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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
短视频已成为新媒体中发展最快、
流行最广的一种传播新方式，它具
有受众广泛、传播速度快、时效性
和及时性强、内容简洁、浏览阅读
快捷、便于“出圈”推广渗透的特
点。短视频，已成为时下文学、高雅
精英艺术、非遗等文化传播的一种
新的重要工具。尤其是，这种短视
频形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文学作
者、作家和读书人作为新时代传播
文学、推广阅读、普及书籍知识的一
种重要手段。

比如，据《2023抖音读书生态数
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读书类视
频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时长
超过5分钟的读书类视频发布数量
同比增长279.44%，读书类视频播放
量同比增长65.17%、收藏量同比增
长276.14%，直播观看人次则同比增
长近一倍。截至2023年2月，共有10
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入驻抖音平
台，超1500位图书作者在抖音分享
读书心得。其中不乏莫言、刘震云等
知名文学大家。

抖音平台记录的数据，还能让
我们一窥大众阅读的面貌。在抖音
最受欢迎的十大当代作家中，金庸、
路遥、余华分列前三位，莫言、史铁
生等在列。阅读的选择也呈现出地
域化的特征，北京用户偏爱哲学和
艺术，上海用户偏爱商业财经。陕
西、河南、贵州用户则分别偏爱历
史、文学、科普类读书视频。

2019 年，在朋友的建议下，止
庵开始做抖音，他在短视频上讲的
所有内容，都是他自己曾做过研究、
写过文章的。他的目的就是引导大
家去看书、读书。视频中他基本不介
绍具体内容，而是选择一个让自己
最感兴趣的点展开讲解。他讲《红楼梦》里
的儿化音；讲法国作家福楼拜开创了一种
冷静客观的小说风格，标志着浪漫主义的
终结；讲日本唯美派文学代表作家谷崎润
一郎一生关注审美，作品饱满、丰沛、极
致。止庵抖音号置顶的第一条短视频是讲
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点赞数有
两万多，底下读者评论也很丰富，有人谈
论翻译水平，有人说“写到病态才深刻，很
不喜欢”，也有人说抖音这样的大众平台

真不适合讨论严肃文学作品，评论
区反应互动十分热烈，读者阅读兴
趣十分浓厚……

互联网技术发展以来，尤其是
进入今天这个读屏时代、短视频流
行时代，文学式微乃至纸质阅读消
亡论，时时不断充斥人们的耳目，
人们对文学阅读的力量、文学阅读
的信心，不断减弱，尤其是新媒体
带来的海量的消遣娱乐形式，时间
的碎片化，使人们接触文学阅读的
时间、文学阅读生活越来越少，文
学、阅读确实面临着内容与时俱
进、传播方式更新、如何适应互联
网技术发展等诸多新课题。

对于在抖音上做读书类的短
视频节目，止庵很有感慨“做抖音
像是和朋友聊天，埋在文字里被淹
没的东西，有时换种方式讲出来，
反而更能深入人心”，“也有一种观
点说短视频使我们的时间碎片化
以至于很难长时间阅读了，我觉得
这个逻辑也不准确。一个真正爱读
书的人，绝不会因为看了短视频而
不读书，如果他不读书了，那是因
为他本来就不想读书。从这个角度
来说，原本不读书的人能从短视频
里获得一些知识，不也是好事吗？”

所以，在这个短视频流行的时
代，作为大众的文学读者，不仅对
文学阅读的表现内容有了新的需
求，而且对阅读、读书的传播方式、
接受方式、阅读方式，也充满了新
的期待，不断受到这个新媒体技术
时代的影响，甚至在文学阅读传播
领域，催生了什么“竖屏创作时代”

