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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志愿者在行动青年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若姝赵若姝 文文//图图

（上接第一版）“我们是新时代的新农

民，那么进入新时代，跟以前有什么不

同了？其实大部分村民都说不太清

楚。”余雷说，他便收集报纸上的重要

文章，在读书会上组织村民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慢慢地，新仓镇农民读书会主打

“怀旧经典”阅读品牌，先后举办过

“十二封家书”“回忆‘双抢’”等不同

主题的活动。有场主题为“那一年我

们上学去”的活动让新仓镇文化站站

长谢红叶印象尤为深刻。“活动中，出

生于不同年代的村民纷纷回忆起他们

的学生时代，不仅分享了他们第一天

上学的难忘经历，不少人还给大家展

示 了 上 学 时 做 的 广 播 体 操 ……”谢

红 叶 说 ，现 在 农 村 的 物 质 生 活 水 平

不 断 改 善 ，读 书 会 这 样 的 活 动 刚 好

弥 补 了 农 村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的 短 板 ，

让 广 大 农 民 的 文 化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不断增强。

老 余 说 ，农 民 读 书 会 让 大 家 有

了 一 个 聚 在 一 起 学 习 的 机 会 ，形 成

了 一 种 良 好 的 阅 读 氛 围 ，读 书 会 也

不 仅 仅 读 书 ，还 有 许 多 体 现 乡 村 特

点、保留乡土味道、紧贴农民生活的

文化活动。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人读书和一群人读书的氛

围是不同的，公共图书馆和地方文化

部门有责任把一个人读书的‘盆景’，

转变为一群人阅读的风景，构建一种

乡村阅读风尚。当然，要实现这一目

标绝非易事。”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刘靖说。

陆爱斌做过 23 年的乡镇文化站

站长。上世纪 90 年代，陆爱斌萌生了

组织农民读书会的念头。当时镇上的

图书室也就只有几百本书，为了组织

大家看书、学习，陆爱斌甚至用自己的

工资去购书、买奖品，吸引村民参加活

动。没多久，读书会停了。2003年，陆

爱斌第二次组织农民读书会，没两年，

读书会又停了。这也让陆爱斌对乡村

阅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要推动全民阅读，重点和难点

在于基层农村阅读环境和氛围的营

造。自上而下的推动只能给读书会

以养分和推力，自下而上的‘萌动’才

能真正激发农民读书会的生机和活

力。我们希望读书会最终的落脚点

是农民能够自觉养成读书的习惯，把

阅读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陆爱斌说。

“萌动”正在发生。在平湖农民

读书会组建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农民

在建新房时会考虑加一间书房。藏

书之家多了，阅读人数也增加了。在

新仓镇三叉河村，几个不识字的老人

经常参加读书会活动，后来他们自发

举办识字班；村里几位退休老干部自

发组织的经典诵读活动，参与人数也

从几个发展到 20多个。

杂技再现历史 艺术传播知识
本报驻河北记者 李秋云 通讯员 范海刚

朝气、勇气和梦想——这是文化行者相

处多日以来，一直萦绕在记者头脑中的词

汇。从行程策划、志愿服务点对接、食宿安

排到后勤保障，一直是这群平均年龄约 20 岁

的青年学生独立设计、亲力亲为，他们是文

明交流的实践者，更是中华文脉的守护者和传

承者。

近年来，文化志愿服务以其突出的社会效

益广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投身文化志愿

服务。不可否认，由青年学生主导的文化志愿

活动，充分激发了青年的志愿服务热情，他们

以更为开阔创新的思路，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然而，

青年学生的文化志愿服务不能仅靠一腔热血。

受制于经验、资金等多方面因素，青年学生志愿

服务实践也存在一定短板。记者了解到，在一

些志愿服务中，志愿者除了经常要面临10余天

无法洗澡、没有水厕、每天需自己生火做饭的现

实困难，还存在与一些文化单位沟通不畅，对文

化资源掌握不足、挖掘不深等问题。

学生积极组织参与文化志愿服务，充分体

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对此，社会各界应该

给予支持和鼓励，相关部门要对青年志愿服务

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规范、引导，使之形

成科学化、制度化的运作体系，政府机构积极协

助志愿者统筹、协调、利用多方资源，充分发挥

文化志愿服务助力文化事业发展的实效。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考古工作

者在河北石家庄平山县三汲乡一带

的野外发掘，沉睡的中山国被唤醒

了。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少

