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3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丁春凌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孙 广 赵 琢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12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点单式’服务，让我们听到了这么好的‘马派’老生戏《淮河营》，而且是一
连3场京剧，我要为省文化馆点赞！”1月29日，回想起10天前的演出，京剧票友
王庆满脸笑容。

王庆所说的“点单式”文化服务，是指辽宁省文化馆推出的“点单式”基层文艺
骨干公益培训、文化万村培训工程、红色文艺轻骑兵下基层、流动青年宫进校园等，这些服务
以百姓实际需求为着力点，满足了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需求，成为极受欢迎的文化品牌。

近期，一场网络直播引发人们关注。1 月
23 日，作家梁晓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与
董宇辉、俞敏洪等畅谈文学和《人民文学》。其
间，作为老牌文学刊物的《人民文学》以带货形
式出现在直播间，整场直播累计观看人数 895
万，最高同时在线70多万人，4小时内，《人民文
学》收获了 2024 年近 10 万套订单，成交金额
1785万元。这是靠传统征订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无独有偶，热播剧集《繁花》在央视、腾讯视
频赢得高收视、大流量与好口碑，并使2012年出
版的小说《繁花》再度引起热议。

头部直播间成为扩大声量的新场域。近年
来，诸如此类的热点现象不胜枚举。作家迟子
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主播推荐
下，4个月卖出 71万册。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
的《古诗词课》经主播售卖，签名本几现断货状
态。这庶几表明，但凡优质内容，一经互联网的
传播、孵化、铺展，均会引发人们思想、情感的共
鸣。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在当
代中国文艺场，经过数字媒介的洗礼，“互联
网+”在赋能文艺创新发展的同时，还重塑着传
统文艺生态。

网络新媒介为文学传播敞开了另一扇大
门。更贴合当下姿态、富有感染力的讲述可以
吸引更多人感受、体会文学世界的温度。“互联
网+”的融合力、塑造力基于互联网的特点、品
质和优势，突显了一种新质生产力。媒介理论
家麦克卢汉说：“电脑之类的技术没有它固有的
无能为力的事情，这种技术使我们的意识延伸，
成为一种一体的环境。”从当前媒介新生态、艺
术新生态、产业新生态的大视阈看，“互联网+”
深入发展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
式和审美趣味、思想观念，还对文艺创作、传播、
接受和再生产的机制、环节等带来深刻影响。
其突出表征除了网络文学、网络视听文艺、VR
艺术、AI艺术等文艺新形态创作生产的风起云
涌，便是一些传统文艺在传播、接受等方面搭上
了互联网的快车，或者说，“+互联网”为传统文艺
发“电”，比如，文学、戏曲、书法、音乐、绘画、雕塑
等。丰富实践表明，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深入发展，“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渗透使文艺发
展呈现两大特征：一是新兴文艺不断从传统文艺
中汲取丰厚滋养，并于探索创新中凝聚审美特
性、于蓬勃发展中彰显地位和影响力；二是在技
术、艺术、媒介、传播、产业、用户等矢量合力作用
下，传统文艺在新应用、新场景、新业态中呈现新
格局、展现新风貌。在创新发展的意义上，可以
说，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结构将“传
统文艺”托举为一个醒目的话题，同时也喻示了
其现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价值取向。

“互联网+”对传统文艺生态的重塑有庞大
网民规模、强大发展动能的现实基础。据第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对传统
文艺而言，正是由于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方才
呈现诸多“老树开新花”的景观。文学和《人民
文学》、小说《繁花》《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如此，
其他传统文艺现象也共享类似的文化逻辑。比
如，数字化、VR 化的《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
图》带给人们沉浸、互动的新体验，国粹京剧“牵
手”线上直播而扬帆“出海”，纪录片《中国3》向
全球开放“二创”版权激发广大视频博主创作热
情，线上演唱会、云展览等催生文化消费新业
态，聚焦“新内容、新表达、创精品”的网络直播
引来无数演艺人员、名人名家、艺术团体涌向新
空间、跻身新阵地……

一本杂志、一部小说，是文化产品，更蕴含
了思想价值与人文情怀。“青春岁月里我们曾以
文学的名义相聚，欢声笑语，后来我们都感受到
了文学的恩惠，生命得以被照亮。”董宇辉的这
句总结道出了不少网友的心声。当然，“互联
网+”对传统文艺生态的重塑还有扎根时代生
活、突显“精品化”生产的价值取向，其“现代”发
展的底色还有因时而兴、乘势而变的艺术规律
和“精品化”生产的质量标准与价值规定。如此
说来，在互联网时代的审美文化语境中，传统文
艺生态的重塑意味着重生的契机、创新的必然，
更意味着以优质内容为核心，在弘扬真善美中
不断提升创作生产水平，在高质量发展中呈现
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的新气象。

