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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12月5日是第34
个“国际志愿者日”。
当天早上，记者从辽
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

者团队负责人陈赫处看到，他们
最新收到的一份荣誉证书，是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感谢他
们将新发现的“满铁”界桩捐赠
给该馆。

陈赫告诉记者，历时10年，
这支志愿者团队已由最初的9人
发展到近千人，上自古稀老人、下
至少年，涵盖社会各阶层、各个年
龄段的人士。志愿者们也由最初
的“拍客”做起，开辟出了更为高
效、立体的文保活动阵地。

核心
提示

文联组织的文艺批评有没有自
己的独特性，或者说有没有自己的传
统？带着这个问题，我关注湖北省文
联的文艺批评。由湖北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办的“东湖青年批评家沙
龙”和《长江文艺评论》杂志是我关注
的重点，因为活动和办刊宗旨契合了
我对文联组织文艺批评传统的认识。

“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的宗旨
是：“立足现场、聚焦问题、独立思考、
自由表达。”目前它已经举办10期，
每一期都充分体现了活动的宗旨。
后5期的题目是：“想象的乡土和现实
的乡土”“‘长江元素’的文学表达”

“‘非虚构’与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国
科幻：自我、世界与未来想象”“精准
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这些题目
来自文艺现场，问题意识突出。我对
它的活动形式也感兴趣，它是圆桌式
的对话，对话是开放性的，结论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激活思想。

我概括的文联组织文艺批评的
特点，一是“在现场、在前沿”。文联组
织的研究和批评活动关注文艺现实，
在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特别关注文
艺思潮和文艺倾向性问题，针对性和
话题性是其特点。二是“对话与交
锋”。文联举办的研讨会或论坛，是圆
桌式的对话，争论、辨识、碰撞、激活是
其特点。可以说，“东湖青年批评家沙
龙”是文联组织文艺批评的范本。

《长江文艺评论》于2016年创刊，
前身是以书代刊的《文艺新观察》。《文
艺新观察》办了十多年，为《长江文艺
评论》打下坚实基础。刊物的宗旨是：

“聚焦创作、研究问题、凸显批评、引领
风尚”。创刊号的《发刊词》明确提出：

凸显批评是本刊一大特色，而且，这批
评是文艺审美特性的批评。只要翻开
刊物，就能发现它的两个主要特色，一
是关注创作。近期刊物就搞了90后
写作、“非虚构”写作、中国科幻电影、
主旋律文艺、“英雄题材”创作等专题
研究；二是批评的“审美性”，即追求批
评文字的感性、优雅，使刊发的批评文
章像作品一样好读、入心。这涉及文
艺批评文章的阅读效果，更涉及文艺
批评的有效性。

文联组织历来重视刊物，把刊
物作为立身之本。特别是文艺理论
评论刊物，它是文联组织的一面旗
帜，是文联专业能力的重要标志。文
联组织办理论评论刊物只有一个目
的，那就是出作品，出好作品，因此刊
物与创作方生方成，刊物的宗旨和所
刊载的文章，体现着文联组织文艺批
评的独特性。从这个角度说，《长江
文艺评论》是真正的文联刊物。

我之所以关注湖北的文艺批评
和文联组织文艺批评的传统，是因为
当前一些文艺批评缺少对话交锋；还
因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文艺
创作疏远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上月末，我去武汉参加“湖北文
艺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座谈会”，直接感
受了湖北文艺批评工作者的状态，使
我对湖北文艺批评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在湖北，大学里从事理论研究和
教学的教授们对文艺创作充满热情，
他们密切关注湖北作家和艺术家的创
作，热心研究他们的作品，从而形成了
创作和批评相协调的文艺生态。湖北
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批评、创作和
谐互动，文艺的发展才有活力。

创作与批评的生态协调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小说选刊》今年第12期推出“铁西
三剑客小辑”，刊登沈阳 80 后作家
双雪涛、班宇、郑执短篇小说，并推
出我省作家周建新的中篇小说《红
灯笼》。该刊卷首语称：“岁末年关，
文坛刮起一股强劲的东北风。”

“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始终关注沈
阳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这一点与

“东北作家群”一脉相承。其背后推力
来自辽宁省作家协会。他们突出地域

特色的“文学地理”创作，聚集现实工
业题材，着力打造以沈阳“铁西三剑
客”为代表的80后作家队伍。著名评
论家阎晶明认为，近年来，辽宁文学不
断取得突破，“铁西三剑客”既是辽宁
文学界的希望，也是中国文学界非常
重要的一支新生力量。

本期，还同时推出我省两位著
名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即贺绍
俊的《做祛邪除恶的侠士》、孟繁华
的《生命的情和爱 生活的情和爱》。

《小说选刊》集中推出辽宁作家作品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
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
办的 2019 年辽宁省人民政府惠民
实事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
园、进社区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活
动范围覆盖全省14个市近百个县，
惠及百姓近5万人。

自 2010 年起，我省正式启动
“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
动，非遗传承人将我省具有鲜明地域

