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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博物馆通过对
文明成果的收藏与展示，传播科学文化
知识，启迪人类进一步创造创新，推动社
会变革和发展。随着数字虚拟现实、三
维建模、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区
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博物馆在数字化、
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领域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法律的规范下迎
接和适应这些挑战，更好地为人类社会
服务呢？

近读西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曼女
士所著的《新媒体环境下博物馆知识共享
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书，心中忽然开朗
起来，一条明晰而可取的途径已经呈现在
我们面前。

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共
计 20万字，分六章。第一章集中介绍大
数据、3D、VR和移动互联网对博物馆社
会功能的影响；第二章针对现阶段博物馆
知识共享建设中的障碍进行反思；第三
章挖掘出公平和效率的法律价值、政府
规制的动因和以人为本的博物馆学；第
四章借鉴国外三馆馆际联盟（D-LAM）建
设成果和国际组织的倡议；第五章介绍博
物馆知识共享实现路径；第六章得出博物
馆知识共享所需的服务模式、法律保障和
具体措施。

“共享”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特征之
一。该书研究对象明确，从博物馆演变历
史出发，指出博物馆在现代社会承担的角
色和功能已然发生变化，“静态”展示转向

“动态”乃至“互动”教育，分析了博物馆在
新媒体技术应用中可待挖掘的新增长点，
包括“非遗”融合、馆际联盟、智能规划等
问题和发展前景，并就博物馆在藏品知识
产权保护、数字化建设和管理评价等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得出了“知识共享是
博物馆未来建设之路”科学论断。

该书系统性地探讨了博物馆挖掘、保
护和推广藏品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等问
题，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第一手调查资
料，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结构合理、逻辑
严谨、数据翔实，特别是作者客观评价了
新媒体潮流下博物馆的在技术应用、知识
产权保护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现状，归纳
总结出我国博物馆未来建立知识共享机
制的法律保障措施和路径，具有很高的实
用价值。

近年来，以博物馆为主题的著作有很
多，但大多集中在博物馆藏品介绍、说明
和研究，反映出博物馆学、历史、考古等学
科的积累和成就，同质性较为严重，研究
视角较为狭窄，罕有对博物馆藏品知识产
权保护、博物馆现代功能转变、博物馆法
律保障等问题的论述。难能可贵的是，该
书立足实践，集中探讨了新媒体技术对博
物馆建设和发展的挑战与机遇，这是同题
材著作中所严重忽略的内容。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刘铁光说：“张曼同志的这本专著，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将法
学、政治经济学和博物馆学融会贯通，深度挖掘博物馆知识共享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并弱化复杂的理论阐述，对于必要的概念则能做到厚
积薄发、深入浅出，为读者勾勒出博物馆在新媒体推动下知识共享建
设的美好前景，探究了博物馆如何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藏品价值，
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快实现知识共享，补充了博物馆未来建
设的蓝图设计。”

博物馆是人类智慧成果的集大成者，在知识产品的收藏、保护、
挖掘、开发、利用、推广等方面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相对于图
书馆、档案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文献，对于博物馆相关介绍较为
少见，为弥补这一缺憾，该书特别注意对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调查，
整理出 215件博物馆相关案例，并设计和整理了针对著名博物馆的
调查问卷，成为最为重要的实证资料，再运用大量真实法律纠纷和分
析博物馆受众切实感受，综合利用横向、纵向对比的方法，达到不同
研究主题之间的衔接和拓展，极大地增强了科研专著的可读性，是一
本适应于博物馆及主管单位、党政机关、高校和社会组织等人员阅读
的有关博物馆知识推广普及的“大众读物”。 □阎冬

刘林海是我的大学同
窗，且是我们西大中文系七
九级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
但他常有惊人之举，上大学
时，他是我们班唯一将同班
稀缺的女同学变成妻子的
人；工作后，他也是我们班第
一个也恐怕是唯一一个辞去
公职下海的人；工作几十年
后，他也是厚积薄发写出最
长的长篇小说——80多万字
的《汉京城》的人。

