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北京正在与对手进行一场“拔河赛”——
“绳子”是一揽子财税优惠奖励政策，争夺的“红巾”
是大批原本在北京、现在却跑出去注册的文化企业。

天眼查显示，西部某城市文娱影视公司多达
2642 家，注册时间几乎都在 2010 年以后，主要集
中在 2015 年至 2017 年。这些企业，最初的注册
地大部分都在北京。这些企业投奔外地主要是为
了省钱。

文化企业的经营对土地、物流等实体资源依
赖较小，仅仅更换一个注册地址，一年就能省下几
百万、上千万，大多数文化企业动心也就难免了。

2017年 12月 7日，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会同北京市财政局联合推出升级版的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贷奖”联动政策。北京市
文资办设立了北京市文创金融服务网络平台（文
创金服）、文创企业股权转让平台（文创板）等文化
金融服务类平台。

投，指文资办鼓励入驻平台的股权投资机构
为文化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贷，指文资办会
为金融机构与文化企业牵线，提供低利率、速度
快的贷款；奖，则是指财政资金对文创企业在“投
贷奖”体系内成功进行的股权融资、发债融资等，
可获贷款贴息、融资租赁贴租、发债融资奖励、股
权融资奖励。

只要在北京市注册1年（含）以上，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从事文创产业研发、生产、服务、管理的企
业（含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都可以申请。

奖励的金额很有诱惑力——评审通过后，可
获得企业贷款利息 20%至 40%的资金支持，每年
最高可达500万元。发债融资奖励参照票面利息
的 40%给予补贴，单家文创企业年度直接融资的
利息补贴最高可达 50万元，且同一笔直接融资业

务的利息补贴最长3年。2012年至2016年，北京
市文资办采取贷款贴息、项目补助、项目奖励等多
种方式，通过公开征集评审支持了首都1300多个
优秀文创企业项目。

事实上，投贷奖政策解决的是一直以来困扰
文化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2016年，北京文创产
业增加值占比达 14%，已成为仅次于金融产业的
第二大支柱产业。但“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依
然是阻碍文创企业快速发展的痛点。

北京市文资办一方面为入驻文创企业直接提
供“贷款贴息”“融资租赁贴租”“发债融资奖励”

“股权融资奖励”等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引入了大
量具有文创服务特色的商业银行、融资租赁、融资
担保、小额贷款、投资机构、基金公司等融资服务
机构，通过“线上高效撮合、线下快速对接、限时反
馈进程、鼓励服务更优”的运行机制，为文化企业
提供了便捷、可靠的市场化融资服务。

北京市“投贷奖”联动体系另一服务平台文创
板，以提供股权交易场景为亮点，能够为有股权交
易需求的企业提供服务。北京小鸡科技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主营将 3D 数字创作科技应用于传统艺
术领域，该企业在文创板提出股权融资需求后，仅
经过不到1个月的时间，平台已帮助该企业与某上
市公司成功签署投资协议，并已完成资金划转，近
期将完成工商变更。

市文资办主任赵磊表示，北京市文创产业“投
贷奖”联动体系的启动是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的重要举措，甫一推出，反响热烈，已经实
现线上注册企业近2000家。

北京拥有的社会资源优势明显。在这场对文
化企业的争夺战中，北京并不打算完全用政府力
量进行。用政府资金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

是更划算、更有力的方式。
北京集中了我国最多的银行、担保公司和投

资机构。但北京市文资办在之前的调研中发现，
手握重金的投融资机构对文化产业有一定兴趣，
但缺乏热情。原因很简单，赚头太少。

北京柠檬微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
休闲类手机游戏研发和运营的互联网公司。他们
曾经从银行获得过一笔 100 万元的贷款，但银行
最终只从这笔业务里挣了3万元。

为了提高金融机构、投资人支持文化企业的
积极性，今年北京市的“投贷奖”首次将银行、担保
公司、投资机构纳入奖励范围。以银行、担保公司
为例，只要他们为注册地在北京的中小微文化企
业，提供利率上浮不超过30%的贷款，每年就按信
贷债务性融资业务规模的1%给予资金奖励，单家
银行、担保公司年度奖励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

