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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出来（哟）照白岩（哟），情妹

出来嗮花（哟）鞋（嘞）。情妹（那）花鞋

（哟）我 不 爱 ，我 爱 情 妹（噻）好 人 才

（哟）。”这是日前重庆市黔江区鹅池镇

南溪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溪号

子”的传承人李少俊、冯广香夫妇，为镇

上的老人庆祝重阳节排练的原生态“南

溪号子”（山歌）。每逢区里重大节庆活

动，就是两位老人最忙的时候。

“南溪号子”之所以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喊唱，还因其

一唱一说的独特表演方式。比如：唱，木

叶飘，你好似远方来的娇；说，你脸上打

的胭脂粉，头上梳的马鞍桥，站起就把腰

来扭，坐起就把脚来跷，腰中挂个玉带

钩，金冠月斧像关刀。这些对原生态文

化遗产的挖掘、传承与保护，与黔江区

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相关部门的

艰辛付出是分不开的。2013年，南溪号

子、后坝山歌、濯水后河古戏、帅氏莽号

等非遗项目的音乐、舞蹈元素融为一体

的大型民族歌舞诗《云上太阳》，首次走

出国门赴巴西演出，受到国外观众好评。

重精品重精品
民族文化香飘海外民族文化香飘海外

地处武陵山腹地，作为国务院和重

庆市定位的渝东南地区中心城市和武

陵山区重要经济中心，渝鄂湘黔毗邻地

区公共服务高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示

范区、武陵山区 6 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之

一的黔江区，乡土文化历史悠久，犹如

盛开在民族之林的一朵奇葩，香飘海内

外。2014 年被文化部批准为“武陵山

（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黔江区深入贯彻重庆市委、市

政府《关于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加快建

设五大功能区的意见》精神，结合黔江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的实际，

联合兄弟区县携手打造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的精品工程，推动实验区的文化

生态保护工作。

据 黔 江 区 文 化 委 主 任 翁 天 均 介

绍，黔江是巴楚文化、土家、苗、汉族文

化互补交融的集聚地，有着悠久的历

史 文 化 底 蕴 和 灿 烂 的 民 族 文 化 。 自

2005 年重庆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以来，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 、合 理 利 用 、传 承 发 展 ”的 基 本 方

针。黔江区组织文化馆专职人员深入

到乡村，认真开展非遗文化资源普查、

项目名录及传承人体系建立等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全区有区级以上非遗项目

210 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项；不可移动文物 374 处，市级文保单

位 4 处、区级文保单位 55 处；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 1 个、国家级特色村寨 1 个、中

国传统村落 4 个、市级特色文化之乡 3

个；古籍 3964 册，其中一种被列入国家

级珍贵古籍名录，22种馆藏古籍被列入

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

近年来，黔江区文化委提出贯彻民

族特色文化建设的“一歌一舞一剧一项

目一团队一体系”发展思路，着力提升

黔江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南溪号子”等 4 个节目亮

相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舞蹈

《母亲的火塘》参加了第十六届群星奖

决赛；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元素的大

型民族歌舞诗《云上太阳》，赴巴西参加

“中国文化月”活动，在巴西 9 个城市演

出 17 场，实现了黔江民族文化从区到

市、走出国门的三级跨越。充分展示黔

江风土人情和弘扬传承黔江优秀民族

文 化 的 38 集 电 视 连 续 剧《侯 天 明 的

梦》，在黔江小南海板夹溪十三寨、阿蓬

江等地完成拍摄制作，于今年 5 月在央

视 8 套黄金时段首播，10 月重播，目前

正在腾讯、搜狐、爱奇艺、乐视等网络平

台播出。

重规划重规划
保护区遗产摸得着看得见保护区遗产摸得着看得见

一直以来，黔江区非常重视民族生

态文化的保护与发展。2000年，根据文

化部、国家民委提出建立“渝东南民族

文化生态保护区”和“重庆市黔江小南海

土家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创意，累计投

资 4000多万元，于 2009年建成以武陵山

民俗生态展示中心和 13 个集中成片的

原生态土家村寨为重点的“重庆市黔江

小南海土家族文化生态博物馆”。

黔江小南海土家族文化生态博物

馆，集文化展示、旅游休闲、情景体验为

一体，集中保存了土家族风土人情、民

俗民物，成为中国第一座土家族文化生

态博物馆。

近年来，黔江区积极利用该馆和国

家历史文化名镇濯水镇这两个平台，推

进民族生态文化建设与旅游事业融合

发展，已初步形成“观赢海美景，赏土家

风情；听阿蓬水声，游濯水古镇；品黔江

美食，鉴后河古戏”的文化生态建设与

旅游发展相结合的基本格局。

2014 年 8 月，渝东南民族文化生态

保护区，被文化部正式批准为“武陵山

（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黔江区借此契机，成立了以区

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区发改委、财政

局、规划局、文化委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的工作领导小组，将渝东南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建设列入黔江区“十三五”和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拟定规划编

