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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让瓦片经济唱独角戏
日前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工程（2018-2022）的 意 见》让 红

色旅游进一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这种关注，一方面源于当前火热开展

的 红 色 旅 游 业 和 显 而 易 见 的 政 府 重

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游客对提升当

前红色旅游质量的迫切期待。

新 需 求 对 红 色 旅 游 提 出 了 新 课

题。数据显示，当前红色旅游的主体人

群已经从“银发族”变为平均年龄 28 岁

的群体，并且青少年群体占比越来越

高。他们有着年轻、学历高、思维活跃

等特点，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掌握

程 度 和 对 旅 游 体 验 的 要 求都更高，对

自驾游、沉浸式游览等新方式已经“司

空见惯”。

这要求红色旅游坚持“严肃”和“活

泼”并重。

红色旅游是有 其 固 有 特 点 的 。 红

色旅游的核心资源不是自然景色，不是

名胜古迹，而是千千万万革命前辈用生

命和鲜血铸就的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

遗产。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目前全国革命专题博物馆和纪

念馆 808 家、登记革命旧址、遗址 33315

处，抗战文物 3000 多处，长征文物 1600

多处……这些数字凝结着中国共产党

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我们应当珍

而重之，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红色旅游首重教育职能，要让游客

通过参加红色旅游真正感受革命历史文

化，领略革命历史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这就要求红色旅游坚持“严肃”，避

免低俗、庸俗、恶俗现象的发生。有些红

色景区对党史、军史的描述趋于“戏说”，

对革命先辈的逸闻趣事偏向“演义”，存

在套路化、娱乐化、庸俗化倾向，导致游

客的严重不满，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

了不好的引导；某红色景区有游客换上

日军、伪军服装嬉笑拍照，某红色景区有

身着红军服装的受训干部衣冠不整，造

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管理单

位的缺位、失位，不仅是疏于管理的问

题，也是思想走偏的表现。

时代的发展和游客的变化，要求我

们“寓教于乐”。互动性、趣味性等已经

成为对红色旅游客观的要求。有的红色

景区片面追求景区建设的“高大上”，动

辄新建规模巨大的展馆，却缺乏文物和

内涵，甚至将展板作为主体；有的红色景

区旅游产品单一，导致“一张桌子一张

凳 ，两 块 床 板 一 盏 灯 ，游 客 进 门 就 转

身”……这和当前旅游界的各种新方式、

新动态相比，显然是不够的，是不能满足

游客需求的。

业界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的是惯性

导致的老问题，有的是无法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期待的矛盾。新时代要求红色

旅游业有新认识，有新作为。

“严肃”能确保红色旅游不跑偏，推

进对红色文物的保护、对红色精神的传

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活泼”可以提

高红色旅游的质量，让游客更好地体验

革命历史文化，避免红色旅游陷入形式

主义，也可以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提供更

大的助力。

坚持“严肃”“活泼”并不难。厘清历

史事实，将讲解词的学术性提高，严谨度

加强，并不难；加强对红色文物的挖掘、

保护、利用，推出更多更好的展览，也不

难；加强景区管理，塑造良好的氛围，还

是不难。同样的，引入新型展陈方式，开

拓业务类型等，也有着国内外诸多先进

经验可供借鉴。难的只是要让有关部门

切实提高主观能动性，增强业务素质，收

到实效。

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为小学

生、初中生、高中生设计了不同主题的修

身课程，将研学旅行打造为景区的品牌

项目；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与外省区市

合作开办青年文创设计、扶贫等活动，

让纪念馆不仅仅是参观地；上海采用沉

浸式体验的方式，让游客化身“情报人

员”进入毛泽东旧居、蔡元培故居等寻

找“接头暗号”；云南将大理、丽江等知名

旅游地和红色旅游景区结合，丰富了旅

游线路、提高了游客兴趣……这些探索

已经颇具效果，也说明“严肃”和“活泼”

