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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作家柳青：

村里来了个会讲英语的“老农民”
据新华社 他能用英语讲述莎士比

亚戏剧，也能把自己当作普通农民扎
根乡村14年。著名作家柳青，从黄土
高原的山洼中走上文坛，并以《创业
史》等作品蜚声文坛。

近日，来自中国社科院、陕西省作
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机
构的4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已故著名作
家柳青的家乡陕西榆林，研讨“柳青精
神”的当代价值。

10余年扎根基层，对文学痴心不
改。“从走马观花到下马看花，再到田
野摘花，从柳青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新
的写作方式的诞生。”上海大学文学院
教授孙晓忠说。

1930年，14岁的柳青考上了被称
为陕北革命摇篮的省立绥德第四师范

学校。学校里有个图书馆，从山村走
出来的他从没见过这么多书，其中一
本《西线无战事》点燃了他对文学的兴
趣。他随即又借来了更多书，书里构
筑的那些瑰伟奇绝的景象和细腻丰富
的情感世界让他着了迷。

从那时起，柳青就没有放下过对文
学的喜爱。他曾经刻苦学习英语，甚至
整本背诵了英文词典。他能阅读英文
版的《鲁滨逊漂流记》等文学作品，甚至
用英语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段落。

“柳青既沉浸于文学世界，又始终
关注现实生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段建军说。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陕
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的柳青分管农
业互助合作，发现当地皇甫乡有个村
的互助组成立一年了都没有解散，立

刻意识到这是一个观察农业改造全过
程的好机会。艺术直觉告诉他，到皇
甫乡能够“寻找”到合适的创作原型。

1953 年，柳青决定离开长安县
委，深入到皇甫乡的皇甫村去。“我马
上要下去了，把我县委副书记的职务
取消了吧。”柳青在县委会上宣布了
自己的决定。他从此踏上了去皇甫
村的土路，这一去，就是 14 年。柳青
把全家搬到皇甫村中宫寺，在那里一
直住到1967年初。

在皇甫村，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
正的农民。白天与农民一起下地，一个
锅里吃饭；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锅，与
农民一起开会聊天，这些都成了《创业
史》中鲜活的素材。

如今，在皇甫村的百姓口中，还流

传着许多柳青当年的故事。他把自己
的粮食送给村里的困难户，还捐出稿
费解决村里的用电问题。正是14年的
扎根基层，让柳青创作出了长篇小说

《创业史》，记录了我国农村合作化运
动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追求幸福的生活
状态。

柳青并没有把灵魂封闭在小小的
村庄里，而是始终保持了一名作家的
追求。“他博览群书，熟读古典文学、西
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艺术有崇
高的追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所长刘跃进说，“柳青一生只想做一
件事，就是写一部传世的长篇小说，即

《创业史》。柳青扎根基层的创作经历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我走向
文学研究道路的早期启蒙者。”

作家柳青热爱文学和扎根人民的
创作精神在陕西文坛影响深远。近年
来，“文学陕军”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
一种独特现象，这个作家群着眼于关
注现实、关注生活，创作出系列佳作。
不仅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
原》、贾平凹《秦腔》先后获得我国长篇
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还涌
现出红柯、周瑄璞、杜文娟等一批创作
力旺盛的中青年作家。

作家贾平凹说：“柳青骨子里很现
代，他懂外语，阅读量大，虽身在农村，
目光却没有局限，国际新闻、文坛思
潮，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在文学
上的大视野，学识上的多吸收多储备，
保证了《创业史》的高水准。”

■高音子 秦汉元 杨一苗

据新华社 以彰显上海文化创意
产业实力为主题的“创意上海展”3日
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是
在比利时举行的2017“魅力上海”城
市形象推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主办方代表姜迅在开幕致辞中
说：“上海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
把推进文创产业发展作为实现稳增
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抓手。欢
迎布鲁塞尔文创产业人士参与上海
文创产业的发展，共享发展成果，实
现互利双赢。”

欧盟委员会教文总司“创意欧
洲”负责人莫妮卡·尤里安说：“上海
是20世纪和21世纪涌动着灵感的缪
斯之城，也是一座以创意而闻名的
中国城市。在文化创意领域，中欧
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此次展览包括平面设计作品
展、魅力上海摄影展、文创产品展、
互动体验展四大板块。

平面设计作品展展示了上海10
余位知名平面设计师创作的近30幅
上海城市风貌主题海报，展现了上

海中心、东方明珠、外滩、豫园、石库
门、月份牌等多个上海代表性元素。

魅力上海摄影展通过24幅上海
城市风貌照片，带领观众充分体味
上海的城市风景和人文活力。同
时，该板块还展示了由农民画传承
人曹秀文创作的上海民间传统艺术
——金山农民画。

文创产品展则集中展示了一批
富有海派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既
体现中国传统人文之美，又融入现
代设计理念，种类丰富，精致玲珑，
包含折扇、香盒、漆器、鲁班锁、马克
杯、丝巾等。

在互动体验板块，来宾们纷纷
戴上特殊眼镜，排队观赏航拍ＶＲ
城市形象片《飞越上海》，身临其境
地领略浦江两岸新变化。更有许多
观众站在3D立体画《上海之巅》前，
拍出一张张创意十足的照片。

此次展览由上海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和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
理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将于7月26
日结束。 ■潘革平

据新华社 为庆祝香港回归 20
周年，自7月1日起沪上60多家港商
或港资企业开设的餐厅集中举办为
期一个月的“沪上香港美食文化月”
活动，邀内地饕客“品美食，知故事，
闻底蕴”。