“竖屏美学时代”“竖屏视频阅读时
代”……

如今平台传播的这个新媒体
时代已经到来，包括抖音在内的各

短视频平台，也已深度介入我们的文化、
休闲、娱乐、读书生活，这同时也反映了随
着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个
文化传播日益技术化的语境当中，文学、
作家、作品、读者、阅读之间的关系发生着
复杂的变化。我们期待文学阅读、读书的
力量，会借助短视频的“迅速扩大化”的传
播，对我们的社会、对生活、对我们个体生
命、对人的精神和灵魂，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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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闽南古建筑拱梁木作构
件，人们就会提及“三通五瓜”。“三
通五瓜”是闽南古建筑的木结构构
件体系中，常见构营于较大型的寺
庙、祠堂等民间信仰公共活动场所
的厅堂，是以“福”文化元素为主题
的重要体现之一，不仅是对传统建
筑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在实践
中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和艺术审
美观的充分理解，更是生活与艺术
高度融合的独特地域建筑文化，承
载着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底蕴，在
建筑装饰构造与营运发展中，已形
成了自身的艺术表达语言。它主要
是由梁和柱组成的梁架结构，主体
突出，气势雄伟，艺术效果强烈，颇
具田园气息。构件在实用和节材的
基础上，亦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创
造出更加宽大的空间价值，从而提
升了建筑物的通风采光作用，使整
个构建物更凸显空间感和艺术感，
让人赏心悦目。

建筑物设置梁式构架的木构架
闽南人称之为“屋架”。我们常说的

“三通五瓜”构件，就是屋架构架上
的一处核心梁跨部分。闽南人习惯
将梁称为“通”，位于“三通五瓜”构
件中位置最低且长度最长的这根梁
称为“大通”，其上竖立的瓜状短柱称
为“瓜筒”或“斗瓜”，工匠师巧妙地把

“瓜”“种植”到建筑之上，从中可窥见
其匠心独运。“瓜筒”的真实“身份”就
是短柱，其体态上小下大，弧线明显，
或作椭圆形，或作瓜瓣形，“瓜筒”的
下端底部一般是浮雕成爪蹼状，给人
一种厚重牢实的支撑感和抓力感。

“瓜筒”承托的梁是“二通”，它的整体
规格比例要比“大通”小，“二通”上再
竖立“瓜筒”承托的梁便是“三通”，

“三通”中间再设立“瓜筒”承托脊檩。
整座梁架运用互相呼应、合缝精密的

“穿梁搭斗”榫卯连接的方式，其空间
布局层次比例分明、大小疏密有序，
纵横交错、结构严谨，由长到短依次
向上搭叠，既能做到物理性平衡的稳
定作用，又可以起到抗震防潮减荷载

的功能，传递着一架瓜香四溢、和美
和谐的自然生态景象和人们祈愿瓜
瓞绵绵、生机勃勃之意，以及对家园
情感的赞美与寄托。

“三通五瓜”梁架上铺设的坐
梁、托木、通随、二束、八字束等构
件，它们设计考究，引用喜庆吉祥、
祝颂美意的八宝博古、瑞草灵兽等
祥瑞纹样为题材，经浅浮雕、镂空、
嵌贴等传统木雕工艺，精雕细琢而
成，然后，再因地制宜、错落有致地
安置通底柱边，各起各的作用，展现
着小构件大作为的艺术魅力。通的
主立面多为富有鲜明、浓郁的民间
艺术风味的“落墨搭色”表现手法，
在描有横幅、扇面、手卷、册页的款
式纹样里，或书写美文吉语，或勾画
装饰性较强的山水花鸟、山禽水族，
或绘制虚实变化和对称均衡的几何
图样等人们喜闻乐见、内涵丰富、形
式多样的自然美景、吉祥图案进行
渲染润饰。它们增强了构件的装饰
性和感染力，喻示着人们对自然的
推崇和憧憬幸福生活。整座梁架均
采用重漆浓彩的刷涂手法，一般选用
大红、大紫、大青等绘画颜料作为主
色调，色彩明丽，耀眼夺目，显得富丽
堂皇。在营造出吉祥喜庆氛围的同
时，又可以抗御地域季节性空气质量
相对湿度大、温度高等特殊气候环境
的影响和减少蜂虫、木虫等害虫的侵
蛀，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
一”（庄子·《齐物论》）。概而言之，

“三通五瓜”作为建筑大木作构件，
具有抽象性和多元性并存的运营法
式，十分符合建筑要求，满足人们的
审美观念。它满架弥漫着芳香馥郁
与和谐共融的美与好，让我们更加
形象地感受到人与万物的共存之道
——生态思想文化价值观，绽放着
闽南匠师智慧的光芒。

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潘光旦自幼聪慧好学，14岁时就被
江苏省政府咨送到清华大学。他喜
爱运动，而清华又是个提倡体育的
学校，然而就在入学后的第二年，在
跳高比赛时不幸摔倒而导致右腿膝
盖破损，感染结核菌，最终治疗无效
不得不截去了右腿。后虽装过假腿，
但他又嫌麻烦，终生架双拐行走。

