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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作

家、画家、民间艺术工作者、民间文艺家。

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

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

长等职。代表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人类的敦煌》《一百个人的十年》等。

近年来致力于保存和发扬各地的文化遗

产，作出了卓越贡献。2012年1月获互动百

科“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提名。

没有文化记忆，就没有定力

保护文化，是保护它的多样性
生活周刊：文化遗产处境艰难，在迅速消

失，有人认为市场化能解决其生存问题，但您
长期以来反对市场化。

冯骥 才：关键是有些民间文化像传说、歌

谣、故事等，不适宜市场化。比如皮影，就适合在

小屋子里挂一个帐子，七八个人奏乐，两三个人在

那演。你不能把它搁到国家歌剧院里，不能把它

放大，市场的那种功利性压力，它无法承受。还有

些民间手工艺品本来就在市场里，比如艺人做个

泥娃娃、布老虎或年画，到集市上卖，但那是传统

的古老的市场，不是现代市场。现代市场是商业

和大规模工业相结合，一定要求批量生产，使经济

收益最大化。那么民间手工艺就会受到伤害。

生活周刊：为什么？批量生产不是更有利
于它的保存和发展吗？

冯骥才：不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农耕文化

的历史遗存，是手工制作的，改成机器制作，性质

就变了。确实有很多地方的年画已经用机器印，但

木板的味道完全没有了，人制作的那种生命的活

力也没有了。艺术的本质变味了，实际价值就降低

了，因为手工的价值是高的，机器的价值是低的。

地域性也会受到破坏。农耕文化是在相对封

闭的情况下形成的，有强烈的地域特点。而现代

市场里信息广泛传播，我一看你那样的好卖就学

你，学来学去自己的特点就没有了。所以我说，保

护文化主要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为什么要保护

京剧？因为它跟评剧、昆曲、越剧不一样，如果保

护到最后都差不多了，那还有保护的价值吗？

生活周刊：市场不行靠政府，多年来你一
直在呼吁。

冯骥才：政府是第一保护人，但有一条特别重

要，政府必须要懂得什么是文化遗产，为什么要保

护，要保护什么？政府要有正确的文化观和遗产观。

生活周刊：但恰恰是地方政 府在推动文
化遗产市场化，各地的“申遗”商业味道特别
浓，而拯救活动又有赖于它们的扶持乃至主
导。这个巨大的矛盾如何解决？

冯骥才：第一点，政府必须有正确的遗产

观，这个说过了。第二点是必须严格听专家的，不

是说政府主导就政府说了算。我提出个概念，“政

府主导，专家说了算”。现在中央把文化看得很重

要，看成是民族和国家的血脉、灵魂。那我就想说

一句话，现在的中国，没有文化的领导不是好领

导，今年我一定要大力提倡这个观点：领导必须要

有文化，不能只懂经济。

生活周刊：从编著《一百个人的十年》、呼
吁保护城市老街，到拯救年画，推动国家保护
文化遗产，其实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您一直致
力于留存、梳理我们民族的记忆。

冯骥才：一个民族没有记忆，就不知道哪些

东西是好的。先人留下来一批金子般的格言、思

想，可以矫正我们的生活。拿成语来讲，古人教导

我们不要见利忘义，还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

志”。你可以穷，但一样可以很坚定。可就因为失

去了这些记忆，生活里我们才迷失。我想，如果我

们心里真正有它们，精神就会丰富得多、充实得

多，不会老把眼睛盯在宝马车上。没有文化的记

忆就没有定力、没有自信，容易迷失，自暴自弃。

生活周刊：那您如何看待目前的状况，许
多地方号称要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

冯骥才：当下很多文化是伪文化，是人造文

化、文化造势，并不是深刻的文化。唐诗伟大辉

煌，那是由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大诗

人用对生命的爱、对大自然对人的爱，用心灵写出

来的。他们都是天才。那天才是什么，天才的秘密

是什么？天才的秘密还是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

的。《红楼梦》不能少了林妹妹，文化的辉煌不能

少了天才。

悲哀，但仍会坚守
生活周刊：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面带微

笑、充满自信，但您曾说自己是个“失败者”。
冯骥才：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要保护的很多

东西都消失了。年画的成绩很不错，但还是有很多

东西，比如天津老城，那个时候我拼命地呼吁，在

街头演讲，拿出自己的画卖掉，筹备基金会，处理

这些事情，可它还是没有了。还有一些我保护晚

了，在市场化过程中它已经失去原来的灵魂，形神

分离，只剩下一个漂亮的被改造的躯壳，没有内涵

了。所以有人说你这两年做得很成功，我就说我是

个悲哀者。 

生活周刊：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冯骥才：我想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

