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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在新时代与读者大众
重建友谊，不能止步于“被阅读”的定
位，还要有主动弘扬核心价值的耐心
和方法。只有在功能上不断拓展，才
能跟上时代和读者的脚步。

近来，知名文学期刊接

连走入直播间，借助新媒介

找 到 新 读 者 ，扩 大 影 响 力 。

这 一 现 象 引 发 人 们 对 文 学

期 刊 与 读 者 关 系 的 思 考 。

三四十年前，文学期刊普遍

发行量很大，后来发行量一

度减少。这一变化，当然和

文 化 消 费 选 择 越 来 越 多 元

有 关 ，和 新 的 媒 介 形 式 、传

播 方 式 有 关 。 但 是 作 为 文

学期刊的从业者，我常常在

想，这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办

刊思路有关？

文 学 期 刊 一 向 被 认 为

是 筛 选 和 推 举 优 秀 作 家 作

品的高地，肩负文学创作的

评价功能。以我的观察，这

个 功 能 并 未 比 三 四 十 年 前

减 弱 。 在 人 人 都 能 在 新 媒

体上发表文字的时候，更需

要 专 业 平 台 对 作 家 的 写 作

进行筛选、推荐。各级作协

吸收会员时，都十分看重其

在 文 学 期 刊 上 的 作 品 发 表

情况，这也是当下文学期刊

重要的价值坚守。

但 如 果 文 学 期 刊 只 固

守这一项功能，以为只要刊

物质量上升到一定程度，就

必 然 会 吸 引 越 来 越 多 的 读

者 关 注 ，那 就 失 之 简 单 了 。

事实上，“高质量文学”不是

一成不变的，它当然包括思

想 的 精 深 、艺 术 的 精 湛 ，但

读者的需求是与时俱进的，

只 有 通 过 以 作 品 为 纽 带 的

贴心交流，才能保持高质量

的文学互动，也才能让文学

创 作 跟 上 时 代 的 步 伐 。 在

媒介快速更迭、人们接受习

惯 和 阅 读 需 求 不 断 变 化 的

时代，作品仍然是文学期刊

的 内 核 ，但 不 是 唯 一“ 卖

点 ”。 从 读 者 需 求 角 度 出

发，今天的文学期刊向目标

读者提供的是文学服务，而

不 仅 仅 是 文 学 文 本 。 它 需

要 通 过 线 上 线 下 更 立 体 更

长期的文学服务，让读者感

受文学精神的熏染和引领，

提升思想认知和文学审美，

从 而 让 人 们 收 获 一 种 有 美

感有意义的文学生活。

文 学 期 刊 尊 重 这 个 时

代的变化，读者才会尊重文

学 期 刊 的 存 在 。 我 所 在 的

文学期刊《星火》，近 6 年来

就 不 断 将 志 趣 相 近 的 读 者

聚集成文学社群，在此基础

上 进 行 功 能 拓 展 。 我 们 在

订 户 相 对 集 中 的 区 域 建 立

读者驿站，进而派生出新媒

体 传 播 群 、朗 读 者 群 、锐 评

团 等 社 群 。 读 者 驿 站 里 的

读 者 们 ，对 这 本 期 刊 极 为

热 爱 。《星 火》公 众 号 推 出 的 文 学 作 品 和 短 视 频 、音

频 作 品 ，他 们 都 会 主 动 转 发 ，很 多 年 轻 读 者 还 背 着

《星火》背包，带着杂志和“灵感本”等文创产品旅行

打卡。

我们还借助优质生态资源，策划组织各类文旅

结合的文学活动。比如每年一届的“香樟笔会”“星

火 文 学 年 ”和“ 稻 田 写 诗 ”农 耕 体 验 笔 会 ，不 定 期 举

办“把《星火》读给你听”等户外朗读会，并通过短视

频 等 方 式 传 播 ，产 生 良 好 反 响 。 我 们 上 火 车 ，上 古

城墙，上高山，以最真实自然的状态走向大众，不少

陌生人被我们的质朴和热情感动，参与互动。

知道潜在的读者在哪里，了解他们对文学期刊

的期待是什么，这是今天文学期刊人的必修课。新

时代的文学期刊，不仅要充当写作评价尺度和涵养

文学生态的湿地，还要让文学光亮照进更多读者的

现 实 生 活 。 文 学 期 刊 在 新 时 代 与 读 者 大 众 重 建 友

谊 ，不 能 止 步 于“ 被 阅 读 ”的 定 位 ，还 要 有 主 动 弘 扬

核心价值的耐心和方法。只有在功能上不断拓展，

才能跟上时代和读者的脚步。

（作者为《星火》杂志主编）

让
文
学
跟
上
时
代
和
读
者
的
脚
步

范
晓
波

前不久，浙江省文化馆的全民

艺术学堂开通报名，最抢手的短视

频剪辑课，报录比高达 150∶1。年