如果是天使投资机构，补贴额度按照实际投
资额的 15%测算，单笔补贴最高为 50 万元，单家
投资机构每年补贴总额最高可达 150万元。创业
投资机构奖励补贴额度按照实际投资额的10%测
算，单笔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单家投资机构
每年补贴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当然，这些银行
和投融资机构的注册地也需要在北京。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投早期的文化企业本身
就像风险与收益的探戈，原本赚了皆大欢喜，赔了
自认倒霉。但现在，投资资金能获得政府实打实
的奖励补贴，算是政府帮忙减轻了风险。

“财税政策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
全部。企业还是要看整体、看长远。”赵磊透露，下一
步，北京还将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北京市文化创
新基金，筹建文创银行，认定一批文创特色支行和专
业支行，建立文化企业风险补偿制度，为文创企业发
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文创企业之家”也
在筹备中，对于文创企业普遍关心的资金、投融资、
上市、税收、土地使用等问题拿出更加精准的政策，
对于文化工作者普遍关心的人才吸引、就业、上学、
房租等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把文化企业拉回来
□ 佘 颖

刚上大学时，跟老师套学古汉语的诀窍，想走
捷径。老师很倔，一句话：“哪有什么诀窍，把《左
传》给我背了！”

背就背，那时记性好，没怎么费劲儿就背过
了。我背的那本《左传》，蜡版油印的，墨香至今萦
绕笔端。钱穆说过：“正如天天吃饭，好书也该时
时读。” 经过这番功夫，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默
而识之”的境界。朱光潜先生也讲：“旧书不厌百
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口诵心惟，嚼得烂熟，透
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

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潇洒迷人。潇洒的背后，
下的也是笨功夫。冯友兰授课时不带讲稿，像引
用孔孟荀墨一样，凭记忆引证斯宾诺莎、黑格尔和
杜威。猴子在肩膀上跳来跳去的温德教授，能够
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能用不同的声音和语
调表现剧中每个人物。

庄稼，要施底肥；人，要练基本功。其实，一些
学科的方法论经典是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各
学科有分别的方法论专著。无论从事什么专业的
研究，有些经典是需要读的，至少需翻阅知其要
旨。比如：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培根《新工具》，
笛卡尔《方法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罗素《逻辑与知识》，巴比《社会研
究方法》，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迪尔凯姆《社会
学方法的规则》,彭加勒《科学与方法》，劳丹《进步

及其问题》,等等。
读经典除了下苦功夫，还得讲究方法。阅读

重要文献就是一条重要方法。柴德赓在《史籍举
要》中强调：“了解书籍目录源流，可以少走弯路，
至少不会遗漏重要的文献。”文献功夫可以避免无
用功和出笑话。

有人读到辛弃疾《贺新郎》中的句子“不恨古
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就以为这种豪放
句式是其首创，其实错了。往前溯，释德洪《石门
文字禅》中就有这样的话：“不恨子未识和仲，但恨
和仲未识君。”再往前溯，《洛阳伽蓝记》中也有类
似的句子：“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继
续往前溯，还可以在《谈薮》中看到张融的感叹：

“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
下点文献功夫，可以明高下。很多人都知道

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千古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
载不动许多愁”。我们从文献角度参照较比，才能
更体会这句话的独特之处。宋郑文宝《柳枝词》中
写的是“载将离恨过江南”，周邦彦《尉迟杯》中说

“载将离恨归去”，苏轼《虞美人》讲“只载一船离恨
向西州”，陈与义《虞美人》也说到“满载一船离恨
向衡州”，元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则说：“休
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驼也驼不动。”王实甫《西
厢记》中写的是：“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
车儿如何载得起。”这么多人把“愁”载来驮去，只

李清照的“载不动”别有洞天。
读书要杂，但又怕杂。针尖上能站多少天

使？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历代大家无不是博
约相济，以博驭约。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徐光启欲求超胜，必先会
通。朱熹综罗百代，才能集理学大成。钱锺书学
贯中西，方能另辟天地。清代钱大昕精通经、史、
小学、金石、天文、地理之学，以经证史，以金石铭
文等考古资料与纸上史料参证，才写出《二十二
史考异》。