制协议和大纲，明确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推动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建立南溪

号子传承培训表演基地、小南海民族风

情区、濯水古镇民族文化展示一条街等

20余项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库。

同时，区财政配套渝东南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规划编制专项经费 30 万

元，把渝东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列 入 2015 年 财 政 预 算 。 组 织 专 职 队

伍，再次开展非遗项目普查工作，全面

整理全区现有非遗项目，着手启动非遗

项目数字化建设。

重传承重传承
生态保护成效明显生态保护成效明显

黔江区始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作为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提

出 了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123”模式，即为每一个传承项目出台

一套政策，建立“动态保护”和“静态保

护”两个保护模式，打造传承基地、传承

舞台、传承人三个传承体系。目前，该

模式运行成效明显。

生态传承后继有人。黔江区拟定

了市级非遗项目生态传承基本方案，各

乡镇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非遗项目保护

规划。马喇镇编印了《马喇号子》教材；

濯水镇制定了师徒传承实施方案，选定

了一批热爱后河戏的年轻人学习后河

戏；阿蓬江镇实施了非遗文化传承进校

园方案。

基地传承亮点纷呈。黔江区在新

华中学、民族中学、职教中心、阿蓬江中

学、中塘中心校等建立 8 个传承基地，

将 8 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

落实传承。各传承基地结合实际，扎实

有效地开展传承教学。新华中学利用

音乐课和晚自习前的时间教学生唱“后

坝山歌”，并编排歌舞表演节目；民族中

学把“马喇号子”编进教材，并纳入音乐

课；职教中心利用“三下乡”向群众演唱

南溪号子；阿蓬江中学有 100 余名学生

组成的莽号演奏队；中塘小学把向氏武

术当作学生的课间操等。

舞台传承效果明显。经过包装打

造的南溪号子代表重庆市参加长江流

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南溪号子、铜

铃舞参加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

表演获好评；民间艺人用莲萧编排的

《白虎神鞭赶太阳》，参加第十一届少数

民族运动会表演并获二等奖。

广场传承带动广泛。凡城区的各

大小广场以及乡镇广场，都能看到大人

小孩在跳摆手舞、秧歌舞等舞蹈，教他

们的老师均是各乡镇、街道和社区的文

艺骨干。通过广场舞的传承培训，目前

全区乡镇、街道和城区已组建了 38 支

传承队伍，队员有 4000余人。

目前，文化生态的“静态保护”的

常规工作由文化馆具体来抓，负责收集

非遗资料，整理成册，刻录音频资料，保

存原生态的特色文化。区财政每年安

排专门经费，使非遗工作做到有机构、

有人员、有经费。“动态保护”主要由重

庆市民族歌舞团、非遗项目传承人、传

承基地、学徒等来实施，在基地开展传

承教学，在舞台展演、升华，动、静结合，

达到有效传承保护的目的。

重保护重保护
文化生态再上台阶文化生态再上台阶

翁天均说，从 2010 年开始，黔江区

设立每年 200 万元专项资金和总额为

1000万元的宣传文化基金，用于资助文

艺精品创作和出版、民族文化品牌培育、

非遗作品提升、宣传文化人才培养、文化

产业引导、高雅艺术推介等文化发展项

目，以及落实文化产业发展统计、规划资

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助力区内非遗文

化保护实验区建设再上一个台阶。

从 2004 年以来，黔江区成功承办

了首届、第二届和第四届中国武陵山民

族文化节；成功举办的每两年一届的乡

村文化节，已成为该区品牌群众文化活

动，全区 30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代表

队 1000余人参赛。开展特色文化之乡、

民间工艺大师评选，共评选出“特色文化

之乡”14个，“民间艺术大师”37名，山歌

大赛歌王 2 名，歌师傅 12 名。每年举办

特色文化乡镇文艺节目调演、特色文艺

节目巡演、民间工艺展，开展特色文艺节

目调演 9 场以上，在各个乡镇开展非遗

精品文艺节目巡演 60多场。

通过搭建这些平台，黔江区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内涵得到提炼，品牌得到提

升，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激

发了民间艺人的保护传承热情。

在结合全区旅游 产 业 发 展 的 同

时 ，黔 江 区 把 非 遗 产 物 作 为 农 民 增

收致富的一项重要产业。市级非遗项

目——濯水绿豆粉制作工艺，结合濯水

古镇旅游的开发，有 20 多家用石磨推

碾绿豆粉，10 余家开绿豆粉馆，产品深

受外地游客青睐。组建了以留守妇女

为主的高幺妹土家手工刺绣专业合作

社，现有 1000 多名留守妇女掌握了鞋

垫刺绣技术，她们绣制的鞋垫远销西班

牙、英国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帅氏莽号、小南海后坝山歌、濯水

后河戏、南溪号子、土家哭嫁经常在景

区演出，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

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目前，全区

已有 5000 余名农民吃上“非遗饭”。据

相关部门统计，黔江区每年接待上千万

名游客，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收入占了

很大的比重。

10 月 16 日，深秋的山西阳泉已

经能感受到微微寒意，但在城区义

井街道义井社区，琳琅满目的书屋

内，有不少居民正在写字、画画、看

书 ；书 画 室 外 面 的 健 身 室 ，稚 气 孩

童、鹤发老人和着节拍快乐地起舞；

再往里的棋牌室，车马厮杀，好不热

闹。如今在阳泉，像义井社区这样

便民、惠民，保障群众最基本文化需

求的社区活动室成了居

民休闲的好去处。公共

文化服务扎根沃土，让城

乡百姓的生活越发滋润

起来。

“ 总 投 资 1.2 亿 元 的

市文化中心，以其现代化

的设施和服务功能，成为

阳泉市公共文化的标杆；

盂县文化中心主体封顶，

城区创建美术馆，矿区基

层文化园区国家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

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文

化 室 、社 区 文 化 中 心 和

‘农家书屋’实现全覆盖；

为 32 个乡镇、12 个街道、

7 个社区电子阅览室配备

电脑；为 12 个街道、56 个

社 区 配 送 图 书 、书 架 设

备。”谈起阳泉市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阳泉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高

