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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洛神舞刷屏，平均年龄 74
岁的清华校友合唱《少年》，书法展开
到菜市场，一首《漠河舞厅》带红一座
北方小城，新晋网红张同学某短视频
平台的粉丝突破了 1400万……在行
将告别 2021 年之际，《中国青年报》
盘点了一年的中国十大文化创意事
件，文化的力量让人在这样的季节
里 感 到 温 暖 和 从
容。

文化是一个民
族的精神血脉，是
每一个人念念不忘
的灵魂家园。随着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公众的物质追
求相对丰裕起来，
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尤
其在互联网已经嵌入社会公众生活
的今天，一些文化创意总会通过一
块块屏幕在社会上引起精神世界的
狂欢，在很多人的心里激起一片片
涟漪，在岁月的河床上留下一段佳
话或者记忆。

《中国青年报》在岁末年终盘点
2021 这一年的“十大文化创意”事

件，尽管对于众口难调的国人而言
未免有遗珠之憾，但纵观这些事件，
无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曾经，每一
个创意的推出也都让人们津津乐
道。

无论是书法艺术家在烟火气十
足的菜市场开展，从而让艺术更加
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尝试；还是

“世界读书日”里，黄平等一些作家、
编辑走上脱口秀舞台，通过话筒放
大自己思想锋芒的努力；无论是水
下洛神舞刷屏，解读中国风的时尚
密码，还是一曲《漠河舞厅》和其背
后忧伤的爱情故事，让中国“最北小
城”漠河市成功出圈；无论是新晋网
红张同学在寒冬走红，从而引起人
们关于“互联网需要什么样的网红”

的讨论，还是江苏文峰集团在公众
号上发表《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血缘
关系》一文，在看似波澜不惊中对自
己进行巧妙营销……

“十大文化创意”事件让文化创
意真正走向了广大民众，走向了生
活深处，走向了寻常巷陌，勾勒了
2021年的记忆图画。

文化深深熔铸于悠久的历史和
民族的血脉之中，具有物质难以匹敌
的力量。“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已经为我们明晰了方
向。而让别具匠心的文化创意拥抱我
们的生活，筑牢我们的文化自信，给
广大社会公众以“诗意的栖居”，是
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宏大课题。

毫无疑问，这几年我们的文化
创意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
了“繁花似锦”的成绩。《国家宝藏》
将文物背后的故事徐徐展开，“唐宫
小姐姐”从古老画卷中走出，“考古
盲盒”让人体验考古工作的艰辛与
惊喜，《经典咏流传》让电视屏幕充
满文化气息……传承与创新、互动

与共鸣、线上到线下，
文化创意、文化创新
正在点亮公众的生活
和消费空间，不少人
不仅成为文化创意的
受益者，也成为文化
创 意 的 践 行 者 ……
2021 年的“十大文化
创意”事件只是我们

文化创意发展路上的缩影，是我们
文化创新历程中的见证。

相信，只要更多的人去懂得公
众对文化的所需所盼，从优秀传统
文化中挖掘富矿，用新颖巧妙的构
思去引领风尚，那么文化创意就能
激发出“以文化人”的力量，给公众
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继而提升中
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文化创意”引领“时代风尚”
⊙樊树林

闽 南 话 儿 子 叫
“ 后 生 ”，妻 子 叫
“某”。闽南俗语“替
人做媒人儿子无妻”
的原话是“替人做媒
人后生无某”。媒人
专 门 给 人 家 介 绍 对
象，自己的儿子却找
不到老婆，这不是笑
话么？分析其原因，
可 能 是 媒 人 家 境 不
好 ，或 其 儿 子 不 成
才、不成器，或是以
说媒为职业的父母
光顾自己赚钱而忘
记了儿子的婚事，不
然凭借媒人那三寸
不烂之舌，其儿子怎
么会找不到老婆呢？
但闽南人运用这句
俗语，并不去追究媒
人的儿子为什么会
找不到老婆，而是用
它来形容只光顾别
人家的事，却把自家
的事荒废了。

有人把“替人做
媒人儿子无妻”理解
为“只顾大家不顾小
家”而大加赞叹，如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
而不入。因为治水工
程任务繁重而紧迫，
大禹经过家门听到妻子分娩的
呻吟声、儿子的啼哭声都无暇自
顾，一心只扑在治水上，这种“只
顾大家不顾小家”的精神便成为

