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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广 西 柳 州柳 州

鱼峰山下，民歌声声不息
本报驻广西记者 郭凯倩

4 月 15 日，由宋庆龄故居管

理中心、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

游局、北京市什刹海街道办事处

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海棠诗会在

北京宋庆龄故居举办。

本届诗会以“海棠花开·拥

抱新时代”为主题，陈铎、晓晏、

吕中、殷之光等艺术家以及 200

余名朗诵爱好者现场朗诵了诸

多诗词佳作，其中既有中华经典

诗 词 ，又 有 现 代 诗 人 创 作 的 以

歌颂新时代为主题的佳篇。诗

会现场还设置了非遗项目展示

区 ，金 漆 镶 嵌 、京 作 核 雕 、裕 氏

草编等非遗项目传承人在现场

进行项目展示，营造了浓郁的文

化氛围。

图为诗会现场。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2019“深圳原创之声”分享阅读故事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焰）4月

12 日，“家国书运——八千卷楼藏

书特展”在江苏南京图书馆开 幕 。

此 次 活 动 由 江 苏 省 古 籍 保 护 中

心 、江 苏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古 籍 整 理

与 文 献 保 护 专 业 委 员 会 等 主 办 ，

南 京 图 书 馆 承 办 ，上 海 图 书 馆 与

浙 江 图 书 馆 提 供 部 分 藏 书 支 持 。

这是南京图书馆首次从他馆借展，

实现了八千卷楼丁氏文献一次历

史性的合展。

八千卷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

之一，有“明清两朝藏书家之结晶”

