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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这时去做些什么才不辜负好时
光呢？我认为最好不过就是阅读了。静心地
走在字里行间，与慢慢醒来的花草一起走进春
天，那是很美的事，也是应该的。

这时去读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吧。
好书慢慢读，读过徐迟译本，也读高格译本的，
这次已是我第三次阅读此书了。“湖中的冰开
始像蜂房那样了，我一走上去，后跟都陷进去
了。”“我已经听到青鸟、篱雀和翼鸫的叫声了，
冰那时都还有一英尺厚。”在这样的春天里，有
融化的湖水，有不同种类的鸟鸣，我读到了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样原汁原味的春天在
城市是不好找到的，它只在乡间田野。这样的
春天对在红尘中奔波忙碌的现代人来说，无疑
是一剂养生的良药、一剂灵魂的补剂，没有条
件享受到，以读此书也是好的。

这时去读张晓风。“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
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
噗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在《春之怀
古》中，作家将春天写成了温柔含羞的美丽女
子，从冬天矜持的“冷面孔”，到春天噗嗤一笑，
将冷脸笑成了花样的脸，藏了一个冬天的笑
靥，此时都在春阳里暖暖绽放。作家笔下的春
天有灵性、有情趣，引人思索。春天，不只是

万物复苏，也是心灵的醒悟。生活就是一面镜
子，你对它展开笑容，它也报你以微笑。

这时去读张爱玲。“春天带着温度，去融化
冬天的路”，冬天沉重而漫长，但春天却是如
此温暖而欢乐。漫漫酷冬留下的创伤，经过
春天，就在没有明显的征兆下，突然好起
来。的确如此，春天是一个疗愈心灵的季
节，花草树木，用它们特有的颜色和气质，给
人们带来美好的感觉，消融了冰封的路，去
向未来，又是新的一天。

这时去读与汪曾祺并称为“文坛双璧”
的林斤澜的《北国之春》。作家在文中写道：

“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膊腿，浑身
关节挨个儿格拉拉、格拉拉地松动。”“麦苗
儿在霜冰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
是的，北方“春脖子”短，但它一旦到来，还是
很“痛快”的，好像北方力大无穷的好汉把冬
天赶走了，轰地一声，是哪里河水的河冰开
裂了吧？这种独特的视觉，为北国的春增添
了一分粗犷之情。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
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看一处花
开，遇一人欣喜。“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
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
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
莲蓬。”生活不如意八九，心灰意冷时，不妨回
家看看，一家人在一起就是世间最大的温暖。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待到山花烂漫
时，她在丛中笑。”春天，不单单是万物存活的
希望，更是万物生长的力量。要相信，“冬天从
这里夺走的，春天都会交还给你”。常豁达，开
心就笑，不开心就过会儿再笑。常怀希望，无
论世事多么艰难，都不要放弃生命里的阳光。

留点清静给自己，生活得闲读书去。以阅
读走进春天，春天就有了
人文色彩，这样的春天更
美丽。 □韩景波

典籍中发现“工匠精神”
近日，一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对中华传
统文化典籍中蕴涵的科技文明进行了
系统梳理，对典籍中的各种发明记录和
工匠传说，逐一追根溯源、机趣解读，还
原成一个个鲜活生动、意趣盎然的科普
故事，让读者品味并享受五千年中华科
技文明的自豪和骄傲，并通过劳动叙
事，传播中国传统的科技文明和创新成
果，体现对工匠精神的传承。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最爱讲述工匠
如何表现绝活的故事，而墨子，简直就
是站在工匠的立场朴实地讲道理。在
儒家正统典籍之外，居然也有一类专属
于技术的专业典籍，独成卷帙，甚至是
一卷接一卷地汇为皇皇巨著，流传下
来，成为中国历史上宝贵的科技资源。
这类典籍，前有《考工记》（先秦），后有
《天工开物》（明）等，这可以说是工学著
作，与此并行的还有《齐民要术》（北
魏）、王祯《农书》（元）等农学专著，还有
医药等其他类科技专著，自然也都成了
本书一些篇章的重要资料来源。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一书，作者披
阅上百种典籍，按图索骥，从今人的研
究进入，把星星点点的记忆收集起来，
终于将中国工匠连成了“一片”。由此
书，我们可看到许许多多中国工匠鲜活
的面容和绝活。

