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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辽宁省图书馆
流动图书馆活跃在
辽沈地区的大街小
巷、田间地头。截至

目前，在5年多的时间里，流
动图书馆借阅册次已近 120
万，服务人群百余万，服务点
次近5000个，总行驶里程12
万余公里。流动图书馆服务
足迹遍及省内偏远地区，已经
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尤其是
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流动服
务网络，受到广大群众一致好
评。

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11月16日
在天津揭晓，我省作家周建新的《王
的背影》获得长篇小说奖。

经过读者线上投票和专家评审，
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共评选出短篇
小说奖10篇，中篇小说奖10部，长篇
小说奖 2 部，散文奖 10 篇，科幻文学
奖 3 部，影视剧改编价值奖 2 部。其
中，长篇小说奖被周建新的《王的背
影》和红日的《文联主席的驻村笔记》
分享。获奖作家还有莫言、苏童、毕
飞宇、蒋子龙、迟子建、刘庆邦等。

满族作家周建新对历史、对自己
的民族有一种独特的思考和认知，以
文学的方式眺望努尔哈赤家族的历
史，他创作了《王的背影》。这部作品
首发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8年第
11 期、12 期。其磅礴气势与宏大格

局，刚健硬朗的叙事风格，确凿的历
史事件与合理的文学演绎高度融合，
反映了前清历史时段的整体风貌。

百花文学奖给《王的背影》授奖
词写道：历史从来不会仅仅定格在史
书中，在代代相传的血脉里，在口耳
相传的故事中，无不活跃着历史的基
因。周建新以史诗般的笔墨描绘出
前清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的崛起，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创
作视角。在舒尔哈齐、阿敏、瑙岱的
悲剧人生中，努尔哈赤、皇太极的雄
才大略得以彰显，那一个个立体的人
物形象，摆脱了正史的枯燥记叙，甚
至摆脱了正史的盲视，从而获得了更
广阔的空间。

《王的背影》分为相对独立的三
部分，三部分的主人公分别是努尔

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舒尔哈齐的
二子阿敏、舒尔哈齐的幼子瑙岱。
小说以这三个王权争斗中失意者的
视角，从侧面来写努尔哈赤和皇太
极两代汗王统一女真各部，为清朝
统一打下基业的征战过程。

小说没有着意突出权力的争锋
和亲族间的残忍，而是怀着开阔的
心胸和格局，去写爱新觉罗家族内
部的不屈、坚韧以及一种英雄的襟
怀。“没有仇恨，只有远方”，这是小
说通篇的叙事基调，也是爱新觉罗
家族负隅前行的内在驱动力。作品
最终反映的是大势所趋下的民族融
合以及文化上的交融。该作品在结
构上就像三个大中篇，既有联系，在
情节上互相补充，又相对独立，便于
展开对每部分人物性格、心路历程、

命运走势的刻画，使人物形象更加
饱满。

对于此次荣获百花文学奖，周建
新平和地告诉记者，丰富的前清历
史，神秘的满族文化，血脉里的家族
基因，都是滋养他文学创作的厚土，
他不过是家乡土地上的一株小苗，汲
取大地的营养，用独特的方式勾画出
抚顺、沈阳、锦州、兴城的地理历史文
化风貌，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前清
时期的辽宁故事而已。

百花文学奖前身为百花文艺出
版社 1984 年创立的《小说月报》百花
奖，每两年一届。从2015年第十六届
增设散文奖项，升级为百花文学奖。
该奖项以读者投票评选获奖者为特
色，凭借权威性和公正性而成为知名
的全国性文学奖项。

周建新在《王的背影》获百花文学奖后表示

“家乡厚土滋养我创作这个辽宁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现在一有热点事件发生，在互
联网上就会出现非白即黑、非正即
邪的情绪撕裂。反对或赞成，不加
辨别，更缺少思考，严重影响了人们
对复杂事件的审视和判断。

遇到这种撕裂，我总是提醒自
己：警惕极端。但是，我不回避，愿
意带着一种好奇，在网上浏览那些
充满撕裂感的帖子，琢磨它们的特
点。它们的表达者，在看似正确和
正义中，透露着偏执和专横、简单
和夸张。特别是当他们感觉自己
占据道德优势对他人指责时，往往扣
帽子、标签化，有明显的暴力倾向。
在信息时代，这种表达好像更容易

“占领注意力”，容易引发众声喧哗，
最终伤害的是人们的独立和理性判
断力。

非白即黑是一种认知惯性，我
感兴趣的是：这种认知惯性如何被
激活，左右人的意识和情绪。某个
事件成为热点，有极化思维惯性的
人，最容易无视事件的复杂和多元
性，根据自己的想象对事件进行曲
解，把事件极端化。单个极化通过
互联网演化成群体化。而制约这种
认知惯性的唯一途径，是保持独立，
坚守理性。我有位朋友，他的儿子
在新世纪之初到国外留学。走前，

