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文化视点
2022年9月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胡春萌 美术编辑：卞锐

追踪热点

历时两个半月，B站UP主四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建造完

成了一座虚拟博物馆——“中文梗博物馆”。受访时四迹表示，“速度

我觉得是拉满了，点鼠标点得手酸疼。”结果喜人，有高度认可的评论

称之为“中国互联网元宇宙首次成功应用”。博物馆所处的位置也相

当特殊，它并不在线下，而在虚拟世界当中。想要登录这个博物馆，需

要通过一款免费的VR（虚拟现实）社交软件VRChat，不用出门，就能

沉浸式逛博物馆。

“中文梗博物馆”的创始人四迹，是一个“中文梗”老玩家。在B站，他

是一位拥有37万“粉丝”的B站UP主，同时，他也是一名B站员工。这座

“中文梗博物馆”收录了中文互联网从2000年至今的网络流行“梗”，从

“古早”的火钳刘明、金坷垃，到新晋的顶流可达鸭，他将这些极富年代感

的网络热“梗”收藏并一一介绍，记录了一代人共同的网络记忆。

四迹 在元宇宙建一座“中文梗博物馆”
本报记者 张洁

中华传统艺术进校园

本报记者 胡春萌

传统艺术要主动与年轻人“贴心”

在本次会议期间，由南开大学京剧传承基地
创编的南开京剧校史剧《爱国三问》，通过天津北
方演艺集团融媒体中心“小北剧场”和“南开慕
校”平台向公众播出。该剧在艺术形式上融合了
京剧与话剧的表现手法，通过讲述抗日战争期间
南开人与日寇巧妙周旋、背负着国仇家恨在西南
边陲坚持办学、奋力保存中国高等教育星星之火
的历史，展现出中国人民智慧勇敢、坚忍不拔、初
心不改。

谈到为什么要创作《爱国三问》这样一部京剧
校史剧，该剧编剧、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
院长刘佳表示：南开跟京剧是很有缘分的，我们
希望在今天的美育教育中，延续这种传统，传承
南开的精神。
“提到南开的戏剧教育，人们往往最先想到

的是话剧艺术、是‘南开新剧团’。实际上，南开
与京剧艺术也有很深的渊源。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兰芳先生于1930年访问美国，取得空前成功，
为中美文化外交作出了贡献。梅兰芳先生访美
时，当时南开教授、张伯苓校长的弟弟张彭春先
生，是梅剧团的总导演。在那个时候，京剧——
一个积贫积弱国家的古老艺术，能够感动当时西
方的观众，这与活动规划、宣传策略是分不开
的。张彭春先生作为学者，他的学识为这次活动
成功进行提供了保障。此后，梅先生访问苏联的
演出，也有张彭春先生的帮助。这一系列的活
动，不仅是演出，还是中国民族戏剧和西方戏剧
的一种高端艺术、学术交流。这种交流是站在了
中西方平等对话这样一个高度上的，在当时的历
史背景下，这是很难得的。南开对于京剧的海外
传播是有贡献的。南开跟京剧是很有缘分的，梅
先生也曾到南开大学来过。张伯苓校长本人也
很喜欢京剧，与一些京剧艺术家有比较密切的交
往，也帮助这些艺术家排新戏等。”
“在做京剧美育教育的时候，我有两个初衷，

一是让京剧把我们的年轻人变得更好，二是让我
们的年轻人把京剧变得更好。我们综合性高校应
该做的事情是培养高水平的观众和高水平的研究
者、传播者，这些人是会在传统艺术的发展过程中
发挥作用的。京剧艺术在面对未来的市场时，如
果台下都是高水平的观众和研究者，都是懂行的
传播者，那么这门传统艺术的未来也会变得更美
好。”刘佳表示。

作为南开大学京剧传承基地的负责人，刘佳
介绍：这些年在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过程
中，我们有很多尝试，例如艺术党课、体验式艺术
讲座+演出、展览+现场教学、京剧MV、模拟文化
市集……共举办了300多场特色活动。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也在不断积累经验。传统艺术与现代
年轻人之间，是需要沟通桥梁的，这种桥梁要与
他们的生活有关，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与能
够打动他们的情感有关。只有搭建起这样的桥
梁，美育才能达到浸润年轻人心灵的作用。在创
作《爱国三问》的时候，首先，我们用京剧讲南开
的故事，在剧情上就与学生有贴近性。其次，让
南开的学子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从事前期后期制
作，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故事中所
表达的“南开精神”。《爱国三问》中有一个唱段
《越难越开不畏险》，这里边的唱词是改编自张
伯苓校长的一句话“南开南开，越难越开”。这
个唱段作为我们京剧实训课的一个保留曲目，学
生们要一起学唱。学生们在学唱的时候是很骄
傲的，而且，把“越难越开”这几个字放到《爱国
三问》具象的故事情节中，学生们会更直观地体
会到南开精神。

