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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重庆：“星星之火”点亮“三区”文化建设
本报实习记者 侯文斌 通讯员 崔月婷

近日，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与共青团

重庆市委携手在重庆市团校举行了一

个简单的“出征仪式”，为新招募的 240

名文化志愿者壮行。这批来自重庆大

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 15 所高

校的应届毕业生、在读研究生即将分赴

重庆市 14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

县，为基层群众提供文化服务。

据重庆市文化委员会人事处处长

王皞介绍，选派高校文化志愿者赴边

远地区服务的计划自 2013 年启动，是

重庆市进一步促进老少边穷地区社会

文化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重要

举措。

目前，基层文化建设中遇到的瓶颈

之一是人才缺乏，尤其是高素质专业人

才的缺乏。“这一计划不仅有效地满足

了基层群众文化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需

求，同时以基层文化建设为载体，在服

务群众中培养人才，在基层储备一支具

有一定规模、具备文艺技能和组织能力

的专业文化队伍。”王皞说。招募计划

明确要求“专业强、活力足、有特长”，所

招募的年轻人专业方向为中文、艺术、

历史、建筑、计算机、工商管理等，并经

过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和团市委的岗前

强化培训。他们是重庆送到“三区”（边

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

区）支援当地文化建设的“星星之火”。

向頔是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影视动

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刚出校门就一

头 扎 进 了 重 庆 市 奉 节 县 山 沟 里 的 太

和 乡 。 当 问 及 当 地 群 众 怎 么 看 待 城

里来的 大 学 生 时 ，太 和 乡 文 化 站 站 长

唐 斌 说 ：“ 大 家 都 叫 她 小 向 。 每 天 一

脚 跨 进 乡 政 府 的 门 ，大 家 开 口 就 是

‘找小向’。”

太 和 乡 文 化 站自 2013 年 2 月起免

费开放，多功能室配备了 15 台电脑，图

书室藏有 6000 册图书、200 张文献资源

光盘。唐斌说，过去多功能室的利用率

不高，网络信息等方面的工作没有起

色 ，直 到 向 頔 到 来 ，才 真 正 打 开 了 局

面 。 向 頔 现 在 已 经 是 文 化 站的主力。

她从打字开始，教授当地居民使用计算

机，利用数字资源。为了充实农家书屋

的藏书，她组织“益心益易·爱心图书捐

赠”公益活动。平时她还发挥自己的专

业特长，指导当地小朋友学习绘画。唐

斌说，这样的志愿者“多派点来才好”。

在重庆市彭水县鹿鸣乡文化站站

长李芳看来，鹿鸣乡也存在文化站人才

缺乏、组织活动力不从心等问题，文化

志愿者董甜甜的加入，让文化站的工

作 一 下 子 运 转 起 来 。 现 在，中文系毕

业的董甜甜不仅负责管理图书室、辅导

各村农家书屋工作，还在工作之余运用

自己文艺活动方面的才能，组织当地居

民跳“坝坝舞”、健身操，练太极拳、打

腰鼓……丰富的活动为当地群众的文

化生活增添了多样化的选择。李芳说，

鹿鸣乡现在已经成立了 30 人左右的坝

坝舞队伍，腰鼓队也初具规模。董甜甜

还主动利用文化站的设施和资源了解

多方面的资讯，为乡亲们转述要闻大

事，介绍养殖、种植技术等，还尝试利用

新媒体为乡亲们的农产品找销路。

董甜甜 2013 年就参加了文化志愿

服务，原本只打算参加一年的志愿服

务，但当服务期满时，她选择了延期，

继续留在鹿鸣乡。她说，尽管已经服

务一年多了，但每一次深入到村镇，总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段经历将成为

我一生的财富。”董甜甜说。

在 2013 年首批参与志愿服务的 201

名志愿者中，有 112 人选择了延长服务

期。他们对 2014 年新加入的志愿者说：

“相信你们在服务期一定会过得非常充

实。”目前，新一批 240 名文化志愿者已

经全部到位，他们将在重庆市渝东南和

渝东北的 14 个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

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基层文化馆、图书

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及文博单

位，从事 1 年至 3 年的文化宣传教育、文

艺作品创作、组织辅导群众文化活动等

志愿服务工作。

文化志愿者为群众开展文化政策宣讲服务

简 讯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将推 6台精品剧目

怀柔图书馆获“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
本报讯 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

授予北京市怀柔区图书馆等单位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在荣获

这一称号的 19 家单位中，怀柔区图

书馆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公共图书馆。

近年来，怀柔区图书馆致力于推

广全民阅读，开展了评选“读书家庭”

“读书状元”和“读书之星”，举办“市民

大课堂”知识讲座等一系列活动，每年

参与人数达10万余人次。 （张 慧）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记者近日获悉，“热烈庆祝新中国

