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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叩问

乡愁是一碗水 乡愁是一杯酒

乡愁是一朵云 乡愁是一生情

这是大型电视纪录片 《记住乡愁》 主题曲的歌词。它
唤起的不仅是人们儿时的记忆，更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寻根
之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突出优势。如何“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价值传承，更是一种
现代人的心灵叩问。

当下的中国，城镇化的脚步轰隆作响，乡村的面貌也
在快速改变，伴随高楼的拔地而起，人们越发找不到自己
的精神家园，愈发怀念自己的故乡。什么是乡愁？乡愁就
是过年费尽周折返乡的那张火车票，是记忆中家乡那淡远
的山、青黛的河、年味的风俗，抑或家乡的一棵树、一口
井，甚至就是传承久远的家谱家风或者美食的飘香。乡愁
是有根有灵魂的，是一抹文化的根脉。

百集大型纪录片 《记住乡愁》，通过展现传统村落优
美和谐的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独具特色的乡
土之物、深沉丰厚的文化积淀，梳理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
脉络，展示传承千百年的村规民约、家风祖训，讲述那些
体现着孝道传家、讲和修睦、积善成德等生长于斯的本土
本乡的故事，深入挖掘和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旨在探索民族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文化的基因。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原本延续的文化根脉，以及深藏
在文化基因中的家风祖训、传统美德和家国情怀。行进在
现代化途中的中国人，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就是
大型纪录片 《记住乡愁》 的当下价值所在。

记住乡愁，就是踏上中华传统文化的寻根之路。乡愁
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情绪，也不仅是一代人的共同情结，同
时还蕴藏着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100 集 《记住乡
愁》，其实是一张乡土文化列表，乡土文化的价值就隐藏
在乡村家家户户的楹联上，隐藏在村民代代相传的故事
中，隐藏在那些逢年过节才郑重示人的祖训家谱里。如同
隐秘在秀美山川背后的敬畏之心，那是对天地与自然的敬
畏、对祖先与传统的敬畏。每一个村落和村落中的故事所
表现出的淋漓尽致的传统和这种传统所体现的人文价值追
求，都让人动容。

在对乡愁诗意回望的传承中，人是古老文明活的“载
体”，它让我们理解什么叫师道尊严、什么叫商道贾德。
晋商成功不全在经营里，徽商成功不全在谋略里，在最根
本上是做人。乡村舞台上年年上演的老剧目，戏里戏外诉
说的都是成人的故事，信守承诺、善待家人和相邻、忠勇
传家等等，其实他们传的是人心，而人心就是最大的价
值，正是人心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

记住了乡愁，就知道了我们是谁，将向哪里去。记住
乡愁，就是记住文化之根，记住心灵的家园。《记住乡
愁》 所传递的价值是教会人们如何安心——安顿现代人日
益焦虑的心灵，如何铸魂——守护民族文化的根脉。《记
住乡愁》 使我们懂得，承载着乡愁的乡村是中华文化生生
不息的源头，体现了天、地、人三者的统一，张扬了中国
人家国同构的情怀。这正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也是中国人
的价值原点。

从今年元旦开始，中央电视台推出
了百集电视纪录片 《记住乡愁》，让人
回味无穷，它像一只温柔的手，触摸到
人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无法释怀的乡
愁萦绕脑海，不能不回想起遥远的故
乡、老家的乡音乡情乡味。一个接一个
的古村落展示，已经不限于表达古老的
沧桑、奇特的布局，或者特殊的人和
事，而是每一集都试图提炼出一个主
题，一个村庄和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传
递，一个表层生活后面的文化逻辑，物
质表层包裹下的人类灵魂。看得多了，
竟然连成一片，所有的村庄故事，表达
的正是剧烈变化的中国。这些变化代表
着中华文化变迁，所有村庄的文化都似
曾相识，有着高度一致的文化内涵，整
体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

百集故事刚刚展开第一季的成果，
就已经让人感觉到中国村落文化的多姿
多彩。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黄土地的
依山借势、北方大院的严谨布局、南方
山地的人杰地灵、水上居民的渔歌唱
晚、多民族村庄的和谐宁静⋯⋯我们祖

国地大物博，自然环境千姿百态，辽阔
的大地上资源丰富，人们以自己的智慧
开发和利用自然，形成多种多样的生活
形态及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人的
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完整而且互相配
合的，文化变革缓慢而平稳。中国人以
儒家文化为精神结构主体，以忠解决个
人与国家的“公”关系，以孝解决个人
与群体间“私”的关系，很好地规范了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可以说，那是一个
缓慢平和的时代。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经历了自满、
自足到失落、回归的曲折过程。我们在
古代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通过精耕
细作和儒家文化的维护，在有限的自然

