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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杭州书房”助力城市文化兴盛
2020年浙江杭州累计建成47家书房

本报讯 近日，来自“杭

州书房”工作推进会的消息显

示，2020年“杭州书房”建设取

得了明显成效，累计建成47家

“杭州书房”，其中36家已对外

开放，建筑总面积达到2.64万

平方米，实现了市域范围基本

全覆盖。在书房总体规模、建

设类型、参与主体等各方面，

较2019年有了明显的提升与

完善。

据了解，推进“杭州书房”

建设是浙江省杭州市委、市政

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城

市文化软实力的有益实践，是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打造

“书香杭州”的务实举措，被列

为杭州市委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项重点任务，纳入全市“文

化兴盛行动”。

“通过市、县（区）两级相

关部门的建设，两年来，‘杭州

书房’已初具规模，并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书房坚持开门办事，致力于打

造‘家门口’的图书馆，成为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有力补

充，让市民游客在‘杭州书房’

体验到不一样的获得感、幸

福感。”杭州市文广旅游局

党组书记、局长楼倻捷在会上

表示。

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戚啸虎对“杭州书房”未来建

设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要

加强顶层设计，精准把握“城

市客厅、市民书房”的功能定

位；二是要集聚公共资源、大

力探索“共建共享、融合发展”

的推进路径；三是要坚持久久

为功、全力打造“精彩纷呈、独

具韵味”的城市风景。

（余云全）

本版编辑：明 慧 Email：zgzmqg@163.com 热线：(010)56805218

外国短视频博主怎样用镜头讲好“中国故事”

□ 张昕怡 张武岳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在

通过镜头展示中国的方方面

面。这将成为一个有效的对外

传播方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罗军在第二届“第三只眼看中

国”国际短视频大赛分享交流

活动中如是说。

由中国外文局主办的“第

三只眼看中国”国际短视频大

赛颁奖典礼近日在山东烟台举

行。大赛于2019年7月启动，

共征集到来自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各类短视频作品40万余

部，最终评选出50部入围作品，

入围作品分别来自21个国家的

42个机构和个人。

据了解，外国短视频制作

者正在以更深度探访、更细腻

视角及更有力的表达，讲述他

们所见所感，客观真实介绍中

国的新情况。

从“观察”到“洞察”

“通过这几天在工厂的生

活，我对于中国工厂有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理解。”歪果仁研究

协会创始人高佑思在短视频作

品《参加十几万人中国工厂的

年会，我怎么哭了》中说。

山东魏桥集团的 2020 年

年会，工人们动情演绎抗击洪

水、保卫企业的节目，这让以色

列人高佑思深受感动。他说，

通过工厂，工人们找到了自己

的价值认同。

在大赛上，这部作品获得

评委会大奖。“国际短视频的内

容正在走向深度，外国团队讲

中国故事的作品从单纯的街访

等形式转为体验式采访，形成

了新品类。”北京雅迪传媒首席

内容官周艳说。

在另一部名为《大使的任

务》之《阿根廷·志合不以山海

远》的作品中，阿根廷驻华大

使以探访的形式，驾驶送快递

用的三轮车，和快递员一同

送货，为中国发达的物流业

点赞。

除此之外，外国的短视频

创作者们也越来越关注地道

的中国文化，如肯尼亚的“德

云”女孩、会写春联的英国小

哥等，都得到了此次大赛评审

团的青睐。

视频内容向深度发展还要

破解创作中的本土化难题。“希

望未来能有更多中国人加入外

国创作团队。”罗军说，只有融

入才能更好地跨越文化间隔，

深入介绍中国。

从“睹物”到“思人”

