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文化·悦读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胡建宏版4
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
—

读
韩
文
平
长
篇
小
说
《
屠
夫
》

塑
造
新
时
代
农
民
企
业
家
形
象

电视片、纪录片、综艺片、融媒体产品……

文化遗产传播有多少种可能

从文化节目《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创新
表达让“中国节日”火遍全网、走向世界，到文化
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助力世界
遗产“活起来”；从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泉州作
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到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受网友热捧，
再到逛博物馆成为中国社会“新风尚”……当下，
内容精彩、形式多样、创意十足的各类文化遗产
传播方式，日益得到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发自内心
的喜爱和亲近。

综艺，助力世界遗产破圈

中国目前拥有 56项世界遗产，是拥有世界
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在广袤的中国大
地上，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自然遗产、自然
与文化双遗产共同织就了一张熠熠生辉的世界
遗产网络。

世界遗产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
中。《国家宝藏》《传承者》《遇见天坛》《最美中轴
线》《万里走单骑》……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一
系列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节目，绽
放出绚丽多彩的文化魅力，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
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观众的文化素养，
提升了文化自信。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地，
也是文化遗产大众传播的“先行者”。通过不断
跨界融合、开放创新，古老的故宫文化与日新月
异的现代科技和传播方式“碰撞”出越来越多公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
物》在年轻观众中好评度极高，甚至显著提升了
年轻人应聘文物修复工作岗位的热情；与中央电
视台合作推出三季《国家宝藏》、与北京卫视推出
《上新了·故宫》等“文化+综艺”节目，为博物馆
开创了藏品阐释与展示的新方法，创新性地连接
了电视综艺、博物馆和公众。

浙江卫视《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
节目组提出“让世界遗产‘破圈出道’”的口号，通
过“网红院长”单霁翔率领“布鞋男团”在12个遗
产地的深度体验，与历史考古学者、遗产守护人
及当地民众和游客之间的趣味性互动解读，将世
界遗产中承载的厚重历史生动鲜活地呈现出来，
带领公众进行“文化之旅”，讲述“寻找与守望”的

精彩故事。在一次次寻找、行走、交流、体验、守
望中，初登综艺的世界遗产逐渐深入人心，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感悟古老文明所传递的文化力量。

今年，河南广播电视台创新传播手段，精心
推出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如《唐宫夜宴》《洛
神水赋》等，受到社会极大关注。这些节目立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达到了传承文化精髓、实现美美与共、融入日常
生活等多元立体的传播效果，盘活了河南的文化
资源，激发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随着各种传播手段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了解和探究遗产的价值和文化内涵，有
些人把遗产地当作旅游目的地；在感受世界遗
产与美好生活之间联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当然，与大多
数仍然“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界遗产及其尚待
挖掘的文化内涵相比，这还远远不够。因此，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弘扬与发展，还需要注入
更多现代科技和媒体融合的鲜活力量，助力文
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走出去”，走进千家万户，

浸润更多心灵。

传播，激活文化遗产价值

文化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传播，才能获得
新时代的生命力，才能更好地流传下去。世界遗
产传播内容与方式有多少种可能？在日前召开
的“世界遗产的大众传播专项研讨会”上，来自文
博和新闻传播领域高校、研究院所、社会团体的
专家学者，畅谈了各自的思考和建议。

“世界遗产的价值需要通过传播来激活。”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看来，

“最核心的就是要创意传播。”他提出，在制作相
关文化综艺节目时，要注重提升整个节目的青春
度，增加更多普通青年人的参与、增强青年人的
传播，并提前在青年文旅开发方面布局。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进
而指出，在文旅融合的新时代，可以通过融媒体
的新方法，“吸引人们跟着文化去打卡，走进世界
遗产地，并借此引领新一波世界遗产的社会关注
度”，带动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提
高，向世人展现和推广遗产里的中国美誉度。

