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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书香嘉州

■ 方 童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刚刚
刮开大奖密码，圈内圈外就炸开了锅，内行和外行既看
起了热闹，又数落起了诸多毛病和症结。按理说，本届
茅奖的获得者可都是当今文坛的大咖，无论是格非、王
蒙、李佩甫，还是金宇澄、苏童，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是响
当当的人物，可为什么茅奖还是陷入了和其他文学奖一
样的开奖模式，仿佛总也堵不了众人的悠悠之口。

在鲁奖等文学奖近年来因跑奖、质量问题遭受舆
论一致讨伐之后，公众对待各种形式的文学奖项开始
抱以怀疑态度。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为了彰显大奖的公
正性，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甚至还聘请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62位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评奖委
员会。评委对作品进行了认真阅读、深入讨论，经过5
轮投票，于 8 月 12 日产生了 10 部提名作品并进行 3 天
公示。直到8月16日，经第六轮投票，才产生了5部获
奖作品并向社会公布了实名投票情况。如此科学的流
程安排，公正严格的录选模式，本应得到大众的集体点
赞，但或许由于近年来对文学奖的因爱成恨，对获奖作
家以及作品的生疏，让公众开始有了新的质疑：每每大
奖背后，都有各种晋升与提拔有关，这其中是否又暗藏
玄机？一些网友甚至还将历年来获得茅奖的作家奖前
与奖后的境遇做了一番对比。

我们且不说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
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这5部
长篇小说的好坏，单说这 5 名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
地位，绝对不可小觑。之所以公众对其人其作品产生
质疑，不外乎各人心中都有自己偏爱的“青菜和萝卜”
罢了，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盛装出场的题材，要想获得
众口一味实在是太难太难。

文学“获奖门”正在成为当下文艺场的一出“话
剧”，暴露出激流勇进之中的网络文学、大众文学对
传统文学造成的深重冲击，文学界再不好好把持，将
在新媒体的文艺圈中丧失话语权。而逢奖必有口舌之
祸的这种文学生态，也折射出文学与社会的疏离，文
学人与普通读者在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上日益减少。要
想获得二者之间的认同，寻找最为契机的沟通路径，
除了一方多创作与社会心意相通的作品，另一方多读
书多了解文学之外，别无他法。

走出
“逢奖必批”的怪圈

本报讯（记者宋亚娟）继市作协去年
在四川首届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期间推
出散文集《走读乐山》，获得社会各界一致
好评之后，为迎接即将在乐山召开的第二
届旅博会，市作协再次发力，集结乐山散
文创作高手，创作出《品味乐山》一书，全
方位展示乐山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文学是最好的旅游体验”，《走读乐
山》去年在旅博会期间精彩亮相，以其新
鲜的推介模式，将一个鲜活而又不失历

史与文化积淀的乐山展现在世人面前。
用文学的形式传递乐山的声音，成为乐
山作家创作转型的一个新目标。据了
解，《品味乐山》堪称《走读乐山》的升级
版，选用了《走读乐山》的部分力作，全新
布点采写了新作品二十多篇，内含描写
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以及市内各县
（市、区）风景名胜的文字，是对去年选稿
时的“查漏补缺”，以期全面、深入挖掘乐
山旅游文化、展示乐山全景式旅游。除

了引人入胜的文字，《品味乐山》还收
录了众多精美的景区图片，让文字插上
翅膀，吸引更多的人走进乐山“品味乐
山”。

“《品味乐山》将以全新的形象再度
进入旅博会现场，让天下游人品鉴世界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悠长韵味。”市作协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书由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出版，将于9月上旬与读者
见面。

2012年3月，五通桥区金山镇在全市率先打造“半小时文化活动圈”。从硬件设施投入、“文化示范户”带动、文化队伍打造等多方面入手，当地群众步行半
小时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活动场所和项目。“文化圈”启动3年来，金山镇在不断完善设施、丰富活动的同时，还利用“文化圈”传承传统文化，很多濒临消失
的民间传统艺术、舞蹈等得以“复活”，并重新兴盛。

传统文化在“文化圈”中“复活”
■ 周杰 文/图

“走喽，去广场耍！”8月11日傍晚，五通桥区金山
镇石燕子村七组村民周云兰呼朋引伴到村里的文化广
场跳舞。在周云兰的招呼下，三三两两的村民手拿大
蒲扇汇集到一起。“等我一分钟，我孙儿马上就吃完饭
了，跳了舞回来洗碗算了。”一放下碗，胡秀珍拉起10
来岁的小孙子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大队伍”。

