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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在湖北武汉开幕。本届展览共有84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展出展品4683框。这是
我国举办的第三次世界集邮展。图为参观者在展厅参观展品。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据新华社 精致曼妙的楚式漆
器、纹饰流畅的仿古青铜……具有荆
楚特色的“非遗珍宝”在校园内逐一
呈现；曲水流觞、青瓦白墙，融汇古今
的楚式“居民院落”里蕴含着师徒相
教的口传心授。

这是位于古时楚国都城、今日
湖北荆州的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
技能传承院，它不仅是一所职业教
育学校，也是中外游客慕名前来

“打卡”的景点，观众在此可尽览楚
地的非遗精粹，欣赏传承人的绝活
表演。

传承院内共展示8项国家级、39
项省级非遗项目，包括汉绣、磨鹰风
筝、雕花剪纸、榫印木雕等。楚式漆
器当属其中最具荆楚特色、制作难度
最高的非遗项目之一。记者步入一
间宽敞的楚式漆器陈列馆，各类仿古
漆豆、漆碗、漆盘、漆奁等小型漆木
器，以及鼓、琴、排箫等乐器依次排
开。尤其荆州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
虎座鸟架鼓的复制品，吸引南来北往
观众的目光。

入夏后的湖北，潮湿闷热。但正
是这里特殊的气候环境，孕育出最适
宜制作漆木器的原材料——天然生
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地，漆树茂然
生长，漫山遍野。“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

大漆在华夏沿用已久，天然漆为
楚人所用，调剂髹涂之间，浪漫绮丽
的楚文化呈现在一件件木漆器上，曾
风靡于王室，也流传于百姓。而还原
战国时期楚氏漆器的精妙之处是现
代非遗传承的关键所在。

楚式漆器髤饰技艺传承人邹
德香自 1961 年学习楚式漆器髹饰
技 艺 ，率 先 在 传 承 院 尝 试“ 师 带
徒”。他告诉记者，楚式漆器制作
一直沿用从鄂西采集而来的天然
漆液，从木胎雕刻，到数十遍的髹
漆，以及少则十几遍、多则几十遍
的磨光过程，当代髹漆技艺力争还
原 2000 多年前楚墓中出土器物的
样貌。

据了解，截至目前，这座超过1.3
万平方米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中心，已
建成荆楚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楚式
漆器髹饰技艺保护利用设施等完备
的教学和展示空间。最初，学生可通
过选修课、兴趣班的形式学习非遗技
能。直到去年，学校正式成立非遗专

业，定向培养学生。
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

承院院长许小兰介绍，学院设置非
遗通识教育课程，包括 6 个理论课
时、10 个体验实训课时，让学生深
入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
验感受非遗传统技艺，增强学生参
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自觉性和社会
责任感。

走进一间间工作坊，时间仿佛变
得缓慢而悠长。16岁的成亚萍独坐
在桌前，手持笔尖炙热的烙画笔，反
复练习葫芦烙画技艺。她已经可以
脱离草稿，在葫芦上直接烙画、自由
创作。

“我学的是护理专业，最开始对
葫芦烙画非常感兴趣，有时间就来跟
着张远龙老师学画一两个小时，现在
我已经决定以此作为自己的职业追
求。”成亚萍说，她希望可以一直画下
去，有一天能超越师父。

和“葫芦烙画大师工作坊”的规
模类似，传承院目前共吸引 20 位国
家级、省级非遗技能代表性传承人和
工艺美术大师签约入驻，配套建立了
20个集非遗保护、传承、教学和生产
为一体的工作坊。楚式漆器髤饰技
艺、青铜器铅锡刻镂技艺、汉绣技艺
等荆楚非遗项目，均在传承院有了自
己的“阵地”。

近年来，大师们累计亲授和培
养近千名学生，其中部分学生经过
持续 4 年的刻苦研习，掌握了非遗
传承技艺的核心技艺，得以真正延
续非遗生命。

一些极具荆楚特色的非遗项目
也已走出“深闺”，甚至在米兰世博会
等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中得以展示，
吸引海内外收藏者询价、购买。比
如，依托于国家级非遗项目铅锡刻镂
技艺而制作、复制的青铜器，以及基
于楚式斫琴技艺而制作的古琴，均由
指尖的“小手艺”变成了世界范围内
的“大生意”。