“世界遗产的大众传播要做到四个转化。”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说，

“就是把专业的内容大众化、把知识的内容生活
化、把古老的内容现代化、把中国的内容国际
化。”他以《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为例
进行分析后表示，上述四个“化”难度很大，但是
节目组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他建议，在这一转
化过程中提升温度、提升亮度、提升活跃度、提
升参与度；寻找每个遗产点和当代人更多的共
情点，让遗产点更亮丽时尚，打造话题活跃度，
提升节目影响力。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参与过若干次以
文化遗产为核心的电视节目创作，感触颇深。他
说：“文化遗产的大众化传播应当以自信为根本，
爱国为灵魂，国风为底色，时尚为韵味。”他希望
通过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让拥有辉煌过去的文
化遗产有尊严地活在当下、在创新中走向未来。

发掘文化遗产传播的各种可能性，本是文
化遗产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文化遗产只
有被广泛传播，才会被公众接受，才会引起更多
社会群体关注，从而被传承下去。正如《万里走
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第二季所追求的“从年
轻态、中国故事、烟火气三个维度塑造可感知的
世遗行走之旅”，让文明成果实现全球共享，让
中国智慧感动世界。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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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如何挺过寒冬

思想者

两人的早期作品，都以绵密和精
细见长，尤其在描摹女性方面，均能
直入内心、曲尽其微，敢言他人之不
敢言，从而收获了大量粉丝。

1936年，丁玲已经风靡一时，张爱
玲正在读高中。后者是前者的粉丝，还
特意写了一篇表达崇敬的文章，发表在
校刊《国光》上。其中有这么一段：

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她
所做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能给人
顶深的印象……《莎菲女士的日记》就进
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
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
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
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感到新
旧思想冲突的苦闷女性们。

的确，两“玲”之间有着许
多相似：都是出身于富庶人家
的娇小姐，都敢于冲破世俗的
家庭和爱情，都踩着繁华的上
海滩成名，都有着一系列罗曼
蒂克却又凄凉的生活史，只是
丁玲比张爱玲年长 16岁。从
张爱玲的创作来看，便能读出
颇受丁玲早期作品的影响。

如果丁玲沿着早年的创
作之路走下去，很可能就是另
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上
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
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
语）。但时代际遇和风云召
唤，促成了丁玲人生道路的
转变——这一年，她没有继
续留恋上海孤岛，而是果断选
择走向延安、走向人民、走向
最火热的生活。

正是激情燃烧的延安生
活，使丁玲开始面对波澜壮阔
的大时代。于是，她作品的风格也开
始向粗犷豪放转变，柔婉细腻已不再
是其主调——她在解放区写出了
《水》《奔》《夜》《泪眼模糊中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
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小说。

1946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
始后，丁玲背起包袱，来到桑干河畔，实
实在在地与她根本不熟悉的农民生活、
劳动在一起。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压迫
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
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中
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丰富了她。她走
家串户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
娘睡在一个炕头。逢到分浮财，有的老
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她总是

帮忙挑选。正是如此深入的现场体
验，才使丁玲的创作不是从概念和公
式出发，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真实
地书写，从而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张爱玲则继续着一如既往的小资
情调生活，先后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
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小说，在女性幽深的心间小路上徜徉，
捕捉着她们心弦的每一次震颤、灵魂
的每一丝悸动，将她们百无聊赖中的
寂寞无奈、恋爱中的矛盾忐忑、追求情
爱和梦幻的欲望躁动表现得丝丝入
扣。尽管她在人性书写的道路上越
挖越深，并拥有了相当多的读者——然

而她与丁玲在创作道路上渐行
渐远，终于成为两种截然不
同的颜色和模样。

客观说，张爱玲似乎拥有
更多读者，而丁玲则更为文
学史家所关注。

自古以来，真正伟大的、经
典的文学作品，无不来自于最
广大人民群众，描写最广大人
民群众波澜壮阔的生活。而这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波澜壮阔的
生活，肯定存在于作家的小生
活之外。这就需要作家走出自
我，走向大我。如果一个作家
只是善于和乐于描写自己熟悉
的小圈圈，虽然可能创作出一
系列精致的作品，虽然可能赢
得更多读者，但总是小盆景、
小制作、小匠心，与伟大相去
甚远，与人民泾渭分明。