乐见文学
乘上直播“快车”
彭文祥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红
灯高悬，古韵袅袅。1 月 28 日，辽
宁省图书馆一楼共享大厅排成长
龙的读者在赶“大展宏图”国风市
集，古籍修复展演、雕版印刷体验、
新年福字日历制作、五色套印龙印
章钤盖、石刻青龙拓印体验、省图
书馆楹联大会、“龙跃甲辰童阅新
春”民俗与图书推荐展等活动，让
人目不暇接。据了解，“大展宏图”
新年国风市集于1月23日开始，已
有近万人参加此次活动。

大集上展示了多位非遗传承
人的手工作品，这些作品传承了传
统的手工技艺，同时融入了现代的
设计理念。满族剪纸、非遗传承于
氏面人制作、非遗传承李氏糖人制
作、非遗脸谱绘制技艺等传承人与
读者互动体验。在现场，小读者杨
箫跟沈阳于氏面人制作技艺传承
人于启全一起捏面人，一把塑刀,
一小团面，在于启全手中，仅用 10
分钟，一个栩栩如生的面人就制作
完成了。

省图镇馆精品古籍《朱文公校

昌黎先生集》中《龙说》篇的雕版印
刷体验处排着长长的队伍，读者都
想零距离接触珍贵古籍，感受历史
文化的魅力。得到王斌等专业修
复师的指导，大人和孩子都能亲手
体验古籍修复的乐趣，深入了解古
籍修复的奥妙。省图古籍文献中
心副主任李丹丹说，此次举办雕版
印刷体验、新年福字日历制作、五
色套印龙印章钤盖、石刻青龙拓印
等活动，旨在让读者感受到那份独
特的墨香与历史文化的厚重。

共享大厅北侧，开年大展——
“踔厉奋发抖精神 龙腾四海万年
春”2024龙文化主题展的纱帐上写
满了诗词，每个字都寄托了对甲辰
龙年的期待。“传统的文化符号与
明亮的阅读空间营造出独特的国
风味道，成了读者的打卡地。”省图
阅读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芦艺说。

红色灯笼、童趣风筝、吉祥挂
牌将省图一隅点缀成一抹亮眼的
红。在少儿阅读区，“龙跃甲辰，童
阅新春”年俗与图书推荐展吸引了
孩子们，此展从龙文化、年俗常识

以及相关书目推荐3个方面，为小
读者展现多姿多彩的中国龙文化
与年文化。

而在“群星闪耀，如夜航船”辽
宁省图书馆“童阅自然”科普阅读
成果展上，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
文化志愿者宋宇轩在为孩子们讲
述辽宁“龙”的考古发现。“科学 3
分钟”奇幻之旅科学实验秀活动，
让小读者们参与其中，在书香中感
受科学的无限魅力。记者在现场
采访了解到，当天有 50 个家庭参
与科学实验秀活动，有 1410 人次
参观科普展。

省图少儿服务中心副主任孙
意告诉记者：“截至 2023年底省图
开展少年儿童‘童阅自然’系列科
普阅读活动百余场、直接服务小
读者及家长 71277人次，并推送线
上家庭科学实验到社区、学校、幼
儿园普惠 20 万个家庭，有效激发
了少年儿童读者科普阅读的兴
趣。”

共享大厅里最为壮观的景色
是书法家为读者写春联、写福字，

读者排着长队，宋慧莹、卢林、李兴
臣等书法家伏案挥毫，书写春意，
一副副带着墨香的春联，一张张寓
意吉祥、充满喜庆的福字被送到读
者手中。

宋慧莹说，在图书馆里为读者
写春联、写福字，既是对新的一年

的美好期盼，更是一种年味文化的
回归。 省图书馆副馆长郭彧说，
龙年到来之际，省图结合自身资源
优势，开展系列民俗文化、非遗文
化体验，旨在陶冶大众情操，增添
文化自信，为推动辽宁高质量发
展、全方位振兴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用戏剧之钥，启
美育之门。鞍山市迎新春“文化进万家”2024
儿童戏剧嘉年华近日启动，活动将持续至 3 月
15日。每场演出都推出多档低价惠民票，让更
多市民享受戏剧艺术大餐。

儿童戏剧嘉年华期间，由鞍山市艺术剧院
带来的多部精彩好剧将在艺术剧院小剧场轮番
上演，其中包括时尚亲子互动剧《牙刷骑士糖豆
洛》《丢丢做了三个梦》，名著童话剧《白雪公主》

《小红帽》《卖火柴的小女孩》《长袜子·皮皮》《绿
野仙踪》，恐龙童话剧《我的爸爸是霸王龙》，大
型音乐互动儿童剧《玩具也疯狂》，中国经典童
话剧《马兰花》，红色经典音乐互动儿童剧《红孩
子》等。内容丰富、风格迥异、形式多元的剧目
将为少年儿童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食粮，
活跃节日文化演出市场。

