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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是藏族佛教艺术的一

朵奇葩，可追溯至公元 10 世纪，

绘制复杂，用料考究，色彩艳丽，

历久不褪。”7 月 14 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唐卡大师娘本动情

地说起了他所热爱并执著守护

着的热贡唐卡。

娘 本 出 生 于 被 誉 为“ 藏 族

画乡”的青海省黄南州同仁（藏

语称“热贡”）地区，在当地从事

唐 卡 制 作 的 艺 人 非 常 多，制 作

技 艺 代 代 相 传 。 娘 本 12 岁 时

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夏吾才

让 学 艺 。 在 30 年 的 艺 术 生 涯

中，他吸取各家所长，逐步形成

了 色 彩 绚 丽 大 方、画 面 构 图 精

细 复 杂、画 面 人 物 神 态 生 动 的

独 特 作 品 风 格 。 唐 卡 作 品《护

法金刚》、《四臂观音》等被中国

美 术 馆、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等 收

藏。他先后被评为青海省工艺

美术大师、中国唐卡大师、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热贡艺

术代表性传承人。

为继承和发扬热贡唐卡艺

术，娘本 2007 年创办了热贡画

院 并 担 任 院 长，培 养 热 贡 唐 卡

艺人。画院目前共有 150 多名

画 师 ，其 中 还 有 20 多 个 孤 儿 。

他从前年起，每年收 10 名孤儿

为徒。娘本说：“ 除了孤儿，还

有些孩子来自特困户家庭。他

们的吃住、衣服、医疗都是由我

负责。”“如果孩子人品好，我会

努 力 地 帮 助 他 成 才，也 想 让 唐

卡艺术一代传一代。”据娘本介

绍 ，唐 卡 工 艺 复 杂 ，从 起 稿 开

始，包括填色、染色、拉线条、开

脸相、拉金线，一般要经过 3 年

至 5 年的学习才能出师。目前

娘本已经有 50 多名徒弟。

在 唐 卡 的 创 作 与 传 承 中 ，

娘本看到了唐卡表现题材的窄

化现象。他说：“以前给寺庙画

画，佛 经 里 涉 及 的 每 一 个 题 材

都要画。但是现在人们只认识

少数的几十种佛像。很多艺人

只 画 人 们 熟 知 的 释 迦 牟 尼、白

度母、绿度母；画观音只画千手

观音等，实际上观音画像有 70

多种。繁杂的题材就更没人画

了。”娘本认为，要摆脱这种困

境，应对唐卡进行整体性保护，

比 如 用 白 描、彩 绘 的 方 式 把 上

千 种 佛 画 出 来，并 结 集 成 书 出

版 。 这 样，人 们 可 以 更 多 地 了

解 唐 卡 艺 术，市 场 也 会 越 来 越

大，同时有利于传承保护。

娘本也一直在关心着唐卡

传统技法的传承。他介绍，唐卡

传统颜料包括金、银、珍珠、玛

瑙、珊瑚、绿松石等天然矿物颜

料和藏红花等天然植物颜料，用

这些颜料绘制的唐卡历经千年

色 彩 如 新，其 调 配 技 艺 也 有 很