数民族白狄族鲜虞部落建立的一个

诸侯国，因城中有山得国名，公元前

296 年被赵国所灭。在群雄逐鹿的

战 国 时 代 ，中 山 国 虽 只 是“千 乘 之

国”，却以“武功”闻达于诸侯，栖身

于战国七雄腹心之地，创造了灿烂

的文化。

近年来，河北省深挖历史文化

资源，以艺术的形式再现河北历史

文化。河北省杂技团倾力创排的杂

技剧《梦回中山国》便为观众揭开了

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杂技剧《梦回中山国》以《战国

策》中记载的中山国故事为原型，选

取了中山王、阴姬、江姬、司马赒和

赵 国 使 臣 等 角 色 ，设 置 了 狩 猎 、称

王、大婚、城陷等篇章，通过人物之

间关系的推进和各场景的转换，讲

述 了 中 山 王 与 阴 姬 之 间 令 人 扼 腕

的爱情悲剧，展现了中山国在群雄

环伺中顽强求生的抗争精神。

8 月 10 日，河北省杂技团排练

场 内 十 分 热 闹 ，《梦 回 中 山 国》的

演 员 们 正 在 紧 张 排 练 。“为 了 迎 接

8 月 19 日、20 日在北京天桥剧场的

演 出 ，剧 团 演 员 周 末 都 舍 不 得 休

息。”河北省杂技团演艺有限公司经

理陈书镇表示，该剧参加了第十届

全国杂技展演，回来后，团里马上根

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完善，为

了把《梦回中山国》更好地呈现给观

众，剧团已经以“白+黑”模式连续排

练了 20多天。

杂技剧很容易流于绚丽的杂技

表演，而忽视对深厚文化历史底蕴

的 呈 现 。“这 正 是 我 们 需 要 创 新 的

地方，中山国拥有灿烂的文化和辉

煌的艺术成就，最大限度还原历史

本 貌 ，让 中 山 国 在 灯 光 下‘ 活 ’起

来，为观众揭开战国时代中山国的

神秘面纱，是我们创作的初衷。”河

北 省 杂 技 团 演 艺 有 限 公 司 副经理

魏银拴说。

在排练现场，记者看到山字形

礼器、双翼神兽、四龙四凤方案、虎

噬鹿屏风座、透雕夔龙玉佩等中山

国文物，通过纱幕投影、道具设计、

舞台美术等不同方式呈现。第一幕

中 出 现 的 道 具 中 幡 顶 端 为 山 字 形

器，第三幕中根据十五连盏灯造型

制作的道具“滚杯”造型新颖。最抢

眼的当属第二幕中呈现的错金银四

龙四凤铜方案，女演员身着与之相

统一的服装，糅合杂技表演，仿佛方

案上的龙和凤活了过来。

据悉，为了更好地呈现中山文

化，创作组查阅大量中山国的相关

资料，多次到河北博物院，同研究中

山国文物的专家以及中山文化研究

会的专家交流；专门组织演员到河

北博物院参观，加深对中山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这样在演出时才更有

代入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

国）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

入后宫，跕诸侯。”可知中山国当时

以音乐与舞蹈闻名于世。“跕屣是女

人穿着无跟的小鞋、踮着脚尖轻轻

走路的舞步。”编剧刘浩琳说，但史

书上对“跕屣”舞没有具体描述。在

《梦回中山国》中，团队专门加入阴

姬跕屣而舞的情节，在舞蹈中融入

了杂技的蹬鼓和肩上芭蕾等技巧，

试图还原这种轻盈的舞步，于是便

有了阴姬在招待赵国使臣的宴会上

穿着一种特制的半跟鞋婀娜起舞的

场景。

自 2018 年 11 月 首 演 至 今 ，《梦

回 中 山 国》已 在 河 北 石 家 庄 、平 山

和 广 西 南 宁 等 地 进 行 演 出 。 看 完

演出后，石家庄市民韩先生对杂技

剧《梦回中山国》赞不绝口：“不仅感受

到了中山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还

涨了知识。”河北省文史馆馆员、省

中 山 国 文 化 研 究 会 会 长张志平表

示，《梦回中山国》把杂技艺术和中

山 国 历 史 结 合 得 如 此 完 美 ，给 历

史 插 上艺术的翅膀，令人赞叹，期

待该剧成为河北文化艺术的名片和

品牌。

还有不到半个月，澳门大学中文

教育专业毕业生李 颖即将迎来新

的 身 份 —— 澳 门 浸 信 中 学 语 文 老

师。而她准备的第一课，就是通过暑

期在甘肃的经历，带领学生穿越古

今，体味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

8 月 3 日至 16 日，由甘肃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兰州文化行者文化

交流中心、兰州大学、澳门文物大使

协会、澳门文遗创研协会承办的“港

澳与内地青年敦煌之友文化交流与

志愿服务行动计划”（以下简称“青

年敦煌之友”）活动在甘肃开展。包

括李 颖在内的 80 名内地与澳门、

台湾的青少年深入甘肃兰州、敦煌、

张掖、天水等丝路重镇，参访重要世

界文化遗产地，开展文化交流、志愿

服务、专题讨论、实例研习等活动，

共话中华文明的保护与传承。

探源：沿古丝路再出发

“壮志西行追古踪，孤烟大漠夕

阳中。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

唐汉风。”2000 年前，张骞奉汉武帝

之命出使西域，从长安起程，经河西

走廊，逾帕米尔高原，至中亚、西亚，

开 通 了 闻 名 后 世 的 丝 绸 之 路 。 自

此，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孕育、交

融、沉淀，书写了一首恢宏壮美的文