士萍如数家珍。

2014 年，阳泉市政府

下发的《阳泉市五个全覆

盖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后

期 管 理 运 行 办 法 的 通

知》，为乡镇农村文化设

施实现持续、有效运行，

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加

强基础建设的同时，阳泉

市着力在丰富和强化文

化 场 馆 功 能 上 下 功 夫 。

其中，阳泉市图书馆实行

无假日开馆，推出了“桃河讲堂”“学

子论坛”等面向广大读者的服务项

目；阳泉市群艺馆精心打造的“群众

大讲堂”“群众大舞台”“群众大展

厅”，获评山西省文化厅群众文化培

训品牌……

这几年，阳泉城区北大街社区

的邓花花多了一个新身份：文化志

愿者。10 月 17 日上午，区文化馆指

导文化爱好者练习声乐、舞蹈的课

程刚一结束，邓大姐又马不停蹄地

为“激情广场大家唱”担任伴奏，参

与区里组织的群文培训，忙得不亦

乐乎。近几年，阳泉市招募了几十

名文化志愿者，和邓花花一样，他们

都活跃在最基层。

除了组织文化志愿者活动，阳

泉市还实施了“文化服务到基层”培

训工程，组织专业群文工作者赴各

县区、街道、乡镇，对 500 余名基层文

化员和文艺骨干开展培训，并因地

制宜确定培训项目，同

基层文化需求对接。此

外 ，全 市 还 有 300 支 民

间文艺队伍，常年坚持

参加文艺活动的市民、

村民有 10多万。

在强化公益性文化

单位骨干作用的同时，

阳泉市还积极调动社会

文化资源参与公益文化

的积极性。今年夏天，

阳泉市豫剧团通过企业

赞助，在三区两县举办

豫 剧 专 场 消 夏 晚 会 30

余场。按照“企业经营、

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

的原则，阳泉新兴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每年为农村放映数字电

影 1.1 万 余 场 ，实 现 了

“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

目标。

此外，红红火火的

送文化活动也让基层百

姓感受到文化服务的热

度。近年来，阳泉市“送

文化下乡”“送欢乐下基

层”和偏远贫困村“一年

一场戏”活动实现常态

化、制度化，为基层提供

了高品质的文化福利。

阳泉市的很多农村

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且较

为贫困，日常生活中村

民们的娱乐活动少之又

少。对此，去年阳泉市开展了贫困

山区“一年一场戏”文化惠民活动，

为全市 300 个贫困村送去了精彩演

出。今年，阳泉市晋剧院、阳泉市豫

剧团、阳泉市歌舞团自 8 月开始就奔

赴 3 个农业县区的 18 个乡镇 130 个

贫困村，为村民们送去艺术性、娱乐

性、参与性并重的文艺节目，不仅让

长期以来看不上戏的农民朋友看上

了好戏，同时也让文艺工作者的表

演更接地气，补了精神之“钙”，提高

了演艺水平。

日本侵占香港后，香港秩序混乱，

日军为了解决战后缺粮问题，准备疏散

大批难民到内地去。共产党营救文化

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时机来了。

1942 年 1 月 9 日，茅盾夫妇与叶以

群、戈宝权、高汾等人准备动身离开香

港。当天，他们先被带到了皇后大道东的

临时集中点，装扮成疏散的难民模样，通

过了日军的检查站。黄昏时，拐到铜锣

湾糖街。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上了避风

塘中一条大船，这就是早已租用的“海上交

通站”。船上已有另外的交通员送来的

邹韬奋、胡绳夫妇、廖沫沙等人。茅盾

在《脱险杂记》中写到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已经暮色苍茫，再过一会就是

戒严的时间到了，路上要禁止通行，我们

不能不赶紧走。可是我们走不快。肩头

的小包袱渐见沉重，而路又不好走。大

概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向导”自过关

后便不走大路而在一些小巷子里穿进穿

出；其实这些还不能说是小巷子，这只

是两座大房子中间留出的夹缝，又仄又

黑又布满了各种各样垃圾。在这些垃

圾中间，我两次看见了婴儿的尸体，其

中一个大约不满半岁，仰天躺着，上身

赤裸，五官端正，肤色未变，想来死了不