我虽然和林海交往不
多，但却知道他是有梦想的
人，而且是敢于追梦的人，他
的恋爱史、创业史和创作史
足以证明。其实早在一年
前，我们就同学方英文的《群
山绝响》产生共鸣，且分别写
有读后感，互相读后感慨不
已。林海道：新民兄，没想到
一个偶然机缘让我们发生了
强烈的共振。很高兴在闯荡
江湖数十年后我们还有如此
的契合，看来真如老兄所说
的，因了“中文”这个永不可
解的纽带。这几十年来，虽
身处与老本行不搭界的行
当，但初心未改，仍经常读
书，莫言的全部作品我都读
过。那天看了英文的书，有
一丝愧疚，为什么对自己同
窗如此上乘的著作，自己竟
浑然不知。

我在《三角书恋成佳话》
的随笔中也感叹道：三个同
班同性同学之所以因书续缘
甚或在我们这个年龄出现少
有的热情，不是我们同学自
恋，而是因文而恋，因文而
联，我们学的专业就是中文
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当年因
为服从组织分配或因为政
策，我们弃文从政，弃文从商，投笔从戎，但缪斯女神却永驻
心中。虽然由此知晓林海文学梦犹在，但看到《汉京城》后仍
然出乎意料，用陕西话说：“没有想到，林海竟然咥了个如此
大的活！”或如贾平凹的推荐语所言：“是一部艺术志向豪迈
的好作品。”具体而言，我以为《汉京城》有三大。

首先是篇幅规模大。全书分为上下册，版权页上标的字
数是 81.8万，实际字数 60多万。一共三十章，最后还带一个
尾声。林海在后记中说，九岁的时候，他就偷偷地看了当时
被列为禁书的《林海雪原》，而且追溯到他母亲哺乳他时就阅
读此书，有意无意中起到了幼教的作用，且以“林海”为他命
名，可见《林海雪原》对其潜移默化的效果。《林海雪原》是一
部篇幅规模大的作品，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近年来还
被改编成影视剧播放。联想到我自己九岁才在本村九年制
学校上小学启蒙，而林海却有幸有缘接触到《林海雪原》这样
的优秀作品，可谓起点高、动作大。规模大的作品得有高超
的掌控能力，记得平凹先生在其长篇小说创作谈说过，写作
前要画作品结构图或人物图，不然就会写乱。当然，他也说
过写时常常就抛开事先的结构图或人物图而随物赋形，顺其
自然了。在《汉京城》后记中，林海坦言：“从来没有对书的轮
廓构思过，开始提笔时，就像一盆水从手中泼了出去……我
只是顺着众多的细小水流，机械地用笔把那些痕迹描述下
来，仿佛记录一个持续的梦一样。”由此可见林海创作前没有
画作品结构图或人物图，但事实上，《汉京城》全书结构大而
不乱，情节发展线索清晰，人物善始善终，其结局也合情合
理。对于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新手而言实非易事，可谓出手
不凡的大手笔。

其次是开头场面大。作文讲究虎头豹尾，《汉京城》一开
始就是 1983年我们大学毕业那一年那一月发生的安康特大
水灾，林海在后记中也写道：2016年 10月的一夜晚，我做了
一个梦，自己在滔滔洪水中命悬一线，天地似乎合为一体，千
万个生灵在洪水中挣扎求生……由此唤醒沉睡多年却是夙
愿的文学梦。“大地像突然塌陷在无底的深渊中，四周漆黑一
片。天崩地裂的响声消失了，代之以恐怖的沉寂。遥远的地
方传来几声零星的犬吠，昭示着这个世界还存在着生灵。”这
使人联想到《圣经》创世记所写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
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以此比喻社会
人生何其相似乃尔。孙鸣飞、方鸣、杨昌利、马秉义等不就在
这洪水中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而丧命或丧失自由，而白
川、苏春明、姚丽霞、韩浩平等却出淤泥而不染，成为直挂云
帆济沧海的弄潮儿。尽管林海在后记中说：“我没有着力美
化任何一个形象，也没有刻意丑化任何一个角色……我自认
为是因为作品对他们的描写忠实于生活的本真。”但无疑从
白川、苏春明、姚丽霞、韩浩平等人的结局和孙鸣飞、方鸣、杨
昌利、马秉义等人的下场，都能看出作者的爱憎褒贬，那就是
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播正能量。