1 月 27 日晚，专为幼儿量身打造的儿童剧
《牙刷骑士糖豆洛》率先上演，让孩子们在欢乐
中认识自己的牙齿，了解口腔卫生知识。3 分
钟一首歌、5分钟一个舞蹈、8分钟一个游戏，让
孩子们兴奋不已，笑声响彻剧场。《牙刷骑士糖
豆洛》是《身体的秘密》系列儿童剧的第一部，通
过精美的舞台道具和演员精湛的表演，展示奇
妙非凡的人体微观世界，带孩子们去探寻身体
的秘密。剧中儿歌都非常有韵律，与剧情紧密
结合，便于学龄前儿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鞍山开启
儿童戏剧嘉年华

近日，由中国曲协、辽宁省文
联主办，辽宁省曲协承办的第十一
届全国（抚顺）相声小品优秀节目
展演在抚顺市举行，从全国 300多
个节目中选出的 9 个优秀节目收
获了满场笑声和掌声。

战鼓声声有情，敲出春日的喜
悦，开场节目《战鼓拉歌喜迎春》拉
开了整场演出的帷幕。之后，由郭
迎欢、马砚彪、王亮、龚浩川表演的
群口快板《雷锋精神》回顾了雷锋
光辉的一生。

本次展演是第十一届全国相
声小品优秀节目4场展演的“当头
炮”，能够由我省承办，不仅体现了
辽宁曲艺大省的实力，而且也给足
了参演演员压力。李春熠、郭鸿斌
打起快板说绕口令，展示了相声演
员那条能在嘴里“翻跟头”的《中国
好舌头》；陈印泉、侯振鹏则闲话家
常，通过请教“热”“膝盖”等字词在
不同地方的不同发音，成功调动起
了观众的热情；“有江又有海，有明

长城的起点又有黄蚬子，这是丹
东；带点儿南果梨、酸菜、药材，再
带点儿钢铁，这是鞍山……”由辽
宁小剧场联盟选送的群口相声《趣

说辽宁》，由李俊杰、周壮、李振威、
姜涵瀚、马兴威、常云瞰、王乐天合
说，相声把辽宁各地特产美食、特
色美景以风趣幽默的调侃方式娓

娓道来，让观众既对辽宁的风土人
情有了更多了解，又对美食美景心
生向往，赢得了满堂彩。相声演员
常佩业携徒弟辛宇则纵谈掌故、趣
言天气、阐释道理、学唱京剧，展示
了相声演员肚里的“杂货铺”，也道
出了《学无止境》的重要性。

相声总能让人乐开怀，由铁岭
民间艺术团选送的小品《速度与激
情》再次登上全国展演舞台，演员用
生动的表演提醒大家：“速度与激
情”不可取，守法安全是第一。为整
场演出压轴的是相声表演者赵炎和
搭档付强，两位演员在捧、逗之间，
送上了一副副“军营春联”。

“这次展演对我们曲艺工作者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曲艺新风
采起到重要作用，对我们辽宁的曲
艺工作者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
习锻炼和提升的机会。”兼任本次
展演主持人的省曲协主席黄晓娟
说，“展演从第十届开始在全国各
地举办，第十一届选择了杭州、长

沙、重庆和辽宁作为分会场，其中
第一场就在辽宁举办，证明了辽宁
的曲艺表演、创作实力以及人才储
备实力。”

本次展演是对全国曲艺工作者
一年来创作表演的一次检验，也是
向全国优秀名家、名演员学习交流
的大好机会。参演的 10余名辽宁
演员分别来自辽宁小剧场联盟和
铁岭民间艺术团，他们都献上了精
彩节目。

黄晓娟表示，辽宁参加展演的
既有常佩业这样的前辈，也有李俊
杰、周壮、李振威、姜涵瀚、马兴威、
常云瞰、王乐天这样的年轻演员，
既有专业院团演员，又有辽宁小剧
场联盟选送的业余选手，呈现了良
好的发展态势。“省曲协一定会搭
建利用好展演舞台，加强我们的语
言类节目创作，给老将带新人的机
会，给新人成长的机会，提供更多的
机会将新人和节目推向全国，展示
辽宁曲艺的发展成果。”黄晓娟说。

第十一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在抚顺举办

群口相声《趣说辽宁》赢得满堂彩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想看什么节目
精彩的演出送上门

1月19日，辽宁群星京剧票友
团的 60多名演员为观众带来了京
剧《淮河营》，2个多小时的精彩演
出，赢得了阵阵喝彩。本场活动为
辽宁省文化馆 2024 年度“半月一
戏”文化进万家惠民系列演出拉开
帷幕，接下来，还有《穆桂英挂帅》