近几年，短视频行业发展

迅速，巨大的市场培育了不少

现象级短视频创作者，其中

就有很多“洋网红”。他们中

的一些人靠着介绍中国国内

出现的新事物来获得流量。

在此次大赛中，不少优秀作品

的切入角度从曾经的“物”变

成了“人”。

“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最

好的方式是和这个国家的人交

朋友。”来自德国的短视频创作

者乐柏说。他坚信，从“人”这

个社会的最小单位看中国，会

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今年3月份，乐柏开始进行

短视频创作，讲述在中国日常生

活的感受，同时也介绍西方文

化。视频中，他展示了1984年

自己到中国学习游历的老照片，

那个年代中国的老街、建筑、美

食，还有人们淳朴的笑颜，都被

他的镜头一一记录。

“网友们评论‘你的照片太

有趣了’‘我们特别喜欢’，这让

我有很大的满足感。”乐柏在短

视频大赛的分享会上说，“我

和太太正在收集中国人的故

事，他们是贵州的农民、在上

海创业的姑娘、美术馆馆长

一家等等，现在已经收集了几

十个。”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贝淡宁说：“中国在

文化和精神层面都很丰富，这

种多元是对外传播中吸引受众

的要素，而它的载体是中国人

和中国的城市。”

从“表情”到“达意”

网络视频博主、美国人

郭杰瑞的获奖作品《中国地铁

首次在美国运营！街访美国

人怎么评价新车厢？》中，一个

细节引人注意：在波士顿地铁

上，有粉丝认出了郭杰瑞，热

情地和他打招呼。这个推广

中国美食的博主，因表达自己

对于美国疫情的看法，被媒体

关注，进而被越来越多海内外

的中国人熟知。

“在郭杰瑞那里，我们想

听到的不是‘我爱中国’，而是

对中美文化的客观判断和双

方价值观区别的介绍。”有网

友在郭杰瑞的视频作品中评

论道。

在今年获奖的短视频作

品中，很多已不仅是“外国人

表达对中国的喜爱之情”，而

是客观理性探讨中外差异，以

传递思想为重，引起了观众的

共鸣。

在英国视频博主司徒建

国的作品《做口罩就像包饺

子？英国小哥哥解密中国口罩

生产过程》的结尾，他表示，世

界上有些国家的人不戴口罩，

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习

惯。“但也有不正确的看法，就

是如果戴口罩就说明你生病

了，这是完全不对的，现在这

些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人

也戴口罩了。”