可以兼得。

红色旅游在国民教育、乡村振兴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其效果也正

日益显现。在新时代，用“严肃”保证红

色旅游发挥正确的引导、教化作用，以

“活泼”提高红色旅游的效果，让红色旅

游深入人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样

可以期待。

近几年，北京推行一城三带文

化建设。作为从小在北京东南郊

长大的北京人，我对大运河文化产

业带的开发与建设格外关注，一直

想就北京城到通州之间的萧太后

河、通惠河和坝河做一番文化考

察，看看这三条河沿线究竟有多少

大运河的文化遗存。

熟悉北京城历史的人都知道，

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通州张

家湾全长 1700 多公里，沿途经过

35个城市。通州张家湾过去是从

南方到北方最重要的大码头。不

论从哪里来的船只，到了张家湾，

就等于到了北京城。从张家湾到

北京城，清末以前，一直走的是水

路，也就是走萧太后河、通惠河和坝

河，这三条河是名副其实的运粮河，

其作用绝不是为了农田水利灌溉

和城市泄洪。我从小生活工作在

萧太后河与通惠河之间，现在的单

位和家门口都紧邻坝河。我有时

想，如果坝河要是能通船的话，我只

需半天就可以到达张家湾。然后，

从张家湾换船，又可以从萧太后河

或者通惠河溯流回到京城。

毫无疑问，人类的生存历来是

择水而居的。不论是黄河流域，还

是长江流域，无一不是如此。北京

东南郊一带，在辽金甚至是元朝时

期，还是蛮荒之地。自明朝朱棣到

了北京以后，才陆续有了人烟，开

始形成大大小小的村落。譬如我

知道的常营乡，在“文革”前后，曾

一度改名长营乡，这显然是违背历

史的。相传，这个乡名字的由来，

是因了明朝大将常遇春带领部队

曾在这一带扎营，所以才叫常营。

常遇春是回民，现在的常营乡居住

的居民大多数是回族。我的高中

同学，就有七个回族。至于通惠河

南边的定辛庄村的由来，说出来更

有意思。相传朱棣带着部队到达

张家湾后，修整几日，然后准备一鼓

作气，进攻北京。当部队走到定辛

庄附近时，将士们有些劳累，有人提

出能否休息一下。朱棣顺应民意，

就说了句“在此定定心神也好”。从

此，这个地方就有了“定心庄”，也就

是定辛庄的村名了。对于今天的

人们来说，这些村名地名的由来，与

真实的历史可能有些牵强附会，但

作为一种口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

产，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

自2000年前后，北京东南郊通

惠河、萧太后河两岸的农村陆续拆

迁，置换的土地有的作为房地产开

发，也有的变为城市绿化用地。经

过多年的改造、腾退，现在的北京

东南郊大部分村庄都已经消失，而

仅存的一些村庄也是家家户户盖

满了房子，就等着拆迁时多分得一

些经济补偿。当地老百姓都懂得

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干了一辈子，

不如拆一回子。诚然，在整个城镇

化进程中，许多农民往往因房多而

一夜暴富。以我的见闻，许多农民

拆迁后，有人买了汽车，也有人添

置了高档家具，还有人到处旅游，

当然，也有人因染上了赌博、吸毒

等陋习，把到手的补偿款挥霍一

空。作为普通的人家，房屋多了，除

了满足自己家庭居住外，绝大部分

都选择了出租。每个月不论租两三

千元，还是七八千元，贴补家用，终

归是件好事。但问题是，房子是用

来居住的，不是单纯用来炒钱的。

我以为，人们在拆迁后，在保证基本

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外，作为新型农

民，或者说新市民，在生活方式上除

了得到物质的最大享受，是不是在

精神上也要有所追求呢？譬如，在

公共文化设施上，能否留有更大的

空间和投入，能否让专业人才发挥

作用，能否让群众文化有更大的舞

台？就家庭而言，能否建家庭图书

室、音乐室、美术室、京剧茶社等？

过去人们常说，富不及三代，然而，一

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文化的需求提高

了，其福祉泽被后人恐怕就不是三代

了。因此，我要大声呼吁，富起来的

人们，眼睛不要紧盯着眼前几张瓦

片钱，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给

文化，这可是关乎我们后代的真正

的 百 年 大

计啊。 金雀楼闲话

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相应主题产业园区的建设。

园区建设的初衷是发挥集聚效应，

进一步促进要素合理配置，激发文

化企业的活力和内生动力。但在具

体操作过程中，一些文化产业园区

走了偏路，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歉收”、低质量重复建设、以园

区建设为噱头开发房地产、规划论

证不充分导致定位不准等。有业内

人士直言：部分文化产业园区只是

“徒有其表、名字好听”。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大概有

几个方面：一是“不懂”，不知道文化

产业的准确内涵和发展规律，用“照

猫画虎”的模式建设园区，最终出现

“形似神偏”的情况；二是“不会”，虽

然对文化产业理论了解得很透彻，

但缺乏建设和管理经验，园区管理

方因为发展思路原因无法让园区产