据了解，从传承院内“走出去”的
颇受欢迎的越王勾践剑的仿制品售
价高达数万元；一件制作周期长达半
年的精美古琴最高甚至可卖到数十
万元。由此一来，更多优秀的非遗学
生也被吸引留在传承院精耕细作，传
承传播。古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实
用主义精神在当今的楚地流淌蔓延、
生生不息。 ■喻珮 皮曙初

据新华社 从影视经典到文艺舞
台新经典，改编作品正在成为我国文
艺创作的新潮流之一。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
记》等多部改编自我国不同时期影视
佳作的文艺舞台精品，前不久在上海
摘得文华大奖。6 月 10 日在上海开
幕的第 25 届上海电视节，首次将白
玉兰奖最佳编剧评选分为“原创”“改
编”两个组别进行，致敬原创的同时，
也致敬剧本改编工作者。

唤醒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
初夏的上海，文艺盛事接踵而

至。6 月中旬起，第 25 届上海电视
节和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相继
举办，与上月的第 12 届中国艺术节
呼应。

与这些重大文化活动同期举办
的上海影视四季沙龙，请来国内影
视界和话剧界代表，共话“文艺创作
用心、用情、用功”。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胡劲
军介绍，不仅《永不消逝的电波》从
银幕走向舞台，“变身”现代舞剧，实
现创新发展，上海还将 2014 年风靡
全国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重新创
排，搬上京剧舞台，对经典电影《战
上海》也进行创意改编，推出全新杂
技剧。

文艺评论界认为，以《永不消逝
的电波》《战上海》等为代表，从影视
作品到舞台剧目，通过符合时代特点
的再创新，可以唤醒几代观众的“集

体记忆”。
比如获得文华大奖的话剧《谷文

昌》这个题材，就曾被多次拍摄成电
视剧，先后由郭凯敏、辛柏青、刘佩琦
等演员扮演谷文昌。有热心观众在
网上留言，期望实力派演员参与的改
编作品再多一些。

现实主义始终来自现实生活
从舞台到银幕和荧屏，抑或从银

幕和荧屏再到舞台，故事的真情实感
是打动观众的前提。

上世纪60年代，电影《霓虹灯下
的哨兵》受到观众欢迎，其创作蓝本
为同名话剧。这部作品的改编过
程，其实也是电影主创团队到部队
下生活的过程。而今获得文华大奖
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探索的是

“从影视到舞台”的新模式。早年孙
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已成经典，新近创排的同名舞剧继
承了影视艺术的视觉呈现方式，将
故事巧妙地搬上舞台。为此，上海
歌舞团的主创团队经历了近两年的
调研和筹备。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国家一级编剧王丽萍感慨，如今影
视作品已开始反哺舞台创作，不论
哪种形式，不变的是创作初心，就是
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她说：“不
断积累和挖掘生活中的动人细节，
对我们来说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搞浮光掠影式的作秀，出不了
好作品。”

让艺术形象更加留得
住、传得开

“要想打动观众，首先要打动自
己。”在上海影视四季沙龙里，多位专
业人士提出这样的观点。

从电视剧到民族歌剧，《马向
阳下乡记》的创作给文艺工作者新
的启发。文艺评论家赵彤分析，

《马向阳下乡记》的戏剧冲突处理
得恰到好处，特别是“马向阳”这个
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家庭环境、工
作岗位的设置等很自然，贴近当代
百姓生活，人物本身也拥有一些同
龄人的小烦恼，在此基础上讲述青
年干部下乡挂职的故事，更能引发
观众共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演
员杨立新对舞台和影视创作均有较
深体会。他感慨，话剧《茶馆》演到极
致，大家发现“舞台上‘只有人’”。也
就是说，人物刻画太鲜活，即使戏很
少，这个人物一样能留得住、叫得响、
传得开，久而久之与观众产生难舍难
分的共鸣。

王丽萍认为，塑造百姓喜闻乐见
的人物，讲好每个人的中国故事，呼
唤影视与舞台之间更多的互动及衍
生版权开发。

“用心、用情、用功，总有新收
获。”杨立新说，从一名话剧工作者的
视角看影视创作，感到影视和舞台艺
术这两个行当都充满了机遇。

■许晓青 吴霞

“用心、用情、用功，总有新收获”
——影视佳作反哺舞台艺术的启示

据新华社 六卷本文学访谈录
《对话百家》新书发布会近日在上
海举行。这套丛书收录了王蒙、王
安忆、迟子建、阿来、莫言、贾平凹、
陈忠实、麦家、刘慈欣等 130 位当代
中国作家的对话实录，以文学照亮
心灵。