文化特色的非遗项目在校园中进行
展示展演。日前，2019年度非遗进校
园活动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
陵镇落下帷幕，至此，2019年全年80
场（次）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
社区活动圆满收官。近一年时间
里，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非遗
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丰富了广大师
生、城乡社区群众以及士兵军官的文
化生活，也提高了全社会共同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我省组织
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80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5日，“李勇声乐钢琴伴奏作品音
乐会”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

音乐会在悠扬的《西江月·夜行
黄沙道中》中拉开帷幕。整场音乐
会演出了《看秧歌》《芦花》《绣荷包》
等14首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民族声
乐作品。音乐会中展示的作品由该院

副教授李勇编配伴奏并现场演奏。
教师们精彩的演出使得现场掌声不
断。演出结束后，李勇表示，此次音
乐会就学术研究、作品创作、演绎等
进行了交流，不仅是他多年来钢琴伴
奏创作部分成果的展示，更是对坚守
民族文化本体、促进民族声乐繁荣发
展的积极践行，促进了学术交流。

沈音举办
声乐钢琴伴奏作品音乐会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在国

际志愿者日到来前夕，辽宁省图书馆
多次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组织视障
者和听障者来图书馆参观“辽宁省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成就
展”就是其中之一。

活动当天上午9时许，满载着读者
的大客车停在省图书馆正门，50多名
视障和听障者在10名文化志愿者的引
领下，走进图书馆展览大厅。志愿者
做视障者的眼睛，给他们讲解，引导他
们触摸；做听障者的耳，用手语结合展
览图文介绍辽宁70年的发展；做肢残
者的腿，推轮椅带领肢残者到各处展
区观看。

走在6个展区里，他们分别通过聆
听、触摸、观看，对我省70年的建设成
果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增强了作为一个
辽宁人的自豪感。参观完展览，下午，
志愿者又为他们放映了无障碍电影《战
狼2》。放映中，志愿者为他们进行手语
翻译、讲解。通过志愿者的全程陪伴和
无障碍服务，让他们感到温暖。

这只是辽宁省图书馆的志愿者
服务的一个场景。多年来省图书馆

志愿者服务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省
图书馆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起步于
2003年，是全国文化系统率先探索发
展志愿服务事业的先行地，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涉及面广、品牌特色鲜明、
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广泛。截至
2019年底，累计接纳培训志愿者4600

人，服务时长 11万余小时，人均开展
志愿服务达 25小时，创立了“对面朗
读”“手语世界”“童阅乌托邦”“百万
图书万里行”等针对不同群体、不同
形式的志愿服务品牌。其中，“对面
朗读”志愿服务项目曾被中宣部、中
组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授予学

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活
动、“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荣誉称号。

2017 年在辽宁省图书馆和辽宁
省图书馆学会的共同召集下，全省图
书馆学雷锋志愿服务总分队正式成
立。来自全省图书馆联盟单位、部分
高校志愿服务队及其他社会志愿服
务组织，共41家单位成为首批全省学
雷锋志愿服务分队。在此基础之上，
2018 年增加了 23 支分队，2019 年又
增加了 12 支分队，形成了共计 76 家
分队的省、市、区（县）三级联动志愿
服务模式。

两年间，各分队共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5000余次，参与服务的志愿
者万余人次，充分发挥了各分队的区
域特色，下沉基层，服务百姓。

在国际志愿者日到来前夕，由辽
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主办，抚顺市委宣传部、辽
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学会联合
承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志愿服务
培训班”在雷锋学院举办，全省图书
馆学雷锋志愿服务总分队的相关负
责人和志愿者近百人参加了培训。

省图76个志愿者分队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4日，由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沈阳市群众艺术馆、沈阳市沈河区
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
通辽市群众艺术馆、沈阳市沈河区文
化馆、辽宁传媒学院联合承办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科尔沁版画沈阳
交流展在沈阳市沈河区文化馆举办。

此次展出的 60 幅版画作品描

绘了辽阔的草原、大漠孤烟、蓝天
白云、羊群骏马等。科尔沁版画
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源于内蒙古自
治区通辽市，是科尔沁草原的文化
品牌。其作品内容写实，风格质朴，
线条粗犷，色彩鲜艳，突出草原民族
文化的鲜明特点，是我国当代四大
版画群体之一。此展将于 12 月 16
日结束。

科尔沁版画沈阳交流展举行

团队成立后，遂开展各种走访
拍记活动。盛京鼓楼遗址是团队
成功保护下来的遗址之一。2011
年 4 月，沈阳市在进行人防工程作
业时挖出石基座，文保志愿者张恩
宇在微博上发布了“沈阳中街挖出
鼓楼遗址”的消息，呼吁得到有关
部门重视，建筑遗址石块被编号搬
走保存。

不过，团队真正被更多公众所
知，还是 2011 年团队成员郑英杰
等首次发现了北大营营房旧址。
当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郑

英杰通过互联网对北大营做卫星
定位，发现北大营东北角方向有一
处长条的建筑很明显。他去现场
从高处查看，该青砖建筑为铁皮瓦
屋顶，近百米长，建筑面积 1500 平
方米。这三幢营房与现存的当年
东北军北大营布防图的营房位置
相符合，经专家考证，认定这里正
是 1907 年修建的东北军北大营营
房。今年 10 月，北大营营房旧址
正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保志愿者的活动区域最初主
要集中在沈阳，后来足迹遍布全省，

