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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10月15日，是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纪念日。
当天，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
总干事许琳博士为国家汉办／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揭牌，并出
席了中华文化体验馆开馆仪式。
    基地集文化体验与教学、人才培养与培训、理论探索与研究于一体，希望更好地服务汉语国际教育
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事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感知中华文化。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涌动着一股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
大热情，培育年轻人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自信，自觉担负文化传播的使命，应该成为基地建设的重要
内容。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我们决定在全校范围举办“全景中国”杯山东大学首届中华文化写作大赛。
之所以取名“全景中国”(China 360)，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想借此体现对中华民族文化全方位的审
视；二是想借此表达对中华民族多元视角的陈述。
总之，我们意图建构一个平台，让年轻人用平实的话语讲述自己真切的感受，用多元的视角描绘一幅
幅心中的画卷，用奔放的笔墨记录下点点滴滴关乎民族文化的情怀。
平实的，往往是最动人的。
    活动很成功。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34个学院的2000多名学生参加了大赛。
面对整理成册的1500万字的作品，教授们心动了，学生们的认真态度、创作激情以及众多作品表现出
的良好水平是最好的催化剂。
理、工、医科学生的踊跃参与成为大赛的亮点，其中不乏大量优秀的作品，这对常规思维中人文社科
独秀的想法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守先待后，斯文在兹。
”为了展现当代大学生的风采，传承“全景中国”写作大赛的精神，我们决定出版部分获奖作品。
关于这次活动，有很多感想和体会，在此略述一二。
    一、叙事是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    罗兰·巴特说：“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
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留下大量具有集体共享性的题材，它们成为整个民族叙事的母题，这
些优秀的题材，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叙述和重释得以传承和创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长于叙述的民族，因此我们有了远古神话、传奇、话本、小说等一批传世作品。
当把视角抬升到整个民族的上空，那么历史、文学、风俗、工艺、建筑、山河等都能成为我们叙述的
对象。
中华文化母题之下包含着丰富的叙事线索，此次活动为参赛选手们提供了具有集体共享特性的100个文
化知识点，让学生们自由阐发。
    叙事锻炼的是一种文化讲解能力。
无论是信息的传递还是文化的传播，通俗地讲都是一种人们相互间的“告诉”行为：古人“告诉”今
人，今人“告诉”后人；先知“告诉”后觉，已知“告诉”未知，本族“告诉”外族。
这种“告诉”是我们本能的叙事，体现为一种讲解能力。
人类历史的记载随着技术手段的革新在不断刷新，从早期的口述历史到文字记录，再到音频和视频记
录。
人们在对历史记载和文化传承越来越迷恋于技术手段的同时，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我们本能的讲
解能力。
当人们习惯于用镜头去记录美丽的画面时，用生动的描述、细腻的感受去描绘心中画面的景象似乎也
在渐渐地远去。
    文化叙事是文化国际传播中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它需要一种平实的心态和话语。
叙事需要讲解力，面向异文化的叙事需要一种国际话语的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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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国际话语，并非指某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指超出某一具体国别、民族的视域，带着文化的自
省意识与包容心态，考虑不同文化主体间的认同及接受过程，用一种更具文化亲和力的共通话语，也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平实的语言，表达和传递出多元文化交流与共享的主旨。
国际话语提倡的是一种平实、真挚和从容的状态，是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间的平等对话，
是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交流。
    二、继承与传播民族文化需要仪式的力量    仪式是有内容的形式，但仪式绝对不等同于形式。
仪式承栽着民族共享的价值和观念，具有共享信仰、传承传统、涤荡心灵的功能。
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是共享文化的过程，它通过仪式来聚集社会成员，塑造共同信仰，
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可见，文化继承与传播需要仪式的力量。
    中华文化本身承载了太多的内容，写作大赛应该赋予这些内容一种仪式的庄重感。
大赛由国家汉办／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联合山东大学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共同
举办。
根据议程，大赛设置了初选、复选、决选和隆重的颁奖典礼。
王学典教授、傅有德教授、孔令栋教授、谭好哲教授、傅永军教授、王小舒教授等一批专家学者领衔
大赛评委会。
每一篇作品都由专家学者亲自把关，反复斟酌。
公开的程序、严格的遴选、获奖作品的最后公示，以及隆重而又不失学术评价和情感表达的颁奖典礼
等，保证了大赛的公众参与性和权威性。
大赛的整个过程和隆重的表彰仪式，体现了人文关怀，凝聚着学子力量，引导学生较为全面地感知、
思考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从而加深对母语文化的感知与认同，共享优秀价值观念，在传播中传承，在
传播中创新。
    三、大学生视角具有独特的体验特质    大学生的叙述视角，不同于宏大叙事，更为关注具体事件及
其详细描述，以及个体和群体的内在世界与经验意义。
叙述的故事也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带着自身的经验解读去选择和重构。
狄尔泰说：“只有当我们体验到人的状态，让这些状态在生命显示中表达出来，并且理解这些表达，
人才能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
”大学生视角下的叙事文本本身即是一种体验及表达，契合了狄尔泰“体验一表达一理解”的过程。
大学生的认知，真挚的文字，自由的阐发，青春的温度⋯⋯他们笔下这种带着体验特质的表达，也许
在知识性、准确性和思想性等方面都有所欠缺，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传播作品。
    事实上，无论是学生们的参与热情还是作品质量，都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学生们说：“大赛给出的开放式的题目太好了”，“终于能有一个舞台让我们一展身手”，“我要用
