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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想花4000元报个班，我才发现她迷
上了‘国学直播’。”河北居民王先生说。记者调
查发现，近期，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以传播“国
学”或“传统文化”的名义，引导受众购买价格
动辄数千元、迷信色彩浓厚的线上课程，需引起
警惕。（6月10日《经济参考报》）

当前，一些直播平台上有很多账号以“国
学”名义虚构“大师”身份宣扬迷信。在黑猫投
诉平台上以“国学直播”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投
诉有200多条。例如，有网民在听课后被告知有

“血光之灾”，于是花费2万多元报名各种课程，
结果直播平台打不开、客服失联。

此类“国学直播”的套路是：虚构“大师”
身份、采用诱导胁迫等话术促成交易、第三方直
播服务商提供灰色平台。尤其是，“国学直播”
多通过一些大的短视频平台引流，但真正的直播
课程内容并不在大平台上进行，而是诱导用户跳
转至外部直播间。如此，不仅难以防范，且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受害者维权。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宣扬
邪教和封建迷信的信息。近期，多地公安机关通
报破获“国学直播”涉嫌诈骗相关案件。相关部
门应当加强典型案件的宣传警示，增强公众对此
类诈骗现象的认知和防范能力。

同时，网络直播平台账号以传播“国学”或“传
统文化”的名义，引导受众购买价格动辄数千元、
迷信色彩浓厚的线上课程，反映出平台的失守。

“国学直播”运作模式从引流到变现涉及多环节、
多平台，唯有相关平台共同履行全链条监管责任，
才能够有效防范和抵制“国学直播”乱象。

“国学直播”乱象
亟待有效治理
□杨玉龙

近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
文学院教授苗怀明的文章《整理少年版

〈红楼梦〉的一点思考》，笔者读后，联想
到如今众多经典名著少年版的热销，认
为有必要就此话题进行一番探讨。

苗教授通过自身改编《红楼梦》少
年版的实践认识到，对于少年读者来
说，阅读《红楼梦》的角度和方法应与
成年读者有所不同。

该作者对时下市面上一些流行的抛
开原著，由改编者自己讲述 《红楼梦》
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无异于《红楼
梦》故事集。精华被过滤，读者看到的
只剩个单薄的故事框架，这显然不是阅
读欣赏《红楼梦》的合适方式。而苗教
授的改编本，尽可能保持原貌，保留全
书主干故事、线索、结构及精彩的人
物对话、故事情节，原著的语言基本不
予改动，在每一回后附上简短的红学知
识介绍，以拓展少年读者的视野。

这也说明，如何让经典名著快速、
高质量地走近青少年读者，至今还是出
版界和阅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眼下，我国各大中小学即将进入暑

期模式。这两个月左右的假期，对于青
少年走近经典名著正是一个好机会。如
何读名著？选择什么样的名著版本？教
育部近年来陆续发布的《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普通高中语
文 课 程 标 准 （2017 年 版 2020 年 修
订）》，都分别在附录的建议中推荐了
数十部名著，《红楼梦》也赫然在列。

笔者看到，刚刚过去的今年高考，
在全国二卷的语文作文中就出现了与

《红楼梦》 有关的题目；在北京卷中出
现了与 《红楼梦》 有关的试题。可见，
名著走进高考试题已成为一种大趋势。

我们说，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催

生了经典名著改编本这个巨大的市场。
以《红楼梦》为例，1935年开明书店就
出版了著名作家茅盾的 《红楼梦》 洁
本。茅盾选本首次用现代学术眼光处理
古典文本结构，是现代出版史上对经典
名著进行少年版改造的一次有益尝试。
这之后，《红楼梦》 的改编本就不断出
现。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出版经典
少年改编本的热潮，几乎所有的大型出
版社、众多的地方教育社、古籍社、少
儿社都推出了自己的四大名著青少版。
这些版本涉及缩写、改写、精选、导
读、注解、漫画、拼音、彩绘等类型，
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市场动销都不

错，如果统计起来，将是一个十分庞大
的数字。

尽管市场上有如此之多的四大名
著改编本，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
着教育部门对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经
典的高度重视，社会上对体现时代风
貌，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经典原汁原味
精华的改编本越来越迫切，可以说是
一种刚需。

显而易见，让青少年都直接去读
《红楼梦》 原著不太现实，一是理解力
达不到，二是阅读时间有限，反而影响
了阅读经典的积极性。

把经典进行更适合当代小读者的
“改装”，是为了让这些经典能够尽快走
近读者。况且，读《红楼梦》这类经典，从
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先读一个适合
自己的改编本，所谓“登堂入室”，为今后
能多次阅读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改编者学
习苗教授的改编方法，在改编时尽可
能保持原貌，重点部分基本保留原著
的语言，这样对于名著的文学传承或
善莫大焉。