千古佳谈。也有令人
悲 叹 的 。每 当 读 到

“昨日入城市，归来
泪 满 襟 。遍 身 罗 绮
者，不是养蚕人。”这
首唐诗时，便会想到

“替人做媒人儿子无
妻”这句闽南俗语。
罗绮（丝绸）是用蚕
丝加工而成的，古代
的 养 蚕 人 大 多 是 穷
人，他们虽然养蚕却
穿不起丝绸，而那些
穿 丝 绸 的 人 都 是 有
钱人而不是养蚕人，
这种现象和“替人做
媒人儿子无妻”何其
相似。我们在为养蚕
人悲叹的同时，也理
当 赞 叹 他 们 那 种 对
社会的奉献精神。

由“替人做媒人
儿 子 无 妻 ”，还 不 禁
想 起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发 生 于 龙 海 县 榜
山 公 社 的“ 龙 江 精
神 ”。当 时 的 榜 山 公
社在抗旱堵江时，为
了保证下游 10 万亩
农 田 丰 收 而 淹 掉 自
家 1300 亩良田，由此
形成了“榜山风格”，
形成了“舍小家顾大

家”的“龙江精神”。榜山公社为
下游引水“替人做媒人”，最后
自家也丰收办了喜事，更是值得
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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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秋季的一天，俄国现实主
义作家、诗人、剧作家伊凡·谢尔盖耶
维奇·屠格涅夫，应邀来到《现代人》杂
志参加创作座谈会。

会议结束后，屠格涅夫拿起桌上
的一本《现代人》杂志，随手翻了几页，
便被一篇题为《童年》的短篇小说所
吸引。屠格涅夫一口气读完了这篇小
说，并对作者的创作手法大为赞赏。
于是，屠格涅夫禁不住向责编打听这
篇小说作者的情况以及家庭地址等
等。责编说，他是个初出茅庐的文学
爱好者，之前投了很多小说稿件，但
只有这篇《童年》发表了，之后便再不
见他投稿过来。

屠格涅夫听了，心想：是什么原因
使他不再给杂志社继续投稿了，是他
或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呢，还是他坚持
不下去放弃了文学创作？如果是坚持
不住放弃了文学创作，那真就太可惜
了。屠格涅夫觉得，这位作者非常有写
作天赋，如果能坚持写下去的话，日后
在文学创作上的造诣不可限量。

回到家后，屠格涅夫决定给这位
作者写一封信。在信中，屠格涅夫除了
对他的小说《童年》大加赞赏外，还鼓
励他一定要坚持写下去，无论遇到何
种困难都不要放弃文学创作。屠格涅
夫写好了信，按照编辑给的地址邮寄
了过去。不久，屠格涅夫便接到了这位
作者的回信，他在回信中说：他从小父
母双亡，被好心的姑母收养，过着朝不
保夕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来到高加
索当兵，枯寂的兵营生活让他很烦躁。
为了走出生命旅途中的泥泞，他拿起
笔来开始文学创作。他相继创作出了
多部中短篇小说投寄给杂志社，但只
有《现代人》杂志发表了他的一个短

篇，而且反响平平。这时，周围人的冷
嘲热讽无情地向他袭来，使他心灰意
冷，于是他决定放弃文学创作，好好当
兵。然而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姑母转寄
过来的屠格涅夫的信。看过信后，他内
心深受鼓舞，心中那丛即将熄灭的文
学火苗又复燃了起来。他下定决心，今
后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都会将
写作进行到底。

看过信后，屠格涅夫满心欣慰，从
此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个青年作者。之
后不久，屠格涅夫关注到，这位作者陆
续在多家杂志上发表了多部中短篇小
说，文学创作渐入佳境，一发而不可
收。最终，这位曾经寂寂无闻的小作
者，成了享誉世界的大文豪，他就是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
活》等文学巨著的作者——列夫·托尔
斯泰。

谈及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列夫·托
尔斯泰不无感激地说：“是屠格涅夫的
那封信成就了我，如果没有屠格涅夫
那封信的鼓励，就没有我今日在文学
创作上的辉煌成就。”

一封信成就的大文豪
⊙佟雨航 文 弘 艺 供图

六鳌属漳州市漳浦县，是一个向大海突出
延伸的半岛镇，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条件，风光雄奇壮美，加上古代曾设守
御千户所，人文历史厚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历史古镇，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风景名胜。

悠久的人文历史

六鳌很早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宋代
属安仁乡含恩里，元代设青山巡检司，明代属
十五都。洪武二十一年（公元 1388 年）设陆鳌
守御千户所，属于军事编制，隶属镇海卫。陆鳌
守御千户所人口属于军籍，周边居民聚落多为