成立 65 周年——河南歌舞演艺集

团精品剧目展演”将于 9 月 25 日至

30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上演。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周

虹介绍，本次 活 动 既 是 河 南 歌 舞

演艺集团广大文艺工作者向祖国

的 一 次 艺 术 汇 报 ，也 是 对 近 年 来

创 作 的 艺 术 精 品 的 集 中 展 示 ，将

推 出 原 创 方 言 话 剧《老 汤》、木 偶

剧《酷 酷 熊 棕 棕 历 险 记》、民 族 音

乐会《国乐飘香》、原创舞剧《太极

传奇》、交响合唱《朝阳沟》、大型

情景交响音乐剧《木兰诗篇》6 台精

品剧目。

《中国的脚步》还原艺术的真实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没有绚

丽的灯光，以原生态的舞蹈之美赢得

观众多达 30 次掌声，9 月 6 日、7 日，

作为 2014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

参演剧目，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精品

舞蹈专场《中国的脚步》在北京世纪

剧院上演。

精品舞蹈专场《中国的脚步》由

《谁不说俺家乡好》、《噢！森吉德

玛》、《我们的脚步》等 8 个风格迥异

的 舞 蹈 作 品 组 成 ，集 中 展 现 了 汉 、

藏、蒙古、维吾尔、朝鲜等民族的舞

蹈、音乐精髓。整场演出坚持走回

归艺术本体的创作路线，由 14 名演

员和特别聘请的各民族原生态艺术

家一起，奉上一台集民族舞蹈、音乐

于一身的舞蹈大餐。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董事长顾欣说：“这台晚会力求

原汁原味，为此，集团专门从朝鲜请

来老师指导长鼓舞，从新疆请来老

师指导维族舞。朝鲜族舞蹈中的象

帽 丝 带 目 前 国 内 演 出 中 最 长 是 15

米，这台节目中的象帽丝带最长达

20 米，蒙古族顶碗舞一般领舞才顶

6 个碗，我们的 8 个演员全部都顶 6

个碗。”

此外，本场演出重新使用现场演

奏的形式，原生态的呼麦、长调、马头

琴以及维吾尔族手鼓等，赢得现场观

众阵阵热烈掌声。

本报讯 （驻吉林记者常雅维）

当地时间 9 月 8 日，“跨越太平洋·中

国吉林文化周”开幕式暨交响音乐会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驻洛杉矶

总领事刘建，吉林省文化代表团团长

林君，美国加州众议员科特·海格曼、

罗杰·赫南戴斯，洛杉矶郡郡长安东

诺维奇等出席开幕式并观看演出。

此次活动是庆祝中美建交 35 周

年的一项重要内容，被列入第五轮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成果清

单，由吉林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文

化交流协会和美国洛杉矶郡政府主

办，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吉林省文化

厅等承办。开幕式后，吉林省交响

乐团为美国观众倾情献上了吉林音

画《松江万里图》、中国音画《清明上

河图》交响音乐会。

本次“中国吉林文化周”历时 7

天，15 项子活动陆续在圣马力诺市、

亚凯迪亚市、柯斯达梅加市等 7 个城

市举办，包括大型交响音乐会、吉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大美长白

山”图片展、吉林图书展等活动。

“中国吉林文化周”自 2011 年以

来 ，先 后 在 俄 罗 斯 莫 斯 科 、韩 国 首

尔、蒙古国乌兰巴托成功举办。这

一活动在展示吉林形象、促进对外

文化交流、增进中外人民相互了解

与友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吉林文化周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夏末初秋之际，32 名舞评人从祖国