丁玲则以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实际行动，为广大文艺
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
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确实又是一个根本性的话题。当下
的新时代生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特殊转型期，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
盖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全新生
态。作家艺术家只有积极主动地走出自
己已经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
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去学
习，去热爱，才能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
美、心灵的美，并进行美的创造。

丁玲、柳青等无数前辈作家的实践
已经反复证明，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才能从中汲取无尽的营养，获得不
竭的灵感。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
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和史诗性巨著。

只有这些，才是最真正的中国故
事，最真实的时代历史。 □李春雷

新书推荐

资 讯

——读《马聪文集》有感

吴宓教授的凄凉一生
柳青、路遥、陈忠实、贾

平凹、邹志安、王蓬、高建
群，陕西现当代几代作家都
有着浓厚的关注并表现农
村、农业、农民的优良文学
传统。《创业史》《白鹿原》
《平凡的世界》《浮躁》《秦
腔》《村子》《爱情心理探索》
系列，《大平原》《最后一个
匈奴》等长篇小说都是当代
中国文坛具有重大影响和
良好声誉的农村、农业、农
民题材的长篇小说，至今仍
然成为广大城乡读者的喜
爱。他们以其来历、亲切的
农村、农民生活体验、深刻
的思想和智慧为人们再现
和复制了从近现代，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
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农
民的奋斗史、心灵史、创业
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认
识价值，更有不容置疑的文
学价值！但是，这些年来随
着这些创作队伍中的一些
代表人物先后离世，一些人
年事已高，特别是农村、农
业体制的变化，城乡差别的
缩小，曾经享誉中国文坛的
陕西“农裔城籍”作家创作
队伍却有难以为继的衰退
趋势。当此之时，名不见经
传的青年作家韩文平先生
的长篇小说《屠夫》却给人
眼前一亮的欣喜！

《屠夫》的最大成就就
是为最新陕西，乃至中国文
坛贡献出了一个崭新的、具
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青年农民
形象。他姓屠，排行老四，是
一个返乡的复员军人，因为
奉行老祖父制定的家训：“吃亏，实在，身
子正。”为人实在、正派而被群众推举为
金城县桑树乡屠家庄党支部书记。但
是，他的一步步成功，却是因为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深得民心的允许少数
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的思想路线。

他大公无私，在村领导班子中给自
己评最少的补贴，千方百计解决群众中
的困难户，帮助他们找对市场路子，屠
宰致富。为了解决私屠滥宰，缺斤少
两，以病死猪、注水肉冒充好肉，破坏村
子形象的不良行为，将县市防疫、检查
部门请进村子设点，随时诊检，保证了
产品质量，赢得了广大客户肯定。接着

他又在村集体闲置荒地中划
片招标，联系县上有关部门，
建立屠宰、检疫、销售、监管、
税收等机构和制度。随着村
子屠宰事业的发展，他又贷款
引进了机械化、现代化的生猪
屠宰生产线。屠家庄人富了，
有钱了，他又请邮电部门为村
子安装了五千部直通电话，
村民们做生意可以电话、视
频直通全国，乃至香港、澳
门、东南亚。他成立了集农、
工、商一体的实业总公司，下
设基础设备、建材公司、屠宰
公司、农业科技公司，成为全
市的“小康示范村”……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一
心为公的致富带头人，却被
副书记、村主任诬告，个别
领导听信谣言，将他隔离审
查、监视居住，最后离开了
自己一手发展起来的村子。

是金子总会发光，屠老
四后来联手秦岭山麓的子午
公司，在这里他实现了自己
在屠家庄没有实现的理想，
创立了子午集团公司，成为
全省著名的企业家，并以子
午总裁的名义与金城县签订
了一个项目，投资一亿五千
万打造一座集生产、养殖、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集团
公司，它的总部就设在他的
伤心地屠家庄。而一直以屠
老四为敌的余开河却在窃取
村中权力、寅吃卯粮、挥霍无
度中孤独老去。