这就免不了被同学们取笑，但
潘光旦对此却从不忌讳。一次上生
物课，老师讲到遗传这节课时举例
说，有个德国生物学家曾做过一项
实验，将老鼠的尾巴斩断，看看断
尾老鼠的后代是否也短尾。下课
后，同学们围住潘光旦嬉笑道：“你
将来生下的子女，是单腿的呢，还
是双腿的呢？”潘光旦明知大家是
在捉弄自己，却一点也不恼，还一
本正经地说：“那还用说，老子长着
什么样的腿，子女自然就要长什么
腿了，不然就麻烦了。”

赴美留学期间，潘光旦和几个
中国留学生听说美国社会学大师托
马斯在纽约新社会研究所开夜班讲
学，觉得机会难得，就每周结伴去听
一次课。中间要换一次地铁才能到
达，难免要等几分钟。一次在站台等
车时，一个工人打扮的男人走到潘
光旦身边，低声对他说：“老弟，我也
没多余的钱，就送你这些零钱买几
个面包吃吧。”一边说着一边把两美
元塞到潘光旦的手里，转身离去了。
等到潘光旦醒悟过来后，那人早已

走远了。
望着那人

远去的背影，
潘光旦哭笑不
得，他对几个
同学说：“这才
是受之有愧，
却之不恭啊。”
原来欧战结束
后，美国回来
不 少 残 疾 军
人，因安排不
周，致使个别
伤残军人生活
窘迫，只得在
公 共 场 所 乞
讨，那个工人
模 样 的 美 国
人，竟误把潘
光旦当成了退
伍伤残军人。

不 过 ，潘
光旦这次倒是
占了大便宜。
买地铁票用了
5美分，喝咖啡
花了 5 美分，
还用剩余的钱
请同学们吃了
一顿晚餐。潘
光旦对几个同学说：“如此看来，一
条腿也是大有好处的，不仅坐地铁
的钱有了，还解决了大家的晚餐问
题，如果每天都能遇上这么一次，该
有多么惬意啊。”只可惜，这样的美
事以后再也没有碰到过，这让潘光
旦很是惋惜了好一阵子。

1940年夏，潘光旦应邀在西南
联大演讲，在讲到孔子时说：“对于
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的。”话音刚落，就有学生在台下高
喊：“潘先生您讲错了。”潘光旦一
愣，随即明白了，也下意识看了一
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马上大声更
正道：“对不起，确实讲错了，对我
来说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
们大笑。

正如他的老同学、燕京大学校长
梅贻宝所说：“光旦秉性温和忠厚，论
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
他可以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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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五瓜”（东山岛北山
佛山寺） “三通五瓜”坐梁斗拱，宛如稳

健上攀、开枝散叶的树干，一派生
机蓬勃。（东山岛陈城前黄村黄氏
祖祠·光前堂）

钱坂庙，位于南靖县山城镇六
安村，县城东南。庙宇坐北朝南，为
二进二廊一天井、四柱三间式硬山
顶建筑，燕尾脊瓷雕贴塑双龙戏
珠，庙门悬“钱坂庙”金匾。庙中木
雕刻工艺精细，石柱及石鼓雕刻艺
术高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2010
年，钱坂庙列入南靖县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

民国版《南靖县志》记述了钱
坂庙古之丛谈，“山城旧楼钱坂庙，
相传宋帝赵昺被迫南奔，偕陆秀夫
至南靖，顺途驻驿于此（以旧楼系
通山东大道）。比里人侦知欲往朝
参，而帝已走崖山矣。因于庙之中
央崇奉‘皇帝万岁’神位。今乡人礼
拜，称其地为‘皇帝殿’。”至今，“皇
帝万岁”匾额依然立于庙中。

相传，南宋末年，奸相误国，元
军大举南侵，首都临安危急。谢太
后彷徨，终以“迁三宫入海暂避，分
二王于福建、广东，开辟抗元基地，
以为复兴之计”。广王赵昺于陆路
进入福建，从福州抵达泉州，由于
闽广招抚使蒲寿庚反叛降元，万分
危急之际，左丞相陆秀夫等匆忙保
护赵昺以“朝廷南迁广东”的名义
从陆路突围，奔走右丞相文天祥的
收复之地龙岩、漳州。赵昺一行经
龙岩适中进入南靖的长塔、梅林、
书洋、船场、南坑，顺利到达山城。
在黄氏族人为向导的指引下，借以
山城旧楼黄氏族人聚居的土楼落脚，休整一段时
间再与端宗赵罡会合广东。陆秀夫的忠君爱国之
情，以祈求陆路奔走的一路平安，同时也是对自己
本姓陆的巧妙契合，得“陆安”地名之由来，这便是
今天的山城镇六安村。