传统艺术是不同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底气

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各种思想、理论
层出不穷，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今世界
的年轻人，又面临很多相似的社会现状。不同文
明的碰撞、不同思想的交锋、不同文化的交融，让
年轻人更需要找到沟通的桥梁，找到对话的语

境。而传统文化往往蕴含着不同文明的思维逻辑
和处事态度，成为出身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
了解彼此的出发点。

美国犹他大学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终身教授
吴伏生，长期以来在犹他大学讲授中国古典诗歌，
他介绍：我与美国学生分享中国诗歌的精华，发现
他们很能体会陶渊明诗歌所表现的感受和意念。
虽然陶渊明所生活的古代中国与当今美国在很多
方面差异巨大，但我们与陶渊明一样，都面临着一
个根本的人生选择，即在纷乱局促的社会上，面对
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与期待，我们如何发现并选
择一个令自己感到充实、自由的人生与事业？在
这种语境中，陶渊明的诗歌便具有了超越其时代
与国度的现代和全球意义，其中包含的中国传统
文化也便被置于一个世界文化的背景中，供我与
来自西方文化传统的美国学生共同欣赏和辨析。
陶渊明诗歌风格的清纯之美以及它所表现出的自
由向往，常常在美国学生心中引起触动，使他们因
此了解甚至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从中
获得适于自身的人生启迪。

在谈到高校美育时，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秘书长、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秘书长衡
正安表示：今天，站在东西方文化的视野下，会
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面临严重的问题，强
势的“现代文化”使我们浸染其中而不知。人
类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可以断层的，而美学
思想是文化的核心精神。随着现代化进程的
不断深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有断层之危，加
强传统美学教育乃当务之急。中国传统的美
学思想，造就了独特辉煌的东方艺术，保护和
传承优秀的传统美学思想，不仅是多元、丰富
的人类审美精神的需要，更是传统美学思想安
全的需要。作为中国独特的艺术，书法是高校
传统美育最好的切入点，今年又被教育部列入
一级学科。高校不仅担负着培养书法专业人
才的重任，更肩负着普及、传承、弘扬书法知识
的任务，同学们通过书法的学习不仅可以写好
汉字、陶冶情操，也可以体会其中所蕴藏的中
国传统美学思想。

美育引导年轻人感悟生活理解人生

蔡元培曾经说过：“美育是最重要的、最基础的
人生观教育。”面对当下生活的喧嚣和各种不确定
性，通过传统文化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人生观，
从而勇敢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成为美育的重
要目标之一。
“诚然，审美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和感受幸福

的能力、人生的快乐有着必然联系。”澳门作家、中
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穆欣欣在谈到美育的价值时说：
以美育完善当下的教育机制，让我们的下一代懂得
接受美、欣赏美和传播美。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学
说为基础架构，礼乐传统中的“乐者，乐也”，是使快
乐本身成为人生理想和人格的最终实现，既是审
美，同时也是人生。

穆欣欣表示，中国戏曲是一门集传统文化大成
的综合艺术，以诗礼乐、孔子“仁学”的基础形成中
国戏曲的内涵特质和以美为依归的外部表现。如
表现悲哀时有音韵、有节奏的长歌当哭；表现醉酒、
惊恐、疯癫时内心外化的身段动作……七情六欲的
表现无一不美，是中国文艺最高级的审美形态。谈
到中国戏曲的审美，不可忽略的是它以真、以善为
创作底色，即情感的真实和对大众、对苦难表现出
的关怀和悲悯。美育是关乎心灵的教育，今天的美
育不仅要让人看到美美与共的审美多样性，更要让
人看到美背后的真与善，以达到美育目的——在审
美过程中修身、修心，以“完成自己”，陶冶、造就一
个有历史文化意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人。

