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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
开“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
路”研讨会。据了解，当前，我国
文保工作正逐渐形成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格局。就
文物工作而言，社会力量指的是
文物系统之外的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社会力量
在 文 保 工 作 中 发 挥 着 什 么 作
用？又面临着哪些瓶颈？

据统计，我国不可移动文物
76.67 万处，可移动文物 1.08 亿
件/套，全国以文物和各类遗址为
依托建立起来的博物馆、纪念馆
4873家。文物资源浩若烟海，保
护责任重若泰山，是我国文保工
作的鲜明特征。

遗憾的是，各级文物系统的
行政、事业机构设置同其承担的
繁重任务相比，颇显力不从心。
截至目前，全国省局中只有4个正
厅级的文物局，14个单独成立机
构的副厅级文物局，还有13个加
挂文物局牌子的文化厅内设机
构。全国2853个县中单设文物局
的很少，大部分为文广新、文广旅
或文广体局，由一位副局长兼管
文物工作，还有近1/3的县没有行
政管理部门，由县博物馆、县文管
所代行文物行政职能。有一部分
县甚至连一个文管所都没有，基
层一线管理近乎空白。

再看从业人员队伍情况，截
至2015年底为14.6万余人，多数
人员集中在省市文物部门、文保
事业单位和博物馆，而基层文管
所、县博物馆的人员很少，并且
结构不尽合理，专业人员比例很
低。可以说，我国文物的资源结
构是一个正金字塔形，而管理队
伍结构却是一个倒金字塔形。

而用于文物保护的资金投
入情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主要由中央财政支持，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由省财政支持，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费也由本
级财政负责。由于地方财力有
限，许多文物资源丰富的县同时
也是贫困县，因此保护投入难以
保障。

那么，缺钱少人的问题能否
解决？钱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
可能有所改善，但人的问题，仅
依 靠 政 府 力 量 几 乎 不 可 能 解
决。对此，国家文物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玉珠表示，进一步理
清政府、社会、企业的关系，明确
权责，拓宽渠道，创新管理，吸引
社会力量、社会资金参与文物保

护，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中央下大力气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文保工作。去年3
月 8 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就提出：“对
社会力量自愿投入资金保护修
缮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
可移动文物的，可依法依规在不
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
期限的使用权”。

将有限的使用权让渡给企
业甚至个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大
胆的创新和尝试，正如近年方兴
未艾的私人博物馆一样，文保热
情也会由此被相当程度地提振
与激发。同时，针对非国有不可
移动文物的保护，《意见》还提
出：“利用公益性基金等平台，采
取社会募集等方式筹措资金，解
决产权属于私人的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维修的资金补助问题，使
文物所有者和使用者更好地履
行保护义务”。

各地政府在文保方面也不
甘落后，为社会力量参与文保提
供政策支持。近5 年，30 个省份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召开全省
文物工作会议，28个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今
年3月21日，山西省政府网站公
布了《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
实施方案》，这是全国第一个省
级政府出台社会力量保护文物
的方案。湖南省政府也于近日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
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积极引
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
护工作。

但是，文保的社会参与刚刚
上路，发展时间不长，参与经验不
多，与文物保护事业的实际需要
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
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还不普
遍，民众参与保护的自觉性不高，
尽管对文物保护关心的人越来越
多，但是还属于小众；另一方面，
文保领域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
组织尚在发育中，大多数自身实
力不强，人才短缺，结构较为松
散，稳定性差。此外，公众参与文
保的法律保障和有效机制尚未形
成，公众参与的权益缺乏认可和
保护，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也亟
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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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呼唤更多社会力量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此。