陆秀夫等数千人马护送广王赵昺到达陆安
后，把官侯和随行兵马，以及行军辎重、大队人马
给养机构等集中安置于就近山村。于东面安置军
士，在原南靖县第一糖厂的周边区域设置军营，以
地名“军营”称之，成了今日的山城镇翠眉村军营
社。于西面安置官侯，以地名“百侯”称之，经过历
代本地话的传习，百侯的闽南语谐音成了现在的
山城镇碧侯村。碧侯村边上的一个山坳，今碧侯村
与六安村交界的马坑庵这个区域，牧草茂盛，取之
安置马匹，设置养马场所，是称“马坑”，地名沿用
至今。于南面的紫荆山下，设置官家银库，地名称
为“官银”，因闽南语的谐音问题，是为现在的山城
镇六安村关云社。而后，在旧楼落脚地的前方，安

置中央铸币局，专
门铸造钱币，得地
名“钱坂”，今六安
村钱坂庙周边区
域。陆秀夫命就地
建庵，有马坑庵、
钱坂庵等。钱坂庵
立王公谢安和元
帅谢玄塑像以供
香火，随着时间的
推移，世代传衍的
变化，得称“钱坂庙”，名称延续至今。

钱坂庙主要供奉着王公谢安和元帅爷谢玄，
神像庄严肃穆，香火鼎盛，保佑村社阖境平安。王
公是著名的历史人物谢安（320-385），祖籍河南
太康，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官至东晋宰相。
谢安出身高门世族，喜欢读书习艺，才器隽秀。少
年时期，在仕族社会中已享有较高声誉。然而，谢

安并不想凭借出身去猎取高官厚
禄，朝廷多次征召授官，他均以各
种借口推辞。为了远离朝廷叨扰，
他在会稽郡的东山筑庐，过着闲适
的隐居生活。常与王羲之、许询、支
道林等名士、名僧吟诗作对，著名
的兰亭雅聚，就有他的身影。他高
谢于人间，啸咏于山林，直至好友、
侍中王坦之亲到东山面请，痛陈社
稷危难，国势衰微，亟须良将谋臣
匡扶，谢安才悚忧而起，应召出山，

“东山再起”成为千古佳话。以东山
出仕，受命于危难之际，谢安宵衣
旰食，不敢懈怠，开始了他中年以
后二十多年的鞠躬尽瘁。公元 383
年，前秦大军南下，苻坚携兵百万，
大有一举踏平江东之概。谢安临危
不惧，谋略先天，命令谢石、谢玄力
拒，结果淝水一战，大获全胜，为东
晋赢得数十年的和平与稳定。谢安
一生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去世之后，被
孝武帝追封为“庐陵郡王”，民间也
自发地尊奉为神祇，称他为谢王
公、广惠圣王、广应圣王等，俗称

“王公”。广应圣王的信仰，以记忆
谢安造福百姓的家国情怀，并且随
着漳州人的外迁来到台湾和南洋
各地。

谢安在任时，制定了通过考试
选拔人才的制度，打破了“上品无寒
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士族垄断局
面，给庶民阶层带来了希望。后来，
各朝沿用并完善了该制度。在清朝，
民间就有参拜王公能保佑学子高中
金榜的讲法，百姓纷纷祈愿金榜题
名。所以，民间就有了“谢王公是今
世文昌帝君”之说。而今，凡是有供
奉谢安的地方，都会在每年的农历
十一月十四谢安王公诞辰的时候，
举行祭祀民俗文化活动，或者于春
节期间，举办王公巡游踩街活动，祈
求一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山城

六安钱坂庙王公会在正月十四出巡山城大街小
巷，场面热烈震撼。

目前，在海峡两岸谢安王公信众众多，在台湾
岛内就有 100多座祭祀谢安王公庙宇，通过举行

“谢安王公寿诞庆典”和“海峡两岸谢安王公民俗
文化节”等活动，成为加强两岸交流、增强两岸同
宗同族认同感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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