“眷村”。明代前期对抗御倭寇入侵起到重要作
用。嘉靖年间，卫所松懈，倭寇长驱直入内地。
嘉靖末年，戚继光、俞大猷从浙江入闽剿平倭
寇后，戚继光调走，留一部分军队驻守福建海
防，其中一营人驻陆鳌城外，称“浙兵营”，曾与
铜山士兵营对调。

清代取消军籍，实行保甲制度，六鳌半岛
于清初顺治年间设陆鳌、龙澳二保。康熙元年

（1662 年）“迁界”，村民内迁，有一部分逃到台
湾依附郑成功。至康熙十八年“复界”，许多村
民没有回居陆鳌，人口大减。康熙三十九年重
新编定保甲，陆鳌、龙澳二保并编为龙鳌一保。
后来，旧镇、深土一带许多人迁到陆鳌定居，半
岛的人口又逐渐多起来。

民国初年实行“里邻”制度，全半岛编为六
鳌里（当时开始将“陆鳌”简写为“六鳌”），初属
东区管辖，后划属第一区（区署设在旧镇）。民
国 29年（1940年）设六鳌乡。新中国初期，六鳌
属第四区（旧镇区），1952 年改属第九区（深土
区），分 4个乡；1958 年 3月合为六鳌乡，9月改
属深土公社，分 5 个生产大队；1961 年 7 月成
立六鳌公社，辖 8 个大队；1984 年 9 月改为六
鳌乡；1992年 4月改乡为镇。

独特的地理优势

六鳌隶属漳州市漳浦县，地处闽东南沿海
突出部，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清光绪版《漳
州府志》卷之四《山川》这样描绘六鳌：“迢递三
十余里平沙漠漠，三面皆海，惟正北可以陆行，
所城如巨鳌。”这段话的末尾还特地点明“陆鳌
之东、西、南面皆大海”。因为其“所城如巨鳌”，
因此称为陆鳌。从古代《漳州府志》可以看出古
时六鳌写作陆鳌，大概到了民国时期，有人把

“陆”字简写成“六”字。以讹传论，久而久之，大
家都称为“六鳌”，反而少人知道原来应称为

“陆鳌”。
六鳌半岛北面与漳浦县深土镇相连，向南

突出延伸往大海，东临台湾海峡。在海边远望，
只见白浪逐沙滩，一片海蓝蓝，令人心旷神怡。
半岛西面拥抱着旧镇港，这里往南是浮头湾，
再往南就是古雷半岛和古雷东侧的菜屿列岛。
六鳌半岛的南端有一座绿树环抱如同盆景般
的小山包，称为青山（旧志也称之为戴山）。因
为古代城堡建在这里，犹如“巨鳌载岳”，因此
也称为鳌山。半岛上的行政村大多环绕着这座
美丽的小山包。自古以来这里就相当繁华，《漳
州府志》记载，“山腰人家鳞次相叠。虽雨夜，海
中常见灯火，最为奇观。”怪不得古代有“六鳌
海上夜夜元宵”的说法。漳州有一个流传很广、
几乎是老幼皆知的民间故事，说蔡新当年进京
赶考路过九龙岭，遇到岭下一个卖汤圆的老者
出上联“九龙岭下日日冬至”让蔡新对，蔡新一时
对不上来，脸红耳赤，心想看来读书功夫火候未
到，还是回去再苦读。于是打道回府，到六鳌海边
小屋闭门攻读，有一天看到海边无数渔船停泊
在港湾，渔火点点，闪烁璀璨，十分壮观美丽，突
然想到以“六鳌海上夜夜元宵”为下联来对“九龙
岭下日日冬至”。可见六鳌当时真的是比较繁华。
鳌山西南侧有一座山称虎头山，海拔87米，是这
里的制高点。半岛的中部东侧有崂岈山，又称大
澳山，也称罗崎山，府志记载其“土色绝赤”，就是
我们现今看到的“抽象画廊”之地。

六鳌的行政区建置是六鳌镇。辖 10 个行
政村。有公路向北通漳浦、漳州、厦门等地，水
路有大澳港，水陆交通都十分便捷。六鳌半岛
为长条形的，海岸线曲折绵长，长达 40 公里。