再次是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大。从书中几乎可以看到社
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党政部门、大专院校，也有公检法律师事
务所；不仅有省会城市汉京、陕南康宁、陕北红都县大中小城
市各个领域，而且有农村乡镇或城乡接合部，还涉及经济特
区、云南边防甚至国外；上至省长、副省长等高层人物、大款
老板，下至普通百姓、走私毒贩；早自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
活面貌，晚至近年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城市化、机构改革、司
法改革等等，可以说《汉京城》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四十年生动
形象的百科全书。

《汉京城》之所以取得如上三大特点或成就，与林海的生
活面宽息息相关，前面说过，他在政府部门干过，后来辞职下
海，当律师，接触的生活面日益广大，这就说明生活面越大生
活就越趋于丰富，积累的写作素材也就易于丰富多彩。当然
也与林海一直坚持读书汲取先进的文学营养密不可分，还与
他一直追梦与缪斯女神不离不弃至关重要。林海在题为《追
梦的过程》的后记中记述了自己萌生文学梦、追逐文学梦、记
录文学梦后写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首先是追梦，亦即自己
的文学梦；其次是记梦，也就是把一个虚幻的梦境记下来，作
为提供给乐于阅读者茶余饭后的闲趣。如果能借此传播正
能量，那实在是一份意外的收获。

写到这里，不禁由林海的创作梦联想到我们西大中文系
七九级对文学梦的不懈追求，虽然我们班大部分毕业分到党
政机关大专院校和其他部门，没有一个分配到作协或文联工
作，但我们有方英文、马玉琛、徐海滨、李浩、陈敏、陈文远、梁
文源、董惠安、刘林海以及笔者等十多位同学坚持文学创作，
形成日益令人瞩目的西大中文系文学创作群体现象。笔者
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由一个个或一群群
这样的追梦人或追梦群体组成的。只有如此一个个或一群
群的追梦人或追梦群体组成奋斗者（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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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姚家明先生的中短
篇小说集《冬日暖阳》，感觉如享盛
宴，回味无穷。

这本文集辑选了他近年来发
表的十七篇中短篇小说佳作。通
过这本小说集的公开出版，再次证
明了他不愧是商洛作家群里一位
极具实力的作家——作家长期生
活在基层，对底层人的生存现状非
常熟悉。他大胆地选取素材，然后
进行艺术加工，以中短篇小说的形
式展现出来。

作品多数内容反映的是人的
生存困境和其精神追求，以及由此
衍生出来的对人性和伦理的冲
击。通过这些故事，折射出了人们
的迷茫与困惑、不屈与抗争。《房
子》写的是女大学生林红到大城市
找工作，最后应聘到一家房地产公
司的故事。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
写作手法灵活，详略得当，虚实结
合。作者将主人公林红的办公室、
卧室、浴池等进行详细描写，将其
内心变化细致地描写，将总经理和
前任总经理助理刘小梅借他人之
口虚写，揭示出现实生活中金钱和
权力对人性的考验，前任助理刘小
梅的经历暗示着林红将会面临的
不幸。

这篇小说写得灵动而又深
刻，以小见大，写出了涉世未深的
女大学生面对花花世界的各种诱
惑，该如何抉择的困惑，充溢着
人性本能的张力。结尾处理得
尤为精彩：“总经理就要从欧洲回

来了。林红还是没有决定自己的
去留。”岗位薪酬是丰厚的，房子
陈设是豪华的，当然，房子里也能
嗅到前主人淡淡的香水味，更能
从细微处发现背后的故事……林
红该何去何从？询问同学和闺蜜
都不得而知。含蓄性、悬念性和
不确定性为读者留下了充分想象
和深思的余地。

