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首个“中国华服日”活动，占
据微博热门排行榜首位，阅读数超过1亿次，
相关讨论超过12万次。再往前，《中国诗词大
会》《百心百匠》《国家宝藏》等传统文化类节
目接连走红；《韩熙载夜宴图》APP等文化衍
生品广受欢迎。这些当代大众文化的样本，代
表着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检视我国传统文化，历史展现给现代社
会的是灿烂光辉。所以，当互联网深刻地改
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时，一部
分人开始担忧，网络上充斥的各种信息抢夺
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使传统文化面临着传
承上的“真空”，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产业
地图经历着蚕食之痛。其实，这种每当新事
物产生就会出现的习惯性忧虑往往“有过
之”，因为事实远比想象来得更有说服力。

以往的传统文化推广，可能是一场书法
展览，或一出京剧表演，只是“点”的效
应。但互联网的共享性、多元性、便捷性却
具有“面”的优势，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接触
并接受传统文化。对当前的一代来说，互联
网就是最“接地气”的传播途径，这一点没
有任何载体可以比肩或取代。在互联网传播
格局中，传播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对传统文
化的接受不受身份、地位、时空的影响，网
络的即时性与交互性又促成了人们在线讨论
与交流，具有中国文化情怀的好故事也就在
这样的讨论与交流中走向世界各地。

2018 年我国“互联网+”传统文化应用
用户规模预计将达到 3.84 亿人，增长率为
34.3%；在中国年轻人最集中的B站，国风兴
趣圈层 （国创、国风舞蹈、汉服等） 的覆盖
人数比 5 年前增长了 20 倍以上，这是数据。
在第三届《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上，杭州
外卖小哥雷海为击败“科班出身”的彭敏爆
冷夺冠，这是实例。

当然，文化触“网”好传承，也要有“正
确打开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与人们简单
互动，而是让传统文化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变“黏稠”，创造一个有触感、有温度的角
度。此刻，就不得不提故宫博物院了。在很多
网友眼里，故宫是个神奇的存在。它既是年客
流量接近1700万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也创
造了“感觉自己萌萌哒”的雍正皇帝表情包；
既有纪录片里技艺精湛的大国工匠，也是时不
时跟530万微博粉丝互动卖萌的在线“网红”。
通过互联网，通过具有想象力和活力的传播方
式，更多人看到了故宫年轻的心态，更重建了
与公共博物馆的心理关联。

正因为看到了传统文化与互联网之间正
在发生的化学效应，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巨头
和创业公司将文化触“网”视为风口，诞生
了很多商机。比如，腾讯与故宫达成文化复
兴合作，利用互联网连接起传统文化与年轻
人；与敦煌研究院启动“数字丝路”计划，
用数字技术传承文化遗产。比如，亚洲最大
的匠人手作电商平台东家，挖掘传统手工艺
的魅力，把好的工艺变成与时代结合的作
品。我们乐于见到这样的合作，毕竟，使用
是最好的传承，分享是最好的传播。

只是，对他们来说，IP 是一个极其重要
的概念。但目前 IP 虽多，强大者却寥寥无
几，更谈不上什么变现能力。在文创领域，
一边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枝独秀，一边是众多
传统文化衍生品的“千物一面”，在肯定了互
联网是传统文化传播窗口之后，这正是我们
要破解的下一个问题。

文化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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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熟悉又陌生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马克
思是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
他与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有关；
陌生是因为他是离我们比较久远
的大胡子老外。今天，他已是一
位“200 岁”但依然年轻的老
人。他活着时与我们一样，有平
凡而不失情趣的一面，闲暇时与
家人一起散步、遛狗，品尝女儿
燕妮从远方寄来的啤酒。只是散
步时，他要带上笔记本，随时记
点什么。

17 岁时，他成了波恩大学
法律系新生。作为新生的他“漫
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
域 ， 在 昏 暗 的 油 灯 下 胡 思 乱
想”，甚至与贵族决斗被关禁
闭。父亲教育他钱要省着点花，
不要每天蓬头乱发、放荡不羁、
不拘礼节。在父亲眼中如此，他
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马克思在
女儿燕妮的一次访问中，展示了
自己立体而真实的一面。

