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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文化百科全书》将出版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船。”“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在康

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从这

些诗句中，人们可以寻找某座城里一条

街道、一栋建筑，以及每寸空间背后的

故事，诗中的回忆、遗憾或幸福，总会引

起人的共鸣。

由中国群众文化学会、江苏省张家

港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诗歌里的

城”作品（微诗歌）征稿活动自今年 6 月

至 10月底，共收到全国各地 1678首（组）

诗作，其中跳跃且富有情感的字词在诗

意地展现张家港人文历史、景观生活的

同时，也打动了读者的心。

让城市充满诗意的表达

“大河推开莽原，心跳蹦出心房/一

条血气方刚的汉子/只为不虚此行，在公

元前就以一粒沙的分量/在这里试着拐

了一道弯。”诗人北岸用短短几行字就

将 张 家 港 的 地 理 位 置 形 象 地 描 述 出

来。第二届“诗歌里的城”作品（微诗

歌）征稿活动所收集的作品，或气势磅

礴，或温柔婉约，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5 件、三等奖 8 件、优秀奖 10

件、入围奖 25 件。不仅如此，“诗歌里的

城”朗诵会还将部分优秀诗作进行现场

朗诵，让百姓聆听到了诗意港城的美妙

音符和动人旋律。

谈到“诗歌里的城”系列活动举办

的初衷，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长郭沫勤

表示，诗歌作为群众文艺的一个种类，

深受人们喜爱，许多爱好者不断探索、

尝试创作，该活动不仅为广大业余作者

提供了平台，还吸引着更多人参与并繁

荣 群 众 诗 歌 创 作 ；同 时 ，该 活 动 作 为

2014 中国（张家港）长江文化艺术节的

重要内容，很好地塑造了城市文化形

象、丰富了城市文化内涵，让更多人了

解、参与文明之城张家港的建设。

“诗歌里的城”首届征稿活动开始

于 2013 年 ，而 在 2011 年 ，由 张 家 港 市

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等共同编纂出

版 的 5 册 本“ 张 家 港 人 文 精 粹 丛 书 ”