初 ，贵 州 榕 江 村 超 、村 晚 两 大“ 顶

流”相遇，当晚参与演出的 2300 多

名演员，从跳艺术体操的 5 岁小朋

友，到七八十岁的侗族大歌歌师，

90%都来自榕江各个乡镇，让观众

惊呼“才艺精湛”。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

文艺生活还是文艺创作，近年来，

以基层群众为服务对象和实践主

体的群众文艺，都有了更强的存在

感、更高的能见度，广泛传播的事

例不胜枚举。从中不仅能看到群

众文艺植根基层、有生活、接地气、

凸显精气神的固有优势，而且可以

深刻感受到：时代土壤变了，群众

文艺正在形成新的风景。

公共文化空间拓展群众文艺的

“超链接”。去年，建筑工人易群林

在深圳街头弹钢琴的视频走红网

络，网友感动于他那一双粗糙的大

手扛得起生活，也弹得了浪漫。易

群林弹的那架钢琴，是深圳华强北

步行街上 8 架公益钢琴之一。华强

北街道办事处将其摆放出来，免费

供 人 们 弹 奏 。 每 天 都 有 不 同 年

龄、不同职业的人在此弹琴，开

启一场场街头音乐会。以此

为代表，一批小而美、有特

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

间正成为群众文艺创作演

出的新场域。无论是城市里的口

袋公园、地铁美术展、艺术长廊，还

是乡村中的文化礼堂、文化院落、乡

村戏台，都在打开“围墙”，链接起更

多群众文艺形式，鼓励新创意新做

法，让群众文艺更好融入生活、点亮生活。

互联网新媒介为群众文艺“开源扩容”。统计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基于互联网及其终端的广泛普及，文艺创作的大众

化、非职业化、网络化趋势愈加凸显。网络作家从事着多元职

业，直播镜头后站着无数“斜杠青年”和才艺达人，乡村短视频

更是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博主走到台前。可以说，以用户生

成内容为代表，群众文艺已经与网络文艺高度重合。互联网

将散落在个体身上的经验、知识、才艺、技能挖掘出来，以“开

源扩容”的方式激发群众创造热情，群众文艺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生机活力。

青年力量让群众文艺焕发新“神采”。琴棋书画、吹拉弹

唱，群众文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空闲下来的老年人

专属。而今，从村超、村晚的运营策划，到广场舞的编排演绎，

再到群众合唱的选曲编曲，新意迭出的群众文艺实践中不乏

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有新颖的创意，有记录的热情，也有传播

的意识，群众文艺在他们的参与下焕发出新的神采。天津南

开区一所养老院里，90 后青年院长和一群“80 后”“90 后”老人

自导自演的短视频观看量颇高，一改人们对养老院生活的固

有印象。平均年龄 70 多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合唱团，以

一曲激情飞扬的《少年》戳中无数年轻人的心。“朝阳”与“夕

阳”相互奔赴、传统文艺样式与青年文化相互碰撞，让群众文

艺的样貌为之一新。

群众文艺变了，看待群众文艺、引导群众文艺、推动群众

文艺发展的方式方法也要改变。发现群众文艺的新场景、新

主体、新活力，从中发掘文艺创新的动力动能，破译文艺喜闻

乐见、雅俗共赏的密码，壮大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是新

时代群众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为什么需要群众文艺？因为这样的文艺和人民、和

生活深深联系在一起，它们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们

以人民为表现主体，也以人民为创作主

体，它们朴素真诚，带着烟火气，

却又浪漫潇洒，凸显精神

追 求 ，这 是 群 众 文 艺

的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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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在老年大学给叔叔阿姨