全书按主题而非时间分类，具有
合理性。如《乐陶记忆》，专讲制陶，兼
及瓷器；《铜铁时代》，从青铜讲到铁
器；《布衣锦绣》，介绍纺织文明等等。
而第一章《姓氏百工》又具有挈领全书
的功能。

但本书又是讲古代工匠的功绩和
故事的，所以又不同于一般科技史的叙
述，即必须写人，必须见技更见人，本书
作者在书中格外注意让工匠留下姓名、
事迹和性格，不管是传说中的人物如炎
黄二帝，一半真实一半传说的人物如鲁
班，还是那些真实伟大的人物如李冰、
蔡伦，或者那些仅仅电光一现的姓名，
甚至于一些无名氏，笔者都倾注真情敬
仰，穷尽典籍线索，为他们绘影图形，还
原他们的功绩和情怀。 □毛文婧

以阅读走进春天

资 讯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

服务体系规划》，鼓励编辑出版适合老年人的大
字本图书，鼓励和支持电影院、剧场等经营性文
化娱乐场所增加面向老年人的优惠时段。

规划涉及老年人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健身
休闲、金融支持及老年用品等方面，提出在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区域，规划布

局10个左右高水平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区。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字将突破 3
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
段。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12个；群众文化机构 43687个，其中，乡镇综
合文化站 32825个。 □章红雨

国家鼓励出版适合老年人的大字本图书

书人书事

啃 书

敬惜文字

《盛装》
雷志龙、雁无痕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热播剧《盛装》同名原著小说，《无名
之辈》《第十一回》编剧雷志龙领衔执笔。

《盛装》是一部都市时尚职场类长篇小
说。小说主要讲述了新媒体迅速崛起，传
统媒体受到冲击，时尚杂志《盛装》艰难的
探索和转型过程中，总编和副总编以及投
资集团之间因理念不同和利益纠纷，所产
生的关于行业、关于人生、关于职场的思
考和故事。

《月亮的影子》
王慧 著 团结出版社

《月亮的影子》分为“自序”“驻足记忆”
“万物芬芳”“那片热土”“生命底色”五部分，
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150首诗歌。从这
部诗集的推介文字中，让读者发现了比她诗
作媲美的，是她的人生梦想和追求，是作者
成长成才的平凡与不平凡的足迹。

新书讯

延安红街

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没写过像
样的东西。春天该是复苏的时候，可我
却一直处于混沌状态，一日复一日地混
日子。眼看着大好春光从自己身边悄
悄溜走，不免有老大徒伤悲的况味。

对于喜爱写作的人来说，出书是最
大的梦想，我也不例外。从上世纪90年
代末开始迷上了写作，近 20多年来，写
写停停。虽没有大的建树，但也有数10
万字的小东西见诸报端。

回顾自己多年来的写作，可以说一
直是在蹒跚学步阶段。

30岁以前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劲头，没有什么顾虑，啥都不怕，啥都敢
写。到了 40岁，随着生活阅历的加深，
自己变得懒惰变得眼高手低起来。而
进入50岁知天命的年龄，自己却感到了
害怕，但对于一个喜爱文字的人来说，
文字犹如生命，甚至要高于生命。

早就听说文学大师贾平凹先生十
分敬重文字，他每每在写作前，要洗手
洗脸，再点上香烛，然后便虔诚地端坐
桌前，对着面前的笔和纸来一番祈

祷。在他眼里，每一个文字都具有禅
性，他要把每一个方块汉字当做自己
心中的佛来看待，对文字充满了敬畏
之情。这种情形是不是那样我没有考
证，但贾先生把文字像生命一样看待
却是千真万确的。

不久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
文学艺术馆馆长木南先生来丹凤采风
时，送我了一套他的《一字一世界》书法
作品集，其中《木南致辞》里有一段话让
我推崇备至：“先祖在造字时早就赋予
了个字单体的精神品质，让具象和意象
达到了统一。中国汉字就是创造的意
象，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汉字运用在表达
层面，运用在内容里面，忘记了每个汉
字创造时本身所要表达的意象。”读罢这
段文字，我的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汉字是
具有灵性的，得用真情来供奉它，用虔诚
来敬畏它，宁可写不出东西，也不愿以自
己的无知与浅陋去惊扰它的神圣。