在此带动下，像本溪、大连、鞍山等
地也都开展了类似活动，并且走入
常态化的运行模式，像抚顺、营口、
盘锦、铁岭、丹东、辽阳、锦州、朝阳
等地也都发展了一批文保志愿者，
他们立足本地，做了大量公益性的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有了民间文保力量的加入，越
来越多的历史遗迹、老建筑得到了
有效保护。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8
年以来，团队向文管部门提供线索
或资料不下百余份,累计呼吁保护、
修缮文物古迹数十处。

文保活动从沈阳扩展到全省

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支民间力量——

千名文保志愿者守护辽宁老建筑
本报记者 赵乃林

41 岁的陈赫是沈阳华晨雷诺金杯
汽车有限公司员工，他是辽宁文化遗产
保护志愿者团队发起人之一。当时，他
酷爱研究清代皇家陵寝、余暇时记录辽
宁各地历史古迹遗址，在网络上结识了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当初我经常上网搜
索沈阳老照片，不少专门研究沈阳历史、
酷爱老建筑的‘拍客’，时不时发一些随
手拍的老建筑图片，供大家研讨。”兴趣
相投，陈赫与七八个网友逐渐相熟，一来
二去，便有了相约线下的提议。就这样，
孙叶新、余泓、陈赫、葛宝全、郑英杰、于
海波、张恩宇、张景振、潘忠实 9 个年龄
不同、职业各异的历史爱好者从网络走
到现实，自发组成了志愿从事记录与保
护辽宁地区文化遗产的民间团队。每到
周末，他们骑着自行车、背上相机，寻找、
记录着辽宁的历史印记。

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天山路上的皇姑
屯事件博物馆，当初就是文保志愿者发现
的。陈赫说：“2007年，我们拍皇姑屯铁路
派出所的老建筑，偶然听附近住户说还有
一个老建筑，欧式青砖很特别。我们就去
拍照发到网上，引起热议。后来，逐渐搞清
楚，这里原来是机车车辆厂英国专家的住
宅，后被日本人占用变成医院。我们把这
一线索报告给文管部门，它被定为沈阳市
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保护。”

辽宁文保志愿者团队在逐渐壮大的
同时，与文管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
系。从 2009 年文保志愿者为沈阳市文
物局提供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起，
志愿者们的重要发现以及文物遭到损毁
的消息，都会第一时间传到文管部门。
2009 年 8 月，陈赫等 9 名核心成员被沈
阳市文物局聘为文物监督员。当年 10
月，辽宁文保志愿者团队成立。

9名网友结成
最初的文保团队

文物保护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支持。2012年，文保志愿者们开
始在书店、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以公
益讲座的形式宣传辽宁历史文化。
随后，沈阳市新华书店的“沈阳晚八
点”沙龙增设了“文保日”，数十名团
队志愿者先后登上讲台，宣讲文保
的价值和意义。也是从那时起，文
保活动中增添了不少小朋友的身
影，徒步行走的孩子们在楼宇、街巷
里辨识、触摸历史的痕迹。2015年
11月5日，省内首家大学生文物保护
志愿者团队——沈阳大学文物保护
志愿者团队在该校文化传媒学院成
立。自媒体时代到来，志愿者们也充
分利用起这个平台，通过“辽宁记忆”

“沈阳图景”等微信公众号发出文保
的倡导和声音。2018年，团队在沈阳
市大东区成立了小志愿者团队，首批

小志愿者以讲解员的身份亮相东北
陆军讲武堂。今年6月，在沈阳市和
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帮助下，
和平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成立，这也
意味着文保志愿者团队有了官方身
份。“我们就想着要做一些事情，让更
多的人了解辽宁历史、传承家乡文
化、讲好辽宁故事。”陈赫坚定地说。

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赵旭
认为，文保——文物遗迹保护是表，
精神传承是里。他主讲了“辽沈文
学研究”实践课，带领大学生们以

“触摸历史实物，传承文化精神”为
主题，以考察、书写、宣讲三个环节
为核心，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讨论，
引发大学生对历史文化的思考。“现
在大学生在文物保护方面还欠缺热
情和兴趣，这就需要有人去引导，帮
助他们提高文保素养。”为年轻一代

充实文保精神内涵，让文保观念在
更多人的心中扎根，赵旭深感责任
重大。

在辽宁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蔡学
勤看来，一个合格的文保志愿者，在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三
观”之外，还应有“第四观”，这就是
正确的历史观。要经常用正确的历
史观来衡量一下，对历史建筑、文化
遗产保护的认识是否正确，这是我
们共同从事文保工作的认识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民的事业，
只有唤起更多的百姓、各界有识之
士、各级领导者参与其中，才能够真
正地把文保工作做好。“应该感谢这
个好时代，让我们有了施展理想和
抱负的空间，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
人加入到文保志愿者队伍中来。”蔡
学勤满怀信心地说。

文保工作是一项全民的事业

团队在给文保志愿者做业务培训。

志愿者为读者作展览讲解。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