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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了解到吊脚楼，是因为宋祖英的歌
《小背篓》和沈从文的小说《边城》。 今年暑
假的社会实践活动，终于使我有机会踏上湘
西龙山县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切身感受土
家人的热情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司檐悬空，木屋青瓦，山水之间，一幅
写意诗卷徐徐展开。 透过层层墨色晕染下
的历史沉淀，土家族人“叉木架物 ,编竹为
墙”的画面如诗如画地展现眼前。“渔歌不
绝霞飞晚，留得古楼听雨声”，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吊脚楼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营造技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世居
湘、鄂、渝、黔毗连的武陵山地区。据史料记
载，土家族先民多居于山涧丘壑之中，为了
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环境， 土家族先人们
用大树作架，捆上木材，铺上竹树条，盖上
顶篷，吃饭睡觉都在这种空中住房里，后来
便逐渐发展成土家族今天的吊脚楼。 独特
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便
是土家族先民建造吊脚楼的源头。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 土家族吊脚楼
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改土归流对于土
家族吊脚楼变迁具有重要影响。 以封建礼
教为核心的汉文化促进了吊脚楼文化的更
新与进化，吊脚楼的布局、空间、建筑理念
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并逐渐定型。相比先

前的“栏杆”式的简单结构，今天的土家族
吊脚楼形式多样、营造讲究，成功地摆脱了
原始性， 体现了独特的建筑美学和高超的
营造技艺。

土家族吊脚楼是土家族文化的物质载
体，再现了土家族人依靠自然、利用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 体现了土家
族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反映了土家
族人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与宗教信仰意
识，折射出土家族人与众不同的民俗风情，
被称为巴楚文化的“活化石”。

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城镇化的推
进， 土家族吊脚楼文化在传承与保护中存
在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出来：

一是原生态的文化资源逐渐减少。 主
要表现在吊脚楼建筑自然损毁严重， 传统
元素、人文环境、传统格局均遭到不同程度
的破坏。

二是对土家族吊脚楼文化的发掘不
够。 土家族吊脚楼文化作为土家族文化的
重要内容， 在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中具有

重要的价值。 目前对土家族吊脚楼文化的
发掘主要还停留在旅游开发的起步阶段，
并未转化为当地的重要经济发展支柱，许
多土家寨基建落后， 全村几乎无饭店和旅
店，旅游接待能力非常有限，靠旅游拉动消
费的市场基本没有打开。

三是资金缺乏。 由于资金投入少，吊脚
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进度慢， 许多修
复工程延迟、滞后，无法正常进行。“许多工
作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希望国家能多
扶持，社会能多多关注……多些资金，我们
的工作也会开展得更好、更顺利”，种种言
语道出了当地政府的无奈心声。

四是民众力量没有充分调动。 一方面，
政府在规划实施过程中， 与村民协商不够
充分，民众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土
家族青壮年大部分外出学习或打工， 不愿
意传承传统文化， 一些地方出现了吊脚楼
建筑老艺人虽有一身建筑手艺， 却后继无
人的尴尬境地， 进而导致整个吊脚楼文化
传承链的断裂。

因此，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加快城镇
化建设的进程中， 当地政府与社会民众理
应全面思考，研究对策，对土家族吊脚楼的
文化资源进行有效保护与利用。

其一，增强保护意识，弘扬民族文化。
尽量保持吊脚楼古建筑原貌， 加大传统元
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积极弘扬民族
文化，激发创造活力，使土家族文化在传播
和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其二，优化发展模式，打造特色旅游产
业。 把大力发展土家族特色旅游作为一种
新型绿色产业，符合当地扶贫脱困、建设新
农村的要求。 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
人来参观和体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感受
独特的吊脚楼文化。

其三，加大投入力度，培养民族文化专
业人才。 政府要设立专项资金，组织专业力
量，抢救古建筑、改善基础设施，培养弘扬
民族文化专业人才， 为传承和发展民俗文
化创造良好条件。

其四，尊重民众主体地位，充分发动民
众力量。 结合民众文化需求，做好土家族吊
脚楼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鼓励当地土
家族人在闲暇时间组队排练传统节目，将
这种自娱自乐的一次性表演方式转变为一
种常态化的休闲放松方式， 并为民众开放
表演平台，以满足民众的文化诉求。

渔歌不绝霞飞晚 留得古楼听雨声

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高 1407 班 陈柏一

———刍议土家族吊脚楼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流行语， 它们在
大众中口口相传，承
载着各个时代群体的
集体记忆。

“小目标” “宝
宝”“洪荒之力”“葛
优躺”“友谊的小船”
…… 2016 年“余额
已不足”，回味这些刷
屏一时的网络流行

语，既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又给人一
种亲近感。 在这些网络流行语当中，
每一句网络流行语的背后， 往往代
表着一起事件，也代表着一种情绪，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过去一年的
一种总结。

提醒着我们， 这一年又要悄然
逝去。

在谈及对创业者的建议时，王
健林表示想做首富是对的，“但是最
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

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 ”此语
一出， 小目标立即刷爆了互
联网社交平台。

“小目标”是一句充满人
生哲理的话。 面对“小目标”
这样的网络流行语， 值得我

们反躬自省。 再比如“洪荒之力”是
2016 年难得的一抹亮色。 2016 年 8
月 7 日， 当傅园慧在巴西奥运会上
完成女子仰泳半决赛后面对镜头
时，她的大眼睛、夸张表情和魔性镜
头感以及一路小跑尖叫声结合在一
起时，这句脱口而出的“洪荒之力”
就成了 2016 年难得的亮点，而傅园
慧成为年度网红就已经铁板钉钉。
洪荒少女出现， 代言了率真活泼的
90 后， 其背后是货真价实的世界仰
泳冠军，安静爱读书的玻璃心，却有
一副爱搞怪的天生表情包。 傅园慧
说， 这一切都拜美好快乐的家庭所
赐， 尤其是有一个同样宽容乐观的
好爸爸。