——李白《把酒问月》

月亮的柔美与纯情，月亮的半弯与圆

满，给了古今人许多的情感慰藉。我们为

月亮备好了几个节日，为的就是借月抒怀，

将欢喜与忧愁都寄予在月里。

在我国，一年安排了三个与月亮有关

的全民节日，元宵、乞巧、中秋，分布在春、

夏、秋三季，其中有两个与圆月有关，一个

与新月有关。元宵与中秋都有赏月的主

题，圆圆的月亮，带给人们的不仅有心灵慰

藉，还有情感升华。

月神之问

对月亮的神往，催生了月亮神话，许多

民族都有月神信仰，古代中国也不例外。

千年流传的月神，也许常驻妇孺心里

的，是奔月的嫦娥。据《山海经》所述传说，

帝俊有妻名常曦，生月十二，是为月之神。

可又有神话说嫦娥是尧帝女，羿之妻，本名

姮娥。在有她奔月的传说后，与更古老的

常曦混同，才被称为嫦娥。

有人说嫦娥不是最早的月神，常曦才

是。但有人考证，常曦、常羲、姮娥、嫦娥其

实同为一人，常、嫦、姮音义相通，曦、羲、娥

音义相似。

嫦娥奔月的传说，据《淮南子》说，羿到

西王母处求取长生不死之药，嫦娥先吃了，

结果逃到月亮里变作一只蟾蜍，成为月

精。这个说法更早来自《归藏》：“昔常娥以

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

汉画上似乎也发现了嫦娥的身影，河

南南阳的一方汉画像石上绘有一蛇身人

像，似乎正朝向蟾月飞翔，这位翔者被很多

人认定就是传说中的嫦娥，这图也就有了

“嫦娥奔月”的名称。只不过这月中已经驻

了一只蟾蜍，那嫦娥还能化成另一只么？

其实，她可能不是嫦娥，却是另一位传

说中的月亮女神——女娲。汉代人在画像

石与画像砖上，将始祖伏羲与女娲分别定

义为日神与月神，他们的形象与日月同

辉。这样的汉画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土，伏

羲捧日，女娲捧月，担当重任，看起来是很

辛苦的样子。

当然，也有人考论，说女娲和嫦娥是一

回事，这好像不太容易让人信服。你想啊，

别的不论，伏羲、女娲可是兄妹成婚，而嫦

娥的那位明明是羿，各有各主，不可合二为

一的。

有趣的是，到了唐代与日月同辉的伏

羲和女娲，他们仍然灿烂如汉代时期，如在

吐鲁番发现的二神画像；稍有不同的是，这

二神的形象有了明显改变，兄留着胡须，妹

抹了红脸蛋，已经是西域人标准的模样了。

不管怎么说，也是女娲和嫦娥给月亮

带来了活力，让人们的精神有了一个美丽

的寄托之所。

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常常写到月里嫦

娥。如唐代孙蜀有中秋诗曰：

不那此身偏爱月，

等闲看月即更深。

仙翁每被嫦娥使，

一度逢圆一度吟。

月亮一圆，就想起了嫦娥。又有宋代

陈远诗曰：

世间八月十五夜，

何处楼台得月多。

不及吴江桥上望，

水晶宫里揖嫦娥。

中秋佳节揖拜嫦娥，也是赏月的一个理由。

甚或还有诗人将心比心，开始为嫦娥

抱屈，如唐李商隐《嫦娥》诗说：“嫦娥应悔

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又如宋人晏殊

《中秋月》诗说：“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

冷桂花孤。”月圆之时，想到嫦娥那样孤寂，

又多了一个浇酒的由头。

月在中秋明，中秋之乐在乐月，到今天

依然还是以明月为中心，嫦娥却在不知不

觉中渐渐隐没。

舞马月下

中秋之夜赏月，至迟在唐代已成风气，

虽然没有名副其实的中秋节。

唐人爱中秋月色，可举两诗为证。一

为司空图的《中秋》诗：

闻吟秋景外，

万事觉悠悠，

此夜若无月，

一年虚过秋。

一为曹松的《中秋对月》：

无云世界秋三五，

共看蟾盘上海涯，

直到无头天尽处，

不曾私照一人家。

中秋不见月，当然是件很遗憾的事，

《隋唐佳话》说：“李愬隐首阳山，中秋夕与

友人携酒望月。愬曰：‘若无明月，岂不愁

杀人也！’”中秋赏圆月，思亲会友，风雅度

良宵。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说：“苏頲与李乂

对掌文诰，玄宗顾念之深也，八月十五日夜，

于禁中直宿诸学士玩月，备文酒之宴。时长

天无云，月色如昼，苏曰：‘清光可爱，何用灯

烛？遂使撤去。’”玩月即是赏月，赏月之时，

月光月影最是可爱，用不着灯烛争辉。

唐人中秋为节，有人说与唐玄宗有关。

依《旧唐书》和《唐会典》的记载，“开元十

七年八月五日，右丞相薛曜、左丞相张说等上

奏，请以是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

下”，定每逢此日，朝野同欢，“天下诸州咸令

宴乐，休假三日”。虽是天下同乐，可玄宗生

日是八月初五，月亮并未出来，与中秋无涉。

这千秋节后来又改为天长节，千秋万岁，天长

地久，都是一回事，也还都不是月亮节。

到安史之乱发生，玄宗不得不退位，肃

宗李亨登基。肃宗的生日是九月三日，晚

玄宗太上皇近一月，两节靠得很近，朝廷设

计用居中的八月十五庆生，仍称天长节。