作者是一个对生活特别敏
感，心思细致缜密的作家。他善
于围绕一个看似简单的事件，抓
住人物语言、动作和心理，冷静而
耐心地对主人公进行细致刻画。
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展开，作者
对当下社会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
剖析，以引起人们深层次的理性
思考。《一串鱼》故事虽小，但内涵
丰富，读起来非常耐人寻味，生动
反映了高考对农村人生活、心态、
命运的影响，考上大学的与没考
上大学的家庭不同人内心的微妙
变化和情感体验，具有一定的典
型意义。

主人公“我”高中毕业后幸运
地考上了大学，暑假到姑姑家玩，
非常想让表弟春山像以前一样带
自己到门前不远处的池塘里去抓
鱼。但表弟因不爱学习，成绩不
好，他爸爸认为将来一定没出息，
在饭桌上故意冷落他、辱骂他，他
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屈辱和压抑。
从他的神态、动作上可以看出其倔
强和不满：“难道只有考上大学才
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吗？”再不
愿陪我去捉鱼，每天有意无意找借

口回避着我，最后在他妈妈的劝说
下，一人到池塘里捉了一串鱼，不
声不响地放进伙房的盆子里，又
一人上山砍柴去了。我开始到
姑姑家时，姑姑、姑父都夸我有
出息，考上了大学，为家里争了
光，内心是非常愉悦的。去上大
学前，我还是非常期待春山再带
我去捉一次鱼。可当午睡热得
睡不着，来到厨房喝水时，无意
中发现案板上盆子里有一串鱼，
便瞬间明白了春山是在有意躲
着我，我们的关系因高考再也回
不到从前了。失望和落寞瞬间充
满大脑，便不顾姑姑的极力挽留，
找借口执意回家了。

故事很简单，一串鱼是贯穿
全文的主线，通过作者的准确细
致描写，极具可读性，使每个人物
立体而又鲜活，折射出农村的人
情百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曲终人不见》是小说集里的
压轴之作，最能反映作者深厚的
文字驾驭能力和谋篇布局能力。
文章曲折的情节、细腻的叙述，令
人击节称赞，深邃的思想架构又
使人沉思。

姚家明追求有血有肉的人物
刻画和跌宕起伏的故事设计，往往
能通过人物和故事的巧妙结合来
产生一种总体氛围的渲染，通过这
种渲染，来冷峻而深刻地描绘出社
会的状态。爱情是文章的发展线
索，人物的性格就是自己的命运。
作者熟练地运用白描的手法来刻

画人物，塑造人物性格特征。作品
围绕沈静与李规的爱情纠葛曲曲
折折地演绎推进，展现出的人情冷
暖，常常引起读者情感共鸣，甚至
扼腕叹息。

文章每一个细节都做了精心
铺设，举一个例子，作者在设计人
物名字时就很费了一番脑筋。在
《红楼梦》里，人物名字是具有特
定喻义的，比如甄士隐，取意为

“真事隐”，贾雨村取意为“假语衬
言”，金陵十二钗中的元春、迎春、
探春、惜春名字的第一个字连起
来就是“原应叹息”，暗示着她们
让人叹息的命运等等。这些人名
绝不是曹雪芹随意而为，而是体
现了人物性格特征，预示着各自
的命运归宿。同样，姚家明在文
中主要人物的名字安排上，也有
着自己的独特考量。

女主人公名曰沈静，点明了
其性格沉静如水。她文静乖巧得
近乎懦弱，这名字隐含着其悲惨
命运的结局。这位美丽姑娘，对
爱情充满期待和向往，本来上大
学时有着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
可父母不同意，让她回到本县就
业，说是要为她安排更加美好的
生活，她听从了父母安排，回到县
里考取了基层公务员。她的父亲
沈功成为了谋求自己职位的升
迁，非要让她嫁给顶头上司李局
长的儿子李规，可李规又是一个
品质有着严重缺陷的小伙。他是
个小小的“官二代”，自小娇生惯
养，内心极端自私，性情暴戾。李

规的名字也有特定意义，与李鬼
谐音，他在文中像鬼一样游荡着，
左右着沈静的命运。二人三观严
重不同，但沈静在父母的高压下
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她的眼
里，父母的爱是窒息的、虚假的，
她只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在
官场，她只是一朵随波逐流的落
花，当父母的爱露出虚假的本来
面目、谎言被一一揭穿的时候，
谜底在眼前暴露无遗。我们能
真切地感受到主人公沈静的震
惊与战栗，最后万念俱灰，在自己
就要出嫁前的某个冬天下午，大
雪飞舞，独自来到公园假山前的
人工湖边，像雪一样入湖无痕。

