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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 

2020年 12月 8日下午，应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邀请，当代著名作

家，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全委会委员，海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韩少功先

生，于我校桂林洋校区曾宪云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举办了一场题为“文学经

典的形成与阅读”讲座。 

讲座由文学院院长王学振教授主持。讲座中，韩少功先生从“择优而

读”切入，提出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即将创作的难度、价值的高度、共鸣

的广度三个层面。以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加法和减法的反复博弈为

比喻，讲述文学建构与淘汰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并以现实的电影宣传营

销策略、当代文学经典的变迁等实例，引出文学经典所应保持的精神追

求。 

韩少功先生强调卡尔维诺关于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之一，即“正在重

读”，提出时间是最公正的文学评论大师，被不断重读是最起码的文学经

典。之后，韩少功先生还进一步讲解了四种阅读文学经典的方法，即现场

还原、心智对接、多元互补、知行结合，提出要以“历史的同情”之心设

身处地地为作家着想，以心心相通、心心相近的精神倾向实现心智对接，

坚持因人而异、因目标而异等标准选择经典阅读，同时要将知识融入血肉，通过实践激活知识。 

交流环节，许多师生针对韩少功先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内涵、创作素材等问题进行互动沟通。此外，韩少功先生回答了很多关于文学经典

的选择、个人阅读体验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文学研究要做到“美食家”与“化学家”态度相结合的标准，要摒弃文学批评“贴标签”的“流行

病”问题，先生热情而机智的回答博得在场老师和同学们的喝彩。通过此次讲座，师生们受益匪浅，对以后的文学阅读、文学创作、文学研究都有

了不少启发。（撰稿 吴辰） 

晓剑：知青文学与知青现象 

2020年 12月 17日下午，应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邀请，当代著

名作家、电影编剧晓剑先生来到我校，于龙昆南校区实验楼外语学院

会议室为我院师生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知青文学与知青现象”的讲

座。讲座由文学院院长王学振教授主持。 

讲座的开始，晓剑先生从自身创作实践出发，以文学创作、影视

创作、知青文学、和历史真实四个方面为切入点，讲述了知青文学创

作与时代的关系，提出文学创作要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以实现文学

作品的客观性、真实性。随后，晓剑先生梳理了知青现象的兴起、发

展、终结的过程，结合自身的知青生活经历讲述了知青题材的文学创

作与知青生活对于向农村传播现代知识、现代理念的重要性。 

此外，晓剑先生以张抗抗、郭先红等知青作家的创作实例指出，

知青经历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心境下，体现出的理想主义

和英雄主义的结合。 

在交流环节，晓剑先生真诚地与同学们就“个人悲剧的产生原

因”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时代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

强调“一个没有历史真相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警示青年学子切勿

做历史虚无主义者，提出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都要有深刻的历史认知

能力，还要结合个人经历，更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思考。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感受良多，对于知青文学的发生背景、知

青现象的时代环境等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拓宽了文学研究及创作的新

思路。（撰稿 张开辉） 

 

孔见：岛屿生活的经验与岛民的心路历程 

12月 19日上午，应我校文学院的邀请，海南省作家协会原主

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孔见先生莅临我校，在龙昆南校区实验

楼外国语学院会议室为我校师生举办了一场名为“岛屿生活的经验与

岛民的心路历程”的讲座。 

在讲座中，孔见先生用“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句话切

入了岛民的生存状况这一主题，并且结合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提出“孤

悬”这一概念，道出海南岛与大陆的隔离给予在岛上的人民以孤寂无

根之感，但这种孤寂之感的背后正是每个海南人对抗的孤勇。接着孔

先生又提出“放逐”、“荒凉的自由与护佑的渴望”等观点，从客观

和主观两个方面说明海南岛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对岛上居民心理的影

响，同时阐明岛民在不断经历灾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心理状

态。 

讲座中孔见先生以自己儿时对故乡的眺望到不再眺望为线索生动

的展示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海南岛民从寻根到定心的心理变化，让

我们对海南岛以及海南岛上生活的人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交流环节，面对同学们的“如何驱逐孤独”、“海南岛上形成