燕妮在问及父亲最敬慕什么
人时，他毫不迟疑地写下两个人
的名字：斯巴达克斯、开普勒。
斯巴达克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由
俘虏被卖为角斗士奴隶，最终在
角斗士学校发起暴动，马克思称
之为“伟大的统帅，古代无产阶
级的真正代表”。开普勒，1571
年生于德国南部小城，与伽利略
是好朋友。他因早产导致身体孱
弱，如霍金一般，一辈子与死神
赛跑。他以这样的体弱多病之
躯、目力极差之眼、毅力坚毅之
心，洞察着宇宙的奥秘，以其著
名的开普勒定律，被后人誉为

“天空的立法者”。
今天，我们把马克思看作伟

大的导师，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的代表，冥冥中，也契合了
他所仰慕的对象，甚至超越了他
们，并为人类作出了更大贡献。
在那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
人的时代”，马克思就是其中之
一。英国BBC于1999年底通过
因特网评选上个千年对世界最具
影响的人物时，马克思位居榜
首。他从未离开过欧洲，思想却
跨洋过海飞跃五洲；他从未有过
枪，却能击碎反动政权的心脏；他以不屈
的韧性斗争赢得人民的爱戴，也因撕开资
本的血腥面纱而倍受诋毁和诟病；他用情
诗打动了贵族家的小姐，也与故人结下生
死与共的旷世情谊；他是时势造就的英
雄，也是后人景仰的伟人。不管西方信不
信他的理论，但都无法绕过他的思想；他
仙逝已久，但思想不朽。

马克思在“自白”中告诉女儿小燕妮
和劳拉，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

“啃”字真是切中肯綮。在那个没有打字
机、没有键盘、没有电脑，常常需要用鹅
毛笔书写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
留下了 50 卷本的全集。这一浩繁工程，
都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一点一
点“啃”出来的。久久徜徉在卷帙繁复的
典籍之中，以刨根究底的方式搜刮最后一
条资料，稿子不成熟宁愿让老鼠的牙齿去
批判也不发表。这股韧劲也是毛泽东所理
解的“把菜根嚼烂”的劲头。“在科学上
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
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
点。”正是这样的科学精神和求知态度，
造就了他的伟大、渊博。《资本论》、剩余
价值学说、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都是这样历
经几十年慢慢“啃”出来的成果。

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对
幸 福 的 理 解 是 “ 斗 争 ”； 喜 欢 革 命 之

“红”，鄙弃那些杂乱而粗糙的知识。马克
思的一生，是高歌猛进的奋斗者的一生。
他的一生都在与“资本”“资本家”以及
旧制度、旧思想做斗争。恩格斯说：“斗
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
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

争。”战斗的一生首先是从怀疑一切开始
的，“怀疑”就要革故鼎新、破旧立新、
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因为“思想变革是
先导”“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解释世
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弄清如何“建设世
界”。在旧世纪悲鸣中，他创建新时代的
欢欣；他在奸诈的世界王座下埋下炸弹，
摧毁这庞然大物，“他在这宇宙的废墟上
漫步”要做“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既贫穷又富有

马克思认为，“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
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
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
务”。他宁愿给天下人做嫁衣，为“人类
的幸福而工作”，也不愿花精力去谋求自
己艰苦生活的改变。他认为，“如果人只
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
学者、绝顶聪明的人、出色的诗人，但他
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

“他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
可是他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
此。”马克思在写 《资本论》 的时候，手
里是没有“资本”的，他拥有的仅仅是智
力上的资本和堪为一切科学工作者典范的
治学态度。当时这种“知”依然不被主流
社会接受。他只能频繁地进出当铺，“一
个星期前，我当了外套，我已经出不了门
了”。他生活得艰辛、破败，即便是简单
的粗陋的零碎也不时进出典当行，有时