中，就有展现张家港人文景观的诗集

《行 走 暨 阳 —— 张 家 港 人 文 胜 景 诗

咏》。“用一首诗来描绘一座城，无疑是

将这座城的美好化作了诗意。诗歌不

是空洞的遣词造句，诗歌的精神力量、

美学核心对当代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扬子江诗刊》执行主编、本届

评委子川表示。

压抑不住的诗情

“诗歌里的城”吸引了一批诗歌爱

好者，张家港境内距今 8000 年历史的东

山村遗址、吴文化中保存和传承较好的

河阳山歌、鉴真大师东渡日本的启航地

古黄泗浦等皆成为诗歌吟诵的主题。

如首届活动的一等奖获得者孙雁群，这

位在港城教书 10 余年的湖北人，就曾用

诗歌搜索和挖掘着代表张家港的文化

符号，“东山的黄昏总是炊烟袅袅”让东

山村遗址有了生活气息，“一片禅心佛

法无量/一份坚韧一柱经幢”带给东渡苑

另一种意境……

除了历史和景观，诗歌非常重要的

则是记录城中人，人的情感、生活、梦

想、记忆等。“那一年，一个女孩从饥饿

的人群里走过来/喝光了男孩手中的半

罐清明菜汤/母亲念叨说，就为这/我中

了你爸一辈子的圈套。”“别看钢筋、混

凝土，这些坚硬的物质/也是父亲生长梦

的地方。”这是第二届活动一等奖作品

《张家港，父亲的印记》的片段。张家港

150 万人口中约 60 万人为外来人口，作

者无非用“我”“父亲”这两个具有共性

的角色展现了城市建设者美好、积极的

一面。无非是重庆市垫江县的一名公

务员，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写诗的他仅

2012 年出差到过张家港，而那一面之缘

却让他为干净整洁的街区、市民积极向

上的精神面貌、城市的文明程度所动，

有了为这座城写诗的冲动。

另一位一等奖得主鸣钟在房地产

企业工作，自称是“诗歌票友”的他从上

世纪 80 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定居苏州

市的他对张家港很熟悉。对于此次创

作的《微诗歌小集》，鸣钟说：“人的内心

就像一座城，生活的丰富多彩使人们的

感受、状态、情绪不断产生变化，这都可

以在诗中很好地展现。”如《镜中》里“我

一路奔向你，踉踉跄跄/在镜子中，我看

见老虎，看见玫瑰温柔开放/忘了平常

的自己，那内心的执拗/暗夜里，瞳孔圆

睁的猫，缓慢地拱起背”，这既可理解为

爱情中热烈地爱与保持自我的矛盾心

理，或是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追寻传统

与适应当下那种矜持又开放的态度。

诗意地生活

“ 诗 歌 能 够 赋 予 所 咏 之 物 神 奇 的

美，会发现一座城另外的一面。”身为两

届活动评委的任文浩诗意地谈起他对

于本届诗作的感受，许多作品用很小的

体量体现出对张家港宏大的观照，“作

为一个生活在张家港的人，看到别人用

诗来描写自己生活的城市，是一件非常

贴心的事”。

相较于首届，第二届活动的范围从

张家港市扩大到全国，收到作品总数从

近 500 首（组）增加至 1678 首（组），而最

大的创新要属对诗歌体量的限制了。

本届要求“微诗歌”，每首不超过 5 行，每

人限投 5 首。对此，任文浩坦言，对诗歌

体量的要求并非因为时代的快节奏、碎

片化式的阅读方式，而是希望有一天张

家港的草坪中除了“请勿践踏草坪”的

提示牌外，还可以有一首小诗，让整座

城沐浴在诗中。

然而，对行数、篇幅的限制无疑增

加了诗歌创作的难度。“对现代汉语写

作而言，一首诗只有五行是一种挑战。”

子川表示，如《张家港，父亲的印记》是

五首诗（25 行），如此短小的诗中，作者

几乎跳跃着写了父亲的一生。但由于

诗的非叙事性，加之篇幅限制，也造成

部分表达有点似是而非。

诗讲求慢，需要细读、品味。某种

意义上说，人们需要诗不是为了适应快

节奏，而是渴望慢生活。今年的第二

届“ 诗 词 中 国 ”传 统 诗 词 创 作 大 赛 、

2014 首届三亚国际诗歌节等无疑证明

了人们对诗的喜爱。“诗意的栖居，并

非人人在写诗，而是具体生命应当诗

意地活着。人的生命本质是诗性的存

在，只要我们想想爱情、理想、崇高、悲

悯等精神范畴的内容，就能理解诗与

城的关系。”子川说。

几 间 宽 敞 的 活 动 室 、几 十 排 整

齐 的 书 架 、近 百 台 连 接 高 速 宽 带 的

电 脑……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园

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3000 平方米的

场馆里不仅有这些硬件设施，还有法律

讲座、英语课堂、舞艺比拼、KTV 大赛等

一系列活动。“不是说设施好就一定会

令人满意，能满足我们多种文化需求的

公共文化场所才称得上好。”常“泡”在

西 园 文 化 中 心 的 一 名 物 业 公 司 职 工

说。而这样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在

成都不止一家。

近日，记者走访了成都多家基层文

化活动中心，发现“办文化”早已不是政

府的工作重心，当社会力量广泛介入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中时，政府通过购买社

会组织提供的文化服务，从而获得更多

的时间与精力来“管文化”，社会组织、

文化志愿者的“各司其职”也让文化服

务更加专业。

高新区西园街道附近聚集了一大

批工业园，其中年轻人是主要人群，所

以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还有一个更

为特别的名字——青工文化驿站，为周

边企业青年工人及社区居民 6 万余人提

供多元文化服务。青工文化驿站采用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来进行

专业化管理。“通过政府购买，由他们具

体来提供相关服务，而我们只负责‘监

管管理’。”街道办负责文化工作的谭群

燕说。

她所指的“他们”是民间非营利组

织 NPI 旗 下 的 安 逸 舍 社 区 服 务 中 心 。

据安逸舍项目主管喻洪波介绍，整个

团队着力打造标准化、专业化的社区

文化服务。“要做成品牌就必须专业，

从策划、组织到落实，所有细节都要认

真考量，政府给予指导意见，我们具体

‘办文化’，在相互紧密配合下来完成

工作。”

成都市大邑县的民间公益阅读推

广 机 构“3+2 读 书 荟 ”则 推 出“ 流 动 书

屋”，并负责管理当地“农家书屋”。县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负责人

说，自 2014 年 1 月实施农家书屋托管以

来，以大邑县鹤鸣乡牟家营农家书屋为

例，年开放量达 2000 多小时，半年阅读

量 1500余人次，外借量达 400余人次，相

对之前增幅不小。

成都青羊区的“妈妈家”综合服务

中心也同样由社会组织来“接管”。该

中心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女性，旨在提

升当地女性居民的生活质量。现在的

“妈妈家”有了很高的人气，其重要原

因还有一个——大批文化志愿者参与

其中。

成都市文化局相关负责人说，文化

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中的一大亮点，而文化志愿者

也 成 为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重 要 力

量。“现有 1.5 万余名文化志愿者活跃在

全市各个角落，更有 1000 余名专业文化

辅导员在基层发挥着重要作用。”