据悉，《对话百家》丛书由青年报
社联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分为

《安顿灵魂》《文化酵母》《精神胎记》
《生命暗道》《光的方向》《世相人心》
六卷，其收录的作家既包含 17 位茅
盾文学奖得主、60余位鲁迅文学奖得
主，也覆盖了学者型作家、先锋派作

家、网络文学作家等类别。
众多作家在访谈中敞开心扉，讲

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历
程。作家张炜耗时 22 年写就 450 万
字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只因有一个
声音在内心告诉他“如果不写完这部
作品，恐怕一生都不会安宁”。麦家
的长篇小说《解密》经历 17 次退稿，
他却从不放弃，戏言“每一次退稿对
作品来说都是‘打铁’”。

以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著称的
作家冯骥才在访谈中坦露心迹：“如
果一直画画，我可以成为富翁，也可
以庸俗地住进豪宅，但是我偏偏选择

了做文化抢救。”
“选择文学！因为有了文学就

可以活下去，有了文学就可以感受
宽广、丰富和辽阔的人生。”上海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在新书发布
会上说。

作家潘向黎则寄言当下中国年
轻人，愿文学让他们的心灵有光，

“每个人都有一次成为诗人的机会，
那就是在青春岁月中。相比过去的
青年，现在的青年人审美独立，内
心强大，有一种不盲从的精神，这
都为文学鉴赏和创作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孙丽萍

据新华社“长春解放在即，我
们不久就可在长春相见了。那时
我们该有多么快乐呀。”革命烈士
李真凡 1948 年在一封书信里这样
写道。

长春市档案馆6月10日发布了
十件革命文物，这封信件就在其中，
目前保存在长春市档案馆革命历史
档案里。

据长春市档案馆副馆长赵欣介
绍，李真凡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秘密工
作者，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吉林
师管区的上校军法处长。收信人“景
云弟”，全名阎景云，和李真凡一样曾
在上海求学，接受了进步思想。

“多一人认识了解，就少一人反
动。说服他们，目前形势的看法，必
须要走革命的途（径），这些不用我
说，你比我明白的多了。”李真凡在
信中对阎景云说。赵欣讲解：“李真
凡希望阎景云多联络一些进步青年
加入共产党，共同迎接长春解放的
曙光。”

李真凡于 1947 年来到长春，任

职国民党吉林师管区的上校军法处
长期间，住在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司令
李寓春家。其间，李真凡获得很多重
要的军事情报，这封信是他以探望亲
属为由秘密写成的。

1948 年 5 月底，李真凡被叛徒
出卖。为了从李真凡口中获取长春
地下党的活动情况，敌人对他施以
酷刑，却一无所获。“李真凡在新中
国成立前夕被杀害，很多老长春人
都有印象。后经考证发现，收信人
阎景云也在 1948 年被敌人杀害。”
赵欣说。

此次长春市档案馆发布的革命
文物中，除李真凡的书信，还有长春
特别市市委书记石磊用过的收音机、
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
军字第一号布告、长春特别市政府发
布的政秘字第一号布告等十件革命
文物。

赵欣表示，希望通过深入挖掘
馆藏档案资源，让具有革命文物性
质的档案“活起来”，用红色档案讲
好中国故事。 ■李双溪 张箫月

湖北：荆楚文化在校园流淌

长春发布革命文物
烈士书信讲述真实版“潜伏”

《对话百家》出版
130位当代中国作家带来“思想的光”

传统节日的共生、共融、共存

中国传统节日十分丰富，这种丰
富性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源于
中华民族辽阔的地域、气候的构成和
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源于中国境内生
活着的56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
传统。这种传统节日的丰富性特征
在《中华节日名典》中体现得十分突
出。比如在描述火把节的时候，首先
对“火把节”流传的民族、区域进行了
总体上的概括，并对不同地区、不同
民族的火把节进行了叙述，弥勒火把
节、傈僳族火把节、彝族火把节、迪庆

