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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最近，哔哩哔哩网站上一系列
模拟古汉语发音制作的视频，受到
了不少人的关注。

用上古音读《诗经》《论语》，用
中古音配“青梅煮酒论英雄”、朗诵

《将近酒》《春江花月夜》，用近古音
读朱元璋白话圣旨，一段一段听下
来，还真挺有趣的。

这些根据汉语语音流变规律
构拟出来的语音准确吗？看到一篇
文章中，学者陈致说：“中国人对于
古音的重建，自清代开始就一直在
进行，直到今天。领域内各位学者
的拟音重建，每家都有自己的理论
方法，也取得了不少殊途同归的成
果。中国的文化和文字延续几千年
从未中断，又有不断出土的语料文
献提供研究依据，总体而言，古音重
建工作还是很成功的。”所以，或许
可以推断，这些短视频的生产者多
半是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和爱好
者，视频中使用的语音有据可循，至
于是否严谨，当然也只能由专家来
判断。

但是，这到底有什么用呢？或
者说，网友为什么很爱看呢？

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在大
学期间还专门选修过古汉语音韵
学。选修这门课的人非常少，一是
因为难学，二是因为没多大用处，除
了对将来要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来
说。我很认真地学下来了，最终发
现在日常生活中它最大的用处就是
炫耀，朋友聚会时、饭桌上，谁背个
古诗、说个古文，我就可以讲讲这个
音在先秦时是怎么读的，我们今天
的东北话里有些字音可能是元代官
话啥的，很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能

“唬”住不少人。
细想起来，这就是我们对中华

文化的一种好奇心。而今天，这种
好奇心又在新的网络平台被更多人
激发出来了。这类激发网友好奇心
的视频作品，在哔哩哔哩网站和其
他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比如，有
一个作者，在一个旅游景点给游客
发放“通关文牒”，每来一个人报上
所在城市，他都可以熟练地写出古
称。还有一款网络游戏，是古代木
工技法的进阶练习。今年 4 月，还
有一名视频生产者，用了15天时间，
将500克黄金敲打数万锤，纯手工复
制了三星堆黄金面具，激发了广大网
友对古代匠心的回味和膜拜。

这些热衷“国风”内容生产的
创作者，被称为“国风新青年”。中
国传媒大学与光明日报社近日联合
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2020 年，哔
哩哔哩网站上的“国风新青年”达
9603 万人，5 年来覆盖人数增长 20
倍以上，“国风”视频创作同比增长
331%。在其他平台上，“国风”也已
成为热门兴趣圈层，青年人通过参
与话题、录制短视频、展示国风舞
蹈、创作国风音乐等方式，表达对民
族文化的喜爱，呈现自我审美意识
和价值追求。

相比于一些国风与潮流结合
而创造出的国潮产品，相比于从国
风中提取核心元素而进行的艺术创
作和文创开发，以古音读古诗这类
作品至少目前还未找到可供开发的
商业价值，未来是否会有也不可
知。但这些创作会让我们觉得又离
自己的文化之根近了一些，也与传
统文化亲近了不少，更重要的就是
传递出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彰
显了文化自信。这或许就是这些视
频最大的文化价值，因为文化自信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用古音读古诗
传递的是文化热爱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作
为档案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一
次创新呈现，沈阳市档案馆日前通
过数字档案全息讲坛举办“沈阳市
庆祝建党百年——‘百年历程·兰台
印记’档案史料展览”。

展览以先进的数字技术激活档
案文化，观众可通过U形投影幕布与
雾屏无缝切换观看档案文史视频，可
以通过触摸数字档案查询屏、立体照

片显示装置、画剧屏、大型沉浸式投
影屏幕、二维码影音互动等，生动地
感知建党百年取得的辉煌成就，系统
地了解沈阳的城市历史、城市文化、
城市风貌，还可以利用加载视频、音
频、图片等技术手段，更好地了解沈
阳的历史文脉和地域文化。据悉，沈
阳市档案馆还利用数字档案全息讲
坛特别推出了“档案话百年”视频专
题，展播建党百年档案故事。

沈阳举办“百年历程·兰台印记”
档案史料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省全民艺术普及系列公益课程录
制展播活动 9 月 1 日起陆续在线上
推送，课程内容涵盖声乐、器乐、表
演、戏曲曲艺、书法、美术、摄影、舞
蹈等专业，在辽宁省文化馆多门户
网站及新媒体平台播出。