四面八方来到北京，怀抱着对舞蹈艺术

的热爱，步入由文化部艺术司主办、中

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承办的“2014

年全国舞蹈评论高级研修班”的课堂。

在整整 10 天时间里，他们和仲呈祥、冯

双白、欧建平、王宁宁、刘青弋、隆荫培、

罗斌、刘晓真等 10 余位专家学者面对

面，解析作品，探寻艺术评论之道。

在中外舞蹈发展史上，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言之有物、褒贬分明的评论

历来是新人辈出、新作涌现的重要推

手，而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具有国际视

野、民族自信、使命感、导向性和公信力

的舞评人则是舞蹈事业繁荣发展的重

要保障之一。文化部艺术司举办此次

舞蹈评论研修班，目的就在于此。

本期舞蹈评论高级研修班以集中

授课、大量观摩、导师点拨与自由讨论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同时提供《文艺批

评的社会责任》、《新中国舞蹈评论史

纲》、《欧美舞蹈评论家研究》、《舞蹈评

论 写 作 方 法》以 及 中 外 舞 蹈 历 史 、理

论、作品分析等舞蹈评论的基础课程。

开班时，正值 2014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

出季期间，主办方充分利用实践与理论

相结合的机会，在课程设置和授课时间

上做了精心准备：不仅安排学员观摩了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孔子》、中国

东方歌舞团的晚会《国色》和中央芭蕾

舞团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还将

每次授课尽量安排在演出季重要的舞

蹈演出前后。于是，白天学习专业知

识、晚上观演、深夜撰写舞蹈评论、次

日点评舞评作业的“连环”学习模式成

为课堂的常态。52 岁的丁科民来自陕

西省艺术研究院，尽管高 强 度 的 学 习

压力让这位班里年龄最长的老大哥有

点“吃不消”，但他却对记者说：“学习

机会这么难得，我珍惜还来不及，怎么

会喊累。”