这么一想，我不再伤悲，反而却
感到了从未有过
的释然。 □丹影

文创文创““破圈破圈””为旅游添彩为旅游添彩

延安红街位于延安市高新区，是一条
大型红色主题情景式街区，集红色旅游、
红色教育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红街主要
由4段红色文化街区和5个红色主题广场
组成，1.5公里的街区包括了大型沉浸式
体验馆、红色文化主题场馆、非遗民俗体
验店、陕北各式特色美食等内容，通过全
方位的红色文化赋能和智慧科技融入，为
游客带来红色旅游的新体验。

独特建筑规划提高游览兴致
“这条街到处都是打卡点，配上西北的

蓝天白云，简直一个自带滤镜的摄影基
地。”来自成都的游客王先生就深深喜爱上
了延安红街独特的建筑风格。“红街融合了
传统与创新，体现了历史延安与现代延安
的新风貌。”延安红街红色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独特的建筑风格
和丰富的空间布局，为红街吸引了大批的
粉丝，诸多游客纷纷前来旅游打卡。

延安红街空间规划五大主题广场、四
大红色街区、八大历史建筑等场景，整体采
用了延安时期的建筑风格，红街牌坊、会师
楼、新华书店等历史风格建筑和大众戏楼
等陕北民间特色建筑交错矗立，再现了延
安老城街景的空间建筑风貌，让游客在游
览中感受昔日火热的延安革命岁月，亲身
体验一场历史跟现代碰撞的红色之旅。

与其他旅游景区不同的是，延安红街
突出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对历史、民间文
化的创新性表达和传播，其中最突出的便
是位于边区广场的练兵场和圣地广场旁
边的再回延安体验馆。

沉浸式互动让游客共情、共鸣
“整个场景太逼真了，互动体验的场

景也很丰富，练兵场的体验感在国内的军
事化主题乐园中绝对算得上首屈一指。”
来自北京的游客杨先生这样说。延安红
街的创意建筑——练兵场，是街区创新互
动体验式项目的一个主要场馆。作为集

历史重现、场景体验、国防教育与红色培
训于一体的军事乐园，练兵场吸引了无数
游客前来体验。不仅如此，红街在互动体
验上还进行了许多突破性的尝试，比如让
观众“走着”看表演。

延安红街注重科技互动，将红色文
化与实地体验相结合，打造了众多创新
互动体验式项目，让游客在游玩中便能
感受到历史事件的场景，引起游客与红
色文化的共鸣。

红色文化助力红街新发展
作为革命老区、红色圣地的延安，多

年来一直在通过模式创新来实现红色旅
游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
色的红色文旅标杆项目，延安红街将吃喝
玩、游购娱和红色主题教育完美结合，为
红色文旅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为了让红街留住游客，拥有长久的生
命力，延安红街着眼于延安民俗文化，立
足打造了全方位了解延安乃至陕北优秀
文化传承的沉浸式文旅体验街区，安塞
腰鼓、延安剪纸、吴起泥塑等陕北非遗技
艺与红街文化相辅相成，不仅展现了传
统艺术的历史底蕴和深厚魅力，还让游
客感受到地方特色的吸引力，使得延安
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围绕红色旅游精神谱系中延安精
神的创新做增量，延安红街可以说既坚
持了传统，也创新了现代的表达，填补了
延安红色旅游创新的一个空白。”正如中
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所说，延安红街
作为红色旅游增量创新的典型案例，不
仅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也是完善红色
旅游综合功能的创新，更是红色旅游表
达方式和游客体验感的创新。如今，延
安红街成为红色文化旅游新的经典之
作，未来，还会继续围绕红色精神内核持
续创新，挖掘新的发展潜力，不断谱写新
的发展传奇。 □秦毅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出版工
程作为国家 15个重点文化工程之一，不
仅能集历代民众之智慧结晶，且能传之
后人使之不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陕
西卷》的编纂工作自 2019年 9月启动以
来，在陕西省文联、省民协的领导统筹
下，陕西省国学研究会组织专家进行挖
掘、搜集、抢救、整理和编纂，已相继完
成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陕西卷》《西

安分卷》《咸阳分卷》《汉中分卷》等市的
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 8 卷 800 余万
字的编纂工作，且已上交国家总编委会
进行审定。

为进一步加快编纂力度，2月 24日，
陕西省国学研究会铜川分会《铜川卷》
编纂工作组在线上召开铜川分会编纂
工作会议，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常务副主
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陕西卷》总编、

文化学者王盛华在对铜川的民间文学
编纂工作给予了肯定并作了指导讲话。

会议强调，民间文学是中华民族灿
烂文化宝库中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铜川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一定
要深入挖掘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创造的
历久不衰的民间文学成果，把铜川这片
土地上的民间文学都挖掘出来，不负时
代，不负使命。 □郭研