们上声乐课的视频会在网络上走红，获

得 20 多万条网友评论。视频里，其实是

我们每次声乐课开始时都会进行的热身

运动和气息训练。我想，一定是老人们

认 真 投 入 、活 力 满 满 的 劲 头 感 染 了 网

友。“老师，咱奶第一天来上课，没哭吧？”

“我爷我奶在老年大学还好吗？”年轻网

友们纷纷扮起“云家长”，在视频下留言，

互动区热闹极了。

我是一名 90 后声乐教师。2017 年，

机缘巧合之下，我进入老年大学从事声

乐教学。踏入教室的一刹那，看到很多

比我父母还要年长的叔叔阿姨坐在那

里，我着实有点手足无措。

接触下来，我了解到，这些叔叔阿姨

来到老年大学，许多都是为了完成儿时

梦想。无论是音乐、美术，还是舞蹈、朗

诵，都寄托着他们对文艺生活的热爱。

年幼时苦于条件有限，工作后又没有时

间，直到退休后来到老年大学，他们不仅

可以重燃儿时梦想，还能让平淡的生活

丰富起来，找到更多有共同

兴趣爱好的同龄人。

给老年人

授课，和面向青少年授课截然不同。我

一边教学一边总结，不是完全按照我在

学校所学的方法来，而是结合实际情况

做出调整和变化。比如，用呼吸操唤起

他们的专注力，用类似“四菜一汤”的比

喻来讲解乐理知识。这些叔叔阿姨的上

课态度十分认真，风雨无阻，每次课上都

认真做笔记，回家也会好好练习。从他

们身上，能看到对艺术、对生活的珍惜和

发自内心的享受。

有一次正在上课，一位阿姨发来信

息，让我帮着听听她新录的歌曲。当时

我正在弹琴，消息就滑过去了，晚上下课

回家，也忘记了回复。过了一段时间，阿

姨的消息又一次弹出，但这次是她的孩

子以她的口吻来与朋友们道别，原来阿

姨因病离世了。看到消息后，我自责至

极，当我点开阿姨演唱的那条链接时，发

现她原来唱得那么动听。

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我。我开始在课

上将健康知识纳进来，与气息训练相结

合，讲授养生方法。同时，我也对课堂进

行视频记录，把每一次的呼吸操、练声和

歌曲发到网上。这样做，既可以让叔叔

阿姨回家后看到自己上课时的样子，复

习学过的知识点，也能让他们的子女和

孙辈看到其可爱的一面。

7 年间，我带过的学员有 1000 多名，

年龄从 40 多岁到 80 多岁不等。因为报

课人数多，这学期我又加了半天课，一周

有 5 天要去老年大学。老年大学是公益

性的，没有课时费，只有一些交通补贴。

有时，忙于工作和生活，我也想过放弃，

但是每次来到教室，看到叔叔阿姨们渴

望的眼神，看到他们将自己不懂的知识

点 拿 来 问 我 ，我 又 觉 得 这 件 事 很 有 意

义，应该坚持下去。从这些老人身上，

我会想起自己远在家乡的父母，他们若

是在家乡的老年大学也能上到心仪的

课，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那不是很

好吗？

静下心来想想，视频火了与其说是

网友对我的关注，还不如说是大家对银

发群体和基层文化生活的关注。透过这

些视频，你能看到老年人是如何充满期

待 地 生 活 ，如 何 充 满 希 望 地 对 待 每 一

天。文艺吸引人也熏陶人，文艺给人慰

藉也给人力量，越是在基层，越能感受到

这一点。真诚呼吁更多年轻的朋友投身

基层文化事业，这是一项有意思也有意

义的事业。

（作者为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老年

大学声乐教师）

图①：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

旗第二小学安塞腰鼓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 正摄

图②：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温泉镇

凤山村群众文艺汇演活动。

周 亮摄（人民视觉）

图③：四川省成都市天府艺术公园

一景。

贾石觉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蔡华伟

热爱生活 珍惜艺术
董福顺

近段时间，英歌在网络平台走红，越

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潮汕地区这项融合了

南派武术、戏剧等艺术形式的舞蹈。春

节假期，英歌在海外多个国家街头上演，

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赞美；各地游客不远

千 里 来 到 潮 汕 ，只 为 现 场 一 睹 英 歌 芳