的美誉。 1908 年 ，楼 主 丁 氏 后 人

将 全 部 藏 书 售 予 江 南 图 书 馆 ，成

为今天南京图书馆所藏珍贵古籍

的主要来源。此次展览采用实物

与展板相结合的方式，分为“卷起

八千”“插架琳琅”“文澜再现”“嘉

惠艺林”“钵山公藏”五部分，展示

了丁氏家族的藏书史及其为文化

事 业 所 作 出 的 贡 献 ，以 及 自 归 藏

以来南京图书馆对八千卷楼藏书

的收藏、研究、出版情况。展览共

展出 55 部古籍和一部书版，其中

包括 6 种四库底本。另有稿抄校

本 33 种，包括爱日精庐抄本、孙星

衍 稿 本 等 名 家 大 儒 收 藏 、手 校 的

珍贵文献。展览现场有该馆历史

文 献 部 的 工 作 人 员 进 行 讲 解 ，读

者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

展品信息，现场体验雕版印刷、钤

印、抄写等多项活动。

特展期间还举行了 2019 古籍

整理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

围绕八千卷楼藏书的历史、文化以

及丁氏家族作了多场高质量的学

术报告，并展开交流探讨。

山歌声声传四方，你方唱罢我登

场。4月 7日，在四月旖旎春光中，“壮

族三月三”如约而至，广西壮族自治

区柳州市在紫荆花下搭起歌台，全国

及海外的原生态山（民）歌手会集中

国·柳州“鱼峰歌圩”全国山歌邀请赛

一展歌喉，以歌会友。青海的花儿、

蒙古族的长调、陕北的小调、广东的

白话民谣，还有印度电影插曲、日本

冲绳民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

原生态山（民）歌汇聚，唱出了人们心

中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向往。

寻找原生态的山歌艺术

广西山歌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各世居民族都有自己的歌节，“三

月三”就是广西最隆重的歌节。当天

的山歌邀请赛继承了歌节传统，来自

韩国、印度、日本与中国的 130 余名优

秀民歌手共赴歌圩，演绎了风格各异

的 50 多首民歌。对于柳州市民而言，

不出家门就能欣赏到天南地北的民

歌盛宴，让他们倍感幸福。

本届比赛以寻找原生态的山歌

艺术为核心，民族特色浓郁，地域特

点鲜明，演绎的歌曲中既有人们耳熟

能详的传统老歌、不同地方的传统音

乐类非遗，也有近年来艺术家新创作

的一些热门曲目。其中，印度歌手陈

爱龙带来了上世纪 50 年代风靡印度

的电影《流浪者》中的插曲《拉兹之

歌》；内蒙古民歌《高高的兴安岭》让

观众领略了蒙古族长调、马头琴、呼

麦等非遗的魅力；80 多岁的广东省级

非遗四会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李重

明亲自上台，唱起他原创的《山歌挑

满幸福箩》……

“每个地域的民歌都有自己的特

点：蒙古族长调旋律悠扬且音域宽广，

西藏的民歌高昂嘹亮，新疆的歌曲节

奏明快，广西的山歌曲调婉转……”柳

州歌手陈泽熙在比赛中了解到不同

民歌的特点和歌手的发声技巧。“广

西的‘三月三’就像我们的‘那达慕’

一样热闹，能参与其中非常开心。”来

自内蒙古的歌手天亮已经是第二次

参加“鱼峰歌圩”，她意犹未尽地表示

“明年还要来”。

海内外民歌美美与共

动听的歌声在愉悦耳朵和心灵

的同时，也传递着歌者内心的情感。

山歌邀请赛现场，一曲《山歌唱出好

兆头》尽显辽宁沈阳歌手韩显伟嗓音

的高亢。他说，虽然南北民歌在曲调

和唱法上各有差异，但都来源于劳动

人民，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相比人们经常听到的陕北

信天游，来自陕西榆林的歌手高有源

带来的陕北小调别有一番味道。“陕

北民歌分劳动号子、山歌、信天游和

小调，小调是内心深处思想情感的表

达，我演唱的小调《一对对鸳鸯水上

漂》就 表 达 了 男 子 对 女 子 深 深 的 爱

意。”高有源说。

参加比赛的海外歌手成为活动

的另一道风景线，诠释着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的理念。身着空手道和服

的日本歌手诚悟一边比划空手道姿

势，一边演唱日本民谣《冲绳民歌》。

“民歌在日本同样面临着传承问题。”

诚 悟 向 记 者 讲 述 了 这 首 歌 的 故 事 。

这首民歌在日本冲绳流传了上百年，

讲述了当地民间的爱情故事，表达了

冲绳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因此在战

争年代，这首歌曲在日本曾一度被禁

唱。当时作者偷偷地把歌谱藏起来，

一直到战争结束后，这首好听的民谣

才得以重见天日。“民谣是很重要的

民族文化，要一直传承下去。”诚悟的

一句话道出了所有歌者的心声。

“印度电影大多配有歌曲，每当

新电影上映，大家都会关注电影里有

什么歌曲。”陈爱龙说，歌舞是印度人

平时表达喜怒哀乐最重要的方式之

一，印度人每年都会创作很多优秀的

民歌。

韩国歌手梁恩星介绍，韩国坚持

用举办音乐会、音乐节的方式传承民

歌，还会用流行音乐的形式对民歌进

行改编。

擦亮柳州文旅名片

作为“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

的重点品牌活动和“紫荆花城 醉美

柳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鱼峰歌

圩”全国山歌邀请赛已经走过 6 个年

头，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

提升，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大、规格高、

专业性强、参与度广的全国性文化赛

事，和柳州展示城市形象、彰显民族

特色、扩大开放合作的闪亮名片。

为了更加积极地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在今年“三月三”期间，柳

州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驻穗商会和机

构、大型企业、媒体等发出邀请，组成

考察团带他们走访广西融水、三江等

地，以及柳州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

源。“我们看到‘鱼峰歌圩’山歌邀请

赛越来越国际化，亮点纷呈，是柳州

旅游资源的一大亮点，希望比赛能长

久发展下去，越办越好。”考察团随团

记者宾灿表示，“鱼峰歌圩”能让更多

的投资商走进广西，走进柳州。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旅游是展示

城市文化的载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厅

厅长甘霖表示，柳州依托丰富的文化旅

游资源，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文化旅游活动，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建

设、打造文旅品牌过程中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提升了城市影响力。“鱼峰歌圩”