理性的表达，肯定了中

国在疫情防控中做出的努

力，也更容易被各方观众接

受。在活动现场，很多短视

频作者表示，出于对中国的

了解，他们正通过摆事实讲

道理的方式向世界民众表达

中国立场。“西方媒体发布针

对中国的不实消息时，我们

会做视频进行回应，向世界

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巴雷特看中国系列短视频作

者李·巴雷特说。

中国陶瓷名窑大师作品展中国陶瓷名窑大师作品展吸引参观者吸引参观者
上海中心大厦126层巅峰艺术空间近日举行“‘CHINA 高度’中国陶瓷名窑大师作品展”，共展

出最新陶瓷艺术精品54件。图为观众被展品吸引。

汤彦俊 摄

□ 储卫星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毛泽东用一生写就了生命的

壮歌。在他身上，我们会看到

悲悯与宏愿，自信和勇气，激情

与想象，践行与奋斗。他那深

刻的底蕴，肤浅者不可能体

会，只有崇尚真实的人才能走

到他的内心。

《东方长歌》以时间为轴，

以事件为点，跟随毛泽东一生

的重要脚步，感受其成长与变

化。该书努力探求一种新途

径，铺展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试图用想象敲开重门，用长歌

访问孤独，用理性沉积情感。

它把人物政治生命与人格志

趣紧密相连，让读者更加清楚

地认识领袖，理解领袖。

为了将有血有肉的形象

真实再现于读者眼前，该书在

着力诠释领袖人物人生必然

性的同时，没有排斥人生偶然

性。既写时事的壮阔，也写人

性的悲悯；既写成功的雄奇，

也写压抑的孤独；既写登高

的壮赋，也写病中的吟哦；既

写广袤的战场，也写刻骨铭

心的亲情……长歌当哭，回肠

荡气。

《东方长歌》尽量化用主人

公语录，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来

展示心迹，歌唱太阳，歌唱号

角，歌唱民族的觉醒，歌唱人

民的解放。这种歌唱也是对

自己最好、最真实的评价。此

外，作品还以诗文的形式，将

毛泽东的亲人、战友、人民甚

至政治对手联系在一起，侧面

描写了这位领袖的传奇一生，

增添了该书的立体感染力。

崇高和壮美是新时代的

必然属性。作品致力借助领

袖形象高奏雄浑庄严的时代

交响曲。情感是真挚的、朴素

的、明快的，和时代紧密相

连。毛泽东思想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是

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精神根

脉。应该说，《东方长歌》把握

了时代节拍，把个人的艺术追

求融入时代的洪流，把文学的

创造寓于时代的进步。

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

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

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

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

方向。”在这一方面，作者是一

个践行者。

为人民放歌，为时代立

言，《东方长歌》应运而生。愿

《东方长歌》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歌，

激发国人爱领袖、爱党、爱社

会主义制度的热情，产生巨大

正能量。

（作者单位：北京市重大项目

办公室）

为人民放歌 为时代立言
——《东方长歌》书评

书 评

本报讯 为促进我国酒业

和酒文化文旅产业健康快速发

展，《中城网》拟发布“中国酒文

化名城榜”。经专家提名，全国

162个城市入围“中国酒文化

名城”初选名单。目前正在《中

城网》“华夏名城网”专栏进行

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据了解，“中国酒文化名城

榜”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

典》延展研究项目。《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大辞典》由人民日报出版

社出版，邵华泽题名，陈宗兴、

崔林涛、罗亚蒙等主编。

《中城网》邀请的“中国酒

文化名城”初选名单提名专家

有：资深媒体人、《中国周刊》原

总编辑朱学东，西北大学教授、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编

委会副主编薛迪之，酒文化学

者、《中国人的酒文化》作者李冬

（木空），书画家、酒类收藏家、

大道堂艺术馆馆长陈士彬等。

专家共提名103个地市（州）、

59个县（市）进入“中国酒文化

名城”初选名单，约占全国

2000 多个市县总数的 8%。

（钟 成）

以更深度探访、更细腻视角及更有力表达，讲述所见所感，
客观真实介绍新情况

□ 宫 立

不同的人，对冬天的感觉

截然不同。梁实秋感叹“冬天实

在是很可怕”，钱歌川却大声呼

喊“我爱冬天”。茅盾虽然“对于

一年四季无所偏憎”，但在他看

来，“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

咀嚼”。

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北方

的冬天，那当然非“冷”莫属。

萧红在小说《呼兰河传》里所写

的呼兰河的冬天那才真叫冷，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

大地满地裂着口”“水缸被冻裂

了；井被冻住了”“小狗冻得夜夜

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

火烧着一样”“大风雪的夜里，竟

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

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

门了”“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

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

冒着烟似的”“卖豆腐的人清早

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

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

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怎一个冷字了得。

南方的冬天与北方是不一

样的，如于坚所言，“冬天这个词

和正在眼前的具体事物无关，它

甚至和棉袄、围巾这些北方的抢

手货无关”。冬天的北方，“土地

梆硬，树枝全抽搐着，害病似的

打着冷颤；雀儿们晒太阳时，羽

毛乍开好像绒球，紧挤在一起，

彼此借着体温”，路上“冻得通红

的鼻尖，迎着冷冽的风”的行人

只感觉到“面颊和耳朵边儿像要

冻裂似的疼痛”。而此时的云南

“一片苍绿”“无论是叶子阔大的

树，还是叶子尖细的树，抑或叶

子修长的树，都是绿的，只是由

于气温不同，所以绿色有深有

浅，有轻有重”“从云南群山的某

一座山峰往下望去，只见一片葱

茏，这时已是12月底，一点冷落

的迹象也没有，偶尔地有些红

叶、黄叶从这里那里冒出来，使

山林的调子显得更为暖和。一

直到3月份，这无边无际的绿色

也不落去，它直接在树上转为了

春天的嫩绿”。当然，并不是所

有的南方冬天都不冷，只是冷的

程度没有北方那么强烈罢了。