展播得到全省各市文化（群众
艺术）馆、站的大力支持，共推荐高
水平的 27 名群文业务骨干参加课

程录制。从4月1日起，按专业进行
有序录制，将群众参与性较强、实用
性较高的优质群文资源制作成线上
公益课程。

展播活动旨在实现线上全民
艺术信息共享，丰富辽宁省公共
数字资源库内容，同时发挥课程
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作用，拓展全民
艺术普及的广度与深度，让群众切
实受益。

辽宁省全民艺术普及
系列公益课程线上开播

春风文艺出版社是国内较早进
入有声书制作领域的出版社，出版
的重点作品《战国红》等均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进行了音频录
制，并在总台的广播频道听书平台
上播放，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

响。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
90%多转化为有声书。据第五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获得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首席编辑姚宏越介
绍，现在出版社所做的事情和融媒体
一样，一本书出版，过去仅是纸质图

书印出来即可，而现在已经从纸质图
书、数字阅读、音频阅读、影视改编、
海外传播，甚至是IP开发等方面进行
了考量。至于音频阅读，也就是有声
书，大多数出版社会设有专门负责听
书转化的部门。

图书出版过程中融入音频阅读已是常态

“每枚军功章背后都有一段感
人的历史，展出这些军功章是表达对
英雄的崇敬。”沈阳军功章博物馆馆
长陆君祥如是说。

9月 1日，记者走进原沈阳军区
后勤史馆，在军功章展区，被眼前的
1000多枚军功章所吸引。正在展出
的军功章，是沈阳军功章博物馆的
藏品，这里有罕见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一级英模、二级英模奖章，一等
功、二等功奖章，还有 3 枚分量很重
的勋章，分别是八一勋章、独立自由
勋章、解放勋章。陆君祥收藏包括
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
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新中国建
设时期的军功章。

采访中，陆君祥告诉记者，他的
藏品中，有一套4枚新四军军功章，分
别是特等功臣章、模范奖章、二等功
臣章和三等功章。这4枚军功章是对
新四军历史研究的有益补充，有着极
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5000多枚军功章，
位居全国民间收藏前列

在收藏界，很多人喜欢收藏字
画、瓷器、玉石、邮票，但鲜有人收藏
军功章，为什么陆君祥对军功章情有
独钟？

陆君祥是原沈阳水泵厂党校教
师。他说，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是他一生的梦想，可惜军人梦一直没
有实现。1980年，26岁的陆君祥听了

一场战斗英雄事迹报告会。战斗英
雄的感人事迹打动了他，英雄胸前闪
闪发光的军功章也吸引了他。

军功章对军人来说是崇高荣
誉，不仅是国家和人民对军人的褒
奖和鼓励，而且是军队建设和发展
历 史 的 记 录 ，值 得 后 人 铭 记 和 传
承。从此，陆君祥开始了军功章的
收藏之路。随着收藏知识的积累
和经验的丰富，他不再只注重收藏
品数量的多少，而更注重藏品的品
质，为了收藏，他的足迹遍布全国
100 多座城市。

多年来，陆君祥生活非常节俭，
舍不得给家里添置“大件”，一年四季
穿的衣服也都是亲属穿过的，但对于
收藏军功章，少则上千元，多则三五
万元，他却从来没有犹豫过。在收集
军功章的过程中，陆君祥还购买了许
多关于解放军军史的书和杂志，对军
功章进行研究。

陆君祥说，在收藏军功章的过程
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1997 年 6 月
的一天，一名男子找到他，拿出他父
亲当年获得的解放奖章。陆君祥有
心买下来，但来者只留下一句话：“不

要钱，你做的是好事，作为英雄后代，
我只想尽点力。”

陆君祥经过几十年的收藏，已
拥有5000多枚军功章，位居全国民间
收藏前列。

铭记历史，传承红色文化

此次在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举
办的展览，共有4个展区，除了军功章
展区外，还有中国军衔展区、党章展区
等。这几个展区的展品也都是陆君祥
收藏的。他说，收藏这些物品是为了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也是致敬最可爱
的人。“用红色收藏来教育子孙后代，
也是我们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

继 2007 年、2011 年举办大型军
功章展等展览后，陆君祥又举办了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文
物展，向公众展示了几十年珍藏的上
千枚军功章和文物资料。

他还带着这些军功章走进沈阳
市铁西区太阳小学、沈阳市铁西区勋
望小学等。十几年来，他先后在全国
各地举办 100 多次军功章展览，在沈
阳举办了50多次展览，这些展览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陆君祥告诉记者，他还有一个
心愿，就是想把自己收藏 30 多年的
党章、党徽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
红色藏品既是厚重的历史，又是革
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造的。它
属于祖国，属于每个中国人。”陆君
祥说。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需求和文化生
活，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
提下，鞍山市演艺集团于9月2日到
千山区开展为期5天的鞍山市文化
惠民专场演出活动。