化史诗。2000 年后，一群青少年文

化行者在兰州集结，重新开启了一

段文化探源之旅，而他们西行的第

一站便是敦煌。

“最早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中 读 到 道 士 王 圆 箓 用 白 漆 刷 没 壁

画、以低价将莫高窟文物卖给列强，

看着一车车文物被拉走，我心中无

比悲痛。”李 颖说，如今，国家高度

重视文物保护，她一直期待看看这

座存续千年的文化艺术宝库。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 2019 年度内

地 与 港 澳 文 化 和 旅 游 交 流 重 点 项

目，“青年敦煌之友”选取丝绸之路

的精华路段，串联起莫高窟、麦积山

石窟、马蹄寺石窟群等文化遗产地，

并与学生较为关注的文化创意、互

联网等领域相结合，让学生领略因

丝绸之路而交汇的多元文明。

“那些塑造石窟的工匠、画师倾尽

一生，造就了如今呈现于我们眼前的

盛景，我们应当抱着崇敬的态度，带着

中华文化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重建

自己的信仰。”台湾成功大学新生萧亦

呈说，“文化遗产带领我们认识自己。

中华文明通过每个个体而延续、传承，

我们承担着让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的

责任。”

协力：交流服务 双翼驱动

“青年敦煌之友”既是一次邂逅

历史文化的旅程，更是一场青年文

化行者的相会。

在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文物

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大学生志愿者罗

琳杰，用几天的时间仔细研习了石

窟复制展区的 8 座代表性洞窟讲解

要点，并在融入自己的理解后把莫

高窟的故事讲给游客听。

罗琳杰也是“青年敦煌之友”的

一员。“青年敦煌之友”由文化交流

队和志愿服务队构成，其中，志愿服

务队以世界遗产景区辅览、互动教育

等为主要服务内容，在长达 1 个月的

时间里，在莫高窟景区、敦煌郭家堡

中学开展落地服务，引导本地居民和

外地游客关注和保护文化遗产，累计

服务人次超过 30万；文化交流队则在

重走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先后与“青年

敦煌之友”莫高窟分队、寻找安妮团

队、秦腔脸谱团队和乐遗计划团队等

志愿服务队会合，与志愿服务队一同

在当地进行文化志愿服务。除了参

与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世界文化遗

产地的文化推广、文创设计及文物保

护方案，“青年敦煌之友”成员还在郭

家堡中学、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小

学开设了世界遗产守卫者活动及示

范课，结合旅途见闻，分享对文化遗

产保护的思考。

与甘肃相似，澳门是东西方文化

的交汇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我们向当地学生介绍了澳门

的历史、景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

他们了解澳门的同时，期望他们日

后 也 能 将 当 地 的 特 色 文 化 传 播 出

去。”澳门文物大使协会负责人张倩

仪表示。

蜕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与学生一同成长的还有“青年敦

煌之友”本身。“青年敦煌之友”文化交

流队队长、兰州大学大二学生陈静茹

告诉记者，“青年敦煌之友”自2015年

启动以来，连续4年以世界遗产景区为

中心进行导览服务、互动教育、周边社

区居民文化遗产教育、口述历史记录

等社会实践和文化交流活动。今年，

该项目在以往的基础上，以传统元素

丰富活动内容，创新融入更多互动环

节。“敦煌是无数人的梦。传承敦煌

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不是喊口号，不

能走马观花。我们希望通过志愿服务

与文化交流带动全员重视、全民参与、

全社会共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陈

静茹说。

在实践中深入，在蜕变中成长，

“青年敦煌之友”只是兰州文化行者

文化交流中心诸多项目的一个缩影。

据兰州文化行者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李

雷雷介绍，2009年，为保护传承文化遗

产与民族文化艺术，“文化行者”（前身

为兰州大学大学生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学生社团应运而生。10年间，该社

团孕育了“青年敦煌之友”“妈妈黑板

报”“文化遗产友好使者行动计划”“寻

找安妮”“文化小巷”等多个品牌项目，

获得了全国青年志愿服务示范项目、

中国慈善公益项目等荣誉，而文化行

者也从最初的学生社团升级为独立的

社会服务机构，先后开展文化遗产主

题调研活动 65 项、志愿服务项目 80

个，超过 14 所内地高校的 2500 名大

中学生参与其中。该中心还与香港城

市大学、澳门大学等 10所港澳地区高

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目前，暑期的“青年敦煌之友”