南方的冬天是有些清冷的，在北

方可以生炉子、烧暖气，而“南方

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升

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

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

棉裤，真冷”（汪曾祺）。

夏天的太阳，像个大火炉，

都能把人烧焦，我们唯有敬而

远之。冬天的太阳，却是我们

所欢喜的，“空中融融的混合着

金黄的阳光，把地上的一切，好

像也照上一层欢笑的颜色”（缪

崇群）。冬天晒晒太阳还是不

错的，“把椅子靠在窗缘上，背

着窗坐了看书，太阳光笼罩了

我的上半身。它非但不像一两

月前地使我讨厌，反使我觉得

暖烘烘地快适。这一切生命之

母的太阳似乎正在把一种祛病

延年，起死回生的乳汁，通过了

他的光线而流注到我的体中

来”（丰子恺）。然而，并不是每

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晒到太阳

的。“晒不到太阳的人往往最能

感受冬日阳光的可爱”，叶兆言

有最为切身的感受，“我住在一

楼，门前是两座高楼，巍然耸立

好像大门牙。冬天一到，能见

到的阳光，就是牙缝里透出来

的一点点。难怪会有暗无天日

这种形容。没太阳确实很痛

苦。先是冷，负曝奇温胜若裘，

房间里阴森森的，这是冬天里

的冬天。其次心情压抑，老不

见太阳，情绪恶劣得想吵架”。

难怪郭枫情不自禁地呼喊，“那

个老冬天，不晓得跑向哪儿？

让他裹着一身阴寒去流浪吧！

我们喜欢阳光”。

寒冬腊月，不管天多冷，只

要喝碗热乎乎的腊八粥，心里

就暖暖的。腊月初八，喝腊八

粥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初学喊

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叫洋车

了的大孩子，嘴巴上长了许多

白胡胡的老孩子，提到腊八粥，

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一种甜甜的

腻腻的感觉呢”（沈从文）。不

同的地方，腊八粥的原料、做法

各有不同。冰心回忆小时候她

母亲做的腊八粥是“用糯米、红

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

的”“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

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

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

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

可口”。老舍说，“这不是粥，而

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是用所

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

种的干果（杏仁、核桃、瓜子、荔

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

角米……）熬成的”。沈从文在

《腊八粥》中写道：“把小米，饭

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儿，合

并拢来糊糊涂涂煮成一锅，让

它在锅中叹气似的沸腾着，单

看它那叹气样儿，闻闻那种香

味，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

何况是，大碗大碗地装着，大匙

大匙朝口里塞灌呢！”腊八粥，

并不都是甜的，周绍良还提到，

“扬州地方，在腊八这天，除了

烧煮甜腊八粥外，还有用青菜、

胡萝卜、豆腐、雪里蕻、黄花、木

耳切丝炒熟合于白米煮成了的

粥中，谓之咸腊八粥”。

冬天的吃食，除了腊八粥，

还有很多可以品尝的。冬天，最

让朱自清念念不忘的是热腾腾

的白煮豆腐。“‘小洋锅’（铝锅）

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

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

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

的白狐大衣”“父亲得常常站起

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

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

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

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

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

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

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

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

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

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

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冬天，

汪曾祺的老家江苏高邮也吃豆

腐，不过是冻豆腐，“豆腐冻后，

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化开，

切小块，与鲜肉、咸肉、牛肉、海

米或咸菜同煮，无不佳。冻豆腐

宜放辣椒、青蒜”。

对穆旦而言，“人生的乐趣

也在严酷的冬天”“寒冷，寒冷，

尽量束缚了手脚，潺潺的小河

用冰封住口舌，盛夏的蝉鸣和

蛙声都沉寂，大地一笔勾销它

笑闹的蓬勃”。穆旦“爱在冬晚

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

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

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

着快乐无忧的往年”“我爱在雪

花飘飞的不眠之夜，把已死去

或尚存的亲人珍念，当茫茫白

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

情的热流溢于心田，来温暖人

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让我们和冯骥才一样，一起

“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

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

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冬 天 的 “ 味 道 ”
随 笔

“中国酒文化名城榜”拟发布
162个城市入围“中国酒文化名城”初选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