“葛优躺”是指演员葛优在喜剧
《我爱我家》 里的剧照姿势。 一部
1993 年流行的情景喜剧，过了 20 多
年， 其中一张颓废的剧照也能流行
开来，“别跟我说话，我不想说话”，

这是每天下班后要从北京大马路上
杀出一条血路、一回到家里就瘫倒在
沙发上的奔波一族的流行口头禅。
“葛优躺”流行，是一种时尚生活方式
的流行。 在任何一个行业谋生糊口，
如果你不能左右什么，也不打算改变
什么，“葛优躺”也算最优选择。

来自于漫画作家喃东尼最开始
创作的漫画“友谊的小船”：两只萌萌
的企鹅共同坐在一艘小船上，有一段
“话不投机”的对话最终导致“友谊的
小船说翻就翻”。 网友们由此衍生出
了更多“翻船体”，如爱情的巨轮说沉
就沉，好好的姑娘说胖就胖，卡里的
余额说没就没……

在百度贴吧等论坛，最开始大家
都是说“一言不合就开车”“一言不合
就飙车”。现在它也是一句吐槽用语，
多指毫无预料的发生了某件事情，冷
不丁的就突然做出某事了。

盘点的这些网络流行语，都是我
们这个多元社会的一种证明，是我们
生活的一部分。也许再过 30年，我们
回头再看看这些网络流行语，会发现
不一样的意义与价值，就像我们现在
看上个世纪 80年代的一张黑白照片
一样。

闲话

“年度流行语”
承载时代群体的记忆

□ 卓也

有些作家、有些诗歌、有些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就
越来越淡了。 但有些作品即使跨越千年，依然具有旺盛
的生命力。这些作品靠它的思想含量、艺术思想、人格思
想和政治思想影响了无数人。 譬如我们熟知的《岳阳楼
记》已经成为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从中小学生、学者教
授到政界要人，无人不读、不背，这说明它仍有现实意
义。

读《岳阳楼》记，归纳起来有三条，教我们怎样做人、
为官和立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 ”前者讲的是为人处世的世界观、人生观，后
者讲的是人生的价值观。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
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不随波逐流。 就是要有信仰，有
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我们在处世中应该秉承
人格之美。

“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 ”这是范仲淹的两句诗，
较能概括说明他的独立人格。 范仲淹在大中祥符八年
（1015 年）中进士，中了进士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地方官
职是“司理参军”，就是审理案件的助理。 范仲淹秉公办
案，常与上司争是非，任其怎样以势压人，也不苟同。 每
结一案，他就把争论内容记在屏风上，可见其性格的耿直。

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
为正义，都可以牺牲自己。 譬如范仲淹力保滕宗谅，使其无大过。 他
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
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
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他这种独立人格仍然是我们现在最
需要的。

那么，我们如何立言？《岳阳楼记》是既有内容又有思想的好文
章，暗合作文和审美的规律，为我们提供了立言的蓝本。

全文共有六个自然段。 分别叙写事件的缘起，描写洞庭湖的气
象，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 导
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
贬江湖，不忘其君。 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
“情”：“噫！ 微斯人，吾谁与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出了一
种超时空的向往和惆怅。

纵观全文，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道理。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情境”之
效， 再加上贯
穿始终的文字
之美，形美、情
美、 理美、文
美， 算是“四
美”了，在思想
和表现手法两
方面都分别达
到了很难得的
高度。

本报讯（通讯员 翁凯 记者
付康松）10 月 31 日上午，湘西凤凰
籍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次子沈虎雏
与吉首大学签订捐赠协议， 向吉首
大学无偿捐赠 55 件沈从文先生生
前用过的珍贵物品。 此次捐赠的文
物有沈从文先生的衣物、 眼镜、箱
子、书柜、桌椅、收音机等日常生活
用品， 以及沈从文先生创作的部分
书法作品， 所捐物品将安放保存至
吉首大学沈从文纪念馆， 部分文物
已展出， 主要用于吉首大学开展教
育、教学和研究。

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游俊感谢沈
虎雏先生及其亲属多年来对吉首大
学的关心和支持， 并承诺会一如既
往地把沈从文研究作为吉首大学的
特色和重点，加大建设力度，充分利
用沈从文纪念馆的实物、图片、影像
等资料， 将研究推向更深更广的领
域。

沈虎雏先生介绍，他在为《沈
从文全集》补遗的过程中，发现了
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和物品，
希望通过捐赠进一步丰富馆藏。
他还满含深情地回忆起与吉首大

学老师合作编著《沈从文别集》的
往事。 沈从文纪念馆副馆长、沈从
文研究所副所长李端生教授向记
者介绍， 吉首大学沈从文纪念馆
正式开办是在 2012 年 12 月 28
日， 沈从文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
际。 吉首大学发挥纪念馆窗口、教
育、学术、文献等功能，已成为吉
首大学文化立校的重要阵地和对
外宣传的新名片。 从开馆至今，接
待了全国多地热衷沈从文先生的
文学爱好者、 学术研究者等共近
1.9 万人。

文讯

沈从文次子向吉首大学捐赠父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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