最动情的笔触向世界介绍我家乡的文化遗产”⋯⋯我记得有一位参赛者一个人就写了12篇。
王学典教授说：“好久没有接触到这么多年轻人的作品，首先感觉到一种震撼”，“大赛打破了学科
的界限，全面展示了山大学子的素养”。
王小舒教授说：“学生们的作品整体质量非常不错”，“大学生的视角很独特”，“打造了一种体验
式、感悟性的叙述性文字”。
    基于这种珍贵的体验视角以及专家学者的肯定，大赛组委会坚定了遴选优秀作品，结集出版的想法
。
文集最终定名为《全景中国：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是有预期的，总结起来有三点：首先是持续。
通过首届写作大赛的举办，无论是学校领导、专家学者还是山大学子都希望“全景中国”能实现一种
对山大文史积淀的传承，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和山大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
其次是多元。
围绕“全景中国”品牌，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优秀讲解力的人才，构建写作、中华才艺、摄影
、微电影制作等多元赛事主题，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进来。
最后是传播，让大学生对话世界，通过这个年轻、律动、具有无限潜力的群体，联结古老中国、当代
中国和多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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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又有多位学者询问并关心大赛和成果出版事宜。
一年来，基地并山东大学出版社诸同仁为之兢兢业业，现在付梓在望，令人欣慰。
    是为序。
    宁继鸣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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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把酒言欢：中国文人与酒 “爱过知情重，醉后知酒浓。
”从古到今，都是情酒相伴。
不管忧愁苦闷，还是欣喜若狂，都需要痛饮一杯。
不论是百姓的北京二锅头，还是国宴茅台，一杯下肚，豪情壮志就直冲云霄。
于是从凡夫俗子，到鸿儒高朋，一把酒，就言欢。
 中国有句关于酒的俗语，叫作“酒壮怂人胆”。
有个漫画是，一只老鼠喝光了一瓶酒之后，到处问：猫在哪？
于是年轻人在追心仪的女孩的时候，也可以喝一杯再表白。
 中国酒，传说源于杜康。
杜康将杂粮放在树洞里，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粮食由此得以发酵成酒。
三国争霸中的枭雄曹操在诗中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基本代表了杜康酒在人们心中的头等地位。
 以前的人们，在喝酒宴饮的时候常常要行酒令，酒令既是助兴游戏，又是古代礼仪。
《红楼梦》、《西厢记》等作品中记载的酒令或幽默风趣，或文采深厚。
酒令文化传达着饮酒人的酒趣和情感，酒令多作诗句或对联。
 唐代传奇《申屠澄》中有这样一则关于酒令的故事：秀才去任职的途中，因为下了大雪只好投宿路边
人家。
好客的主人烫酒招待。
才子申屠澄举杯，引用《诗经》句行雅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
”话音刚落，主人之女多情地看了申屠澄一眼，脱口出令：“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少女用的是《诗经·郑风·风雨》里的诗句，其后两句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少女已含蓄而巧妙地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意思是看到君子你，我心中十分欣喜。
于是，申屠澄向少女的父母求婚，二人因为酒喜结良缘。
 中国人讲究飘逸高远的道家文化，老子的法天地，庄子的逍遥游，酒文化与之一致。
才子风流，文人无拘。
醉心于酒，只求痛快地生活，痛快地作诗，痛快地唱歌，最后老死于花酒之间，保存了洁净之身，带
着酒香与花香远离滚滚红尘。
 唐代“诗圣”杜甫有《饮中八仙歌》，给我们描绘了八个文人的醉态，其中有“李白斗酒诗百篇，长
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叙述了李白的洒脱不羁，在喝了酒之后就更加显露，即便是一国之首的天子，也拿他没办法。
举杯消愁，常常带来落笔生花。
因为醉，所以无罪。
酒带着抗争黑暗的意味，于是官场越污浊，酒也就越显清醇了。
文人用酒来排遣寂寞。
 不仅是李白，许多名人都有着关于酒的轶事。
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醉后作画，挥毫立就；“书圣”王羲之临溪饮酒而作《兰亭序》，
成了不可逾越的经典；怀素酒醉泼墨，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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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全景中国杯”山东大学首届中华文化写作大赛于2010年启动实施，并在2011年春举办了隆重的颁奖
典礼。
今天，充分展现山大学子文化素养和人文情怀的《全景中国：大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即将呈现在大
家面前。
    文集中收录的文章是从3000多名参赛选手提交的文章中遴选出的获奖作品，他们用清新优美的文辞
抒写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热爱，青春的温度和生活的韵味渗透在字里行间。
文集付梓不仅是此项赛事的里程碑，也是山大学子国际视野和激扬才情的展现，更是传统文化对话当
代中国和多元世界的尝试。
    大赛自举办以来，得到了学校有关部门、教授和学生干部的赞许。
总结来看，可以将大赛的特点归为三点：一是立意深远、创意丰富。
大赛激发了学生们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今天珍视民族文化的情怀，兼具教育意义和文化意义
。
二是组织严密，管理科学。
大赛征稿、评审、颁奖都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具备精心设计的组织机制和管理程序。
三是成果丰富，影响深远。
文集的遴选与出版是对参赛学生的激励和鼓舞，也将对大学生人文修养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再次征求学校有关人文领域专家学者、职能部门负责人对“全景中国”大
赛与书稿的意见与建议。
他们纷纷表示：书稿立意新颖、视角独特，编撰工作严谨，文稿质量高；既是一部展现当代大学生风
貌的优秀作品，也是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系列故事；希望“全景中国杯”文化活动能继续开展下去
，并把比赛形式由征文扩展到文化知识、中华才艺等多种形式，并成为校园文化系列活动的品牌项目
。
    大赛的举办和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支持与资助。
汉办致力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该项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各位同仁在书稿形式设计、文稿修订等各个环节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体验基地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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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景中国:大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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