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这是我们天经地

义的天性吧。我是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但这

样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一定要碰壁的，有的时候碰

得头破血流。

但我还是会坚持下去。当天津估衣街拆除的

时候我的确很悲哀。我保护了那么长时间，为了它

那么卖力气，没有工钱领，只有我们的想法，和那

些不懂文化的人去沟通……最后看到那条街变

成一片垃圾，我真的要掉眼泪了。但这是我的责

任。它跟成功或失败没有关系，比方说我写的东

西不满意我还要改，这就是责任。

生活周刊：这也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理解？
冯骥才：对。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片

土地上的人民，这里的人民和别的地方人民不一

样，你怎么知道？从文化上看出来的。这些可爱的

人，用独特的思考、思想、审美，创造出自娱自乐的文

化，一定是可爱的。如果不可爱，你会爱这片土地上

的人吗？我是作家、艺术家，于是我倾注了更多的生

命情感在里面，不完全是一种纯学者的理性。

生活周刊：但您把精力都投入到拯救民族
记忆中，我们很久没看到您的文学作品了。可
惜吗？

冯骥才：实际上你看看我这本书（指《年画行

动：2001-2011木版年画抢救实录》），我去了那么多

地方考察，写的是文化大散文。它们的思考更重、感

受更深，因为我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命、自己

的心来生活和写作的。我反而觉得，这些文化散文

比我从前的散文更富有时代的精神，更厚重。

猜对了，振奋之余，冯骥才仍满怀忧虑。各地政府对“非遗”的热情有利于

其传承，但背后强烈的利益冲动，却会造成损害，对此，冯骥才是不满的。他还

遗憾像他这般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参与得并不多。“还是有偏见吧。”

在冯骥才看来，民族文化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义典籍文化，一部分

是民间文化。“前者像父亲，赋予我们思想、力量，使我们清楚、清晰，是理

性的。民间文化则是感性的，像母亲，我们听着儿歌、吃着传统的小吃、听

着地方戏、浸染着家乡的习俗慢慢长大。它悄无声息，以至于受轻视，但

我们有责任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半，是不能缺失的文

化，是我们文化的基因，也是我们的身份所在。我们应该认识它。”

冯骥才目光坚定，说得深情且坚定。那深情，让人想起他的《挑山

工》。在这篇收入小学语文课本的名作里，他描述了泰山的挑山工是如何

肩担重物，走完山路的。“一步踩不实不行，更不能耽误工夫。我们得一个

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2012年冯骥才将

度过七十大寿，跨入古稀之年的他步履或许不再那么矫健，却已远远地走

在了许多人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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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沪” 曼妮芬顶级内衣概念秀热袭上海
1月的上海，徐徐寒意，人们裹着厚厚的冬装。而

在第一八佰伴的二楼中厅，一场由曼妮芬国际团队倾

力打造的“能量女人”内衣流行趋势发布秀，无疑为

这个寒冷的冬季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持续热力。

冠军模特、国际团队联袂打造

由冠军模特黎伟珊、白殊羽等领衔演绎的曼

妮芬国际概念秀首次与上海市民见面。据笔者了

解，这次概念发布的秀品均在欧洲采买、设计与手

工定做，线下无销售，所有秀品都是概念产品，专为

诠释曼妮芬“能量女人”概念而定制。与常规的新

品发布更加不同的是，本次曼妮芬“国际顶级时尚

盛宴——曼妮芬‘能量女人’品牌发布会”将高规

格的国际概念秀放到了终端，与消费者进行零距离

沟通。活动由汇洁集团与其全球品牌战略合作伙

伴——法国卡琳国际集团合力推出。

能量女人 魅力升级

成功的企业总能先于竞争对手体察到受众的内

心动向，从而发展出更具市场说服力的竞争力。作为

一家洞察市场需求、前瞻国际趋势的企业，曼妮芬发

现一类族群正在逐渐庞大：她们充满强大的女性魅

力、拥有天生的细腻与诱惑，她们善于并热于表现这

与生俱来的优势。曼妮芬品牌赋予她的消费群体以

“能量”，为女性插上魅力的翅膀、让女性从内到外得

以升华。本次概念发布，就是一场能量女人文化内核

的再现，是曼妮芬深耕内衣行业的又一个力作。

年终答谢 心动消费

据了解，曼妮芬此次活动也是为了感谢过去一年

上海地区消费者以及第一八佰伴对曼妮芬的支持。作

为新春前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曼妮芬年终答谢落地

上海第一八佰伴自然少不了丰富的环节。持续一周的

活动包括内衣概念发布、内衣流行趋势讲座、美丽

课堂，以及年度震撼特惠活动，让上海市民享受集视

听、分享、购物于一体的“能量女人”嘉年华。

曼妮芬“能量女人”概念的提出与接连不断的

精彩演绎告诉我们，除了提供给消费者高品质的产

品之外，优秀的品牌应该以跨越产品本身的精神诉

求和消费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沟通。能量女人，未来

很可能成为女性提升魅力的全新风向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