到代宗、德宗时，也都延续了八月十五庆天

长节的传统，中唐以后不再有什么庆祝活

动，这个为帝王庆生的节日逐渐淡出。

八月十五为皇上庆生之日，唐时宫中有

一款特别的游艺，叫作“蹀马之戏”，就是马

舞。这马舞是玄宗时最先舞起来的，让舞马

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上祝寿，然后随着

鼓乐节奏起舞，踢踢踏踏，好不快活。

马舞在兴庆宫的勤政、花萼两楼下举

行，舞马在《倾杯乐》的节拍中起舞，纵横应

节，起伏有序，时而跃上板台旋转如飞。唐

人张说有六首《舞马词》描写盛况，其一曰：

“彩旄八佾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衔杯

赴节，倾心献寿无疆。”

宋人《负暄杂录》说唐中宗时还有舞

马之戏，“蹀马之戏，皆五色彩丝金具装于

鞍上，加麟首凤翅，乐作，马皆随音蹀足遇

作‘饮酒乐’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

舞马还有盛装打扮，一定非常耀眼。在西

安何家村出土过唐代舞马衔杯银壶，看到

银壶上的舞马图像，感觉文献上的记述非

常可信。

玩月中秋

皇上玩皇上的舞马，中秋时文人们更

喜欢月亮山水。

唐代刘禹锡有两首写八月十五的玩月

诗，一曰“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

水。群动悠然一顾中，天高地平千万里”；

一曰“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

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

晶英”。

将太平理想、亲情友爱寄予月光，是完

全不同于皇宫自得其乐的人伦情怀。

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后来天长节不见

了，不过八月十五半秋之日，却演变成了一

个与皇上无关的民俗节日，这是真正的中

秋节。

到北宋时，中秋节便与春节一样，在民

间成为很受重视的节日。

有人说大宋市民将中秋节变成了全民

的狂欢节，白天有相扑、游泳、登山、拔河、

击鞠等，月夜以玩月为事。宋代罗烨的《新

编醉翁谈录》说，“京师赏月之余，异于他

郡。倾城人家，不以贫富，能自行者至十二

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于庭中焚

香拜月，各有所期。”赏月，拜月，将自己的

心事寄予月中。

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明确提到

中秋节，他这样写道：“中秋节前，诸店皆卖

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

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

望子。……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

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

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

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吴自牧的《梦粱录》也记述说：“八月十

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

’。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

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

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

临轩玩月。”

苏东坡在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之时，作

《水调歌头》，抒发思亲之情，铸就千古名

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端起酒来，敬一回江

中之月，再不说神了，只是思亲，这些句子

也就成了千古绝唱。

“千里共婵娟”，千年共婵娟，古人今人

共明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早先南朝人谢庄的《月赋》，就有“隔千

里兮共明月”的句子。中秋对文人们是借

景抒情的好时光，对布衣百姓也是一年中

的好日子。中秋观月，也要享用一些特别

的节物，在古代主要有玩月羹、月饼、桂花

酒等。等到月饼当了家，玩月羹渐渐被忘

却了，也许它快要回到餐桌上来了。

这名字奇特的玩月羹，见于五代宋初

陶谷的《清异录》，也见于宋郑望之的《膳夫

录》：“汴中节食，中秋玩月羹。”