晚上7点半，石燕子村文化广场近百名村民参与
的“扭连扭”就开始了。“奶奶，你们跳舞，我到旁边的
农家书屋看书哈，走的时候叫我哦。”今年上半年，该区
图书馆送了不少新书来，胡秀珍的孙子任佳利约上几
个小伙伴到广场边的农家书屋看书。每天晚上只要不
下雨，石燕子文化广场的人气都很旺，上百名群众在这
里跳舞、健身，学习广场舞、乐器演奏，或者到书屋看
书。

“今天的扭连扭大家都跳得不错，有点味道了。”村
支部书记余秀芳乐呵呵地告诉笔者，扭连扭是来自民
间的传统舞蹈，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会了，“半小时文
化活动圈”启动后，村里专门把传统舞蹈、表演等方面
的人才集中起来，通过广场舞的形式让村民重温传统。

“文化圈”里活动多

与石燕子村相邻的陈家寺村村民胡月华一家自从
成为“文化示范户”后，每天到他家跳舞、摆农门阵、看书
的村民络绎不绝。刚刚学完花灯、牛儿灯的村民擦了一
把汗告诉笔者：“我们这儿离村里的文化广场有点远，走
路要30多分钟，大家都喜欢到胡月华家里参加文化活
动，现在这儿都成文化大院了。”

成为“文化大院”的不仅是胡月华一家。金家滩村民
谢秀华在2012年成为村里的“文化示范户”后，镇村先
后送来书柜和图书，并组织其参加培训，提高文化、文艺
水平，现在谢秀华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化能人。“以前看到
其他村民天天到村里的广场参加活动，我们羡慕得很，
但是我们这儿离广场有点远，路上耽搁的时间多，参加
活动也耍不了多久。”前来参加文化活动的村民告诉笔
者，现在每天走10分钟就有地方参加活动。而牛儿灯、
花灯这些即将消失的民俗文化，自从“半小时文化活动
圈”启动后，好多人都在谢秀华家里学会了。

传统民俗表演“重出江湖”

金山镇地处丘陵，全镇有18个村
1个社区，村民比较分散，前些年村
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活动。近年来，
该镇每个村都建有1个农家书屋、1个
村级文化活动点、1支文艺团队。为让
离文化广场较远的村民可以参与文化
活动，全镇建立了20个“文化示范户”，
每户建立1个农户书柜，让“文化示范
户”成为20个家庭级文化活动点，通
过“示范户”组建起文艺团队 20余
支，带动了更多的村民主动参与。目
前，全镇已构筑起镇、村、户三级立
体的文化活动网络体系。

“现在村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他们渴望参加文化活动的愿望越来越
强烈。”金山镇党委书记张贤义表示，
城里的居民比较集中，参加文化活动
非常方便。农村群众居住相对分散，
让每个村民步行不超过 30分钟就能
参加文化活动，是党委、政府的目标。
通过近 3年的努力，全镇实现了让村

民步行不超过 30分钟就可以参加文
化活动，形成了“半小时文化活动
圈”。实际上，目前该镇90%以上的村
民步行 10分钟左右就能参加文化活
动。通过文化能人传授传统表演形
式，不少村民学会了牛儿灯、花灯、腰
鼓等表演，有些即将失传的民间表演

形式又得以“复活”。目前，全镇活跃
着传统文化表演的队伍达到20余支。

目前，金山镇“半小时文化活动圈”
的经验和模式迅速在五通桥推广，各乡
镇的文艺表演队、舞蹈队等越来越多，
农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文化圈”带来
的幸福生活。

构筑立体的“文化活动网络体系”

竹根镇文艺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文艺表演队正在排练
赵义 摄

金山镇村民展示精彩的牛儿灯表演

《品味乐山》9月亮相

带你畅游“文学地图”上的乐山

本报讯（记者 曾文）记者日前从市图书馆了解
到，“乐山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抗战的胜利》大型馆藏抗
战资料图片展览”将于9月1日在乐山广场开展，
随后在中心城区展出10天。

市图书馆采编部主任汤锦告诉记者，此次展览
在全面整理图书馆及相关机构馆藏原始文献的基
础上，精心搜集、整理、筛选了2000余幅再现抗战
历史的珍贵文献图片，着重反映作为抗战大后方
的四川和乐山本土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以及特
殊贡献的珍贵文献资料。其中，部分珍贵资料为
首次向社会公开展出。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乐山师范学院主办，市图书馆、乐山师范学院图书
馆、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承办，市文化馆、四川省
郭沫若研究会、四川基层公共文化研究中心、乐山