经典名著少年版改编，不是一个简单事
□赵强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
纪录片《“字”从遇见你》第三季再度

“出圈”，用“哲学、建筑、纺织、动
物”四大主题拆解汉字密码，让古老的
符号在屏幕上跳起了“文化街舞”。观众
的热烈反响证明了一件事：汉字从来不
是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活在当下的

“超级链接”——一头牵着祖先的智慧，
一头戳中现代人的笑点与泪点。（6月10
日《文汇报》）

这档节目的聪明之处在于，它看透
了文化传播的关键：太多经典被熬成苦

药，硬灌给观众，而 《“字”从遇见
你》偏偏把汉字泡成了“文化奶茶”。当

“年”字被拆解成背粮回家的古人，当
“气”字串起武侠片和情侣吵架，那些曾
被应试教育压成扁平符号的文字，突然
膨胀成立体的文化气球。这让人想起小
时候用橡皮泥捏字母的经历——真正的
教育从来不是刻碑，而是捏泥巴，要让
学习者手感湿润、创意飞扬。

当下“提笔忘字”的焦虑，本质是
文化记忆的“肌无力”。键盘敲出的汉字
像外卖包装盒，便捷却失去“锅气”。而

纪录片里“活过来”的汉字，恰恰提供
了另一种解决方案：文化传承不必总是
焚香沐浴，可以像刷短视频一样轻松，
像追剧一样上瘾。当小学生跟着动画拆
解“家”字里的猪圈，当年轻人发弹幕
调侃“原来‘愁’字是秋心拧成的麻
花”，汉字就完成了从严肃考题到生活谈
资的“基因重组”。

但节目的真正“野心”藏在“用大
视野串联过去与未来”的叙事里。汉字
最厉害的魔法，是让“天人合一”“中庸
之道”这些大词变成日常呼吸的节奏。

比如“纺”字背后的经纬智慧，何尝不
是中国式协作的隐喻？“建”字里的榫卯
哲学，分明是传统与现代的“接头暗
号”。这种解读让文化自信不再是口号，
而是具体到可以触摸的纹路。就像网友
说的：“看完突然想给老祖宗发条微信：
您设计的emoji真高级。”

当然，汉字复兴不能只靠纪录片
“带货”。当节目片段被搬进课堂，当孩
子开始用甲骨文画表情包，我们才看清
文化传播的终极逻辑：要让传统“活”
下去，先得让它“玩”起来。故宫靠文
创雪糕年轻化，汉字靠动画拆解“破
圈”，背后的道理相通——文化自信就是
要把祖先的智慧当成乐高积木，拼出属
于这个时代的模样。

当西方用字母拼写世界时，汉字始
终在用图画思考宇宙——这种独特的思
维密码，或许正是中国送给未来的礼物。

当汉字会跳舞，文化自信就有了呼吸
□王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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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桐城，有一条长约百米、宽仅两米的
小巷——六尺巷，它曾见证了300多年前一段相
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佳话。2025 年中国网络文
明大会 6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
六尺巷那段“让他三尺又何妨”的佳话，穿越时
空，在2025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语境下被重
新诠释。

当张英家书中的谦让美德与数字时代的文明
建设相遇，我们得以窥见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
生动实践，也深刻认识到网络文明建设本质上是
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深层对话。

互联网技术重塑了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写了
文明传承的路径。六尺巷故事在社交媒体上的反
复传播，恰似传统文化在数字土壤中萌发的新
芽。那些点赞、转发、评论的指尖动作，实则是
当代人对“和合”理念的集体认同。这种共鸣提
醒我们，网络文明建设不能停留在技术治理层
面，更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
分。因为，网络空间中那些温暖人心的善行义
举，与古人“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训诫一脉相
承；而面对网络谣言时的审慎态度，又何尝不是

“君子慎独”的现代演绎？传统美德正通过亿万
网民的日常实践，编织成数字时代的文明经纬。

中国网络文明大会选择在安徽举办颇具象征
意义。这片孕育过桐城派文脉的土地，如今正见
证着新时代文明准则的塑造。大会设置的14场
分论坛，从人工智能伦理到网络主播培育，看似
前沿的技术议题背后，始终贯穿着“科技向善”
的价值追问。当算法推荐可能放大偏见时，我们
更需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当流
量经济诱惑内容创作者时，“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的古训依然振聋发聩。这些传统智慧不是束
缚创新的枷锁，而是确保技术发展不偏离人性轨
道的压舱石。