玩月羹是何等滋味，今天已不能知晓，

揣测也许是鸡蛋羹之类，或许有像月之形，

至少是浇汁鸡蛋饼吧。不过据烹饪史家研

究，玩月羹是以桂圆、莲子、藕粉等为原料烹

成，据说百年前岭南一带仍见玩月羹应市。

苏菜中的一款“西施玩月”，也许存有

古时玩月羹的遗味。它是在煮鱼圆的锅中

放入火腿片、笋片、香菇、绿叶菜烧沸捞出，

排放在鱼圆上面，虽不知西施何在，也不明

哪是月亮，却是可以给人想象的吧。

舌上月圆

作为中秋特色点心的月饼，可能在唐

时已经有了。新疆吐鲁番唐墓中出土了一

些保存很好的面食点心，其中的一些花式

点心与当今月饼印纹相似，也应当是以木

模印成。这个发现也证实印花点心出现很

早，这也是月饼工艺的核心所在。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荤素从食店”

中出现了“月饼”名称，不过这月饼可能只

是一般点心，与中秋无关。周密《武林旧

事》中，月饼更列在“蒸作从食”中，也不是

中秋特色，与后来的月饼不同。

元代陶宗仪《元氏掖庭记》中有“仲秋

之夜，……当其月丽中天，彩云四合，帝乃

开宴张乐，荐蜻翅之脯，进秋风之鲙，酌玄

霜之酒，啗华月之糕”的句子，其中“华月之

糕”当与月饼相似。

明代田汝成的《熙朝乐事》说：“八月十

五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

义。”而《帝京景物略》则说：“八月十五日祭

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之如莲

花。……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

尺者。”这是真正的中秋月饼。

月饼也谓之团圆饼，刘若愚的《酌中

志》说：“至（八月）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

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饮啖，多竟夜始

散席者。如有剩月饼，仍整收于干燥风凉

之处，至岁暮合家分用之，曰团圆饼也。”月

饼在明代有了团圆之意，将浓浓的亲情融

入到了月中，也使得中秋节的传统得到进

一步弘扬。

清代的月饼，有时直接就做成了传说中

的月亮形状，《燕京岁时记》说：“中秋月饼，大

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

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这大月饼，

放到除夕去吃，也还是为着团圆的期冀。

自清代起，中秋节的饮食活动，多以家

庭为单位进行，增进长幼亲情；也要在亲邻

间互赠节物，联络彼此感情。

《月令广义》即云：“燕都士庶，中秋馈

遗月饼西瓜之属，名‘看月会’。”清代江苏

句容地方，八月中秋办饼筵，大会亲朋。《京

都风物志》述及家庭赏月宴，中秋夜拜月礼

毕，“家中长幼咸集，盛设瓜果酒肴，于庭中

聚饮，谓之团圆酒。”中国人追求的中秋之

意境，就是家人亲朋的团圆与亲近。

月里情怀，千年共婵娟。置身在月光

里，思亲念友，体味古人诗情，品尝月饼滋

味，向着圆月许下心愿，这八月十五的中秋

节，味道足矣。

《光明日报》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用岑参的这首诗来形容
知识付费再贴切不过。仿佛一夜
之间，知识经济的风刮起来了。
喜马拉雅FM、得到、问咖、值乎、
分答……一大波知识付费平台走
红。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显示，当前我国知识分享市
场已初具规模。初步估算，2016
年知识领域市场交易额约为610
亿元，同比增长 205%，使用人数
约3亿人。

有句话叫“知识是无价的”，但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无价的只是
指知识本身，并不是指知识的接受
和传播，接受知识其实是廉价的。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知识
被扎上免费和共享的花头绳时，