彝族火把节、中国凉山彝族国际火把
节、白族火把节、拉祜族火把节、普米
族火把节等，这些描述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许多民族围绕火而形成的仪式
和传统节日的重要性和多样性，以及
同一种传统节日在不同民族地区接
受和传承的状态。同时，也把我们带
到火把节的习俗长廊之中，感受到走
向火把节走向现代的特殊魅力。因
此，《中华节日名典》在呈现中华民族
文化多样性、多民族共享共融的生活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是民众特殊时段

的生活，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以仪式的
形式表达出来。《中华节日名典》重视
传统节日的细节性记录和描述，比如
对苗族赶秋节的记录，将苗族赶秋的
习俗来源、赶秋的具体过程以及赶秋
的众多习俗呈现在读者面前；五月端
午节，著者将各地、各民族端午节的
名称、内容呈现出来，诸如端午节、端
阳节、大端午、末端午、布依族端午
节、羌族端午节等，将目前调查和记
录的我国端午节习俗悉数呈现在世
人面前，让读者犹如亲临现场，又有
穿越时间、跨越空间畅游中国端午习
俗的感觉。

“有钱没钱，团聚过年”“过了腊
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
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
锅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
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
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像这类中国

“年”的俗语、故事和习俗十分丰富，
它充分显示了“年”在中国人生活中
的重要性。“年”也叫“春节”，是中国
的第一大节，《中华节日名典》以时间
为轴心，系统呈现了春节的生活知
识，著者从腊月初八开始记录了吃腊
八粥的仪式，腊月北方二十三和南方
二十四均为“小年”，以祭灶为中心，
清扫室内外，让其干干净净迎接新的
一年，也开始了正式置办年货，每一
天置办什么年货有明确的内容；大年
三十除夕夜“除旧布新”的系列活动
中的贴春联、挂年画、守岁、吃年饭、
压岁钱等活动尽收其中，各民族、各
地区辞年的习俗琳琅满目。在新的
一年里，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元宵
节，每一天的民俗活动完整地得到呈
现，拜年的习俗规矩、“破五”的意涵、
初七“人日”的信仰，以及到了正月十
三至十五的“试灯”“灿灯”和“正灯”
等不同以“灯”为核心的习俗，在不同
时间内的仪式和意义，将“年”的习俗
生活推向又一个高潮。更为重要的

是，该著在春节和“年”的处理上，把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春节和

“年”展示在世人面前，为中华民族第
一大节“树碑立传”。

中国传统节日承载了民众生活
的历史和地方传统，许多传统节日的
历史十分悠久，这些传统节日见证了
中国人的精神需求，记录了中国人的
文化记忆，许多珍贵、久远的传统节
日在《中华节日名典》中得到展示。
比如该著作记录的“天穿节”就与女
娲补天的神话记忆有关，该条目内容
详细记录了流传在陕西等地区“天穿
节”的具体内容：煎饼“补天穿”“天穿
射”和“乱饭扎针”等活动。可以说，

“天穿节”的活动将远古时期的习俗
传递下来，并且在今天以现代的形式
活跃在民众生活中，这种跨越历史长
河的习俗经久不衰，证明了中华民族
民俗传统文化具有根基性的特征。

《中华节日名典》的编排结构新
奇，这种结构充分尊重中华传统节日
的时间结构逻辑和中华民族传统特
点。在总体结构上，分为“农历节期”
和“非农历节期”，将中华民族传统的
时间体系对象化到传统节日的传承发
展之上，强调了“农历”立法对于传统
节日生成、发展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
在传统节日话语体系建设上重视本民
众生活和本土习俗，具有明显的创新
性。更为重要的是，该著将“二十四节
气”和“四季物候生产节期”作为重要
的类型进行描述，关注了传统节日与
中国民众生活的内在关联性。

《中华节日名典》收入了传统节
日的生活形态、仪式形态和舞台表演
形态，这些恰好记录了当下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形态的多种类型共生、共融、
共存的关系，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代
历史的力量，也展示了以传统节日为
中心的人民生活的自豪感和自信力。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林继富）

《中华节日名典》
李耀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青年变革者》述及梁启超求
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
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
戊戌政变前夜。作者以深入历史细
部的精准笔法，描摹出时代变局下
梁启超饱满立体的个人形象和生动
多维的时代群像。《青年变革者》既
是一部具有学理价值的史传，复苏
历史中的个人，亦铺展了一幅浩瀚
的时代全景。