资源基础上养活了比别人多得多的人
口。到了近代，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攻
开中华的大门，中国屡战屡败、屡败屡
战的历史不堪回首。直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随着综合国力
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
的文化自信心开始回归。

《记住乡愁》 要挖掘的是民族文化
之根，要记住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在“乡愁”里反省和发掘中国文化
的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
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讲 仁 爱 、 重 民 本 、 守 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
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
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
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
其是，要在世界文化比较的坐标下，
审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面对
21 世纪的文化挑战，我们坚信中华民
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
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
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有
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
路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站在五
千年优秀文化的坚实基础上，放眼全球
化时代的世界潮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走在忙碌的都市，总是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似曾相识，却又陌生。就像
一首歌的歌词说的那样：城市的柏油路
太硬，留不下脚迹。我经常要靠看照
片，才能确定这一年去过什么地方，依
稀画出人生的历程。每天早晨起床，总
有一种疲惫未去，焦虑又来，没完没
了，循环往复，生活富裕了，却找不到
宁静的感觉。好似席梦思床垫太软，托
住了我们的肉体，却难以安放灵魂。只
有在睡梦中回到贫穷但快乐的童年，回
到偏僻但温暖的故乡，那山那水那情那
味那音⋯⋯才能让我们找回片刻的安
心。这或许就是我每天期待百集系列片

《记住乡愁》 的原因。记住乡愁，好一
个“愁”字了得。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和国
家有过我们这样的独特经历。五千年文
明史，漫长而悠久。很多国家和民族，

犹如灿烂的流星，辉煌过后就立即消失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则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古老的农业文
明，在经历了近 200 年的工业文明狂风
暴雨洗礼后摇摇欲坠，却在飘摇中重新
站立起来，爆发出无比巨大的能量。实
现民族独立之后，伟大祖国在社会主义
道路上奋勇前进，改革开放以后更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快速发展。童年
饥饿的记忆犹新，憧憬起手表、自行
车、电风扇、收音机的“三转一响”，

“老三样”很快被冰箱、彩电、洗衣机
的“新三样”替换，进入新世纪后，购
车、买房、旅游为代表的“新新三样”
成为主流。三十多年时间，中国人走过
了其他国家二三百年的历程，变化之大
让人惊讶。

以农村建房史为例，改革开放初拆
祖先的房盖新房，八九十年代拆父亲的

房，新世纪前后拆自己的房，而新生代
农村子弟干脆进城买房。中国人的家庭
规模从过去的五世同堂、四世同堂到现
在小家庭为主。从 80%的人口生活在农
村，到现在城市化率 53%左右，产业结
构的三角形倒了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走出了数千年安身立命的乡土，汇聚在
陌生而快速成长的城市。不过，在感觉
物质丰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
精神孤独。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的浪
潮汹涌澎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表
明一个不平静的时代和资本独霸世界的
到来。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中国文
化转型，他极力倡导文化自觉：“其意
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

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
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
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
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
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理
论得到海内外的广泛响应，成为当代重
要的文化思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感受到国家的
巨大变化和自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但很多人也感觉越来越不踏实，不仅有
人自认为“屌丝”，更有人找不到活着
的意义。《记住乡愁》 不仅是一种文化
寻根，更是一种文化反省，那些历经千
百年的古老村庄，给我们的不仅是沧桑
历史，更有着中华文明千年不败的内在
文化基因。

21 世纪的世界，谁主沉浮？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给世界文明以新
的贡献。那么，我们拿什么奉献给新世
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记住乡愁》 绝
不仅仅是文化回归，更是一场文化自
觉，我们要找到文化之根，从这里重新
出发。面对全球化的世界，从老根上长
出更加壮实的新枝，让中华民族和中华
文明在世界之林里更加根深叶茂。

乡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自从
有了故乡的概念，乡愁就成了人类心灵
中的一种情愫。

简单地说，乡愁就是因向往故乡却
不能如愿而产生的愁绪。首先，乡愁是
生活在异乡的人所特有的情感，与始终
未离故土的人无涉。其次，乡愁意味着
精神上的漂泊状态：离开故土的人们，
尤其是那些自愿离开故土的人们，原本
是要到外边的世界追寻更好的生活，但
结果发现外边的生活并非完美，而遗留
在故乡的人与物对于造就完美生活不可
或缺。是什么被遗留在了故乡？或许是
我们的亲人，或许是某种生活方式和观
念，或许是自己熟悉的山川草木，又或
许是往昔生活的足迹。对人们来说，这
些通常是不可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乡愁乃是人与自己的根脉相分离而
产生的一种情感。再次，乡愁不是单纯
消极的东西，它标示着人们对某些人与
物的珍视与眷恋，以及以某种方式回归
故乡、接续自己根脉的冲动与可能。