正如作者针对余开河的
落台所愤慨之言中说：“其
实，余开河根本不在乎这艘
船的沉浮，他在意的，只是本

家的得失。说得更具体些，他其实在乎
的，只是他个人。”“这年头，要办成几样
事情就得出以公心，否则，连自家的事也
管不好。人要是私心重了，人前一套背
后一套，就别在公家行列里站，否则到头
来就是焦头烂额。”真是直言快语，一语
中的。书中借主人公屠老四的口，道出
关于“小农经济”的议论，颇有见地！

笔者只是应乡党葛党固之请读了
一遍《屠夫》，但猜想它的作者必也是
一个激情四射、很有思想之人。本书大
概有 50 余万字，我在阅读中感到它还
有删削余地，取掉 10 万字过程性的交
代，可能对主人公形
象有好处。 □李星

马富明先生的《马聪文集》主要研
讨一代国学大师、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吴宓教授一生凄凉的传记。吴宓教授
是泾阳安吴堡人，和我是同乡，但不是
一个时期的同乡人。我从小出生在泾
阳县安吴堡，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对吴
宓教授的人生也略知一二，当时吴宓
教授逝世时，因从梁平劳改回来，一直在泾阳西关
面粉厂，其堂妹吴须曼那里度过生命的最后。

吴宓教授，一个被文化名人的再发现，还得从
吴宓教授平反时说起，研究吴宓教授，那是一本大
书，非一个人所能的事。“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
灯！我要喝水，我要吃饭。”这就是吴宓教授在
其生命之烛将燃尽之时，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唤！
将这最后的呼唤传向社会的，恰是吴宓的乡亲马
聪先生。因此，我将吴宓“再发现者”的光圈戴
在马聪先生的头上。吴宓的冤案虽于 1979 年平
反，但关于他对我国现代文化发展作出的不应
被忽视贡献的研究却沉寂下来。1987 年 3 月 10
日，《人民政协报》刊发马聪文章《历史不会忘
记》，再度激起了学术界研究吴宓的热潮。

马聪先生出生在陕西泾阳县，他同吴宓教授

是乡党。他肩负着泾阳县乡镇文化事业发展的
重任，从一个村镇到一个村镇的游走，这厚厚的
乡情、浓浓的泥土气息铸冶着他、浸润着他。但
泾阳县狭小的境域并没有局囿他的文化视野，泾
阳县固有的文统脉运和他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接
受的西方文化熏陶，恰恰氤氲了他中西兼容的文
化素养和文化视野。因此也有了马聪先生对吴
宓教授诸多研究成果的问世。此外，对马聪先
生文学创作的产生，也应作如是观，作如是解。

1976年吴宓教授病重，又被迫退休，从西南师
范学院回原籍泾阳居住。从此吴宓教授便在其胞
妹、泾阳面粉厂职工吴须曼的照料下，在泾阳西关
一家简陋的民宅里留住下来。

吴宓教授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
会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文化教育

建设。早在 1958年，他就将自己珍藏
多年的大量中外书籍，捐给西南师范
学院图书馆。吴宓教授一生勤奋学
习，知识渊博，通晓世界多种语言，可
谓学贯中西，文博古今。他治学严谨，
诲人不倦，工作认真，襟怀坦白，即
使在生命的最后，尚念念不忘祖国

年轻一代的学习。一次他与其堂妹在闲谈中，
听到现在许多中学都未开外语课，便问其什么
原因。当后者答道“没有外语教师”时，先生竟
急切而不解地问道：“那他们为何不来找我啊？”
回答这意外疑问的同时，是一声叹息和两行热泪。