铜川市民间文学编纂工作会议召开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一墩难求”，
绣进苏绣的手表让人眼前一亮，有敦煌
壁画作印花的运动鞋成为“爆款”……
近年来，许多有创意、有特色的文创产
品一次又一次“破圈”，不仅创造了巨大
的商业价值，转化成流量与资本反哺了
景区和文旅活动，还成为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载体。

不断提升

文创产品是指借助于现代科技手
段对文化资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
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生产
出的高附加值产品。从简单的复制、功
能使用，到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进行个性
化设计，我国文创产品不断成长起来。

“我国文创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功能为主，代表的是以工
业设计满足一个具体的使用功能为主
的产品；第二阶段是以审美为主，代表
的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取的文化
符号附着在具体的生活、生产使用产品
中，比如融入传统文化符号的美妆产
品；第三阶段是个性化创意为主，是满
足单个群体价值、情绪表达的文创产
品，虚拟偶像、数字时装是最好的例
证。”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副院长刘江红为笔者介绍说。

与以往各大景区千篇一律的旅游
纪念品相比，我国的旅游文创在不断调
整、进步中。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景
区文创就经历了阶段性的更新与调
整。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产业发
展部部长任韧介绍：“1997 年开馆之初
是我馆的文创 1.0 时代，旅游纪念品以
文物复制品为主；2010 年以后，对产品

升级，使其更多的与博物馆的文化结
合，开启 2.0 时代。随着近几年国潮热
盛行，我们开始强化产品的文化属性和
创新创意的深度结合，勇于接纳和尝试
新的产品形式。”

反哺景区

文创产品日益受欢迎，逐渐成为许
多景区重要的盈利点，而景区也越来越
依赖好的文创产品，二者相辅相成，形
成反哺的良性循环。

今年春节，敦煌画院巧妙利用甘肃
敦煌壁画中的九色鹿、千秋长命鸟等经
典元素，开发设计了敦煌五福系列文创
产品，将春节和壁画里的神兽结合起
来，以活泼明艳的形式向人们传递新春
祝福。“今年本来打算去敦煌莫高窟旅
游，但是受疫情影响未能成行。好在有
这些年味满满、极具创意的春联和红
包，拿到快递的一瞬间我的快乐又回来
了！”在北京工作的赵小姐在过年期间
换上了敦煌画院设计的口罩。

像赵小姐这样的年轻粉丝不在少
数。据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和天
猫联合发布的《2019博物馆文创产品市
场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仅在淘宝
天猫逛博物馆旗舰店的累计访问量就
达到 16亿人次，是全国博物馆接待人次
的 1.5 倍，其中有 1 亿用户是“90 后”。
据阿里巴巴零售平台数据，仅在 2019
年，实际购买过博物馆文创产品的消费
者数量已近 900 万，购买力水平较高的
都市年轻女性为消费的主力人群。

打卡文化地标、购买国潮文创，这
样的消费方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
选择。商务部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博

物馆文创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33.7%。
“很多因疫情无法到旅游景点的人，是
因为文创产品而‘种草’旅游目的地
的。文创产品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的
一个‘新景点’。”刘江红介绍。

增加流量

文创“破圈”能帮助旅游业实现从
“资源”变成“资产”的蜕变。“文化创意
可以帮助旅游目的地更好的 IP化，通过
IP开发，真正让旅游景区的文化资源变
成了可以融入人们生活的重要元素。”
刘江红说。

好的文创产品正在吸引更多游客
前往旅游目的地。2022年春节期间，带
有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券的门票套餐
更受游客欢迎。许多年轻人纷纷来到
河南博物院，在聆听馆内丰富藏品的讲
解后，涌入文创商店，挑选自己心仪的
产品。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春节假期期间，豫博文创销售
额超 50万元。

去哪儿网数据表明，购买国潮文创
产品的用户，有近八成同时购买了文旅
IP地的机票、酒店和门票。

对于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刘
江红认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基于
文化内涵的创意；二是基于技术的集
成创新。“在创意中，充分吸取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设计出能够反映国
家、民族正向价值，时代风貌的产品是
基础条件。另外，在数字文化蓬勃发
展、日渐成势的背景下，必须考虑成熟
的技术整合，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提
高文化的表现力、感染力和传播力。”刘
江红说。 □罗兰 刁星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