全国山歌邀请赛就是其中之一。

4月 13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举办春季“味道山乡大会”，活

动依托当地美丽乡村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美食以及悠久的状元文化，为来

自各地的游客奉上丰富的传统文化表演和特色美食体验，打造特色山乡

旅游品牌，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洞桥镇贤德村是唐代状元施肩吾的故里，他不仅诗才出众、状元及第，

还是一位有名的道教思想家和养生实践者。“味道山乡大会”当日，当地专

门准备了特色山乡长桌宴，将豆腐、地衣、毛笋等特色菜肴放在竹筒中让游

客品尝。

上图为洞桥镇贤德村的工作人员为来自各地的游客上菜；下图为洞桥

镇贤德村的村民身着传统服饰，在乡村田野中上演“状元巡游”，让游客感

受传统的状元文化（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本报讯 4 月 14 日，由广东省

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

金资助、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的公益文化活动“深圳原创

之声”在深圳中心书城举办。作为

2019 年“深圳原创之声”的开场，当

日的活动以“深圳阅读故事”为主

题，带领读者倾听深圳故事、了解

“深圳阅读”。

“深圳原创之声”于 2016 年发

起，至今已举办 4 届，旨在宣传推广

深圳原创，让深圳原创作品发出最

强音，内容涉及音乐、设计、科技、

金融、文学等。今年的活动将举办

12 期，首期围绕“阅读”主题，邀请

不同领域的嘉宾就读书方法、读书

品位、“走读”的阅读方式和阅读推

广等进行交流，分享各自的阅读故

事以及对于深圳阅读现状的思考

和期待。

“只有在阅读中分享到快乐，

才不会觉得读书是件苦差事。”深

圳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深圳市

阅读联合会会长尹昌龙说，“深圳

需要培养善读书、读好书的人，一

本真正优秀的好书，能让人的内心

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强大而

持久的。”

今年是深圳建市 40 周年，也是

深圳读书月开展 20 周年。此次活

动主办方表示，深圳多年来不遗余

力地推广阅读，正是因为深圳人热

爱读书，读书带给人们改变命运、

创造奇迹的力量。 （黄静仪）

南京图书馆举办

“家国书运——八千卷楼藏书特展”

4 月 10 日至 12 日，以“阅读新时

代，城市新动能”为主题的中国图书

馆学会第二届城市图书馆学术论坛

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来自全国 23 个

省区市的 90 多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

书馆的 300 余名代表参加了论坛，围

绕“城 市 图 书 馆 服 务 创 新 与 效 能 提

升”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部分城市

图书馆在推动服务效能提升和创新

融合发展方面探索出的经验做法，在

论坛上得到业界的充分肯定。

便民阅读空间：
让读者更享受

2017 年 5 月，陕西省安康市建成

首家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安康阅读

吧”，对外开放一年间，接待读者逾 8

万人次。“这相当于我们很多县级馆

两三年的读者接待量。这样一个无

人值守、成本相对较低的阅读吧能有

这样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果，出乎我

们意料，也引起我们深思。”安康市文

化和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安康广播

电视台台长付波说，“安康市计划在

市中心城区建设 20 个‘安康阅读吧’，

方便市民阅读。”

在广东省韶关市，“风度书房”是

城市的文化亮点。据韶关市图书馆

馆长陈伟清介绍，第一间“风度书房”

于 2017 年 6 月开放，至 2018 年底，韶

关市区已建成 20 间书房，接待读者超

过 100 万人次。“书房为读者在闹市开

辟了安静阅读的角落，读者在此可享

受到方便、舒适且 24 小时不打烊的阅

读体验。每间书房都有自己的主题，

且每周举办至少两次‘风度沙龙’。”

陈伟清说。志愿者是书房阅读服务

的中坚力量，至今年初，“风度书房”