“8·19”大轰炸史实研究会协办。活动旨在通过再
现抗战历史场景，展现四川和乐山对抗战的特殊
贡献，以及乐山抗战主题馆藏成果，以此缅怀抗战
英烈，彰显民族正气，增强世人努力奋斗，实现伟
大中国梦的信心。

《为了抗战的胜利》
资料图片展9月1日开展

本报讯（纪志南）近日，犍为县作协召开“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重温历史，缅怀先
烈。

座谈会上，作协会员们回顾抗战历史，对在那
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全民抗战中作出牺牲和贡献的
先辈们，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和敬仰之情。作协会
员李佳的父亲是远征军战士，她有6名亲人参加过
抗战，有两人牺牲在战场上。发言中，李佳激情朗
诵了她根据父辈的抗战故事创作的诗歌《川军
颂》，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作协会员王文明谈到
动情处，还情不自禁地高歌抗战歌曲；作协会员余
彬深有感触地说，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个
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仅要缅怀先烈，还要铭记历
史，勿忘国耻，坚定信念，珍爱和平。作为文学创
作者，会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用手中的笔，创作
出更多讴歌抗战英烈，特别是犍为儿女为抗战作
出牺牲和贡献的优秀作品。

回顾抗战历史
讴歌英雄儿女

本报讯（记者 张家华 文/图）威武
凶猛的老虎向观众鞠躬致敬，憨态可掬
的棕熊与人共舞，机智聪明的贵宾犬成
功救主……8月20日晚，作为第二届四
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配套活动之一
的“天下峨眉·马戏嘉年华”，在峨眉山
景区天下牌坊处上演。

俄罗斯莫斯科尼古琳大马戏团，是
拥有 129 年辉煌历史的世界级马戏
团。当主持人宣布开幕后，全场气氛瞬
时热烈起来。令人惊悚的空中飞人、幽
默滑稽的小丑表演、变幻莫测的手技杂
耍，尤其是7只西伯利亚虎、两只俄罗
斯棕熊、4匹纯种马、6只贵宾犬一上
场，观众随即报以尖叫声和热烈的掌
声。

作为系列配套活动，8月21日晚10
点，“天下峨眉·马戏嘉年华”2015四川
峨眉雪花啤酒节在峨眉山市拉开帷幕，
活动吸引了逾千名当地市民参加。

“天下峨眉·马戏嘉年华”精彩上演

精彩的马戏表演

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共分两大部分，其一
为史料陈列馆展览，其二为向游客提供文化旅游服
务的“战时故宫文化园”，使人们在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的同时，也能进行一次身心愉快的休闲旅游。

史料陈列馆所在地系原朱潘刘三氏祠堂库房
旧址，依照原样修复，显得古色古香，庄严气派，从
正大门进入院内，十尊南迁护宝功臣的塑像映入
眼帘。他们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故宫博物院
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
处主任那志良、故宫博物院安顺及巴县办事处主
任庄严、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科员梁廷炜、故宫
博物院乐山办事处及峨眉办事处科员厉钧先、中
央博物院驻乐山保管人员尹焕章、故宫博物院乐
山办事处及峨眉办事处驻军警卫连长冯昌运以及
与保护故宫文物有关的著名文化人士、国立武汉
大学校长王星拱、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院长马一
浮。通过对这些曾经保护故宫文物的先辈们的深
切缅怀，让儿孙后辈永远牢记这段无比辉煌的南
迁历史。

展览厅内的图片、资料与实物，翔实、生动、形
象，再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艰难历程，以及近年来
海峡两岸开展的有关活动和研究成果。其中最值
得一提的是近年由南京博物院赠送的当年运送文
物的两个包装木箱，年代久远的封条和铁皮上传
递出充满沧桑感的历史信息。“功侔鲁壁”的匾额
虽然只是残缺部件，依然能让人怀想起国宝珍藏
安谷时发生的无数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

陈列馆对面山巅，是新开发的“战时故宫文化
园”，沿着“长寿坡”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座高
大、宏伟的纪念碑出现在眼前，在蓝天白云映衬
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为纪念故宫文物南迁安
谷而树立的这座丰碑，正面镌刻的是马衡院长的
题词：“功侔鲁壁”，背面为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
文儒的题词：“战时故宫”，彼此相互辉映，必将永
垂史册。

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

战时故宫回眸：
一个小镇与文物的邂逅

（上接第1版）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