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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人员领导
的研究团队新近在贵州省都匀市包
阳村附近发现约4.1亿年前的“袖珍”
植物——包阳工蕨化石。这一发现
揭示了早期植物独特的生存策略，为
解释4亿多年前“植物登陆”如何发
生提供了新线索。

植物大化石证据表明，大约4.3
亿年前植物开始了从海洋“登上”陆
地的征程。这一过程极大地改变了
地球的生态环境。几千万年间，陆地
植物的数量、种类迅速上升，当今陆
地生态系统的基础由此奠定，这一堪
比“寒武纪大爆发”的过程被称为“植
物登陆”。

此次新发现的包阳工蕨或为解
释“植物登陆”提供新线索。从化石形
态上看，包阳工蕨植株高度仅有约45
毫米，其孢子囊穗的长度仅为5.8到
10.8毫米。这种体形相比当时类似植
物常见的100至200毫米体长，显得
非常“袖珍”和“迷你”，极为罕见。

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包
阳工蕨生活的约4.1亿年前，植物演
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以
包阳工蕨为代表的一类植物个体矮
小，需要的营养和繁殖投入较少，推
测寿命较短，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整
个生命周期，适应于动荡环境。而另
一些工蕨类植物则个体高大，需要的
营养和繁殖投入均较多，可能更适宜
稳定的环境。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有着
各种丰富的地貌。河流、湖泊、峻岭、
荒漠……各种不同的环境也需要生物
展现出不同的生存技能。陆地植物在
发展的早期，可能就是依靠演化出多
样的生存策略，才克服了复杂的环境
压力，完成‘植物登陆’，最终使得地
球披上绿装。”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璞说。

相关成果1月15日发表在国际
期刊《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学报》上。

据新华社

在湖南长沙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努
力通过商业模式推广传统文化。

湖南知了青年文化有限公司2016
年推出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聚焦
包括非遗传承人在内的传统手工艺
人。该系列首播后迅速走红，吸引了
像代侣霞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加入这家
公司。

“我被纪录片中高级中式审美深
深吸引。”新闻学专业毕业的代侣霞
说。如今，29岁的她是公司电商团队
负责人，带领一个主要由“95后”组成
的团队，致力于扩大传统手工艺影响
并为手艺人带来经济回报。

2024 年春节，该团队推出一款
“摇钱树”主题年画，这是代侣霞从中

国木版年画四大产地之一——山东潍
坊杨家埠村淘来的手工艺品。凭借年
轻人对社交媒体和电商运营规律的熟

稔，该团队成功营销这幅作品。
近一年的时间里，这款年画售出

约15000幅，其中大部分营收支付给
了当地年画手艺人。

“我们团队要求每个人都热爱传
统文化，对此有激情。只有我们先了
解并深刻认识这些非遗，才能转化传
播给大众。”代侣霞说。春节申遗成功
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动力。

霍德玉也依然创意不竭。“国家的
强大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承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我们的祖传瑰宝也受到
了更多人的关注喜爱。”她说，“当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实力
和文化自信时，年轻人也会更加珍视
和传承自己的文化根脉。” 据新华社

中国科学家发现
4.1亿年前“袖珍”植物

镜头前，霍德玉精心编制头饰，为
新造型作准备。随后她边化妆边讲
解。没过多久，一尊庙宇里有历史感
和神秘感的星宿“雕塑”出现了。

今年29岁的霍德玉是一位仿妆
博主，家住江苏，曾是舞蹈专业学生，
目前她在小红书上有53万粉丝。她
最新的仿妆系列视频《二十八星宿》灵
感来自山西的玉皇庙，这一历史建筑
不久前受游戏《黑神话：悟空》影响而
成为热门景点。

“这些角色身上所承载的神秘色
彩以及他们精美的服饰设计，让我想深
入地去了解。”霍德玉说，她在仿妆的过
程中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与满
足。她甚至尝试搓绒花，这项工艺已被
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社交媒体上，霍德玉的作品大
受欢迎，单个播放量都在 100 万左

右，全网系列播放量1000万，点赞量
50万。

霍德玉是中国年轻的传统文化爱
好者中的一员，他们对传承数千年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网
友们称之为“血脉觉醒”。

事实上，霍德玉的“觉醒”在4岁就
萌芽了。当时，她学习中国舞，坦言自
己被这种优雅的艺术形式深深吸引。

“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在日常生活
中接触传统文化。”霍德玉对记者说，

“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而言不
仅是存在于博物馆中的东西。我们希
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为其
注入新的活力。”

她注意到，越来越多像她这样的
年轻人正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结
合，创造出更具时代感和吸引力的文
化产品。

去年中国青年报社对1000名青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8%的受访
者感觉近些年非遗更火、更“出圈”
了。其中，逾半数选择通过观看文化
演出或参观博物馆和展览馆的方式了
解传统文化。

开播8年，《中国诗词大会》一直
受关注，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展示自
己对古诗词的丰厚储备。

穿汉服也在年轻人中成为时尚，
汉服租赁和摄影店在中国各地涌现。
在伦敦、巴黎、悉尼以及很多国际大城
市的街头，经常能看到中国年轻人身
着汉服演奏中国传统民乐，引人驻足
围观。

随着传统文化日益流行，各类民
间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乐
团自得琴社就是其中之一。

自得琴社成立于2014年，成员多
在二三十岁。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的同时，自得琴社也尝试将中西方文
化融通。

琴社的青年乐手王慕禹今年24
岁，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小时候学
过小提琴，后来主攻琵琶，她说这两种乐
器都能打动她。“即使文化不同、演奏方
式有别，但人类的情感都是相通的。”

自得琴社改编过的作品包括《哈
利·波特》电影主题曲、《剧院魅影》音
乐剧和《哆啦A梦》动漫主题曲。“我们
用中国民族乐器演奏这些曲目，受到
观众欢迎，互动感特别强，我们演奏的
时候也感到轻松愉快。”王慕禹说。

去年，自得琴社在马来西亚和东
京举办了音乐会。“当地观众都很友好，
很多观众还问我们什么时候再来。”王慕
禹说，演出结束后，一些华人观众很激
动地表示自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自得琴社社长朱里钺认为，年轻
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源于他们对国家
的自信。

“这代年轻人更能以平等的心态
去看待中国和外国。”他表示，现在中
国文化行业有能力做出更成熟的文化
产品，供从业者和爱好者推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
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在社
会的物质和精神层面比较稳定、富裕、

繁荣后才出现的现象。
年轻人对文化抱有更开放的心

态。“随着年轻人外语水平提高，信息
获取更广泛，他们对西方文化也颇感
兴趣，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他们来说
更有亲近感。”张颐武说。

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在社交媒
体、影视作品中广泛呈现，还频频融入
许多重要场合，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
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及中

国运动员在各大赛事中的比赛服，都吸
引着年轻人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文化。

张颐武说，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工
作的就业前景良好。“这既是年轻人对
传统文化热爱的结果，又是对社会潮
流和趋势的反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
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59464亿
元，占GDP的比重为4.59%，比上年提
高0.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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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杨家埠村年画艺人在印
制木版年画。

自得琴舍2023年在苏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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