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写道，经济学
的传统边界并不重要。一个系统的既定条件可能
是另一个更大系统的变量。任何一种理论的有效
性，依赖于与手头的特殊研究有关的各种因素聚
集的程度。如果为了弄清经济循环问题，而需要
有关嗜好、技术、政府政策和制度结构的理论，那
么，经济学家就不能以这是他研究范围之外的事
为理由，而无视这种需要。

清《魏叔子文集》有个形象的比喻：蓄积学问
像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
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沈浸久
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
陂池之不可御，当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
同功。读书也是这个道理，我们要下功夫读经典，
又不能拘泥于一点，要放宽了视野，努力去读。

且说读书的“笨功夫”
□ 何玉兴

我国商代才有甲骨文字的记
录，其年代仅有 3000 多年。不过
我们今日使用的汉字，还是从甲骨
文时代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的文
字。文字符号的延续不断，有效保
障文化传统之延续生长。

按照国际学界判断文明与史前
的标准，有三个要素是必备条件，那
就是文字、城市和青铜器。华夏文
明只有到商代才有甲骨文字出现，
夏代及夏代以前的文字，除了少量
不成体系的陶文符号外，迄今尚没
有成规模的发现。目前我们国家上
上下下都还秉承古代传承而来的信
念，把中国视为有 5000 多年文明
连续体。

笔者认为，如果不过于拘泥国
际流行的判断标准，需要先确认有
没有一种先于甲骨文而流行的表意
符号系统。好在 90 多年来的中国
考古学大发现，已经找出了这个系
统，那就是作为一种承载神圣意义
的符号物——玉礼器。近年来考古
界倡导文化大传统理论，关注在汉
字产生以前的神话历史表现形态
——非文字的符号传承。先是关照
彩陶图像等，随后聚焦于出土的玉
礼器符号，并据此方面的玉器实物
系统线索，将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
学研究视野，拓展到 8000 年前的
兴隆洼文化玉器解读。

文化大小传统再划分的理论，
把甲骨文作为文字小传统的开端，
把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传统
作为大传统。这种文化理论，能够
超越文字的局限，到史前期玉石雕
刻的神像和玉礼器的系统资料那
里，去做神话解读和思想观念的重
构工作。过去的中国神话研究以

《山海经》《楚辞》等传世文献为基础
资料，其视野只能是 2000 多年的

小传统视野。如今则通过红山文化
的玉龙和玉蚕、良渚文化的玉蛙和
玉神徽，把神话研究和史前史研究
结合为一体。

位于乌苏里江边的黑龙江饶河
县小南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出土
数百件玉器、陶器和石器等新石器
时代早期文物，包括 30 多件玉
璧、玉珠、玉环等玉器，400多件
石器标本。根据考古学研究和测年
数据专家判断，出土文物的年代为
距今 9000 年左右。一个 9000 年
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过的玉文化，
一定对华夏文明的创世想象带来不
可磨灭的奠基性作用。暂且不说后
世想象的天空主神玉皇大帝，就连
举世皆知的盘古创世神话，也要特
别强调盘古尸体化生的精髓部分去
向如何，那就是人间所见珍稀玉石
的来源！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

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

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

筋脉为地里，肌肤为田土，发髭为星

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

为珠玉，……（徐整《五运历年记》）
考古知识已经明确，金属文化

进入中原华夏国家是距今 4000 年
前后的事；而玉文化的出现大大早
于任何金属，甚至也要大大早于任
何有关盘古或伏羲的创世景观想
象。这就给出了从大传统新知识，
重审小传统叙事知识的条件。

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支持作用，
给中国文化的溯源寻根带来今非昔
比的大拓展格局。如何尊重和关注
9000 年没有中断的文化连续体
——中国玉文化，成为一个引导性
的问题。这是用科学研究的实际成
果，为新时代文化自觉提供学术支
持和启迪。