多。娘本说他所画的唐卡，不使

用现代的化学颜料，而是用天然

的矿物质颜料，尽管这样做会更

加耗时费力。令人高兴的是，7

月 20 日，在黄南州非遗保护中心

将举办一场关于唐卡矿物质颜

料的培训，邀请多名工艺美术大

师和老艺人为年轻人授课。

据 了 解 ，为 了 改 善 徒 弟 们

的 居 住 环 境，娘 本 在 画 院 后 面

又买了 20 亩地，从去年开始建

造“ 热贡艺术传习所”，预计明

年 开 春 完 工 ，使 用 面 积 将 达

4000 多平方米。

“北川中学合唱团的孩子们的

歌声是从心灵里飞出的！”7 月 19

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举办

期间，记者采访了指挥家郭志强，

听他讲述四川北川中学合唱团赴

京参加合唱节的动人故事。

起初，北川中学合唱团凑不

齐来京的路费。为了帮助合唱团

实现参加合唱节的愿望，川籍著

名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和知名媒

体人杨诉首倡义举，在微博上发

起了名为“歌、梦想和爱，儿童节

最好的礼物”的募捐活动。令人感

动的是，包括合唱节形象大使、钢

琴家李云迪，乐评家刘雪枫和演员

孙淳等在内的知 名 人 士 纷 纷 响

应，广大网友也争相解囊，不少小

朋友还捐出了自己的压岁钱。范

竞马每天通过微博发布捐款明

细，短短 15 天内，共收到 139 位爱

心人士的捐款，总计 80516.56 元。

在7月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范竞马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共同将这

笔善款交给了北川中学，现场气氛

令人感动。合唱节组委会宣布，免

去北川中学参赛报名费用，邀请北

川中学合唱团参加合唱节开幕式

演出，并决定邀请指挥家郭志强亲

赴北川为孩子们培训。之后，北川

中学以学校名义给中国国际合唱

节组委会写了一封感谢信：“北川

中学的孩子们能有幸参加第十一

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我们对组委会

给予我们的帮助与支持表示深深

的感谢。谢谢组委会为我们所做

的努力，我们希望用清澈的歌声为

此次合唱节增光添彩！”

郭志强对孩子们在排练中的

表现印象深刻。“这是一次不同寻

常的排练经历。短短几天时间，

合唱团孩子的卓越表现和顽强的

拼搏精神，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

的印象。盛夏的北川天气十分炎

热，训练场地没有空调，合唱团每

天排练最少 6 个小时，有时长达 9

个小时，分声部排练甚至常常到

晚上 11 点才结束。在这种超负荷

的训练状态下，没有一个孩子叫

苦、缺席。”郭志强说，“我想，在孩

子们的内心，一定深深地蕴藏着

一 股 感 恩 人 民 、回 报 社 会 的 热

情。他们把这次进京参赛，看做

是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北川人民重

建精神家园的机会。他们在排练

过程中迸发出的拼搏精神和责任

意识，令人感佩。”