“妈妈家”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舒

畅告诉记者，该中心给社区居民发放

“义工卡”，通过做志愿服务工作来换取

积分，用这些积分可享受到“妈妈家”网

站的优质精品课程。“通过这样的机制

来激励大家广泛参与，从而实现居民的

自 我 提 升 与 促 进‘ 妈 妈 家 ’的 自 我 管

理。”吴玉英是“妈妈家”的一名文化志

愿者，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蜀绣的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作为“妈妈家”的一员，她通过教授

社区妈妈们蜀绣基本技艺，充实着当地

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让非遗有机会走进

寻常百姓家。来学习蜀绣技艺的多是

家住附近的退休妇女或全职妈妈，她们

把刺绣当成了生活的一大乐趣。“作为

传承人，我会用文化志愿服务落实好传

承责任。”吴玉英说。

古琴演奏家黄明康是成都市文化

馆的一名志愿者，师承蜀派古琴大师俞

伯荪的她，一边在文化馆教授古琴、洞

箫，使市民能够免费接受到“手把手”

教学，同时不断组织学生及古琴爱好

者进行文化志愿公益演出。“把志愿服

务与非遗传承结合起来，可谓一举多

得。依靠大众这片‘土壤’，通过公共

文化服务的方式来传承非遗，很有效

果。”黄明康说。

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李丹阳告诉

记者，虽然目前成都市每年投入 1000 万

元，各区市县每年投入 200 万元，共计

5000 万元面向全社会采购，已吸纳众多

有资质的社会机构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但

还远远满足不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今后，成都将以点带面，加大投入，并

继续出台相关政策，扶持社会力量进一步

参与到公共文化建设中来。”

本报讯 《中国公共文化百科

全书》近期将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

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公共文化百科全书》的编著

工作于 2013年初启动，全书力图以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满足城乡

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为旨趣，以“大文

化”的视角，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涉

及的主要内容进行系统性的挖掘、全

面性的梳理和逻辑性的整合，以期为

全国公共文化建设的管理人员、具体

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搭建一个沟通、

了解公共文化建设的信息平台。

据该书编著者彭泽明介绍，全书

条目主要从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要报告、重大决定、法律法规、

规划纲要、标准规范、政策文件、理论

研究成果等相关内容及公共文化服务

典型案例中收录。条目以收录国家层

面的事件为主，同时收录地方具有示

范性、导向性、带动性的公共文化服务

事例。收录的起止时间原则上为2002

年 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到 2013年 12

月 31日止，共收录 2500余条，分为基

本概念、公共服务、规划纲要、政策法

规、标准规范、评估表彰、节会论坛、著

作报刊、组织机构九大类，包括综合类

条目155条，文化类条目1083条，文物

类条目 243 条，广播影视类条目 257

条，新闻出版类条目 230条，体育类条

目238条，科协、工会、共青团、妇联、文

联类条目358条。 （重 文）

成都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各司其职”让文化服务更专业
本报实习记者 薛 帅 通讯员 侯小庆

用一首诗描绘一座城
本报记者 张 妮

12 月 28 日，吉林省吉林市的

一支社区秧歌队来到该市昌邑

区土城子满族朝鲜族乡曾通村，

为当地村民和游客们表演具有

满族特色的秧歌舞蹈，展示当地

民俗文化，迎接新年到来。

图为身着满族服饰的秧歌

队员在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 颂 摄

本报讯 （记 者 张 妮）12 月 27

日，北京市青年宫热闹非凡，来自首

都各界的青年共同品味“青春北京”

主题摄影作品展，聆听爵士音乐作

品赏析，感受第四届青春艺术奖部

分获奖作品的艺术魅力……由北京

市文化局、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主

办，北京市青年宫、北京青年文化交

流协会等单位承办的第四届北京青

年艺术节以青年共享艺术盛宴的方

式落下帷幕。

北 京 青 年 艺 术 节 创 设 于 2011

年，本届艺术节以“青春北京”为主

题，自 12 月 13 日开幕以来，围绕器

乐、声乐、舞蹈 3 个艺术类别举办了

6 场专场演出，来自全市高校、社会

青年艺术团体等 300 多件作品参与

了本届艺术节核心内容——“第四

届 青 春 艺 术 奖 ”的 评 奖 ，共 评 选 出

12个金奖、26个银奖、41个铜奖、12个

最佳表演奖。此外，本届艺术节还

开 展 了 非 遗 展 示 、诗 歌 朗 诵 、音 乐

作品赏析等活动，让更多的青年参

与 到 艺 术 创 作 与 体 验 当 中 。 获 得

“第 四 届 青 春 艺 术 奖 ”声 乐 类 金 奖

节目《感恩》的演唱者张德荣表示：

“这个活动给我们提供了很棒的舞

台，可以充分展示青年人的活力与

激情、提升我们对文化艺术活动的

兴 趣 、增 强 学 习 的 动 力 ，而最大的

收获是认识了很多朋友，在追求艺

术梦想的路上可以互勉互励。”