他让儿子带上两本书，其中一本是
歌德的《浮士德》。他对儿子千叮咛
万嘱咐，一定要读懂读透这两本
书。他认为，读懂了《浮士德》，儿子
就会明白追求和行动是一个人生命活
力所在；读懂了后一本书，儿子遇事就
会独立和理性，就会警惕轻信和盲从。

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并不“空”，
它是一张庞大的话语之网，社会热点
事件在这张话语之网中往往被夸张
或变形，与事件的本来面目相去甚
远。对于热点事件，知不知道真相，从
哪一个角度去看，认知会截然不同。
所以，我对热点事件始终保持距离。
这不是冷漠，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保持距离和警惕，是要追问事件
的真相。追问真相的欲望就是理性。
只要有走近真相的欲望，我们看事件
就会有一种客观、审视、批判的姿态，
就会摆脱非白即黑的思维定式。

理性还来自于自己的价值立
场。我坚守的价值，是我衡量这个
世事的标准，也是我如何认知热点
事件的根据。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价
值立场，他就很难有定力。不管世
事怎么复杂，我有我的一定之规。
当然了，我的价值取向要端正，价值
取向不端正，我对热点事件的认知
就会偏执，就难以符合实际。

用什么衡量世界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沈
阳工学院日前举行中俄大学生文
艺会演，来自沈阳工学院艺术与
传媒学院、俄罗斯后贝加尔国立
大学的 60 多名大学生表演了包括
舞蹈《芳华》、合唱《红莓花儿开》

《喀秋莎》、小号独奏《即兴曲》在
内的 14 个精彩的文艺节目，近千
名中外学生在沈阳工学院图书馆
礼堂观看了演出。此次文艺会演
旨在加强沈阳工学院与俄罗斯后
贝加尔国立大学两校之间的文化

交流。
据了解，沈阳工学院目前已与

多所俄罗斯高校合作办学，覆盖多
个学科。在加强学术交流的同时，
沈阳工学院与俄罗斯高校之间联
合举办文化活动，推动文化交流。
后贝加尔国立大学的学生演出后，
还参观了沈阳故宫等世界文化遗
产地以及沈阳工学院陶艺、蜡染工
作室，并与沈阳工学院师生举行文
化交流座谈会，加深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

沈阳工学院
举行中俄大学生文艺会演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巴
黎歌剧院学院歌剧选段音乐会”
日前在盛京大剧院举行。法国音
乐家带来 17 首经典歌剧选段献唱
沈阳，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好
评。

巴黎歌剧院是历史悠久的欧
洲著名歌剧院之一，以经典的建筑
风 格 与 高 雅 的 艺 术 品 位 享 誉 世
界。此次音乐会，艺术家演唱了包
括亨德尔、莫扎特、罗西尼、威尔

第、比才、普契尼等著名音乐家的
代表作，有歌剧《里纳尔多》选段

《让我痛哭吧》、歌剧《魔笛》选段
《美丽的肖像》、歌剧《费加罗的婚
礼》选段《西风吹拂》、歌剧《唐璜》
选段《鼓起勇气》、歌剧《浮士德》选
段《珠宝之歌》、歌剧《采珠人》选段

《在圣殿深处》等。从巴洛克到古
典主义、浪漫主义，法国音乐家对
多种风格的音乐作品进行了倾情
演绎。

巴黎歌剧院学院
歌剧选段音乐会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芭蕾舞团重新编排、演出的《胡桃
夹子》将于12月24日登陆盛京大剧
院。此次演出采用“辽芭首席主
演+青少年演员”的演出阵容，展示
更加丰富、有趣的剧情，进行更加细
腻、精致的演绎。

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是世界各
国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2011年辽
宁芭蕾舞团首次排演该剧。此次，
辽宁芭蕾舞团首席主演敖定雯、王
占峰将带领该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青少年芭蕾舞团的小演员们共同演
出这台世界经典芭蕾舞剧。

辽芭重新编排《胡桃夹子》

服务点次近5000个

百万读者受益省图流动图书馆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图书馆来啦，快去看书呀！”11
月15日，一辆写着“流动图书馆”字样
的汽车驶进新民市实验小学，这是辽
宁省图书馆的流动图书车。

小学生们将流动图书车围得水
泄不通，纷纷上车看书、选书。此
次省图书馆流动图书车还带来 20

块流动展板，名为“激活经典走向
大众——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首批十部典籍推介图文展。一名小
学生说：“今天从展板上对《诗经》《论
语》《孟子》《老子》《史记》等十部书的
内容及价值有了一定的了解，课后一
定认真读这些书。”

记者在省图书馆采访时，看到10
月以来的流动图书馆服务时间表，活
动排得满满的。据介绍，自 2014年 1
月开始试运行的辽宁省图书馆流动
图书馆，共配置3台流动图书车，每台
车除载有 6000 余册种类齐全的精品
图书、杂志外，还配有笔记本电脑、无

线网络、空调、液晶电视、发电机等先
进的服务设施，读者可以在车中办理
借书证、借阅图书、查找文献数字资
源，享受与实体图书馆一样的基本服
务。其内部携带的文献资源种类齐
全，通过车内的 Wi-Fi 网络，读者还
可以访问省图书馆的各种数字资源。