活动已落下帷幕，但文化行者们的

影响还在持续。据悉，今年 10 月，兰

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

学将分别举办“敦煌周”主题推广活

动，展示“青年敦煌之友”各类文创

作品并举办义卖活动，进一步推动

中华文明的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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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文化交流队成员在敦煌莫高窟以莫高窟壁画为元素绘制百米长卷

杂技剧《梦回中山国》剧照 河北省杂技团供图

一、组织工作奖（共15个）

北京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委宣传部

广东省委宣传部

河北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委宣传部

吉林省委宣传部

辽宁省委宣传部

安徽省委宣传部

天津市委宣传部

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西省委宣传部

浙江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委宣传部

二、获奖作品（共73部）

（一）特别奖（13部）

电视纪录片《必由之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电视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电视纪录片《走进新党章》

中央组织部

电视纪录片《红色通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电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二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电视纪录片《走向光明》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电影《古田军号》

福建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

部、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

电视剧《可爱的中国》

江西省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

部、福建省委宣传部

图书《〈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

河北省委宣传部

图书《乡村国是》

湖南省委宣传部

图书《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

的下姜模式》 浙江省委宣传部

图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

广东省委宣传部

图书《战上海》 上海市委宣传部

（二）优秀作品奖（60部）

1.电影（10部）

《流浪地球》 北京市委宣传部

《红海行动》 北京市委宣传部

《十八洞村》

湖南省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

《周恩来回延安》

北京市委宣传部、天津市委宣传

部、陕西省委宣传部

《我不是药神》 上海市委宣传部

《黄玫瑰》 辽宁省委宣传部

《黄大年》

吉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信仰者》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江西省委宣传部

《港珠澳大桥》（纪录电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省委宣传部

《远去的牧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2.电视剧/片（10部）

《最美的青春》

河北省委宣传部、北京市委宣传部

《大江大河》

上海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宣传部

《换了人间》 天津市委宣传部

《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

山西省委宣传部

《共产党人刘少奇》

湖南省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宣传部

《麦香》浙江省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宣传部

《那座城这家人》 湖南省委宣传部

《黄土高天》

陕西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宣传

部、上海市委宣传部、江苏省委宣传部

《飞向月球》（电视纪录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航天局

《大禹治水》（电视动画片）

安徽省委宣传部

3.戏剧（11部）

话剧《塞罕长歌》 河北省委宣传部

话剧《平凡的世界》 陕西省委宣传部

话剧《谷文昌》 文化和旅游部

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江苏省委宣传部、农业农村部

秦腔《王贵与李香香》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豫剧《重渡沟》 河南省委宣传部

闽剧《生命》 福建省委宣传部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市委宣传部

歌剧《沂蒙山》 山东省委宣传部

歌剧《呦呦鹿鸣》

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国文联

舞剧《吕梁英雄传》 山西省委宣传部

4.广播剧（8部）

《大国工匠》 吉林省委宣传部

《刀锋逐梦》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

《小岗新传》

安徽省委宣传部、天津市委宣传部

《闽宁镇》

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山西省委宣传部

《大爱人间》

海南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

《“事儿妈”宋小娥》

重庆市委宣传部、甘肃省委宣传部

《今生无悔》

湖北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委宣传部

《中共中央在香山》 北京市委宣传部

5.歌曲（11首）

《我们都是追梦人》 北京市委宣传部

《和祖国在一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东省委宣传

部、天津市委宣传部、辽宁省委宣传部

《蓝天下》 江苏省委宣传部

《复兴的力量》

北京市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一路走来》

陕西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

部、江苏省委宣传部

《点赞新时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信仰》 广东省委宣传部

《时代号子》

福建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

《再一次出发》 广东省委宣传部

《小村微信群》中国文联、河南省委宣传部

《心远天高》

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国科学院

6.图书（10部）

《主角》 中国作协

《经山海》 安徽省委宣传部

《战国红》 辽宁省委宣传部

《海边春秋》

天津市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

《北上》 北京市委宣传部

《云中记》 北京市委宣传部

《焰火》 湖北省委宣传部

《因为爸爸》 江苏省委宣传部

《雪山上的达娃》 山东省委宣传部

《陈土豆的红灯笼》 吉林省委宣传部

（新华社北京 8月 19日电）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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