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佳
作，其蕴含的主题思想具有极高
的社会价值。沈功成夫妻二人
本是普普通通的基层干部，在生
活中追求势利、虚荣，其内心是
自私、卑怯的。领导要将其女儿
沈静说给自己的儿子为妻，沈功
成和妻子受宠若惊，把这当作改
变命运、职务升迁的一个契机，
不顾女儿的反对，千方百计要促
成这段婚姻。沈功成的所作所
为既可气又可悲，其名字意为

“沉醉于功成名就”，暗含着他
对功名、权力超乎寻常的狂热。
盘根错节的官场将其挤压得透
不过气来，为了能被提拔成副局
长，他竭尽全力巴结讨好顶头上
司，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崇高的
父母之爱被其撕扯得鲜血淋漓。
对权力的扭曲追求使其变态疯
狂，最后随着女儿失去，所有的一
切转瞬成空，为读者留下无尽的
思考。

另外，小说集中收录的像《弃
婴》《黑月亮》《最后的真相》《板
凳哥》等篇目，同样非常精彩，震
撼人心。人们钟爱喜剧，向往爱
情婚姻事业的美满与成功，这也
是文学作品中的古老话题。但直
抵灵魂的往往是悲剧，最震撼人
心的往往也是悲剧。作者推陈出
新写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形象和不走老路的故事情节，让
人耳目一新。

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优秀作
品集。 □胡发坤

读《冬日暖阳》，悟人生百态

这些年来在我印象中，因为先看了热
播电视剧之后产生浓厚兴趣，进而阅读原
著小说的有两部，一部是《闯关东》，另一部
是《狂飙》。

这两部流行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天
生就是为电视剧改编而创作的。区别在
于，《闯关东》的原著和电视剧中的人物、剧
情以及背后所表达的人文情感和时代内涵
几乎完美吻合，绝对属于那种互相成就的
类型；《狂飙》和同类型扫黑反腐题材的流
行小说相比，应该说是相对比较中庸的，其
文学水准稍逊于《闯关东》。而经过电视剧
的适度改编和演员们的精彩演绎，《狂飙》
可谓提升了一个新的档次，它不仅成为年
度热播电视剧，而且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
谈资，难怪有人赞誉它为近十年来国产电
视剧的天花板。

先说说有关导演的话题，我认为电视

连续剧《狂飙》徐纪周导演的高明之处有
两点：

首先是对原著的改编相对平和与巧
妙，使其更加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尤
其原著中有不少描述黑社会残忍血腥的场
面，在播出的电视剧中都基本删除或经过
艺术处理。还有原著对于人性中虚伪、贪
婪、叛逆的揭露，电视剧中不同程度地进行
了艺术弱化，让人们尽量多看到人性中真、
善、美的一面，可见导演“用心良苦”。

其次，导演对电视剧情节处理的节奏
恰到好处，整个剧情一环扣一环，张弛有
度，详略得当。导演充分利用镜头语言的
特有魅力，对原著进行了二次创作，其中不
乏灵光一现的经典镜头，让剧中众多人物形
象栩栩如生，在观众脑海中烙下深深印记。

再谈谈有关演员的话题，这也是该部
电视剧之所以打动观众的关键所在。如
果不看电视剧，一般读者都会认为安欣是
书中的绝对主角，不仅他在书中是正面角
色，性格纯粹，有情有义，英勇顽强，正义
感极强，像个孤独的斗士；而且他戏份多、
类别广，贯穿全书始终，比如书中安欣利用
禁毒大队的光荣传统劝说杨健、马涛弃枪
投降的那段场景，看后就令人血脉偾张，
拍案叫好。

