成了

热门，设计者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皿和纹

样为基础，参考鸮、饕餮、觥大、觥二、牺尊、

凤鸟等形象创作出趣味性满满的 Q 版手

办，又憨又萌；《国家宝藏》的文创产品店推

出的大唐仕女瑜伽系列盲盒，设计灵感来

自于河北博物院彩绘散乐浮雕中的唐代仕

女，娇憨的仕女们“摆”出各种瑜伽造型，宣

言是“保持好身材，明天就出道”；而三星堆

博物馆推出的“祈福神官”系列，充满神秘

色彩的青铜大立人、青铜戴冠纵目面具、铜

神树枝花蕾吉利鸟以及圆头、平头的金面

青铜人头像，正在集体“抢占”白领书桌，誓

要成为最酷的摆件。

历史的美总是经得起岁月的打磨，如

唐朝的华贵大气，如宋人的素雅端庄，如明

清的柔美细致⋯⋯华夏文明长达数千年，

而中国传统生活之美，如衣、食、住、行，历

经了无数的演变和传承。小到一枚精巧的

梅花酥、茶席上雅致的汝窑品杯，大到大唐

华美的宫城苑囿、两宋雅致的馆阁精舍、江

南精巧的山水园林，华夏风雅再起涟漪，从

几时起，流水前倩影华服衣袂翩翩，曲调里

五十弦再谱华章，一场初雪，故宫之美便刷

爆朋友圈⋯⋯

国风盛行的背后，正是这片土地上的

文化回归和自信。

对年轻人来说，国风中文化沉淀的美，

有着穿越时空的感染力，有更深层的文化

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中华上下五千年悠

久历史，虽然它们早已沉淀在时间的漫漫

长河中。但当我们再次把它们打捞起来的

时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跨越千年时光，

传承文化的力量。

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楚艳将汉唐文化

精神、丝路美学、传统工艺相结合的服装设

计，被 认 为 是 重 塑 了 当 代 中 国 的 风 度 。在

《国家宝藏》节目中她这样说：“当我们回望

历史回到盛世大唐，那个时候的长安，其实

就像今天的纽约和巴黎一样，也是世界的

时尚之都，是引领着国际时尚潮流的一个

策源地。我们看唐人是何等的自信，他们无

论是梳着回鹘的发髻，或者是用着丝路之

上传来的胭脂，甚至穿着波斯纹样的唐锦，

整体看上去，大唐依旧是大唐。”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国风暖吹，文化自信回来了
暖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