最终，北川中学合唱团成为本

届合唱节开幕式上最令人动容的队

伍之一。他们现场演唱的民歌《西

亚拉沙》活泼可爱，配以漂亮的民族

服装，给合唱节增添了一抹亮色。

听众们被孩子们天籁般的声音深深

打动——在这声音里，透露着孩子

们对音乐的热爱。对这些孩子而

言，地震灾后的重建更是他们心灵

世界的重建，合唱的力量帮助他们

走出阴霾，音乐的魅力点燃了他们

对美的向往。这次合唱节之旅，他

们收获了感动，也创造着感动。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

云 实习记者齐晓艳）近期，受台

湾新竹市文化局的邀请，由河北

省邯郸市永年县优秀吹歌艺术家

组成的吹歌艺术团赴新竹市参加

了“2012 竹堑国乐节”。

在台期 间 ，邯 郸 市 吹 歌 艺

术 团 参 加 了 竹 堑 国 乐 节 的 开

幕式演出，与新竹青年国乐团联

合 演 奏 了 由 永 年 县 文 化 馆 创 编

的 经 典 吹 歌 作 品《盛 世 欢 歌》，

这 也 是 本 届 竹 堑 国 乐 节 开 幕 式

上 唯 一 由 台 湾 以 外 的 艺 术 团 体

演出的节目，激昂、嘹亮的旋律

充 分 展 示 了 永 年 吹 歌 质 朴 粗 犷

的艺术风格，受到了现场观众的

欢迎。

随后，邯郸市吹歌艺术团又

在新竹市举行了广场演出，数千

名新竹市民前来观看。

本报讯 （记者赵婷 马思伟）

7 月 18 日，由文化部办公厅和信

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文化部信息中心和山东 省 青 岛

市 文 化 广 播 新 闻 局 承 办 的 文

化 部 信 息 工 作 及 等 级 保 护 培

训 班 在 青 岛 开 班 。 文 化 部 信 息

中心主任洪永平，青岛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文广新局局长王纪

刚 出 席 开 班 仪 式 并 讲 话 。 文 化

部 信 息 中 心 副 主 任 杨 郑 主 持 开

班仪式。

洪永平说，文化部行业信息

安 全 等 级 保护的主要工作是要

全面建立文化行业等级保护规范

和标准，加强行业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建设，加快全行业信息系统

定级备案工作，推动行业信息系

统建设整改工作，强化文化系统

信 息 安 全 等 级 保 护 监 督 和 检 查

机制。

本 次 培 训 班 旨 在 通 过 系 统

培 训 进 一 步 增 强 文 化 系 统 内 信

息报送技能、网站管理方法和信

息安全意识，为促进文化信息工

作 和 推 动 文 化 信 息 化 建 设 奠 定

基 础 。 文 化 部 办 公 厅 和 各 直 属

单位、各地方厅局、部分省会城

市 和 计 划 单 列 市 的 百 余 位 文 化

干部参加了本次培训。

文化部信息工作及等级保护培训班在青岛举办 河北永年吹歌“吹”响台湾

6 月 28 日上午 8 点刚过，57 岁

的丁勉之就来到成都市锦江区河

滨社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由于

时间比较早，活动中心里还是一

片寂静。平日，丁勉之下午才到

这里来，今天之所以来这么早，是

因为他要干一件“大事情”。

丁勉之退休前是一名大学英

语教授，退休后，他仍然想为大伙

儿做点什么，可是一直没能找到一

个展示的平台。今年 3 月，丁勉之

看到河滨社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招

聘会员的通知，并得知只要是该中

心会员，就可以申办主题沙龙还能

进行会员积分。丁勉之顿时眼前一

亮，他要利用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

作的经验，举办一次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沙龙。他的想法很快得到

文化活动中心的支持，经过一段

时间的筹划和安排，今天丁勉之

的教育沙龙终于要开始了。

文化“会员制”：
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

“说实话，刚开始成为会员，

心里还没谱。现在，我这个会员

还真的能干点事情哦！”看着自己

筹划已久的“大事情”即将办成，

丁勉之难掩激动之情。

“会员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并不陌生，商场、酒店、健身中

心 …… 很 多 地 方 都 流 行“ 会 员

制”。可是，社区市民文化活动中

心也实行“会员制”，这就稀奇了。

成都市锦江区河滨社区市民

文化活动中心在探索市民文化活

动建设方面另辟蹊径，在成都市

率 先 实 行 了 市 民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会员制”。辖区内的居民都可成

为会员，免费享受中心提供的多

元化文化活动服务。会员拥有申

请开办主题沙龙、参与中心管理、

自由退出等权利，同时也有自觉

遵守中心的规章制度、定期为弱

势群体和社区居民进行免费演出

等义务。和商场的会员一样，河

滨社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的会员

们也能获得积分奖励，凡参加和

组织活动的会员都能获得相应的

积分，通过积分累积，年底统一评

选优秀会员进行奖励。

“在享受会员权利的同时，也

承担相应义务，还可以自由退出，

这个‘会员制’很方便。”社区会

员、“群英”京剧票友会负责人万

庆芬告诉记者。全免费，鼓励参加，

可自由退出——“会员制”为基层文

化单位免费开放创造了新路子。

创新“文化卡”：
便捷享用文化资源

就在成都市锦江区河滨社区

市民文化活动中心推广“会员制”