但是看过电视剧后，观众会突然发现，
反面角色高启强才是剧中当之无愧的主
角。我这里并不是想说演员张译演得安欣
不好，应该说张译尽到了一个演员该尽的
努力，他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跳出书中对安
欣的定位，一个中规中矩的安欣在一个光
芒四射的高启强的光环下完全被掩盖住

了，人们在天空看到的永远是最亮的那颗
星。套用一句话，不是张译“无能”，而是张
颂文“太狡猾”！

一个混迹影视圈多年不被广大民众关
注的演员张颂文，为什么能够在电视剧《狂
飙》中一炮走红？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张颂文多年的演出艺术功底在这部电
视剧中厚积薄发，他对书中角色的定位和
演绎既忠于原著又超越原著。说他忠于原
著，书中的高启强冷血无情、残暴狡猾、善
于伪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帮老大，张颂
文演到了“神似”；说他超越原著，电视剧中
的高启强所表现出来的温文尔雅、重视亲
情、讲究江湖道义的形象，是张颂文演出的

“升华”。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张颂文的倾
情出色表演，赋予了高启强这个反面角色
新的形象，一个无恶不作的黑帮老大竟然
能够得到绝大多数观众的认可、同情甚至
赞扬、钦佩，这在中国电视剧史上虽不敢说
绝无仅有，但一定鲜有所闻。

在此首先声明，我没有跟风的意愿，我
之所以这么肯定张颂文的表演，是因为我
拿书中的描写和电视剧中的表演两者对比
而得之。比如，莽村的李有田和高启强一
起在饭桌上谈判决裂，书中原文就写了这
一句，“高启强勾勾手指，唐小虎把头凑过
来。‘我想吃鱼了’。”在电视剧中，张颂文这
一段的表演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的，观众从
他脸上细微变化的表情和颤抖的手，可以
看出高启强被羞辱后，顿起杀心，表面还要
强装镇定，用力掩盖内心狂躁，立刻就安排
报复行动，还不能让外人看出自己想要报
复的心思。还有一段，高启强带着一帮人，

拿着果篮到医院看望在重症监护室躺着、
生命垂危的李宏伟，安欣拦着他不让进去，
书中的描写没有多少细节，更没有写高启
强摇头晃脑退步走那一段场景，电视剧中
张颂文把这段演得活灵活现，担心证人没
死，内心极度恐慌，表面强作嚣张，被拒绝
后又不甘心，还要在小兄弟面前表现出满
不在乎的复杂表情……电视剧中，把角色
演绎得比书中更精彩的还有徐江、陈书婷
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细心揣摩。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社会
一场伟大而深远的变革。我们在获得这场
变革巨大红利的同时，一定也会承受其对
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不利
影响。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争夺，有人为
了逐利不惜突破道德、法律的底线，甚至做
大形成黑恶势力，这当然是任何正常社会
和政府都不能所允许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打击黑恶组织违
法乱纪的重拳永不停止。“狂飙为我从天
落”，唯有此，才能赢得民心，永固江山。

我特别喜欢小说《狂飙》最后正反两个
角色的一番对话，于清淡处见真情，寥寥数
语，道尽人间冷暖、世事沧桑。高启强犯组
织黑社会性质罪、故意杀人罪等多种罪行
被判死刑，临刑前恰逢新春佳节，安欣受高
启强妹妹委托到看守所送饺子，他们回想
起二十年前春节同样吃饺子的场景，感叹
仿佛一场梦。高说：“我还是那个卖鱼的阿
强。”安说：“我还是不求上进的小警察。”高
说：“日子平淡充实。”安说：“好像也不错。”

托尔斯泰说过，没有金钱是悲哀的，而
金钱过剩则加倍悲哀！ □孙鹏

表演赋予原著新的生命
——从电视连续剧《狂飙》热播谈起

知
识
共
享
是
博
物
馆
未
来
建
设
之
路

知
识
共
享
是
博
物
馆
未
来
建
设
之
路

——
——

评
张
曼
的

评
张
曼
的
《《
新
媒
体
环
境
下
博
物
馆
知
识
共
享
法
律
保
障
机
制
研
究

新
媒
体
环
境
下
博
物
馆
知
识
共
享
法
律
保
障
机
制
研
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