文化惠民演出的第一站来到了
千山区大孤山镇花麦屯村，夜幕刚刚
降临，舞台周围就聚集了众多前来观
看演出的观众，歌舞、器乐、相声、戏
曲，节目形式多种多样，精彩的表演
获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和热烈
欢迎。

演出在开场舞蹈《红红的日子》

欢快、热烈的旋律中开始，歌曲《庄
稼院的歌》《载歌 载 舞》《咱 老 百
姓》唱出了观众的心声，舞蹈《佳
韵天香》《江山》、萨克斯独奏《夕
阳醉了》、喇叭戏《马前泼水》《青
山绿水》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
声 ，歌曲《最亲的人》让台下观众
和演员一起融入合唱的氛围中，舞
蹈《歌唱新时代》更是把演出气氛
推向高潮。

据悉，鞍山市演艺集团将继续
走进海城市、台安县乡村各演出 5
场，为基层观众献上精彩的文艺节
目，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鞍山惠民演出进乡村

千枚军功章致敬最可爱的人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整合优质资源 开阔阅读视野

让优秀有声读物滋养学生业余生活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核心
提示

将适合青少年阅读
的纸质书转化为有声书
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阅
读兴趣，让他们多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随着“双减”政策
落地，青少年有了相对充足的阅读
时间，9月1日起，我省多家单位推
出公益有声书，让孩子们可以免费
获得各种优秀有声阅读资源，让阅
读照亮孩子们的成长路。

沈阳出版社本次集中上线的作品包
括《静静的鸭绿江》《沈阳红色记忆》《为
时代而歌——一个时代记录者的精神守
望》《中国共产党在沈阳 1921-2021（青
少版）》《冯庸评传》《草木记》《中国时
间——二十四节气》《观鸟笔记》8 部有
声书精品，9月1日起登录喜马拉雅平台
即可免费收听。《静静的鸭绿江》由作家
周建新创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讲述了

“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孙景坤的
感人事迹。据介绍，这批有声书题材多
样、内容丰富，涵盖红色经典、自然环保、
人物传记等多个主题，总时长超过 3000
分钟。

有声书《草木记》《中国时间——二
十四节气》的作者刘学刚曾有从教的经
历，他认为，新学期备受关注的“双减”政
策落地，有利于学生更好地遵循自然规
律健康成长。就学生的阅读而言，视野
要更为开阔，有助于学生拓展思维，提升
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写作《草木记》的动
机就是帮助学生认识植物，领略自然之
美。如今，一些学生韭麦不分，问题出在
阅读和观察上。《中国时间——二十四节
气》用神奇的物候为动植物安排了科学
的作息时间。阅读这样的书，可以把学
生的生活节奏引向自然节令，感受节气、
劳动和丰收的关系。相比于纸质书，有
声书的声情并茂更能加深学生的阅读体
验。”刘学刚说。

有声书的声情并茂
更能加深阅读体验

“双减”政策落地，学生们有了
更多可自由安排的时间，如何高质
量地安排好这些时间的学习和生
活？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仅就阅读而言，可能存在孩子
进入文本难、提不起兴趣、低年级的
孩子识字量不够、家长抽不出时间
陪孩子阅读、纸质阅读影响孩子们
的视力等问题……有声书则解决了
这些问题，让孩子们一边休息，一边

沉浸在好书里。
记者了解到，9月第三个公休日

为全国科普日，省图书馆特别推出科
普有声讲座和阅读活动。为激发青
少年探索科学知识的兴趣，引导孩子
们自主学习科普知识，活动提供适合
青少年读者学习的《海洋活化石》《不
一样的科学故事》《怎样冲出太阳系》
等23种有声科普图书。省图书馆少
儿服务中心主任侯小云告诉记者，网

络资源良莠不齐，少年儿童缺乏分辨
能力，不适合不加区分地阅读。因
此，省图书馆整合馆内现有优质少儿
数字资源及使用方法推荐给小读者，
期待省内少年儿童获得优质的数字
阅读体验。

姚宏越分析说，“双减”后有声
书会更多地走进孩子们的学习生
活。听书有保护视力、携带方便、成
本较低、海量内容等优势。

整合优质资源提高青少年数字阅读质量

孩子们在省图书馆点读有声书籍。

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展览的军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