久。我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就在这当

儿，险些一脚踹在另一个婴儿尸体的腿

上 ，这 一 个 ，上 身 好 像 已 经 被 野 狗 咬

过。一整天来，我第一次心跳起来。

终 于 我 们 走 下 崎 岖 不 平 的 埠 头 。

船就在前面。这里，大小船只极多，密

密层层，挤得紧紧的。现在天色当真黑

了，丈外不辨皂白。一条大船上有人出

来接应了，代我们拿着小包袱。走上一

条跳板的时候，听得那边又一条大船上

有人连声唤着“电筒，电筒；小心呀，扶一

把。”这声音很熟。这是 R 君（连贯，香港

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编者注）。

通 过 一 条 大 船 ，到 了 又 一 条 大 船

上，我突然怔住了。这哪里像逃难，这简直

像开会；许多熟面孔全在这里了，闹烘烘地

交换谈着十八天香港战争中各人的经历。

翌日凌晨 3 时，海面上大雾笼罩，伸

手不见五指。趁日军巡逻快艇停止活

动的时机，这批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

悄悄爬进了 3 只小艇。待铜锣湾出口处

的日军换岗的机会，3 只小艇飞快地冲

向海峡，划向九龙。天刚拂晓，小艇到

了九龙的红磡。他们迅速上岸，穿过九

龙市区，到达旺角通莱街的联络地点。

在这里，早在等待的李健行接待了他

们，将茅盾、邹韬奋等人安排在油麻地

佐敦，在他家里暂憩。

11 日清晨，邹韬奋、茅盾等 10 余人，

在交通员的带领下，通过了日军制定的

难民向内地疏散的路线青山道。上午 10

点，到达了荃湾山脚下的临时接待站。吃

过午饭，他们脱离了向西疏散的难民群，

向北走小路进入山区。第二天，他们继续

上路，到达元朗。接着便是渡过深圳河。

茅盾在《脱险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三十多分钟以后，三条木船都靠了

岸；这是宝安县属，是沦陷区。

此地一望平坦，全是稻田，远处青山，

像一座屏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

岸上有三个日本兵，他们是来检查

我们的护照（元朗伪组织所发的），并点

验人数。大家以为不免要把行李打开让

他们看一看，哪里知道竟也不必。日本

兵一面唱数，一面挥手，似乎不很耐烦。

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

快。现在当然不是整齐的队形了，三三

两两，颇为凌乱。

13 日，邹韬奋、茅盾等一行终于踏

上了进入游击区的最后数里路程。他

们 迅 速 通 过 一 条 日 军 封 锁 线 —— 宝

（安）深（圳）公路，爬上了梅林坳。梅林

坳是宝安游击区南部的屏障，北面山下

就是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

在这里，他们见了东江游击队的领导人

曾生、尹林平、王作尧等。

最早离开宝安游击区的是茅盾夫

妇、胡仲持、叶以群和廖沫沙，他们在游

击队武装护送下向惠州转移。2月3日、6

日，日军再次占领传罗、惠州，茅盾等人只

好留在这里隐蔽起来。这时，由陆路东线

转移的张友渔、沈志远、戈宝权、韩幽桐、胡

风等也到达这里。他们在这里滞留了约

一个星期。日军在传罗、惠州抢掠后退走

了，这批人士才在惠阳大队短枪队的护送

下，到达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

2 月 13 日，茅盾等 20 余人在中共惠

州区委书记蓝造的带领下起程。夜里，

在经过一座小石桥时，茅盾夫人不慎掉

到了河里，幸好桥不高，河里只有水草

和烂泥，没有跌伤，只滚了一身泥巴。

一场虚惊之后，继续赶路，至下半夜 1 点

多到达惠阳。

这样摸黑走着走着，忽然听得脑后

扑通一声，我出惊地立刻站住，叫道：

“谁跌一跤了！”但同时意识到，这一定

是沚（茅盾妻子孔德沚。——编者注），

而且我正走在桥上，于是又大叫道：“不

好了，不好了，掉下河里去了！”

因为听说是河罢，走在后面的 C 他

们也吃惊了，亮了电筒。我看见我果然站

在几条石板搭成的桥上，而从桥上向下

看，深深地竟不见底，这可把我骇呆了。

这时，C 他们赶上来了。两个兵也来了。

用电筒再照，桥下深有二丈。大家都觉得

事情糟了。可是，桥下却传来了沚的声

音：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来呀？

这真是奇迹。亮起电筒再照，看见

了，沚站在桥下靠近那两丈许陡峭的河

岸。我又喜又惊，着急问：