的同时，浙江省景宁县畲族文化

中心也推出了免费开放的新点子

——“畲乡文化卡”。市民可凭畲

乡文化卡免票进入县博物馆、图

书馆、文化馆和体育馆，真正实现

享受文化“零门槛”。

景宁县文广新局局长夏雪松

在提到创新“文化卡”时说，此次

县政府向居民发放 5000 多张畲乡

文化卡，其中向在校中小学生发

放了 2000 多张。这是景宁县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免费化、均等化、权

益化的一项创新举措。

走进崭新的景宁县图书馆，

只见借阅室书架上一排排分门别

类的图书，少儿阅览室别具一格

的童趣，读报亭里清新淡雅的环

境，吸引着许多居民前来学习交

流 。 据 县 图 书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凭畲乡文化卡，不但可以免费

借阅图书、在电子阅览室里浏览

各类电子信息，还可以在读报亭

里享受午后时光、在少儿阅览室

里交流阅读心得、在小小故事林

区块讲故事等。同时，参加锻炼

的居民也可以刷卡进入各体育场

馆，方便快捷，更可免费参加由体

育中心主办的乒乓球、羽毛球、篮

球等各类培训班。此外，该文化

卡也可以在参观博物馆、参与文

化馆活动时使用。

市民热捧：
免费开放益处多

推出文化“会员制”和畲乡文化

卡，都是基层文化单位免费开放的

鲜活事例。以免费开放为契机，这

两种新创意也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

迎，更加促进了基层文化建设。成

都市锦江区河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主任孙庆介绍说：“自从3月会员制

推行以来，一直很受周围居民喜

爱。截至目前，中心已发展个人会

员170人，团队会员8支。”

而浙江省景宁县文化馆畲族

文化中心自免费开放以来，已举

办各类讲座 30 余场，开设了合唱、

畲语、畲歌、舞蹈、器乐等各类培

训班，接受培训的群众达 3000 余

人次。同时，该馆今年精心打造

的“凤舞畲山大舞台”系列活动，

更是成为当地群众展示自我的舞

台。畲族博物馆免费开放后，当

地居民前来参观和学习的热情让

博物馆工作人员始料未及，目前

已接待观众 9 万余人次。现在，畲

族博物馆正不断完善免费开放后

的各项服务。

“景宁畲乡文化卡的发放，进

一 步 满 足 了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的 需

求，激发了群众自办文化的热情，

有 效 促 进 了 群 众 文 明 素 质 的 提

升，对于畲乡文化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夏雪松说。

当 文 学 接 轨 到 经 济 的“ 高

铁”，文学的GDP真是突飞猛进，

每年几千部长篇小说的产量足以

令人震撼，但这背后也有部分作家

价值定位的偏差。文学在现实中

日益被边缘化，部分作家面对市场

的放逐而变得心浮气躁，在追逐市

场价格的过程中，抛弃了人文内

涵、哲思底蕴等真正的文学价值，

在追求文学标王的同时却疏于文学

地标的奠基。文学所遭遇的是为个

人和他者立言的合法化危机。

人们呼唤“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三位一体的大器之作。然而

回声还在他处回响，市场上却多的

是观赏性一家独大的应景书刊。

文学的价格很难反映文学的价值，

这是由文学批评的滞后性决定

的。很多人等不及看到时间为自

己加冕，就让市场为自己加冕吧！

于是文学的“高铁”距离普通人的

生活越驶越远了。后果是一年生

产这么多作品，又有几部被人记住

了呢？这纸上的风暴又怎能奠基

新的文学地标呢？

当下国内文学创作的内在问

题是从前人那里继承的太浅、从邻

人那里拿来的太水、从自己心中孕

育的太少。

没有思想的亚当，只有文化

的夏娃。后人的一切多产生于前

人的“肋骨”，难怪武侠中的不少绝

世高手都是来自于藏经阁式的“图

书管理员”。文学的地标应该如曼

德尔施塔姆所言，是“对世界文化

的眷恋”。继承也是一种创造，吸

收、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并不是

一句空话，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是用

历史的披风来遮挡未来的冲击。

然而面对五千年的积淀，每个人扪

心自问，又继承了多少呢？

对于文学来说，远方是永远

的起点。很多作家的文学故乡紧

邻希腊、汉唐，一些短视者则把市场

运作成功的畅销案例作为“标准器”