由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的
这一系列活动自 6 月下旬起在上海
地标“新天地”预热，掀起市民和游
客接踵品尝“港味”的热潮。

58岁的港式奶茶调配师Winson
近日来到上海“新天地”展示拉茶绝
活，仅一个下午他就为内地游客调
制了数百杯港式奶茶、冻柠檬红茶
及青柠绿茶等，吸引众多路人围观。

据商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为庆祝香港回归 20 周年，常驻香港
的立顿公司专门派出具有数十年港
式奶茶调配经验的工作人员到上海
交流，协助港式美味进一步融入内

地市场。
在参加“沪上香港美食文化月”

的60多家餐饮企业中，既有位列《米
其林指南——上海 2017》前列的朗
廷酒店、御宝轩、喜粤8号等，也有港
丽、避风塘、唐宫等内地食客熟悉的
日常港味料理店，此外还有一些虽
为内地民众熟知，但并不明了其“香
港身份”的品牌，例如味千拉面、
Yoba 酸奶冰淇淋等，参与活动的门
店总计300多家。

到访“新天地”参与品尝活动的
香港导演吴思远称赞，这是一次出
乎意料的“港味”大集合，既满足饕
客食欲，也可提升香港美食品牌在
内地的知名度。

目前在沪港两地同时拥有米其林
三星认可的餐厅——朗廷酒店唐阁餐
厅，也宣布自7月1日起推出“香港回
归庆祝套餐”。 ■许晓青 陈爱平

据新华社 由中宣部、文化部主
办的2017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3 日在中国评剧大剧院开幕。本次
会演汇集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台剧（节）目，
参演单位主体是县级院团。

为鼓励小戏创作，会演首次安
排了 4 台小戏组台参演；28 台大戏

中，现代戏 22 台，占比近 80%，体现
了基层戏曲院团扎根基层、关注现
实的创作特点；参演剧节目涵盖 33
个剧种，如吉剧、婺剧、茂腔、淮剧、
彝剧等；所有参演剧（节）目实行 20
元至 50 元的惠民票价，让人民群众
共享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成果。

会演将持续至7月29日。■周玮

据新华社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日前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
审核通则》。通则表示，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相关单位在网络视听节目
内容审核方面，应坚持先审后播和审
核到位原则。

通则所称网络视听节目，包括：
网络剧、微电影、网络电影、影视类动
画片、纪录片；文艺、娱乐、科技、财
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网络视听节
目；其它网络原创视听节目。

通则指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相关单位应建立内容播前审核制度、

审核意见留存制度及工作程序，配备
与业务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审核员，及
相应的审看设施。审核员审核节目
时应完整审看包括片头片尾在内的
全部内容，不得快进和遗漏，每部网
络剧、微电影、网络电影、影视类动画
片、纪录片应由不少于三人的审核员
审核。

通则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
务相关单位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二
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努力传播体
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

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
作品。专业类网络视听节目应坚决
反对天价追星、无聊游戏、奢华盛宴
等不良风气，不得借真人秀节目炒
作包装明星子女。

据悉，对于违反通则规定的互
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相关单位，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将对该机构和直
接责任人员进行公开通报批评；情
节恶劣的，取消会员资格；涉嫌违法
违规的，报告主管部门依法依规予
以查处。 ■史竞男 白瀛

布鲁塞尔举行“创意上海展”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开幕

感知“舌尖上的香港”

互联网视听节目审核通则：

强调先审后播原则

据新华社 日前，在湖北省图书
馆举办的“晒谱节”上，600余件数字
化家谱吸引广大谱牒文化爱好者和
专家学者的关注。

家风、家规、家训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谱，是
一个宗族繁衍和活动的历史资料。
修谱，成为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从官方流行于
民间。

湖北是炎帝故里、荆楚文化发祥
地，家谱文化繁荣。记者了解到，目
前，湖北省图书馆馆藏家谱数量从早
前的200余部增加至2000多部，并且

以每年 200 部的速度增加。本次
“晒”出的家谱覆盖明清至当代，包括
一些珍藏多年的文物。

湖北省图书馆特藏与地方文献
部主任范志毅告诉记者，2000多部家
谱中，包括纸质家谱1500余部、数字
资源 600 余部、家谱缩微胶片 100 余
部。湖北省图同时建立华中地区首
个集收藏、整理和研究功能为一体的
家谱影像全文数据库，实现家谱资源
的共建共享。

“扫描、微缩古籍文献是一项耗
时的工作。我所经手的家谱中，最多
的一部由170余册文献组成，仅扫描

就耗费1个月时间。”范志毅称，湖北
省图利用现代化手段，建立家谱影像
全文数据库，和上海图书馆、国家图
书馆相关技术比肩，走在全国前列。
家谱数据库的建立不仅成为湖北地
区家谱信息资料中心，同时依据古时
人口迁徙的方向，将湖北、江西、安
徽、河南、湖南各地的家谱相连。

据了解，湖北省图书馆还将开
展公众家谱阅读服务，指导各姓氏
的家谱纂修，同时加强与海内外相
关机构的文化交流，长期开展家风、
家谱公益讲座，服务于湖北经济和
文化建设。 ■喻珮

湖北“晒”出家谱数据库

7月2日，由中国关工委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原创儿童音乐剧《积木宝贝之魔法传奇音乐之旅》在北京上演。该
剧从2至6岁孩子的视角出发，精选互动音乐游戏，通过视、听、唱的表演和互动，启迪孩子们探索音乐剧的魅力。图为演
员们在原创儿童音乐剧《积木宝贝之魔法传奇音乐之旅》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