生吸引力；三是“不真心”，名义上是

建设园区发展文化产业，实则是“螳

螂捕蝉黄雀在后”，把开发房地产当

成了“中心工作”。

园区建设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

有积极推动作用。科学合理的园区

发展规划，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引

导作用，通过政策激励、科学管理、

协调服务、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同时，借助文化

产业园区的平台，能够激发市场活

力和内生动力，引导创意、技术、资

本、人才、信息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集聚发展，不断创新运营管理模式，

拓宽盈利收益渠道，提高各种资源

要素的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

而建设好文化产业园区，应从

优化结构布局、加强资源集聚、增强

创意孵化等方面入手。一要合理确

定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方向，明确园

区的功能定位和特色产业，明确园

区在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

和角色；综合考虑产业政策、资源禀

赋、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潜力、

区位优势等各方面因素，明确文化

产业园区自身发展定位、文化主题

和主导产业。二要增强文化产业园

区内生机制，通过园区内部管理机

制和中介组织最大限度的资源整

合，使产业链条形成高度的专业化

分工和合作，实现园区整体外部竞

争力和产业实力的提高。三要改变

单一依靠“出租空间”营利的模式，

不断优化创业创新环境，建设孵化

器和创业加速器，孵化和培育一批

优秀文化产业创业者和创业型企

业；打造文化“众创空间”“创新工

场”，推动文化产业园区技术研发、

咨询服务、生产贸易、展示评估等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为创业创新提供

专业化服务。

笔者认为，文化产业园区不能

成为“空壳园区”“僵尸园区”。各地

应避免一味追求建筑面积、投资规

模等硬性指标，要以文化产业特性

为 根 本 ，突 出 园 区 经 营 的 文 化 内

容、主业和特色，形成良性集聚的

发展路径。相关方面需以满足园区

内企业共性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公

共服务能力为目标，以关键共性技

术研发应用及公共设施共享为重

点，鼓励园区建设创业孵化、融资

推介、信息交流、人才培养、市场推

广、管理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公共

服务平台。

7 月 22 日，扬州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历史专业大一学生刘天逸在微

信朋友圈发了一组手抄繁体字课本

的照片，他坐在铺满地的作业中间

展示成果的姿态刷爆朋友圈。

大众在习惯用电脑码字之后，

键盘正悄悄取代硬笔，以打字代替

写字已经成为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情，无纸化办公就意味着很多人在

日常工作中除了签名已经不怎么用

笔写点什么了。简体字都不怎么写

了，更何况是繁体字。所以当听到

有人手抄课本还是繁体课本的时

候，自然会引发公众惊叹：这是磨洋

工还是练内功？

据了解，刘天逸的老师陈士银

不仅自己抄，还用繁体字授课。其

实这在文科专业是普遍存在的授课

方式，因为抄书作为一种学习方法，

有其实际效果。例如在中文系，从

《古代汉语》课本到《古代文学作品

选》都是繁体字的，文史哲专业的很

多参考书也是以繁体字印行的，识

繁是最基本的上课要求。认知是书

写的基础，毕竟字不认识，书自然也

就没法看，课也就没法上了。字体

简化是中外文化发展的趋势，但如

今海量古籍尚无简体字版，作为专

业性的要求，用简识繁甚至用繁无

可非议。

从中文系的课本到哲学系的语

言转向研究，从历史系的甲骨文识

别到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从书法课

堂到朋友圈的繁体字输入法，传统

文化尤其是文史的传承正是在一撇

一捺中积累的，因为很多书从字体、

缺笔避讳就能判断出所处的年代。

这部分工作需要文化工作者付出更

多的心血。

手抄一直是人们阅读甚至获取

书籍的途径。明代的宋濂在《送东

阳马生序》中提到：“家贫，无从致书

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

录，计日以还……以是人多以书假

余，余因得遍观群书。”冯其庸先生

在 2012 年出版的《瓜饭楼丛稿》中

谈及与红学的不解之缘时提到：“在

‘文革’的高潮中，我白天挨批斗，深

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

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

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

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

梦》的一点点基础。”