来膜拜。毕竟没有人可以天然获得

价值的继承权而成为价值的“富二

代”。文学史是价值的历史，而且这

种价值对当下的个人来说是独特

的。文学是自我的地理学，写作只是

在寻找自我的边界，有哪张地图能绘

就灵台方寸山呢？抄袭、模仿是以

甘愿被别人绑架的方式来获得自

我，这种做法必将被时间抛弃。

市场是敏感的，时间是公平

的。当人们在市场的波谲云诡中

迷路时可曾想到：注水的作品将在

历史中风干变形，时间将在远方为

真正的文学加冕。一个有艺术追

求的作家，其创作以表达个人心路

为旨归。文学呼唤的是地标而不

是标王，是价值而不是价格，文学

的价值在于提升人文品格，突出思

想的力量。快餐式的思想只是思

想的赝品，只能让灵魂在价值的表

面滑行而不能进入价值内核，让自

己与价值渐行渐远。思让人感觉

沉重，因为思的领域只有承重墙。

思的澄明需孤往精神，重要的是在

思的途中摆渡自己，那样价值才会

惠临，文学地标才会真正地奠基。

市场风云变幻，文学追求真

善美的基本精神却亘古不变。永

恒是一面顶天绝壁，立言者以骨为

钉，为人类镌刻尊严，他们是精神的

纤夫，使我们有了勇攀高峰的可能。

文学呼唤的是文学呼唤的是地标而不是标王地标而不是标王
党云峰

推出会员制、文化卡……

基层文化单位免费开放创意多
本报驻四川记者 梁 娜 驻浙江记者 骆 蔓

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开幕式上，四川省北川中学合唱团合唱歌曲《西亚拉沙》。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湖北省鄂州市演艺有限公司是鄂州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市属

国有独资文化企业。公司总资产近亿元，下设湖北省京剧二团、

鄂州市歌舞团、鄂州市演出公司、鄂州市艺术培训中心、鄂州大剧

院。公司集戏曲、歌舞、综艺、培训于一体，为鄂州市龙头骨干文

化企业。现经鄂州市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批

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总经理一名。总经理每届任期 3 年，可连聘

连任，实行年薪制。应聘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5 日。详情

请登录鄂州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ezhou.gov.cn/）或鄂州市

文化体育新闻出版网（http：//www.ezwtj.gov.cn/）。

报名地址：湖北省鄂州市文化体育局人教科

联 系 人：余华兴 叶剑清

联系电话：0711—3872290 0711—3870402

鄂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鄂州市文化体育局

2012年7月16日

招 聘 公 告

百家横议

娘本：醉心于传统技法的唐卡大师
本报记者 刘 茜

北川中学合唱北川中学合唱团团：：

走出阴霾的清澈歌声
本报记者 程 佳

本报讯 （驻 黑 龙 江 记 者

张 建友） 日前，记者从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经过

近 10 年的努力，截止到今年 6 月

底，七台河市文化产业单位已达

1623 家，从业人员达 19420 人，同

比增长 12.5%，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到 4.5 亿元，同比增长 19.6%。

近年来，七台河市为大力发

展文化产业，创新理念，多措并举：

每年安排 1000 万元作为文化产业

发展基金，以贷款贴息、扶优扶强、

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实行文化产业优先政策，在工

商登记、项目审批、投融资、土地征

用、财政扶持、人才等方面享受优

惠；鼓励现有骨干文化企业做大做

强，通过市场运作实现联营、融

（引）资入股、大型展会推介等形

式，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升产品

科技含量，实现批量生产，建立完

善的销售网络，充分发挥龙头作

用；开辟特色产业园区，鼓励文化

企业进入园区，形成文化产业带，

扩大集聚效应和影响；积极发展重

点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现代传媒、

民间艺术、演艺娱乐、旅游会展等

文化产业。

七台河市还强力推进文化产

业品牌建设，建设集文化服务、文

化创业、文化消费、区域文化展示

为一体的桃山湖沿湖休闲文化产

业带和文化会展商务城两大城市

文化综合体。同时，把文化产业

向农村和社区延伸，七台河特有

的煤焦书画制作和中国草笔制作

已成为当地近百家城市低保居民

和留守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黑龙江七台河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娘本在绘制唐卡。 龙 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