的家族是不是对孤独的抵抗”等问题，孔见先生告诉我们人要承担自

己的命运也要接受自己的孤独，并且要走出对于他人、家族的依靠，

将自己扎根在孤独中，通过自性来与整个世界打交道。这次讲座不仅

让我们对岛民的心理状态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并且教给我们认识世

界，更好地与世界相处的方法，在场师生感悟颇深。（撰稿 李卓琳） 

（本版编辑 杨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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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闻 

二〇二〇年 《南岸》 第二期 

由当代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领衔，同晓剑先
生与孔见先生等奉献精彩演讲，海南师范大学
“作家进校园活动”于 2020年 12月 8日正式开
启！ 

服饰之美传承千年，自先秦深衣至两汉汉
服，再到盛唐唐装，无不吸引我们共同探索华夏
盛装。 

为梦想，我们在海师相遇；为理想，我们在
海师相聚；研一的我们，为逐梦自贸港将心声谱
写在海南这方沃土之上。 



学海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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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先秦服饰中的深衣文化
2020 学科教学（语文） 卫永兴

汉服复兴：一种生活方式

「穿」越千年，重新热起来的汉服正在

影响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只要汉服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就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

力。

十多年前，如果将汉服作为常服穿上

街，多半会被人目之为「奇装异服」。然

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汉服作为常服

已经「见惯不惊」，习以为常。

一、深衣的概念及产生背景

（一）深衣的概念

由于考古文物的缺乏，春秋战国时期对深衣的界定也存在分歧。《礼记》记载：“朝服祭

服丧服，皆衣与裳殊，惟深衣不殊，则其被于体也，深邃，故名深衣。”

深衣象征着品格或尊敬，显示出谦逊、优雅和奢华，因此有必要采用先进的材料。唐代孔

颖达在《五经·正义》中写道：“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从皇帝到人民

都可以享受它，它的地位仅次于朝服。深衣通常是白布做的。它们最大的特点是上下两件衣服

连在一起，用绦系绑在一起，然后绑在腰间。下摆不能打开。然而，为了继承上一代的传统观

念，儒家学者在按照规则剪裁时，仍会将上衣和下裙分开剪裁，然后再缝制衣服，以示对祖先

法则的尊重。

（二）深衣产生的背景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的生产力在不断的提高，以丝绸、大麻为主要原料的纺织业出

现，服装的用料也越来越精细。从原始社会的母系文化到商周的礼制文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发

展，人们的衣服也在改变。如原始社会的动物皮毛到后来的丝绸制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战

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得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到达了顶峰。

图一：曲裾深衣

深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之一，在绵长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不

断发展并形成有中国特点的服饰。中国

的汉服闻名世界，更是流传到亚洲的几

个国家之中并得到发展，而汉服的起源

便是深衣。

二、深衣的文化蕴涵

（一）深衣所蕴涵的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追求“人与自然合一”。这一点在中国的服装艺术中也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深衣也不例外。在《礼记·深衣》：“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天

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深衣的缝制“以应十有二月”的“十有二幅”，以物质化隐喻的形式，