享受与实体图书馆一样的基本服务

省图书馆副馆长杜希林告诉记
者，为实现服务效能的最大化，向更多
无法来省图书馆的读者提供借阅服
务，流动图书馆的 3 台流动图书车创
新服务模式，面向全省不同地区的不
同读者群体划分了三个服务层级，在
分时、定点、巡回式服务的基础上，形
成了分众化的服务网络。其中一台服
务市内 22 个固定点位，周期为一周或
两周；一台为点对点服务，为市区、外
埠、老少边穷地区服务点服务，并逐步
增加点位，服务对象为特定的机构或群
体，服务周期为28天左右；另一台是根
据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的需要，不定
期开展流动阅读宣传推广活动。

分众化的服务网络有效兼顾了各
类受众群体，有效弥补了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短板，切实促进了公共阅读服务的
均等化。这种免费服务是全国首创。

形成分众化服务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流动图
书馆在做好流动借阅服务的同时，
还不断改进和完善服务手段。

一是在 车 上 设 立 主 题 专 架 ，
并积极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为
引领阅读，车上设立的主题专架
有“辽图好书榜”“文溯书苑”以及

“少儿专架”等，利用微信公众号，
在面向各点位提供阅读服务的同
时，通过新媒体推广阅读，定期介
绍新书、畅销书，多渠道发挥流动
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同时，围绕新
媒体平台开展线上线下读者互动

活动，如“合影送温馨”“图书漂流”
等，广泛吸引各界群众走进流动图
书馆。

二是整合流动服务资源，开展
跨界服务。为让学生群体体验更加
丰富多样的流动服务，省图书馆流
动图书馆与省科技馆“科普大篷车”
合作，开展联合服务。这种跨界合
作，既充分发挥了各馆资源优势，丰
富了活动内容，又增强了学生参与
阅读的体验感，实现了资源共享、多
方共赢。

三是打造品牌活动。为向各类

阅读群体提供更优质的阅读服务，
保障更多人的阅读权益，省图书馆
流动图书馆开展了面向机关、社区、
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家庭的“百万
图书万里行”“七进”活动，专门为特
殊群体和偏远地区人群提供文献信
息服务。

“七进”活动周期性地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新颖的阅读推广活动，其
中包括“文化惠民基层行”“文化三
下乡”“流动服务精准扶贫”“文化助
残”等系列活动，以及“全民读书季”

“读书交流会”等微型活动。

整合资源开展跨界服务

记者曾多次跟随流动图书馆
进社区和学校，经常听到这样的声
音——

“太好了，流动图书馆又到我们
这儿来了！”

“我这腿脚不方便，多亏这流动
车开到了家门口！”

“图书馆‘长腿’了，这下可离我
家近了！”

据杜希林介绍，辽宁省文化演艺
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成立
后，对流动图书馆原有的服务进行了

升级，丰富流动服务形式，加强流动服
务延伸力度——流动服务在提供馆
内纸质文献借阅的基础上，还承担了
图书馆的文化宣传及阅读推广工作，
通过易拉宝、流动展览、宣传手册、公
众号网站等多种形式，不断地将馆内
特色创新服务如“辽图约书”“辽图好
书榜”等近距离推送到读者面前，先后
走进丹东边防部队、沈阳马三家监狱
城、沈阳和平区残联、抚顺市雷锋连等
单位；前往鞍山、本溪、建昌等地为百
姓服务。流动服务在“七进”活动中，

除了开展图书馆基本借阅服务外，还
结合各类时间节点，不定期开展送展
览、送讲座、举办读书故事会等进基
层阅读推广活动。通过办展览、讲
座，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加强阅读推
广，促进全民阅读，如“缤纷假期快乐
阅读流动服务暑期进社区”活动，就
是流动服务针对每年暑期为丰富孩
子阅读生活而举办的活动；先后在沈
阳雨坛、溪林等社区开展“放飞梦想故
事会”“阅读的n次方——童悦乌托邦
进基层”等活动。

“流动图书馆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26日，五音戏《紫凤》“北方神韵”
保利院线山北区巡演第四站，将在
盛京大剧院上演。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五
音戏《紫凤》由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
承保护中心(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创
排，获山东省第十届泰山文艺奖音
乐作品奖。《紫凤》由中国剧协理事、
山东省剧协副主席、梅花奖获得者、
国家一级演员吕凤琴主演。

五音戏原名肘鼓子，又名周姑
子，发源于济南，兴盛于淄博，最早
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2006 年，五音戏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五音戏《紫凤》讲述了紫凤死而
复生的传奇故事。虽然取材于古老
的传奇故事，但剧中人物融入了现
代人的思维，用虚构的“神话”，讲述
中国故事。

据悉，此次“北方神韵”保利院
线山北区巡演活动，淄博市五音戏
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淄博市五音戏
剧院）一行 70 人携五音戏《紫凤》，
将先后在威海、潍坊、大连、沈阳、淄
博展开巡演。

五音戏《紫凤》来沈演出

读者在流动图书馆阅读。

新民市实验小学学生观看流动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