玉文化传承的意义
□ 叶舒宪

《聊斋志异》是一部中国古典文
学名著。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根据其
中的一篇小说《花姑子》改编的舞剧

《棂·花姑子》近日上演，盛况空前。
该剧将文学经典蕴含的中华美学精
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现代观
众切身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无穷魅力。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
龄耗尽心血创作的一部志怪题材的
短篇小说集。小说的魅力在于叙事
情节的起伏跌宕、人物命运的悲欢
离合和环境描写的栩栩如生。《花姑
子》就是其中的一篇代表作。

中华美学最突出特征是写意
性，即艺术创作重意境、重神似，而
淡化写实或形似。这样的艺术追求
赋予了中国古典艺术空灵、高远、蕴
藉、含蓄等独特的美学品格。《棂·花
姑子》的编创人员用舞剧来演绎缠
绵悱恻的情感脉动，用舞蹈动作来
传达幽微复杂的心灵挣扎，在舞台
现场营造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纯粹艺
术境界。观众的视觉、听觉所引发
的不再是影视奇观镜头所造成的那
种强烈的感官刺激，而是一种润物
细无声般的情感陶冶和心灵滋养。
这是看小说、看影视剧所无法企及、
无法感知的一种心灵宁静。

古典名著原本中《花姑子》围绕
“感恩报恩”和“追求爱情”两大主题
展开。心地善良的书生安幼舆（简
称安生）救了獐子精花姑子的父亲

（简称花父）。外出迷路遇险的安生
被花父接到家中好生招待，邂逅美
丽聪慧的花姑子并一见钟情。相思
成灾的安生两次被知恩图报的花姑

子倾力相救，而两人之间的爱情却
终成悲剧。可以说，故事原型表达
的是典型的儒家伦理——花姑子为
了报恩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这是
中华民族善良、敦厚、隐忍、自我牺
牲性格的真实写照。舞剧《棂·花姑
子》的编创者们深刻认识到了古典
名著所蕴含的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
核心价值的重要性，精心设计出的

“念”“触”“意”“悟”四幕剧情都是紧
紧围绕着生动诠释“花姑子以爱报
恩”这一主题展开的。不同的是，在
这里灯光的明暗变化注解着故事情
节的进展，演员的表演成为戏剧冲
突的引擎，舞蹈动作诉说着凄婉感
人的情感。

中国优秀文化经典的舞台艺术
改编创新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的一项
重要使命。这首先是因为优秀文化
经典中所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是涵
养新时代社会大众心灵的一笔极其
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新时代的艺
术家深入开掘。就传统文化经典的
现代艺术编创而论，舞台艺术语言
因其较强的写意性，较之写实性为
主的影视艺术语言更容易展现和传
播其中的中华美学精神。舞剧《棂·
花姑子》的成功也为中国传统戏曲
艺术的当代复兴之路提供了重要借
鉴。舞台艺术在启迪思想、陶冶情
感和净化心灵等方面也较之影视艺
术具有某些天然的优势，更有益于
社会大众的身心健康。舞剧《棂·花
姑子》就是在国家文化惠民政策支
持下诞生的一朵璀璨之花。这样的
花朵开得越多，中华文化就会展现
出更大魅力和更多时代风采。

让经典重现魅力
□ 马立新 王 浩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雕塑示范街

正式开街，96件雕塑作品亮相街头。一

半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珍贵文物的复

制还原。 刘 潇摄

◀以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荣昌陶”传统手工艺文化为建设理念的

古镇景点安陶小镇在重庆市荣昌区荣昌

陶文化创意产业园开街。 唐 奕摄

▶河北省民族乐器生产聚集地肃宁

县将乐器生产企业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该县年产古筝、琵

琶等民族乐器70多万件，产品畅销国内

外市场。 杨世尧摄

优秀文化经典中所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是涵养新时

代大众心灵的一笔宝贵财富

超越文字的局限，到史前期玉石雕刻的神像和玉礼

器的系统资料那里，做神话解读和思想观念的重构工作

财税政策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揽子财税优惠奖励政策，将努力

把大批原本在北京、现在却跑出去注册的文化企业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