谈到美育与人格发展的关系时，南开大学副校
长王新生教授从哲学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表
示：我们所说的美育中的“美”是目的，而“育”则是
途径和手段。美育就是要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
美、创造美的能力。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
完善，也就是我们说的立德树人，美育的目的是为
了促进人格的完美发展。康德的“三大批判”，《纯
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最后
的《判断力批判》，谈的就是美学的问题，当然也包
含着美育的问题。那么在康德看来，审美的能力是
沟通知性和理性的桥梁。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
限的，这种有限的能力永远无法认识诸如无限自在
之物这一类超越性的存在，这在康德看来，不仅仅
是因为“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更是因为对人的
认识能力来说，有涯和无涯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
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二律背叛，也就是说人的认识
能力本来就是为了应付有限的东西。但是在审美
中，人们却可以架起一座体会这些超越性存在的桥
梁。在俞伯牙的《高山流水》中，贝多芬的《命运》
中，在敦煌壁画的飞天舞姿和《蒙娜丽莎》的微笑
中，我们或许可以体会到那种通过科学认知永远无
法达到的无限性存在、超越性存在。我们或许无法
科学地说明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们在审美中却可以
体会到它们的存在，体会到它们的崇高和伟大，并
且因为它们而让我们感到生存于世的意义。我想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艺术能让我们超越琐碎的现实
生活、活出精彩的缘由。
“艺术，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油盐酱醋茶的奔

忙中，体会到平凡生活的诗意，发现生命的价值，这
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意的栖居。”王新生总结，“艺
术，也让我们在为提升个人生活而奋斗的同时，能够
想到更崇高的东西，想到超越自我而服务于国家和
社会。不仅为个人谋一个好的职业而读书，也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而读书。
我想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过度内卷，才不会随意躺
平。也许这就是美育在教育中的作用和意义。”

让普通人感受VR的便利和优势

记者：为什么想到用虚拟线上的方式做

“梗”博物馆？

四迹：我平时做内容企化，像B站这种内容
环境，“梗”是一种很接地气、让每一个网民都
可以理解的流量密码，是很好的题材。另外，
在元宇宙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我经常研究VR
的东西，我觉得元宇宙的概念被过度定义，它
最初提出来的初衷，其实也就是想表达类似
VR这种交互模式，把现实生活模拟到虚拟世
界里面。我玩过一段时间VRChat这个游戏，
博物馆是能在VR模式下观看内容的一种选
择。我希望用VR的方式呈现我们在网络上的
共同记忆，更重要的是能探索未来互联网内容
的消费模式和启发新的可能。

记者：你的工作对这个项目会产生影

响吗？

四迹：我平时会画一些图、做一些动画，或
担任美术监制，比如做B站“拜年纪”内容企化
时，会在工作中不由自主地思考“受众”，包括
如何扩大受众和考虑受众的感受，这些对做博
物馆都是有积极影响的，博物馆是换一种形式
的内容企化，我用VR的形式让更多人去知道、
去接受，感受它的价值。

记者：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有想到会受

欢迎吗？

四迹：一开始想的就是简单地填一点涂
鸦，或者摆些简单的模型。但之后发现，这个
题材可以理解为互联网上大家关心的内容，它
会蹭上传统内容产生流量，VR形式又是新的，
本身很可能有热度，此外，我想把虚拟展会的
优势尽可能地展现出来。如此一来，内容方面
就不能拖后腿，包括建模、文案、展馆设计、动
线设计这些专业的东西我不熟，我就临时研
究，临时学，凭感觉去做。我也去问一些专业
的朋友，或者是更厉害的建模师来帮忙。我希
望能让更多的用户直观地理解VR这种方式，
它至少更接近我心目中元宇宙应该发展的方
向，就是让普通消费者跟用户能感受到它的便
利和优势，或者使用这样的产品获得快乐。

记者：收集和挑选“梗”的标准是什么？

四迹：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收集，先是直接靠
硬回想，然后搜索有没有那种历年热词热“梗”的

总结文章，最后在群里问小伙伴有没有补充。被
淘汰的“梗”往往是过于低俗的、没有热度的、有
舆论风险的、网络暴力的、过于无聊的、过于小众
圈层的。最终能入选的“梗”，一是考虑是否能做
成一个有趣的模型来展示，二是考虑是否有一定

的意义，能够引起观者的某些思考。如果一个
“梗”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哪怕不是这么热门，也
会被收录进来。在建模阶段，从250个“梗”里取
100个，通过3D建模做成立体展品，这是为了让
这个线上展馆更逼真，更“像”线下博物馆。

它们连接了你我共同的回忆

记者：这些“梗”似乎也封存了诸多的网络

记忆，你是如何理解“梗”的？它又在发生怎样

的变化？

四迹：“梗”是互联网信息里被公认有趣的
且广泛传播的内容，是一种简单而让人印象深
刻的信息，它甚至变成了一种语言习惯，成为
连接不同人群的共同语言。最早时候的“神马
都是浮云”，现在看来是挺无聊的内容，却能在
那个年代爆火。现在能火的“梗”往往节奏感
很强，画面很刺激，让人特别想笑或者让人觉
得情绪突然被放大。