容。作为英歌表演者，我在深感欣慰的

同时，也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潮汕英歌已有数百年历史，其表演

者都是普通群众，表演内容也反映了当

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情感，拥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及文化影响力。作为一种群体

舞蹈，英歌粗犷、豪迈、刚劲、威猛的特

点，正是地域文化和地域性格的鲜活体

现。同时，英歌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和

民俗内涵，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增强

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过去，潮汕英歌的表演者基本为男

性 。 1952 年 ，潮 阳 西 门 女 子 英 歌 队 成

立。但因为种种原因，这支队伍很快解

散 ，当 年 她 们 创 下 的

女 子 英 歌 打 法

也 濒 临

失传。2011 年，潮阳西门社区招募队员

重新组建女子英歌队。我在家人的支持

下报名参加，并荣幸地成为重建后的西

门女子英歌队的首批队员，从此与英歌

结下不解之缘。

成立之初，平均年龄近 80 岁的英歌

队初创队员们亲自向我们传授身形槌

法。看到这些老人依然身手敏捷、神采

奕奕，我们既惊讶又羡慕，同时也深受感

染和鼓舞。西门女子英歌队统一刀马旦

装束，在吸取了男子英歌的一些基本步

法和动作的同时，揉进戏曲舞蹈的一些

舞步造型。近些年来，我们还创新了对

打、单打等套路，舞步轻快活泼，将柔中

带刚的艺术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西门女子英歌

队队员现已达 70 多人，平均年龄 18 岁，

年龄最小的仅 9 岁，95 后的我在其中俨

然是“资深”队员。英歌队没有工资补

贴，开展集训都是利用寒暑假和周末晚

上 的 时 间 ，遇 到 重 要 节

庆表演则要从清

晨跳到晚

上，汗流浃背是家常便饭，手上起泡、膝

盖淤青也是常事，但大家都没有怨言，

始终坚持。

网络走红使英歌这门艺术受到广泛

关注，也为其传承提供了难得机遇。每

次演出时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让我们很

感动，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加入我们

的队伍。怎样借势借力传承发展好英

歌，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英歌表演所需人员多，一支英歌队

出 场 仅 槌 手 就 至 少 需 要 36 人 ，加 上 司

鼓、锣鼓手等，要六七十人。过去英歌以

师徒相传、代际相传为主，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传承传播效果。当前，潮汕各地

相继建立了英歌传承基地，组织英歌比

赛和培训活动，这些举措旨在培养更多

年轻人对英歌的兴趣，让这门艺术得以

延续和发扬光大。

这些年，大批年轻人的加入为创新

英 歌 表 演 形 式 、丰 富 思 想 内 涵 注 入 活

力，在舞出传统魅力的同时也舞出了精

气神，舞出了青春气息。我们西门女子

英歌队尝试进校园、进社区，让这门艺

术触达更多群众。许多英歌队还开设

了新媒体账号，运用直播、短视频等载

体拓展英歌受众面。有些地方主动打

造 英 歌 IP，在 保 留 其 传 统 民 俗 价 值 的

同 时 ，探 索 新 的 呈 现 形 式 。 相 信 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植根于民间土

壤、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英歌一

定能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作者为广东省汕头市

潮阳西门女子英歌队队长，

本报记者李刚采访整理）

舞出精神 舞出青春
吴燕花

感受群众文艺的新变化新活力感受群众文艺的新变化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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