注册志愿者超过 700 人，累计服务时

长近 1 万小时。据了解，韶关市已连

续两年将“风度书房”建设作为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十大工程之一。今年，

还将在韶关市辖三区再建 10 间书房，

全市 7 个县也将各建 2 间书房，届时，

韶关市“风度书房”总数将达 40余间。

在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图书馆充

分 发 挥 当 地 实 体 书 店 点 位 多 、环 境

好、市场敏锐度高的优势，创新推出

公共图书馆进驻实体书店的馆店合

作模式，首批推出 20 个“城市阅读空

间”，在共建共享的原则下，按照成都

图书馆总分馆管理办法进行统一编

目、配送、管理和服务。

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部分城市

图书馆还将全域旅游与图书馆服务

结合起来，打造旅游阅读空间，为文

旅融合背景下的城市图书馆建设提

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例如浙江丽水

将书吧融入当地民宿，让城市图书馆

向乡村旅游领域延伸。

品牌阅读活动：
让读书更具魅力

让读者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习

惯，除了搭建起便捷舒适的阅读空间

外，也离不开丰富多彩、主题鲜明、生

动趣味的阅读推广活动。

论坛上，吉林省长春市图书馆青

少部主任于雅彬分享了该馆推出的

“小树苗”亲子阅读系列活动。2016

年 初 ，长 春 市 图 书 馆 将 原 有 零 散 的

亲子阅读活动进行整合，推出“小树

苗 ”亲 子 阅 读 品 牌 ，涵 盖 绘 阅 故 事

会、手工坊、阅读沙龙、社会实践等

10 个子项目。“整合后的‘小树苗’亲

子 阅 读 品 牌 影 响 力 显 著 提 升 ，有 效

推 动 了 社 会 更 加 关 注 儿 童 阅 读 ，强

化 了‘ 陪 伴 与 沟 通 ’的 亲 子 阅 读 理

念。”于雅彬说。

长沙市图书馆推出的“阅天下·
邂逅图书馆之美”游学阅读活动，倡

导读者将阅读、旅行、学习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密切了人、书、馆、城的联

系，让读者在诗与远方的旅“图”中感

受图书馆的温度。上海社会科学院

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世伟评价：“这

是城市图书馆在文旅融合中的创新

之举，将阅读和旅游结合在一起，在

扩大图书馆影响力的同时，也能激发

人们关注阅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游览的模式也将对旅游发展产生积

极作用。”

人性化服务：
让城市更有温度

“城市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

窗口，孕育着城市的文化底蕴，而提

升城市图书馆的服务效能在当代具

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图书馆学

会副理事长、公共图书馆分会主任刘

小琴说。

“新时代城市图书馆要提高服务

效能、满足人们的基本文化需求，就

要提供既有温度又有梯度的服务。”

长沙市图书馆馆长王自洋认为，图书

馆 的 温 度 一 方 面 是 指 保 基 本 、全 覆

盖，另一方面则强调服务的规范化、

标准化；而提高图书馆的梯度则要通

过提供精准个性化、多元差异化的服

务来实现。

据了解，长沙市图书馆以总分馆

为城市阅读服务体系架构，让阅读渗

透到市民生活深处。截至今年 3 月

底，长沙市图书馆总分馆达 110 家，

流动图书车服务点 88 个，建在街区、

地铁、公园的自助阅览室或相关设施

达 20 个 ，构 建 了“15 分 钟 阅 读 服 务

圈”。“人性化是服务的高层境界。”王

自 洋 介 绍 ，长 沙 市 图 书 馆 将 品 牌 服

务、资源发展和信息服务梯度化，推

出了“青苗计划”“书香长沙·百师千

课”“走读世界”“侧耳倾听”等针对不

同读者群体的人性化、差异化的阅读

服务品牌。

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创新和

效能提升也是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

议题。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人工智

能目前已在全国多地的城市图书馆

普遍应用，包括图书盘点机器人、机

器 人 咨 询 馆 员 、人 脸 识 别 借 还 书 系

统等。“借书还需要图书证的时代要

过 去 了 ，人 工 智 能 将 重 新 定 义 图 书

馆、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王世伟

认 为 ，应 该 以 发 展 的 眼 光 布 局 人 工

智能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初步应用与

发 展 ，使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充 分 渗 透 到

图 书 馆 服 务 中 。 通 过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可 以 将 图 书 馆 数 据 转 化 成 观 察

分析图书馆阅读发展与变迁的工具，

这将帮助管理者更有针对性地创造

并引领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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