我觉得“梗”是一个被动存在的东西，但它
是突然会让一些人感到快乐或者情绪波动的内
容，并被广大人群认可。这种被动的东西，也能
折射群体大致的精神状态，或者说价值取向的
变化、审美取向的变化。“梗”的更新迭代也越来
越快，持续爆红的时间缩短，也就更容易转瞬即
逝。这些“梗”的共通点，可以说是中国的网民都
在追求快乐，都是积极乐观的人群。一个博物
馆里都是“梗”的话，大家看了会快乐一些。

记者：设计中哪部分是你非常满意的？你

如何让观众有真正逛博物馆的体验，又突出虚

拟博物馆的优势？

四迹：我尽可能地表现现实博物馆难以实
现的内容，我想尽量避免让它看起来特别假。
比如《中国梦之声》的舞台，动线确定好了之
后，还要解决射灯的效果、地面的反光、颜色的
还原、大屏幕的动态等问题，都要一一解决。
在“马里奥的转场”环节中，可以从游戏中的管
道跳下去，直达这个游戏风格的走廊中，背景
音“噔噔噔噔噔噔”就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
觉。在《我的世界》里，可以走过一道传送门穿
越到沙盘中，变成缩小版的自己。当时我想做
一个哆啦A梦那种变大缩小的门，用VR看很

立体，小人像手办一样浮在眼前。这种体验是很有
趣的，也能突出VR的优势。

记者：馆内分为“梗起”“梗承”“梗兴”“梗繁”

“玩家”“二次元”和“家”七个展厅。其中，“家”的展

厅很有深意，你设计这个展厅时，有怎样的初衷？

四迹：这个展厅里往往是家喻户晓的一些
“梗”，比如来自春晚等节目的“宫廷玉液酒，一百八
一杯”，“队长别开枪，是我”；网友课本里的“杜甫很
忙”、游泳运动员上岸后的“洪荒之力”，也有疫情记
忆中对医护工作者暖心的称呼“大白”、中国航天员
的“感觉良好”等。

我在构思阶段就决定把这些带有家国情怀的
词纳入到博物馆中，它的中心思想是爱国，但我不
想说得很直白。这个展厅铺设的背景音乐是《我爱
你中国》的无歌词伴奏版。我希望，用这样温柔的
方式传导升华记忆和情感。我希望，用这个“中文
梗博物馆”唤起大家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冲浪二十年
的共同记忆。如果你感到快乐或者是感动，就会发
现这个馆里的一切和你在祖国生活的经历息息相
关。我觉得年轻人更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记者：这个博物馆的设计是否也融入了你的感

悟，抑或你成长的记忆？

四迹：观展的过程容易勾起人的情绪，我自己
的情绪也被勾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在倾注我的热
爱。到后期其实不仅是做一个单纯的作品了，我自
己从中感悟到了很多，比如博物馆中拐弯的节点处
会有名人名言，关于幽默、关于分享、关于二次元，
或者关于游戏的一些很重要的词，通过它们来表达
我想说的。

我在收集“二次元”和“玩家”这两个馆的“梗”
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涌现自己的回忆，我设计的沙
盘，小霸王游戏机，一些二次元碰车、手办，我平时
热爱的东西都参与了进来。这些东西陪伴我一二
十年，快乐都在这里，所以我在把这些“梗”贴出来
的同时，也有一种分享回忆的感觉。

记者：你理解的元宇宙是怎样的？

四迹：我认可自己做的方向即元宇宙。至少我
觉得它是有用的，有用户体验的，能被用户认可的。
甚至很多用户觉得它很新鲜，他们愿意相信这个东
西，并定义其为元宇宙的一个产品，这是很难得的。
同时，我也想表达我对“元宇宙”的一些想法，“元宇
宙”被定义得太宽泛、太抽象了，让人想不到任何具体
的画面。现在，我想说元宇宙是个博物馆，你可以从
博物馆的角度去想象它，这样理解的门槛就降低了很
多。至少，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元宇宙”的快乐。

主对话up

从古至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

新时代，它更是美育教

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今天，如何向青少年介

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价值内涵，如何以易

于年轻人接受的方式

创新美育的路径，是美

育教育工作者需要不

断探索的。

日前，南开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汉语言文

化学院举办了“中华优

秀传统艺术与高校美

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为期两天的线上会议

中，来自海内外各高

校、艺术研究机构的36

位专家学者和第一线的

美育教育工作者，围绕

美育理论及文学、美

术、音乐、戏剧、曲艺、

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等

多个门类进行了主旨发

言和经验分享，来自世

界各地的数千名高校师

生观看了会议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