“受伤没有？”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来呀！”

两个“保镖”的官兵都沿着一个斜

坡下去，终于把沚接上来了。她全身的

衣服都已湿透，可又没有替换；她脱下

了外面的大衣，将内部的衣服拧几把，

听那泼拉拉的水声，宛如倒了一脸盆。

我怕她受寒，脱下我的棉袄给她，可是

她不要，反倒催我们快走。

“快走罢！”她勇敢地说，“走走就不冷了！”

2 月 17 日，这批文化人士在地下党

的护送下，乘船从惠阳到了老隆，由连

贯负责将他们转送韶关。然后，转移到

桂林和重庆。

从香港沦陷后展开的大规模秘密营救

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至9月

下旬，经历了9个月后圆满结束。被营救者

和家属回到大后方的共计800余人。这场

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重庆市黔江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亮点纷呈
侯文斌 何 政 李诗素

民歌《怕个么子》参加广西刘三姐杯全国山歌邀请赛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成功举办

19371937年抗战初期年抗战初期，，茅盾参加了茅盾参加了《《救亡日报救亡日报》》的工作的工作，，主编主编《《呐喊呐喊》（》（后后

改名改名《《烽火烽火》）。》）。上海沦陷后上海沦陷后，，大批文人大批文人、、商人和学者纷纷涌入香港商人和学者纷纷涌入香港。。

19411941年年，，茅盾也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到香港茅盾也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到香港。。

19411941年年 1212月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1212月月 2525日日，，日军攻占香港日军攻占香港。。香港香港

沦陷后沦陷后，，日本人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及文化精英日本人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及文化精英，，茅盾茅盾、、夏衍夏衍、、邹韬奋等邹韬奋等

人处境危急人处境危急。。19421942 年初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在在

中共广东地方组织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东江

纵队前身纵队前身））的周密部署下的周密部署下，，茅盾夫妇与邹韬奋茅盾夫妇与邹韬奋、、叶以群叶以群、、戈宝权等戈宝权等 800800多多

名被日军搜捕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名被日军搜捕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静悄悄地静悄悄地

从日军封锁下的香港神秘从日军封锁下的香港神秘““失踪失踪”，”，数月后安全抵达抗日后方和根据数月后安全抵达抗日后方和根据

地地。。在此过程中在此过程中，，无一人受伤无一人受伤，，无一人被捕无一人被捕。。茅盾称之为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抗战以来

（（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不朽的长城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70 周年馆藏文献展周年馆藏文献展””于近期结束于近期结束，，其中就展出了其中就展出了

茅盾先生著的茅盾先生著的《《脱险杂记脱险杂记》》手稿手稿，，该稿该稿 19481948年年 99月追记于香港月追记于香港，，19491949年年 88

月在北平修改月在北平修改。《。《脱险杂记脱险杂记》》生动翔实地记述了此次撤离经过生动翔实地记述了此次撤离经过。。

最 伟 大 的 抢 救
———从茅盾—从茅盾《《脱险杂记脱险杂记》》回顾文化人士的回顾文化人士的““香港大撤离香港大撤离””

本报记者 屈 菡

山
西
阳
泉

山
西
阳
泉
：：文

化
滋
润
百
姓
生
活

王
焕
伟

李
智
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