作为“班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

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从开班第一天起

就要求学员们多读书、多动笔。他说，

舞评人是艺术的服务者，只有读书破万

卷，才能下笔如有神。

业界有一种说法，舞蹈评论是一件

有难度而又清贫的差事，但研修班的同

学们并不这样认为。翻开学员李昉的

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老师们的教

诲，其中有几句话格外醒目：冯双白老

师说，做舞评的人要有信仰、信念、立场

和态度；罗斌老师说，所谓舞评的精神，

其实也是一种道德的境界；刘青弋老师

说，评论家的德才学识，推动了艺术的

发展。“这些肺腑之言在我心中流淌，做

具有使命感、导向性、公信力、说服力的

舞评人，是我既要恪守又要追寻的尺度

和标杆。”李昉说。

举办全国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是

文化部自去年以来主抓文艺评论方向

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此次“2014 年全国

舞蹈评论高级研修班”之前，今年上半

年，受文化部艺术司委托，中国戏曲学

院承办的戏曲评论高级研修班已经成

功举办。

除了关注文艺评论发展，即将到来

的 10 月，文化部艺术司还将与上海戏剧

学院联合开设演艺管理人才培训班，计

划通过这些举措，提高从业者的理论素

养、科研水平、实践能力，并以人才涌现

促作品繁荣，真正实现艺术舞台的大发

展大繁荣。

据报道，明年 9 月起，北京市义

务 教 育 语 文 教 材 中 小 学 一 年 级

《语 文》的 古 典 诗 词 ，将 由 现 在 的

6 篇到 8 篇增加到 22 篇，整个小学

阶 段 不 少 于 100 篇 。 此 举 措 令 人

赞赏，同时也与前不 久 媒 体 上 议

论 的 某 些 地 区 片 面 删 减 小 学 教

材 古 诗 词 篇 目 的 做 法 形 成 鲜 明

的对比。

一些人认为诗词作品艰深难

解而加重学生负担的看法，是说不

通的。著名学者汤一介在回忆父

亲汤用彤对其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启蒙时说：“我们上的都是现代学

堂，现代学堂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

重视。为了让我补上中国文化这

一课，父亲先让我读一些诗词，因

为诗词比较好读。”某种意义上说，

那些选入教材中的古诗词不仅不

是沉重的包袱，更像一把把钥匙，

可以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扇传统文

化之门。

中国有诗国之称，诗词名篇灿

如繁星，熠熠生辉，其美学魅力超

越时空，在今天乃至将来都能唤起

久远的心灵回响。孔子曰：“不学

诗，无以言。”经典古诗词不仅内容

丰富多彩、语言优美凝练，还表达

着美好的情感，寄寓着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和审美情趣，是民族文化

的精华，也是一笔巨大的民族精神

财富，理应一代一代传下去。

把古诗词留在课本里，传给孩

子们，实际上就是在呵护我们民族

的文化基因，是在滋润和浇灌中华

文化的根脉。

把古诗词留在课本里
高 昌

本报讯 （驻广西记者莫曲）近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

西壮族自治区文联联合下发通知，决定

实施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项目

扶持计划，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

励“三贴近”的文学创作，尊重文学创作

规律和作家的艺术个性。

此次重点文学创作项目征集的

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 告 文

学 、文 学 理 论 评 论 、儿 童 文 学 及 用

壮 文 创 作 的 长 篇 作 品 。 申 报 时 间

为 8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凡户籍在

广 西 ，或 最 近 5 年 连 续 在 广 西 工

作 、生 活 ，无 论 是 否 为 广 西 作 家 协

会会员，均可申报。申报范围为作

者正在创作、计划于 2015 年底前完

成 的 作 品 ；2014 年 1 月 1 日 至 今 发

表、出版的优秀作品；申报的结集作

品其中最近两年创作的内容须占全书

字数2/3以上。

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将在 10 月

组织专家对各推荐单位报送的项目

进行评审，根据签订合同条款，分别

给获得扶持的申报人（作者）发放创

作补贴和创作成果奖励金，对重点

文学项目给予经费扶持。作品完成

后，由广西作家协会协助出版，或以

其他方式支持推广。

广西实施文学创作项目扶持计划

本报讯 （记 者 李 珊 珊）9 月 9

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

联文艺评论中心、人民日报社文艺部

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文艺评论：方向

与责任”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夏潮、

郭运德、李准、仲呈祥、邵大箴、陆贵

山等近 20 位文艺评论界专家学者与

会，就当前中国文艺评论的方向与责

任问题进行了讨论。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新中

国文艺评论事业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并分析了当前文艺评论的新形势新问

题，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的阐释，也有对全媒体时代文艺评论

热点问题的剖析。对于文艺评论今后

的发展方向，与会嘉宾达成共识：文艺

评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

导，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把握文艺评论的正确方向，认真

履行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讲

正气、走正道、树正风，激浊扬清、褒优

贬劣，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营造整个文

艺界昂扬向上、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不断壮大主流文艺评论的声音和阵

地，为营造良好的文艺评论生态、推动

文艺事业健康繁荣发展而努力。

业界呼吁文艺批评应激浊扬清

本报讯 （记 者 王 立 元）9 月 3

日，交响合唱《中国梦随想》在北京

音乐厅奏响。此次演出由著名指挥

家邵恩执棒，中国交响乐团和北京

节日合唱团携手演出，男中音歌唱

家廖昌永、男高音歌唱家薛浩垠等

参与演出。

《中国梦随想》是中国交响乐团

委约作曲家全新创作的作品，也是

2014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参演剧

目，由作曲家黄凯然、杨帆、温展力、

郑阳、王丹红合作完成，刘麟作词，

整个作品由《中国梦》、《百年梦回》、

《海天筑梦》、《青春梦幻》、《复兴梦

圆》等乐章组成，以器乐与合唱各声

部不同节奏的律动与叠加，诉说中

国人民百年寻梦的历程。凝重的乐

思铺展开鸦片战争的历史画卷，男

中音领唱与合唱此起彼伏的声浪描

绘着圆明园昔日的壮丽景象，嘹亮

的山歌倾诉着高原人民的梦想，充

满异域曲调的乐章展示出丝绸之路

的风情，坚定昂扬的进行曲诉说着中

华儿女保卫国土的信心。

《中国梦随想》讴歌民族复兴▶ 9 月 11 日，“佛的足迹”——张

望摄影展在北京中国摄影展览馆开

幕。摄影家张望自 1999 年起开始中

国佛教文化摄 影 创 作 ，长 期 与 僧 人

同 吃 共 住 ，并 将 感 悟 融 于 创 作 中。

图为一名佛教界人士参观展览。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上接第一版）本次展览是国家图书馆

历史上最大规模集中展示馆藏文献珍

品。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展览通过四个方面做了尝试。

一是展出大量珍贵典籍实物，并配

有深入浅出、生动精彩的解说。观众不

仅可以欣赏到诸多旷世经典、品读各朝

各代的笔墨真迹，还可以从展览中了解

到许多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二是展览

运用大量的多媒体展示手法，融趣味性、

互动性与知识性于一体，让晦涩难懂的

典籍文物更具有亲和力和观赏性，同时

依托数字图书馆技术，开展基于新媒体

的虚拟、交互式展陈，并开设了网络在线

展览。三是积极拓展延伸服务，增强与

观众的互动交流。如创新展陈理念，形

成“典籍——文物——技艺”的活态化展

陈模式；邀请专家开展系列讲座，通俗易

懂地解读珍贵典籍中蕴含的传统文化；

组织专门的讲解团队等。四是专门组织

青少年参观，使展览成为青少年的爱国

主义教育和文史知识的普及课堂。

记者：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一项重大课题，您认为国家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物馆）等文化单位应该如何充

分发挥社会教育作用，用中华民族创造的

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蔡武：社会的发展需要图书馆，图书

馆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要进一

步充分发挥和深入开发图书馆的社会教

育职能，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

民道德素质作出新贡献。

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要

进一步围绕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展好

保护传承、挖掘展示、整理出版等工作，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建设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要深

入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科

学、规范地开展保护工作，提高公众古

籍保护意识。要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同

行的业务交流，探索外展、借展、巡展、

交流展等多种展览合作模式，让更多读

者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要结合

挖掘展示优秀文化资源，做好中华民族

优 秀 文 化 和 光 荣 历 史 的 正 面 宣 传 教

育。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特别

是注意引导广大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

化乐闻、乐学，培养社会公众认识、了解

传统文化的兴趣，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渗透在每个人的生命与生活之中。

舞 评 人 要 有 使 命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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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