第3版时报周末·悦读

《成事》
作者：冯唐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作者：许知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成事》以梁启超编选的《曾文
正公嘉言钞》为底本，集合曾国藩、
麦肯锡、冯唐个人过去二十年的管
理实践，提供了简单实用的成事方
法论，帮助中国管理者克服心魔、
带领团队，成事、持续成事、持续成
大事。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涂秀虹
人民出版社

建阳，宋明小说刊刻的重要地标

福建建阳，位于绵延的武夷丛山
之中。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地区，却是
古代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标。作
为宋元明三代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它
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地位令人瞩目。

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的物质形
态历史——小说编刊和传播条件对
小说艺术、小说阅读和接受的影响，

引起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在这
个研究热点中，明代建阳书坊刊刻小
说备受关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存世于今的宋元小说刊本不少出于
此地，而现存的明代小说刊本三分之
二出于此地，因此，建阳刻书对于中
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
意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涂

秀虹多年来致力于建阳刊刻小说的
研究，其专著《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
刊刻》对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
细致的研究。

明代建阳为何会成为小说刊刻
的中心？建阳究竟刊刻了哪些小
说？建阳刊刻小说有什么特点？对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起过什么作
用？这是《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
刻》作者在长期研究中思考的主要问
题。本书吸收和借鉴了当前学术界
的研究成果，但对建阳刊刻小说的史
料做了竭泽而渔式的搜集和整理，理
清了明代建阳刊刻小说的编刊情况，
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主要缘于两条基
本思路，一是考察建阳刊小说的地域
特征，二是考虑建阳刊小说对于中国
古代小说发展的贡献。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从
地域文化对小说刊刻环节的影响来
研究建阳刊刻小说之版本特征形成
的原因，认为建阳刊刻之小说多为书
坊自编自刊，与闽地之教育普及、史
学积累、清官文化、民间信仰等关系
极为密切。闽地被称为“海滨邹鲁”

“道南理窟”，独特的地域文化决定了
建阳刊刻小说明显的地域特征，在题
材选择上以讲史、神魔、公案三种类
型为主，而少有人情小说。这一特征

“最主要的生成动力是建阳地域文化
形成的道德基准和书坊主的自觉选
择”，由于朱子闽学的深入影响，建阳
书坊刊刻小说通过讲述故事通俗地
演绎儒家义理，风骨刚健，在刊刻形
式和销售定位上具有普及文化、教化
民众的自觉意识。

在建阳刻书的研究中，有一个问
题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建阳刻本中
有一部分因编刊粗糙、质量低劣而饱

受诟病。建阳刊小说中也有相当一
部分不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喜
爱，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缩编导
致的文本粗陋。比如胡应麟对“闽
中坊贾”所刊的《水浒传》非常不满，
认为这些简本《水浒传》“止录事实，
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
之，遂几不堪覆瓿”。其二是上图下
文版式导致插图版面狭小、图像稚
拙，“略似人形”“只供儿童把玩”的
图像满足不了文人士大夫案头清玩
的需要。作者认为“城市文明和市
民文化的发展先天不足……缺乏叙
事文学丰厚的土壤”使得建阳编撰
刊小说缺乏原创性大手笔的精品。
而版本面貌粗陋、版式特征较为单
一，则与建阳书坊明确的读者定位
和销售策略有关。经济文化实力决
定了建阳书坊只能将其读者对象定
位为文化层次较低、消费能力较弱
的普通民众，而上图下文的版式正
是其经营策略的直接体现。建阳书
坊刊刻小说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刻书
传统：传承经典，普及大众。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通俗普及和传承发展的
意义不可低估。

齐裕焜教授为此书作序，认为
是“迄今为止最全面论述建阳小说
刊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一部著
作”。袁世硕教授则序言：“似乎可
以认为是明代小说史书写的另一种
模式。”《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
刻》把文学的分析建立在扎实的文
献基础上，既有微观考察，又有宏
观论述，特别是对建阳书坊小说刊
刻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独特而深
入，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或可为今
后的同类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王昕）

翻开《美的旅程》，跟随暹罗猫
米娜逛遍法国卢浮宫、美国纽约现
代美术馆、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德
国慕尼黑新美术馆等全球大小博物
馆，在鹳鸟菲利普的带领下赏遍乐
山大佛、万里长城、兵马俑、摩艾石
像、古罗马斗兽场等世界各地名胜
古迹，感受人类杰作背后的时代和
思想。

《美的旅程》
作者：斯捷潘卡·塞卡尼诺娃

雅各布·森格
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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