“要出手这样一些不同凡响的零碎，也会
感到羞愧难当”。有一次，他衣冠不整，

头发蓬乱，去典当燕妮家传的银器餐具，
当场遭到当铺老板的怀疑，最后警察局的
拘留室“毫不客气的”款待了他。

马克思是为人类寻路的闯将、不屈的
斗士。他不向命运屈服、不向邪恶的政权
屈服、不向错误的思想屈服、不向逆向发
展的历史屈服。贫穷和病痛的幽灵时不时
光顾马克思捉襟见肘的生活，面对重重困
难、颠沛流离、政治迫害，他与燕妮·马
克思一样，以“永不绝望”的行动告诉女
儿：困难都是暂时的，终将烟消云散。

那个与马克思秘密订婚的来自贵族人
家带着保姆嫁过来的燕妮小姐，最珍爱马
克思身上“坚定”的男人品格，始终做马
克思的忠诚伴侣，做他“鼓舞的泉源”和

“天才的慰藉”。他们常常陷入经济贫困，
饱受生活熬煎，房东催租，儿子夭折，孩
子没钱上学，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账
……这些困顿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好在有
恩格斯的无私援助。他与恩格斯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令人敬仰。列宁曾经这样评
价：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
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驱逐黑暗带来光明

在人类历史上，那些求知、求真、求
光明、求自由，宁愿舍弃自我成就大我的
伟大人物，都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马克思正是其中的一位。

1883 年 3 月 14 日，在马克思去世的
当天，恩格斯在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
中说：“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

力的思想来哺育新旧大陆的无产
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
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
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
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
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
暗中徘徊。”那篇著名的《在马
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最了解他
的恩格斯这样说：“当代最伟大
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这个人
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
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
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
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
会使人感觉到。”马克思发现了
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通过
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的宿命，“而先前无论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
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
索”。

他剥去纷繁复杂的表象，通
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分
析，打开了人类通向美好生活的
大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
提供崭新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方
法，给予我们清晰认识世界的方
法论和世界观；以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为人类认识资本、剩
余价值、工人劳动和剥削本质提
供最充分最清楚的论证；以科学
社会主义，廓清人类在空想社会
主义思想中徘徊的迷雾，照亮人
类前行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说：“对于那些以为
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
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懦夫们，
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
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
们：‘你好好听着，我决不会用
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
宙斯的忠顺奴仆。’”马克思的
一生，也像普罗米修斯作为殉道
者一样，为人类驱走黑暗，带来

“光明”，给予人类文明得以传播
的“火种”。他以普罗米修斯的

勇气，无惧政治当局的迫害、逮捕与驱
逐。

留下空白又填补空白

1883 年 3 月 17 日，马克思的遗体在
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一个偏僻的角落下
葬，同他钟爱的妻子燕妮埋在一起。参加
这位伟人葬礼的只有11个人。

恩格斯宣读了自己的悼词，即后来发
表的著名的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他
说：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革命家，是世界
上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但他的英名
和他的事业，人类将永远不会忘记。真理
的光辉从来不会被时间磨蚀，反而会在历
史的淘洗中越来越耀眼。他逝世后留下的
空白，将被无数的后继者所继承。

普鲁士政府迫害马克思、比利时警
察局逮捕马克思、遭驱逐中两个孩子夭
亡、执政党和反对党对他进行无耻下流
的污蔑、所有报刊毫无例外地不登他的
文章，他曾经孤立无援。历史终究不会
忘记那些推动社会发展的人。马克思所
开创的事业，成为近代以来一道无法遏
抑的洪流，演绎出壮美的世界历史篇
章。马克思在这个世界上只存活了 65
年，但人们对他的纪念却要比这时间长
得多。在 《共产党宣言》 发表 170 年和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去他墓地瞻
仰的人多了，献花的人络绎不绝，华尔
街的银行家在读他的书，俄罗斯在纪念
他，中国人在纪念他，世界各地的人们
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他。中国雕塑家
在他的故乡为其塑像，特里尔发行印有
马克思肖像的0元纸钞来纪念他，中国邮
政定于 2018 年 5 月 5 日发行 《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纪念邮票。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
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不仅
仅镌刻在马克思的墓碑上，更铭刻在共产
党人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中。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事实一再告诉我
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
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也没有过时。”

☞ 不管西方信不信他的理论，但都无法绕过他的思想

☞ 真理的光辉从来不会被时间磨蚀，反而会在历史的淘洗中越来越耀眼

☞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