这里阳光充足，空气新鲜，沙滩细软，海风长
拂。由于六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个镇
重点发展风力发电和船舶制造，现已形成风电
开发、船舶制造、砂矿开发、海产品加工、港口
物流、滨海旅游六大主导产业，建成全省最大
的风力发电场、规模宏大的船舶分段制造厂；
形成全省最大的紫菜养殖加工基地，“六鳌紫
菜”名扬天下；正在建设大澳港口物流中心码
头；六鳌抽象画廊旅游度假和翡翠湾旅游度假
中心吸引了众多游客。

雄奇的风景名胜

六鳌自然风光天生丽质，人文胜迹耐人寻
味，可谓钟灵毓秀，魅力独具，是一个十分美丽
诱人的半岛。

六鳌古时先设青山巡检司，后设守御千户
所，所建古城城墙依山势起伏，筑于天然岩石
上，气势雄伟，规模宏大，《漳州府志》有明确记
载：“其城周围五百五十丈，垣面广一丈，高二
丈，以石砌。”据了解，其长度仅次于崇武古城，
为福建全省第二长的古城。城上筑有三合土的
城垛。南、北、西南三面筑有 3 个城门，作为主
城门的北门上，过去还建有 10米高的城楼，门
外筑瓮城，立石坊。南城内侧建有藏兵洞、兵
营、观察台和烽火台。还建有 5座水门，分布于
东、西两侧，可用于排涝和平时兵民进出。环山
遍植榕树，三五成群。树根攀援城墙，盘根错
节，像巨爪紧紧抓住着城墙和岩石，构成根墙
一体的奇特景观。

如今，六鳌古城保存基本完好，旧貌依存，
但城内基本上没人居住，大概是因为古城地势
较高，用水困难，古城中原有的居民大多已经
迁到古城所在的山脚下。不过，那些没人居住
的房屋虽然古老破旧，但门窗上却仍然贴着鲜
红的春联，刺桐花和三角梅也依然遍地盛开。
这里分布着许多文物古迹，有明隆庆五年（公
元 1571 年）建的关帝庙，还有一座妈祖庙，庙
前的对联写着：“天绕碧水四海清平，台依鳌峰
万民安乐。”山上有许多天然巨石，巨石上还遗
存几处摩崖石刻，其中题有诗句：“嵯峨一片
石，独对海中天，大地东南去，群山不敢前”。北
影拍摄的《阴阳界》《欢乐英雄》等彩色故事片，
就以这座雄奇独特的古城作为主要外景。电视
连续剧《康熙帝国》中有些武打场面，也选择这
里作背景。

六鳌古城作为石头砌筑的巨大史书，见证
了世事沧桑，记载了悠长历史，让人似乎还目
睹俞大猷指挥将士勇杀来敌、周德兴视察古城
操练军队的情景，令人感慨，给人震撼，至今还
让每一个登临者禁不住大发思古之幽情。

如果说六鳌古城是六鳌标志性的人文景
观，那么抽象画廊就是六鳌标志性自然景观。

“抽象画廊”是人们对于地处六鳌半岛东面的崂
岈山东坡海蚀地质奇观的称呼。花岗岩构造的
崂岈山地质十分奇特，府志记载其“土色绝赤”，
与众不同。经过几千年海风的风化和海水的侵
蚀作用，在花岗岩石浅色的基面上形成红棕色
的不规则的几何图案花纹，有的像蜘蛛废弃的
残网，有的如走兽追逐，有的如龙蛇漫游，有的如
农夫劳作，有的如仙女漫舞，其纹迹形态各异、变
化万千、错落有致、浑然一体，惟妙惟肖，像又不
像，给人留下想象空间，犹如现代派的抽象画，构
成奇特的花岗岩风化海蚀天然景观。地质专家
们称之为“抽象画廊”十分形象贴切。沿着“画廊”
崎岖蜿蜒前行，犹如进入洞天仙境，得到无法言
喻的审美享受。《情系妈祖》和《海霞》两部电影
的主要外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与抽象画廊相连的十里海滩，沙质细腻白
净，颗粒均匀。这里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平均年降雨量 1300毫米，年均日照 2000小
时以上，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
如春。六鳌最美的海湾沙滩被称为翡翠湾，这
里经常举办沙雕艺术节，利用丰富的沙滩资源
打造独特的艺术盛宴。在洁白细软的沙滩上漫
步，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在清爽海风的吹拂
下，眺望宽广无垠的大海，令人心旷神怡，别有
一番情调。海边风力发电场的一架架风车连成
长龙阵，蔚为壮观，也是摄影家钟爱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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