历史没有忘记这位对国家卓有贡献的老人。
1978年 6月 5日，西南师范学院为吴宓教授举行了
追悼会。1979 年 7 月 18 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
了全院教职工大会，为吴宓教授恢复名誉。同
时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也出版了
第三辑《泾阳文史资料》文集。曾记得，吴宓教
授回安吴故里时，把自己的《吴宓日记》和《吴
宓诗集》交给老表孙杰曼后，对其说：“我一生
没有多余钱，只有些书，交
给你保管。” □陈晨

据媒体报道，近来言几又书店陷入欠薪风
波。作为书店行业的知名品牌，言几又的现状牵
动了业界神经，也引来了部分自媒体对网红书店
的笔伐，认为网红书店“虚有其表”。

“最美”书店，一度很红火
作为“实体书店 2.0版”的网红书店，是互联

网兴起之后，书店行业遭受电商重击之下，努力
自救的产物。

相关数据显示，受消费者购物习惯改变和地价
上涨等因素影响，2008年到2012年，全国倒闭的民
营书店已多达万家。为应对这一颓势，实体书店开
始在多业态经营和空间体验感方面下功夫，努力打
造“最美”书店。包括言几又、西西弗和钟书阁等，
都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民营连锁品牌书店。

“最美”书店，凭借靓丽的颜值、精致的文创、
时尚的餐饮，自然吸引了媒体关注，甚至一跃成为
网红。它们一改过去实体书店面貌陈旧、功能单
一的状况，吸引了不少年轻读者到店消费，一度被
业界寄予厚望。

最红火的时候，言几又在全国拥有 60几家店
面，2014年至2018年4轮融资总金额达数亿元。仅
2018年在西安新开的迈科中心店，面积就达4500平
方米，投资过亿，由日本知名建筑设计师操刀设计。

业界人士认为，对书店经营者而言，坪效是一
个很关键的概念——即每坪（1坪=3.3平方米，编

者注）面积上可以产出的营业额。书店若是过于
注重空间的体验感，会在无形中降低坪效，提升经
营成本。若把人吸引进来后，不能凭借实力把客
流转化为稳定的营业额，将难以长久经营。

“红”与“不红”，都面临生存压力
书店的核心竞争力是书，但是不得不承认，

现实中很多坚持卖好书的实体书店，同样也面
临经营难题。

那么，怎么看待网红书店的闭店行为？
“有一部分是市场的自然淘洗，有一部分是缘

于疫情和网购的双重冲击。”中金易云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人周耀光说。

在北京拥有两家实体店面的纸老虎书店总经
理杨景新说：“2020年营收同比大幅下降。2021
年，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环境下，截至 11月底，
营收比上年度提高 30%，但和疫情之前相比还有
很大差距。”杨景新认为，作为民营实体书店，纸老
虎在疫情冲击下能够屹立不倒，首先离不开市政
府及相关区政府及时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书
店采取根据到店客流量决定营业人员数量的轮岗
机制，尽量节约成本。

在西安拥有数家店面的陕西嘉汇汉唐书城
策划总监李纯说：“图书经营占比逐年下滑。依
靠自身品牌，我们才在近两年保持书店盈亏平
衡，且略有盈利。”

“走出去”，或是实体书店的破冰之举
在江西南昌经营近 30年，以人文社科书籍为

主打产品的青苑书店，现拥有3家实体店，并为当
地3家公共图书馆提供运营服务。

“疫情期间，最困难的时候就要发不出工资
了。经营多年，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稳定的私域
流量，凝聚了一批有消费能力的高端读者。我们
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会员们发过一篇文章，
呼吁他们储值，帮书店渡过难关。会员们很给力，
短短几天，我们筹到了数十万元资金。但是，这绝
非经营的长久之计。”青苑书店负责人万国英说。

青苑能够渡过难关并持续经营的秘诀在
于——积极“走出去”。凭借选书眼光，他们
为南昌当地十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购书服务，
服务对象包含法院、银行、市政公用集团等。

满城书香，是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之
一。实体书店的兴衰，或许从来就
不是一个简单的经营问题。□韩寒

啃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