“知识无价”变成了“知识没有价
格”，很多人已经习惯不再为知识
付费。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符合
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知识付费的兴起，有着时代
的必然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总有一些人，出于对优质知
识的需求，愿意为优质知识付
费。而这，正是知识付费时代到
来的内生动力。所以我们看到，
2016年成为了“知识付费元年”，4
月，问咖、值乎出现；5月，分答、知

乎 Live 面市；6 月，喜马拉雅 FM
“好好说话”推出……几乎每个月
都有知识付费产品走红，其对应
的正是人们对优质知识的渴求。

当然，目前很多知识付费其
实并不能体现“内容为王”。在现
在的网络市场上，优质知识内容
还是太少，更多的是“一小时建
立”“一周学会”“改变”这种速成
神话的泛滥。要知道，知识付费
利用的是碎片化时间，碎片化学
习不等于学习碎片化的内容。可
在知识付费市场，又有多少知识
是系统性的、连贯性的？

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消费
升级的过程，知识付费是消费升
级的必然呈现。但就目前来看，
知识付费市场依然存在着种种的
问题，很多知识付费平台其实只
是打着知识的幌子，走的还是“粉
丝经济”老路，很多知识掺杂着水
分。知乎创始人兼 CEO 周源曾
经表示，知识付费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这个市场还没到一两年就
能确定格局的时候。知识可以是
一门生意，但也不能等同于一般
意义上的生意。

从这意义上说，断言“知识消
费的春天到了”还为时尚早。

《光明网》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和文化部联合主办的“喜迎十九

大 文脉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网络传播活动正式启

动，积极探索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主动把握

网络传播规律，在全社会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

厚舆论氛围。连日来，活动在贵州、福建、山西、湖北四省

深入推进，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取得了丰硕成果，引起了

热烈反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原本陌生而拗口的概念，进入

中国十余年来，逐渐获得了广泛认知。期间，在政府部门的

主导、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笔者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常会，以及各类学术研讨会时，多次听

到国际人士对中国非遗保护成绩的高度赞扬。

非遗保护任重道远，离不开公众的参与。调动公众的

积极性，离不开媒体的支持。以新媒体为例，无论是普及非

遗知识、培养保护意识，还是报道典型案例、提供发展建议，

均有着诸多优势，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后，新媒体应当如何

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加强与非遗研究机构的联系。密切关注、积极

吸纳最新研究成果，使其中的先进理念、巧妙方法成为非

遗报道、展示、传播的有益参考，或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过去几年，全国各地的非遗保护工作，更多地停留在

概括式、一般性的宣传上，而对非遗本身的内涵，保护工作

的原则、策略等缺乏探讨和借鉴。如果说，这是非遗知识

普及阶段的一种权宜之计，那么随着经验的积累、形势的

变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必须加以改进。只有这样，才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其次，注重非遗相关社区和传承人。根据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

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

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

场所。其中，社区和传承人处于核心位置。这充分说明，

非遗不是“遗留物”，也不是“活化石”，而是正在被传承和

使用，是一种鲜活的生活文化。因此，在关注非遗项目的

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忘了社区，尤其是传承人。只有避免

“只见遗产不见人”，才能真正领略非遗的全貌、接近非遗

的本质。

最后，严格遵循非遗保护伦理原则。非遗保护，是与

人打交道的一项工作。新媒体从业人员在与非遗传承人

沟通时，应当切实从“互为主体”的立场出发，做到彼此尊

重。在尊重非遗传承人的人格、意愿和习俗的前提下，进

行相关的采访和记录。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常会上通过的《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具有指导意义。《原则》指出，与

创造、保护、延续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和个

人的所有互动应以透明的合作、对话、协商和咨询为特征，

并取决于尊重其意愿、使其事先、持续知情并同意的前提

而定。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

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

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

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5月17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言简意赅，语重心长。自古以来，文化与科技都是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的。今天，如何让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

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值得深思和践行。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新媒体赋予非遗传播、推进“活态”传承，便

是对这一思路的具体落实。前景可期，我们拭目以待。

《光明网》

月里情怀：千年共婵娟

知识付费是消费升级的必然呈现

非遗保护抓实效 新媒体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