象征着天地之间的一切运动和变化。

深衣的十有二幅以中国服装审美文化特有的隐喻形式，希望它们包含并符合物质性和外部

宇宙的所有变化，除了包裹在深衣中的个体生命，还有个体生命本身和外部宇宙安危的所有变

化。深衣的圆、方、直、齐，就是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的外在表现。尤其在春秋战

国时期，儒家更加追求这种道义。孔子云：“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说的就是要做

一个正直的人。

（二）深衣中的色彩文化

深衣在在确定形制之后发展较为缓慢，而色彩发展较为迅速。古人根据五行确定五色，如

白对金，青对木，黑对水，红对火，黄对土。深衣的颜色也包含了五行所对应的五色。在当时

社会中，某行盛行时，帝王便会穿某种颜色的深衣出行，如春天来临，万物复苏，木气盛行，

帝王便会着青色深衣，佩戴青玉外出踏青；到了夏季，天气炎热火便盛行，这是天子便穿红色

深衣佩戴赤玉出行；三伏天来临之时，便会换上黄衣佩戴黄玉；到了金秋之际，则是着白衣；

而到了立冬时，则会换上黑衣佩戴黑玉。

不同的颜色是不同季节的代表，在不同的季节则换不同颜色的深衣。这是古人对五行规律

的遵守在服饰上的表现。

图二：直裾深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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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有删改 图源网络）

对这场席卷而来的「汉服」热，学界其

实早有预见。清华大学教授、学者肖鹰认

为，「汉服热」绝不是异军突起，而是随着

「国学热」的兴起而兴起的，是一场伴随传

统文化复兴的社会文化活动。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汉服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充满

了历史的必然，是当代青年文化自信增强的

一种表现。

由此，我们需要在几千年的华服历史

里，找到日常生活的时空对位：汉服承载的

不仅是一种生活美学，更是无数中国人生活

方式的延续。汉服，不仅是中国人的生活载

体，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载体。

（摘自:看历史 图源网络）



南方
我要去南方

因为一如既往对爱的渴望

我要去你身边

带着我的希望 我的恐惧

到达南方因为心系南方

而我来自南方

就像手风琴的气息

我梦想着南方

圆圆的月亮 天空湛蓝

我寻觅南方

无拘无束 然后

我喜爱南方

他们有着温柔细腻

我感受到了南方

当你深陷困境时

我愿混迹在那样遥远的南方

南方的雨只是一朵玫瑰半放

它的雾气顾自微笑

风中白色的笑声

它的黑暗它的光亮

如同喜欢笑起来好看的他

美丽都是一样

我爱南方的你

我爱南方的你

我爱南方的你

我爱南方的你
……

（谢瑶瑶 2019级文艺学）

编辑 陈小琪 校对 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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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椰海情书

我一个人回到房间哭了，父亲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只轻声一句：“你姑姑下午来
家里，说门前不可种桑，就顺手除了去......”桑其实是有巨大好处的，桑的枝叶有药性，
可明目消肿，疏解热毒，果实可即食，可酿酒。早在先秦，我国就有屋前植桑、梓的传
统，因此"桑梓"也常被诗人引用作故土之意。然而现在却因与“丧”同音如此荒唐的理
由就砍了我亲手种下，又细心浇灌的桑树。我顿时觉得丧气。任其与华夏同古，任它好
处千万又如 何，只要人不顺心将它砍去，它的生命也就消失了，它的生命何其脆弱。

我用那枝干做了一个摆件带在身边，我想我或许可以赋予它新的生命意义——作为
一件工艺品的“新生”。但每念及此，我仍然惆怅，怀念着门前那枝桠繁茂的小树。那
棵离开乡土，却仍于异乡顽强生长的小树。父亲在原来种过桑的土坑又重新种了一棵龙
眼树。我知道桑树的生命到此为止，绝无真正新生的可能了。

偶然间我看到林清玄散文中的一句话：“来是偶然，走是必然。”我也只好以此自
我慰藉，一切生命都有时，生有时，逝有时。既然无法阻止一棵桑的死亡、不管如何努
力也不能使它枯萎的任何一片叶子重挂枝头，那就存着厚重与深情的心，敬重这场生
命，永存心底。

至那起的几年之后，有一年夏季，雨来势汹汹，连续下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棵龙眼
树才几年就已经长得很漂亮了，枝叶繁密，一簇簇龙眼果实冒了出来。一场大雨过后，
空气清新。我又走到那棵树下，发现了一件让我讶异而欢喜的事：就在那棵龙眼树旁，
两株纤细的却生机勃勃的青苗破土而出，悠悠然互倚着。那分明就是两株小桑！

