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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承传统，还要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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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墨 
 
 

      我们这些步入中年的人时常有“时代变了”的感觉。我们看着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想起我们

小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用现在的生活和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的生活相比较的时候，这种感觉尤

其强烈。传统的农具，如锄、犁、铧、耙、耧等，很多的农村孩子也见不到了，不过想想，我们

也没用过耒、耜之类的农具，一切总是在变。当通人性的耕牛被冰冷的拖拉机取代时，我们欢呼

现代化、进步。我们在受益于高效率时，没意识到这是一条单行线，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很长时间

都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看。在现代与传统碰撞时，我们的文化精英及时地回了一下头，产生了《者

卡 仍在沿用两千年前的造纸法》这样的一批作品。文化精英永远像小提琴上最细的E弦，却能奏

出时代的最高音。 

      《者卡 仍在沿用两千年前的造纸法》一文诉尽了作者对者卡纸坊工艺、以工易工生活方

式———传统文化的追捧和怀念，引人对此文化变迁感叹不已。放眼去看一看，文化变迁并不是

仅仅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传统文化不断被取代或改变着。正如美国人类学

家恩伯夫妇在《文化的变异》一书中说道：“正如没有哪个人会永远不死一样，也没有哪种文化

模式会永远不变”。变，无论在何时何地，永远是主题，前人讲：“变则通”。 

      者卡纸坊的土纸，1600张才有8元的收入，每张纸5厘。这个数字，不论是售价还是利润，

相对于嫩竹的价值与投入的人工，产出值太低，且只作为祭祀用品，无异于材料的浪费。即便是

者卡纸坊土纸已有几百年历史，也一直是纯粹向自然索取。 

      当然，者卡纸坊的文化价值，不是以土纸的价格所能衡量的。其真正的价值是保留了中国传

统造纸技艺，是一种活化石的价值。这种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应该、也是必须要保留的，

否则就会像算筹一样。我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发明了算筹，延用千年，为古代数学、天

文计算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汉末年（公元前1世纪）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东汉的古代数学经

典著作《九章算术》、勾股定理及圆周率都得益于算筹的使用。围绕着算筹还产生了“运筹帷

幄”的成语。明朝后珠算普及，珠算的先进性远高于算筹，逐渐地，算筹在中国绝迹，以至于当

代才又从韩国、朝鲜学回来，差一点就不知算筹为何物了。以此看，保护者卡纸坊的造纸术这种

非物质文化，让它不失传，是当代人的责任。 

      让我们的眼光离开者卡纸坊，抬头看看。中国正面临着现代化的伟大任务，从传统社会转向

现代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那些负面和消极的影响，使我们的

现代性与传统能有机结合，显然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市民



社会、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都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正如社会学家们所言，现代性

涉及到历史进程4个层面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历史发展。现代

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

常尖锐。齐格蒙·鲍曼总结得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

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现代文明困惑，在同时面对现代与传统时，我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

科学、精神领域里久思久察不可得解。一体化和全球化正在使不同民族、文化进行更密切的相互

接触。我们可以从世界许多地方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宣称自己仅属于一种文

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多种文化和冲力的产物，我们的力量在于把我们

熟悉的东西与科学的东西结合起来。我们要推进现代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就一定要继承传

统，还要推陈出新，努力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相融合。要重视做好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的挖

掘和保护，使这笔珍贵的遗产在现代文明建设中不断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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