文化传承没有捷径，继承和发

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课题，文字

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所谓中华

文化绵延几千年正是汉字价值的

重要体现。笔尖上的文化需要用

手抄，更得用心写，日积月累的抄

写、诵读是让其入脑入心的正途。

通 过 抄 古 文 可 以 熟 练 掌 握 繁 体

字 ，接 下 来 才 有 练 习 书 法 的 可

能。在互联网时代，跟简体字、繁

体字的疏离会让人对传统文化有

隔 膜 ，如 今 许 多 文 化 人 有 在 公 共

场合用错词、闹笑话的现象，原因

之 一 就 是 只 认 字 却 不 懂 啥 意 思 ，

主观臆断而贻笑大方。这类识字

的文盲缺乏对文字背后的历史、文

化内涵的了解。

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开始，

各地举办、播出了众多读写汉字的

活动、节目，正是因为大家认识到了

文字传承的重要性，燃起了学习汉

字的热情。文字事关文化赓续、文

明传承，本应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

问题，本应不是新闻的新闻成了新

闻，正是当下提笔忘字的焦虑的直

接反映。简体字和繁体字都需要守

护者、传承人，文化的接力棒只能在

路上，不能掉地上。

文化产业园区要实打实
苏 锐

文体不分家，关键在于如何结合

在真人秀、综艺节目等基础上加

入体育元素，这种生涩的“嫁接”难获

成功。一些体育节目之所以不成功，

就是因为节目娱乐为先，多由娱乐节

目制作团队操刀，简单请来体育明星，

简单融入体育元素。

（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副

研究员邓文卿评析文体融合 原载

于 2018年 7月 31日《光明日报》）

网络文学不要忘记带上使命和责任

网络文学作家应该跳出架空世

界和自己的“小情调”，多关注现实生

活，从中汲取丰富的创作灵感和素材，

创作更多反映时代、贴近生活的优秀

文学作品，此外，还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和类型化的叙事技巧。

（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常务副

主席吴正峻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采访时如是说）

儿童文学不能只给孩子吃甜的

“不能只给孩子吃甜的，酸甜苦

辣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即便没有亲

身经历，但是他看过了这样的故事，

万一某天需要面对这些问题时，或

许就能有更好的应对。”

（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在接受

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国宝会“说话”，即使卖萌也有度

无论是卖萌式的宣传，还是拟人

化的表现方式，《如果国宝会说话》的

成功之处便在于用通俗的方式，拉近

了文物与观众的距离。“透过文物，我

们可以看到创造它的人，和那个时代

人们的生活。但我们也并不会刻意

去讨好观众，即使‘卖萌’也会有一个

度在那里。”

（《如果国宝会说话》纪录片总导

演徐欢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如是说）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之心

“科学家之所以有很多伟大的发

明，不是一开始就承载着什么使命，而

是单纯的‘好奇’。所以我在50岁左右

的时候就开始督促自己，要更好奇。”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在一场演讲中畅谈人生感悟）

用心传承笔尖上的文化
党云峰

声 音

暑假来了，兴趣班、游学营，一个个被培训机构包装得“天花乱坠”的“进补”项目让家长挑花了眼。家长的出发点

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然而过分的教育焦虑让家长在经济上不堪重负，还会将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繁重的课业容

易让孩子滋生厌学情绪，导致揠苗助长的恶果。

鹧鸪天 漫画暑假

上紧发条关进楼，贪玩秉性要回收。未来休让童心误，大任终须汗水流。

培训路，使人愁。少年从此低下头。拔苗助长谁知道，孩子天生爱自由！

黄 卓/绘 何 鹤/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