那年暑假，我把它们连土挖下，又重新带回了乡下奶奶的菜圃，在那里它将无忧无
虑地生长，延续生命。

贫瘠的异乡土壤或是人为地砍断拔起，都不能阻止桑树重新抽出嫩绿枝芽，花满枝
桠。人若遭受苦难，被连根拔起，是否也有如此番涅槃而“复从死灰中更生”的生命意
志？

如今，我走在路上，路边那不知名的老树才刚落下枯叶，就已经增生了新叶，那枝
头的小叶或是卷着，或是半舒着，介于嫩黄和葱绿之间。在阳光下，叶片如半透明的碧
玉，叶缘像是镀了一层金边，闪烁着或赤或黄的碎光，彰显着生命的旺盛与辉煌。

今年是充满灾难的一年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在许多生命逝去的同时，也有许多生
命如同那桑树般顽强生存了下来。这逝亡与新生，本在同一世界。我们不应永远沉沦于
逝去的苦痛，而要怀着深沉的心，永远纪念那些离开的生命，也应自我整顿，重新出
发。在路上，我们永远心怀悸动，永远充满希望。

（陈小琪 2020 级现当代文学）

桑树与新生

看街头忽而落下一片半枯的叶，不知
怎么想起了多年前种下的那棵桑。如果它
还在，大概也长成了《项脊轩志》里的那
般“已亭亭如盖矣”。

我种过一棵桑，十几年前被斩了，连
根拔起，截段，铺在阳台晒着，一段段
的。那树根很大一团，橘红色的皮，就铺
在那刚长出嫩芽的细枝旁。

那是午后，我回到家，看见门前铺着
一堆木头，心里就凉了一截。走进院子一
看，果然原来种桑的角落只剩下一个土坑
了。那个墙角，我的桑树被连根拔起，牵
动周围的土，仿佛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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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研究生才艺大赛暨迎新晚会

（图片来源：张艳洁 谢征）

新生·心声
 李小丽:海师，是自贸港的教师摇篮，也是祖国花朵的未来期盼。待 4个月，像身处呼啸

山庄，夜晚风吼风嘶；也是梦幻版山居秋暝，美人花开艳艳。这里，一棵榕树荫百尺，
四海鲲鹏安此乡。宿舍同学的温度，令人欣喜，教师的各具风采，也令人惊喜！

 肖杏元:我能真切感受到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和过去很不一样: 不一样的交际圈，不一样的
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学习目标。该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崭新的事物和即将面临的挑
战，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方向。人不能一直敷衍地生活，努力的意义就是当好运来
临的时候，我觉得我值得。希望自己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能够朝着自己的方向无畏前
行，能爱己所爱，求己所求，得己所得。

 谢征:研究生阶段，给了我一个空间去审视艺术和人生，海师给了我一个新的平台去追求
自我和梦想，有人告诉我，研究生阶段需要获得的是超强的学习能力。我在听老师讲课
时，也发现了研究生课堂和本科课堂的最大的不同在于，研究生阶段注重的不是知识的
授予，而是学习方法传授与学习能力的培养。老师会引导我们关注学科的前沿动态，一
场场讲座会打开我们新的知识视野！感谢海师提供的精神殿堂，我将抓住机会，不断提
升自我，不断积极向上！

影视速递：《过春天》

“水客少女深港双城记”

过了这道关，要说英文写

繁体，像鱼群挤到水面呼吸空

气；进了这扇门，要被监控陪

笑脸，在大鱼吃小鱼的规则里

谋生。没教鲨鱼游泳就扔进大

海，没让城市变冷就盼望落

雪，没给手枪装弹就扣动扳

机，没给货船检查就驾驶出

海。把飞机当成流星祈祷，把

失火当成福兆祈愿。反正过得

了春天，也过不了青春这道险

关。

——西楼尘

学生画作

（图片来源：崔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