《姊妹易嫁》等剧目上演。
“‘半月一戏’所有剧目均为免

费观看。应群众‘点单’，自 2020
年9月起，省文化馆每半月推出一
台戏曲经典剧目，形成了戏曲展演
常态化演出模式，为戏曲爱好者提
供了近距离接触传统艺术的平
台。”省文化馆馆长郑直说。

省文化馆不断创新活动内容
和形式，课程设置采取“点单式”供
应模式，在开课前面向广大群众开
展线上问卷调查，了解群众学习需
求，优化课程安排，覆盖不同县（市）
区、不同年龄段市民。授课团队以
专家、教授领衔，为广大群众提供高
质量的公共服务。

“辽宁群星京剧票友团是辽宁
省文化馆旗下的一个业余团体，是
在省文化馆‘点单式’惠民服务中成
长起来的。”68岁的团长姜桂芝说。

李方就是“点单式”文化服务
的受益者，她多次参加省文化馆公
益培训班，学民族民间舞和古筝，
优美的体态和行云流水般的古筝
演奏，让她更加自信，圆了她儿时
的梦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去年省文
化馆面向百姓需求，举办了春秋两
季公益培训班，开设了软笔书法、
国画、模特表演、手工制作、太极
拳、瑜伽、民族民间舞、声乐、电钢

琴、古筝、广场舞、手机摄影12个专
业13个班型，培训学员6000余人次。

想学什么课程
贴心的培训开起来

“只要你有空、你想学，或者需
要演出，省文化馆就会按需派单，
提供服务。”郑直说，点文化服务就
和点外卖一样便捷。

“通过开展线上问卷调查，了
解农村最需要广场舞培训，那就将

广场舞培训送到农民家门口。多
年来，万村培训工程先后在大连、
本溪、盘锦、铁岭、阜新等地进行了
366 场培训，共惠及 4920 个村，培
训人数 23161 人。”省文化馆培训
辅导部主任孙丽说。

万村培训工程培训内容以广
场舞蹈培训教学为主，兼顾戏剧表
演台词、声乐基础知识、器乐基本
操作、国画、书法、印度肚皮舞等方
面。比如，近日走进岫岩满族自治
县，请专家以集体授课的形式进行

合唱、民乐、模特表演、京剧教学。
全程培训采用现场示范、表演互动
相结合的方式，赢得学员欢迎，现
场300余人受益。

“群众之需，我之所求。”省文
化馆积极推进“公益课堂进社区”
活动，将“政府配菜”与“群众点菜”
相结合，提供了“点单式”文化服
务，为社区居民定制了“文化套
餐”。省文化馆在沈阳慧缘社区金
利花园小区开展公益课堂进社区
活动，本次培训活动为期16天，开

设了广场舞、书法、太极拳、声乐4个
专业，社区居民 150 余人参加。70
岁的李先生喜欢太极拳，他就跟培
训班学太极拳，他表示收获很大，
以前学的不规范，通过老师的耐心指
导得到纠正，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点单式”文化服务中，通过
线上问卷调查，辽宁电力医院医务
工作者想学声乐，省文化馆老师利
用午休时间来到医院，上门服务，
教唱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这里
没有辅助的音响设备，参加学习的
医务人员几乎没有音乐基础，老师
就从合唱及声乐基本知识等方面
进行讲解和示范。唱歌时，气息不
稳，不会换气，唱歌节奏找不准等
演唱技巧问题，老师又深入浅出进
行讲解，医务人员表示学习时间
虽短却受益匪浅。

有的市民“点单”要了解民法
典，文化馆就请沈阳盛京律师事
务所的赵航讲编纂民法典的意
义以及工作生活中可能会涉及的
问题，重点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等方面讲授民法典对人们生活的
影响。

“点单式”文化服务不仅服务
百姓，还服务基层文化馆（站）业务
骨干。百馆千站群众文化培训工
程就是应基层文化馆（站）业务骨
干要求而开办的“点单式”培训项
目，目前已举办84场，覆盖全省14
个市的百余家文化馆、千余个文化
站，直接培训基层业务骨干人才
1.5万人次。

“‘点单式’文化服务架起了文
化传播的桥梁，是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举措之
一。自 2017 年以来，我们已举办
各种培训 938 场，覆盖 14 个市的
200 余个乡镇，有效扩大了文化服
务的覆盖面和受益人群。”郑直说。

群众“下单”文化套餐送身边
省文化馆开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广受欢迎

本报记者 杨 竞

修古籍、做日历、写春联、捏面人……

万人打卡省图国风市集

在省图国风市集上，小读者体验雕版印刷。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群口相声《趣说辽宁》在欢声笑语中介绍了辽宁各地的风土人情、
美景美食。 （受访者供图）

海城市耿庄镇村民“点单”要学广场舞，省文化馆“接单”对村民进行培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