从以上方面来理解，央视百集大型
纪录片 《记住乡愁》 所讲的，正是关于
当今中国文化根脉的断裂与接续的故

事。在这里，镜头对准的是从中国数以
百万计的村落中精心选取的一百个。这
一百个村落的样貌各不相同，却有一个
共同点：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坚守着优秀
的传统美德。透过镜头，我们看到的不
只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生动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这些鲜活生命和生动故事所
承载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不是书本
上的传统，不是已走入历史的传统，而
是生机盎然的活着的传统，是我们应该
珍视和接续的根脉。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走在从
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路上，而近几
十年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尤其迅疾。但
是，我们究竟追求怎样的现代化？这
种现代化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究竟
是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既事
关重大，又难以明确回答。这就像一
个人，由于不满意于原本的生活而离
开故土，到外边的世界寻找更理想的
生活。可是，怎样的新生活才是真正
好的生活？这种好的生活与故乡的一
切有怎样的关系？面对这些问题，他
不可能不颇费心思。

毫无疑问，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近几

十年的现代化历程，为中国社会带来了
巨大成就。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人民
物质生活的富足，民主制度的不断完
善，整个社会的蓬勃活力，所有这些都
是百年前的中国难以想象的。但另一方
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拿普
通人的切身感受来说，我们的生活节奏
过于紧张，没有闲暇来品味生活、充实
自己；我们过分热衷于支配自然、战胜
自然，而失去了对天地的敬畏，以至严
重破坏了环境；我们沉迷于物质，而内
心越来越空虚与迷茫；我们越来越强调
个人和自我，以至相互之间日渐疏远，
甚至充斥了许多冷漠和敌意。在这种大
背景下，回望所走过的道路，就会发
现，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我
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遗落了许多宝贵
的东西。

一个在异乡奋斗的人，一旦体会到
漂泊感，对故乡的珍惜与眷恋就会与日
俱增，一句话，乡愁将引领他回归故
土，寻找并接续自己的根脉。一个人是
这样，一个社会同样如此。值得庆幸的
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这样；更加值
得庆幸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根脉并未

断绝，至今仍深深扎根在那些古风犹存
的乡村，扎根在那些纯朴善良的民众当
中。《记住乡愁》 所展现的就是这一存
在于乡村和普通民众当中的文化根脉，
而它出现在今日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本
身就反映了中国社会回归和接续自己文
化根脉的强烈愿望。

对于以上的说法，一定有人持不
同意见。不管这些不同意见具体是什
么，根本上大都归结为这样一点：传
统文化毕竟是传统的，因此不可能凭
借它来构建现代文明。这话部分地正
确 。 假 如 传 统 社 会 及 其 文 化 一 切 皆
好，我们就没有必要走出传统、走向
现代，如同一个人对故乡的生活心满
意足，就不会自愿地离开故土、到外
边的世界去闯荡。既然一个人自愿选
择离开故土，就说明故乡的生活不够
完美；既然一个社会决定了要从传统
转型为现代，就说明传统有其局限。
很清楚，仅凭借传统文化，永远不可
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同样真实的
是，现代文明的构建应该基于传统。
因为基于传统，才表示出一个民族尊
重 自 身 社 会 生 活 与 文 化 的 历 史 连 续
性 ， 珍 惜 并 善 于 利 用 民 族 的 文 化
遗产。

对于怀有漂泊感的异乡人来说，可
取的做法不是忘却乡愁，也不是在乡愁
的促使下迁回故土，而是通过回归故
乡，从故乡汲取灵感和力量，最终把异
乡建设为新的故乡。

乡 愁 ，回 归 心 灵 家 园
——评央视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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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生我养我的故乡的无比眷恋们对生我养我的故乡的无比眷恋，，各界反响热烈各界反响热烈，，一些专家学者对此专门撰写文章抒一些专家学者对此专门撰写文章抒

发内心感想发内心感想。。现摘录现摘录44篇篇，，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寻 找 共 同 的 文 化 根 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贾新奇

乡 愁 让 我 们 再 出 发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徐 平

珍 视 民 族 历 史 与 传 统
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包路芳

守 住 价 值 原 点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范玉刚

守 住 价 值 原 点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范玉刚

本版编辑 马洪超 祝 伟

美编 高 妍

央视记者在安徽省祁门县渚口乡渚口村采访调研，为

专题片拍摄做准备工作。 央视供图

广东省潮州市龙湖古寨村，村民向央视记者讲述当地

孝行故事。 刘振涛摄

在深圳市鹏城村罗贵老宅，小磨、马灯等老物件引起人

们的兴趣。 王国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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