上午 9 点不到，江苏太仓市的太

仓大剧院尚未开门，门口已有数十

位观众在排队等待购买演出门票。

观众王小姐表示，来晚了怕买不到

好座位。果然，开票后一个小时，限

量 100张的对折票即告售罄。

2014 年初，太仓大剧院发布了

全年文化惠民计划，包含 25 场惠民

演出、12 场惠民讲座，更推出了大型

项目开票日对折的优惠活动，演出

内容之优，演出院团之强，惠民力度

之大，使太仓出现了久违的“排队享

文化”的情景。这是太仓大剧院建

设之初不曾预料的。

3 年前，太仓大剧院正式开台演

出。作为太仓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

大型剧场，市政府招标委托东上海

百老汇剧院管理公司管理。东上海

百老汇拥有成功管理多座剧院的经

验和运营业绩，且背靠百老汇品牌

的创始者——美国百老汇倪德伦公

司，演艺资源极为丰富。

3 年来，剧院引进了世界著名音

乐剧《妈妈咪呀》、荣获美国托尼奖

提名的功夫剧《少林武魂》、著名演

员陈佩斯的喜剧《阳台》、俄罗斯国

家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天鹅湖》、

百老汇经典名曲演唱会《摇滚百老

汇》等优秀剧目；维也纳爱乐乐团、

美国皮尔斯管乐团、上海沪剧院、上

海越剧院、上海歌舞团等国内外知名

演出团相继登上大剧院的舞台。此

外，剧院还将许多当地老百姓喜爱的

明星、名家请进太仓，吸引观众走进

大剧院。据不完全统计，3 年间共组

织近 200 场演出，近 100 场庆典和会

务服务，约 20 万名观众走进大剧院，

开启了他们的高端艺术体验之旅。

漂亮成绩单的背后是政府、演

出院团、剧院的三方积极配合。针

对“文化惠民”项目，太仓市文广局

给予了专项支持；从上海沪剧院、越

剧院集中采购节目，降低了单场演

出 费 ；同 时 ，大 剧 院 自 身 承 担 了 人

员、能耗、技术等方面的支出。在这

样的三方“帮一点、让一点、降一点”

的共同努力下，才有了文化惠民单

场演出的超低票价。

不仅如此，大剧院还推出了限

量 100 张的“10 元享大戏”惠民卡，

100 元就能观看 10 场惠民演出，具体

看哪场演出则由观众自行挑选。惠

民卡发售当天创下了 20 多分钟全部

售罄的纪录。一位抢到惠民卡的年

轻人说：“10元就能进大剧院看演出，

而且演出种类这么丰富，父母能看他

们喜欢的戏曲，女儿能来听演唱会，

我能来观话剧，实在是太超值了！”

据了解，太仓大剧院每年要进

行两次面向全体市民的问卷调查，

以 便 演 出 节 目 能 紧 贴 观 众 实 际 需

求。今年，太仓大剧院推出的 25 场

惠民演出、12 场惠民讲座，均为国内

一流演出院团如上海沪剧院、上海

越剧院等，以及国内知名文化人士，

如京剧大师尚长荣、舞蹈家金星、作

家叶辛、表演艺术家梁波罗等。

“最近几年，全国每年有近 100

家新的剧院落成，很多在县级市，我

们希望带给太仓的，除了丰富多彩

的剧目，还有成熟的剧院管理理念，

走出一条可持续文化惠民的发展新

途径。”太仓大剧院总经理马敏辉这

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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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展播共享工程资源成果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杨国勇）近

日，随着经典老电影《刘三姐》在河

北省图书馆上映，由全国文化信息

资 源 共 享 工 程 河 北 省 分 中 心 主 办

的“文化共享庆元旦精品资源贺新

春”——共享工程系列资源展播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

本 次 展 播 活 动 的 目 的 是 依 托

共 享 工 程 的 优 秀 数 字 资 源 向 群 众

提 供 丰 富 多 彩 的 影 视 、戏 曲 作 品 ，

让 更 多 的 群 众 走 进 文 化 信 息 资 源

共 享 工 程 ，共 享 文 化 信 息 资 源 建

设成果。据了解，持续至 2015年 2月

28 日的展播既有《简·爱》、《追捕》

等 经 典 电 影 ，又 有《打 金 枝》、《四

郎 探 母》等 经 典 戏 曲 唱 段 ，还 有

《失恋 33 天》等年轻人喜爱的影视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