青年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其价值取向决定
着未来网络空间的文明底色。大会特别发布的青
年网络文明倡议，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个人修养要求，转化为数字公民的责任担当。我
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创意激活传统
文化——汉服爱好者通过短视频展示礼仪之美，
国风音乐人用电子混音演绎古琴韵律，这些实践
都在证明：古老文明完全可以在数字时代赢得年
轻心灵的认同。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同样需要传统
智慧的指引。六尺巷故事蕴含的互谅互让精神，
对于化解网络对立具有启示意义。在观点交锋日
趋激烈的舆论场，我们既需要“各美其美”的包
容，也需要“美人之美”的胸襟。中国网络文学
作品在海外收获数亿粉丝，海外网红自发传播
中国乡村生活，这些跨文化对话的成功案例证
明：植根于传统价值观的优质内容，完全能够
突破信息茧房，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数字纽
带。这种文明互鉴的实践，正是对“天下大同”
理想的最新诠释。

站在中国网络文明大会5周年的节点回望，
我们更加明晰：清朗网络空间的塑造，既需要法
律法规的刚性约束，也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浸润滋
养。当“六尺巷精神”遇见算法社会，当“仁义
礼智信”融入数字交往，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结
合正在生成新的文明范式。这场静水深流的变革
提醒我们，网络文明建设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
而是关乎民族精神传承的文化工程。唯有让传统
美德照亮数字文明的新征程，才能在技术的狂飙
突进中守护好人类的精神家园。

让传统美德照亮
数字文明进程
□皖中客

“训练之后，孩子可以做
到一篇文章阅读2—3 遍实现
过目不忘、倒背如流；阅读
一本10万字的书籍，只需要
5—10分钟，每天可以阅读几
十本书并存入大脑库”……
近日，《法治日报》 报道说，
一些商家打着“神经科学”

“全脑开发”的旗号，号称能
有效提升孩子“智商、情
商、财商”，以此收割家长的
钱袋子。

从科学角度来看，大脑的
发育是一个自然且复杂的过
程，受遗传、环境、教育等多
种因素综合影响，绝非简单的
商业训练就能实现质的飞跃。
所谓“全脑开发”带来的神奇
效果，更多是商家为迎合家长

焦虑心理而制造的幻象。
终结“全脑开发”乱象，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监管部门
应尽快厘清培训机构的行为边
界，明确罚则，加强对这类机
构的审批与监管，不能让其在
灰色地带野蛮生长。同时，科
研人员和科普工作者要加大对
脑科学知识的普及力度，提高
家长的科学素养，让家长认清
这类伪科学的真面目，避免上
当受骗。

此外，“全脑开发”开发
的究竟是孩子的大脑，还是家
长的钱包？这值得每一位家长
深思。只有回归理性，遵循孩
子成长的科学规律，才能真正
为孩子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吴睿鸫/文 视觉中国/图

警惕神速阅读的幻象

文化兴则国运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归根到底就
是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集成。

“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
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
化 创 作 生 产 流 程 ， 推 动 ‘ 硬 件 ’ 和

‘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
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对于文化与
科技这对相生相促的关系，习近平总
书 记 有 着 深 刻 思 考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总书记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全局高度出发，科学统筹文
化强国建设和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推动文化
和科技融合、加快文化建设信息化转
型提供了根本遵循。

回望历史，文明的每一次跨越，都

是文化和科技的双向奔赴。从“铅与
火”推动图书、报刊等迅猛发展，到

“光与电”催生广播、电视等繁荣发
展，历史上每一次文化和科技的大融
合都带来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大跃升。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
特 征 的 文 化 和 科 技 融 合 浪 潮 席 卷 全
球。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广泛应用激
发了大众 AI 创作的巨大热情，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 的爆火展现出科技
赋能文化生产的无限潜能，2024 年文
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

类实现营业收入近 6 万亿元，较 2012
年增长近 10 倍。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
文化和科技融合，正是因为其蕴含着
超乎想象的澎湃动能。

面向未来，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坚
定走好科技赋能文化创新之路。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文化和科
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
化业态”。这是锚定 2035 年建成文化强
国战略目标，顺应科技发展潮流、遵
循文化发展规律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趋势，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

制，用先进技术赋能先进文化，催生
更多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把 文 化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文 化 发 展 优
势，增强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
力、助推力。要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
水平，提升文化产业科技含量，为文
化创作生产传播注入新动能，为文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增 添 新 手 段 。 也 应 看
到 ， 技 术 是 双 刃 剑 ， 在 利 用 好 的 同
时，也须注意防范化解新技术、新应
用带来的文化安全风险，提升信息化
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浪潮奔涌向前。
争做勇向涛头立的“弄潮儿”，放开手脚
创新创造，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
有效机制，必将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源
源不断的强大能量。

（摘自求是网 求是网评论员）

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加快文化建设信息化转型
回望历史，文明的每一次跨越，都是文化和科技的双向

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