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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渐暗，叮当的牛铃声从远处传来。
这是牧人晚归的时刻，也是牧民罗珠开始忙
碌的时分。村口空地上，他手脚麻利地支起
一块幕布，架设好放映机和音响架。村里的
孩子们立刻围过来，叫嚷着要看喜欢的电
影。大人们也拉着家里的长条毯，闻声而来。

这是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巴灵村的一个初
夏夜晚。海拔 4300 米的草原与伸手可摘的云
朵连成一片，用作放映电影的幕布像一幅展
开在天边的画布。罗珠今年 62 岁，是当地一
名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从 1985 年开始，他
放映电影的脚步遍及了当雄县近 200 个村落。

第一次看电影那年，罗珠 10 岁。在他印
象里，铁箱子里装的放映机，是不被允许碰
触的珍贵物件，搭建幕布是村里人抢着帮忙
的活儿。那时的他，只觉得拥有这么多“高
科技”设备的放映员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人，
却对电影内容已经没多少印象。他只记得，

“银幕上才旦卓玛老师在北京唱歌”，大家围
着鼓掌叫好，连幕布后面都站满了人。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县里招电影放映
员，会开手扶拖拉机的罗珠脑子灵活、人也
勤奋，成功得到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从学
习倒带、架幕布开始，罗珠走上了电影放映
之路。

那时，牧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匮乏。村民
们甚至会在夜色里拖家带口徒步十几里地，跑
到邻村看一场电影，即使下雪，也会一边跺着
脚，一边津津有味地看。影片结束，大家在幕
布旁跳起锅庄舞，伴着星斗欢歌。

而那时的罗珠，是大家心中的“红人”。
放映结束，孩子们常常央求他“再留一天”

“再放一场”。他的手扶拖拉机里载着幕布、
放映机、胶片、发电机，以及路上的口粮和

被褥，走一圈下来要 3 个多月。
后来，罗珠放的电影从画面斑驳的老胶

片，变成了色彩缤纷的数字电影。影片供应
也在更新，动作片、战争片、关于畜牧养殖
的科普片，还有讲述西藏解放历史、民族团
结的影片等。农牧民甚至可以提前选择片
单，在村里“点单”观影。

与此同时，电视、手机也在慢慢普及，
聚集在村头看电影不再是唯一的消遣。但人
们依旧期待罗珠的到来，像是期待记忆里的
一场仪式。37 年间，罗珠为他们点亮了高原
村落的夜生活，架起了藏北高原牧民与光影
世界的桥梁。

苍穹之下，银幕微光映照着巴灵村女孩
儿阿旺曲珍红彤彤的小脸。今年 6 岁的她倚
在奶奶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第一次
看电影的她“好像在梦里”。在她周围，放牧
回来的汉子、织完邦典 （藏族围裙） 的少
女，看着电影不时交谈，说说笑笑。对村民
们来说，这个临时搭建的“电影院”也是他
们翘首以待的“社交平台”。

2021 年，西藏近 500 个基层电影放映队共
放映公益电影超 66000 场。数万场放映的背
后，是一个个基层电影放映员的辛苦付出，
为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增添助力。

据介绍，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
正逐步开展将露天电影转向室内的试点工
作，把电影放映的服务，下放到乡镇里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
群众提供更便利、舒适的观影体验。

对罗珠而言，无论是在风吹日晒的草原
上，还是在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只要幕布
一亮，群众开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据新华社电）

在注意力日益碎片化的当下，大众花费在严肃文
学作品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如何激发大众对文
学的热情，成为文艺工作者的一大使命。近两年如

《文学的日常》《但是，还有书籍》《一本好书》 等一
系列节目，借助影像的力量，带领观众走进文学的世
界，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也让节目中提及的不少
作品成为热销书。

近期，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和优酷同步播出的
纪录片 《文学的日常》 第二季，以“用文学照亮日
常，以思想反刍生活”为宗旨，每期邀请一位作家
和他的朋友回到与作家的作品有着深刻联系的某个
地点，在漫游式的体验中展开深度的交流。节目营
造出一个文学与日常交汇的影像场，展现了作家对
时代及生活的认知与解读，也勾起了观众对作家及
其作品的好奇。

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往往是因为它
体现出了深刻的人民性，扎根于人民与生活之中，将
生活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变成一种宝贵的精神食粮。

《文学的日常》 第二季就跟随刘亮程、于坚、李修
文、双雪涛、陈彦、李洱 6 位作家的脚步，回到了文
学创作的生活现场。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菜籽沟村，作家刘亮程
建起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诗意村庄，在前往寻访散
文集 《一个人的村庄》 原型之地的过程中，他告诉朋
友洪启“自己其实是通过写作成功修改了自己的童
年”。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诗人于坚与好
友虎良灿穿过迎晖门，来到建水古城，古城里有着三
百多年历史的天缘桥和六百岁的钟，都给予 《建水
记》 这部作品充足的养分。

在走访、体验、观察中，《文学的日常》 展现出
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血肉联系和奇妙碰撞，也将一部部
优秀的文学作品铺展在观众们的面前。与此同时，节
目还在呈现文学作品创作背景的基础上，通过作家与
朋友间的对谈，延展出对故土、生命、市井生活的看
法，体现出深刻的时代观照，给予观众真实具象的文
学思考与丰厚细腻的人生体悟。

在甘肃，作家李修文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与一位
摘榆钱的大叔热络地聊天，他听大叔分享着日常生活
的琐碎，弹错了调子的胡琴，聊到兴处他感慨地说
道：“什么样的人是最美的，最值得歌颂的？就是这
些在生活里面泡过的人。”在陕西，作家陈彦带着朋
友陈小朵逛西安的西八里村，他时常到村民家中走
访，几乎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了如指掌。在他看
来，这些用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了尊严的劳动者，有
着精神的高光，是他创作的源泉。

《文学的日常》 最标志性的场景是每一位作家捧
起作品朗读的画面，这仿佛一个神圣的仪式，向观众
发出召唤，沉淀下浮躁的内心，在文学中收获宁静与
省思。在出版行业，有一种书籍的类型被称之为“桥
梁书”，能带领人们走进文字的世界。而像 《文学的
日常》 这样的纪录片也如同桥梁一般，带领观众走进
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创作现场，更透过节目观照现实，
反刍生活，唤起人们对文学和生活的热爱。

图为作家李修文在甘肃。

回到文学创作的生活现场
彭 侃

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巴灵村里在放映电影。
无人机照片（来自新华社）

史前遗珠、秦汉闳放、隋
唐之风……陕西是中华民族和
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亦是闻名遐迩的文物大省。鎏
金铜蚕、秦铜甬钟、何尊、昭
陵六骏、鎏金翼兽纹带五足铜
炉台等海量珍品文物便是有力
佐证。

为向全国人民展现陕西省
厚重的文化底蕴，在国家文物
局指导下，5 月 16 日至 25 日，
腾讯微信视频号携手腾讯数字
文化实验室等共同发起“文博
探秘——馆长开讲”系列直播
活动，联合陕西历史博物馆、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博物
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4座博物
馆，以博物馆馆长线上直播的
形式为广大网友“授课”。

馆长线上“授课”

此次“文博探秘——馆长
开讲”系列直播邀请了陕西历
史博物馆馆长侯宁彬、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静、西安
博物院院长余红健、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副院长康军建等多位

“ 藏 宝 人 ” 在 视 频 号 为 用 户
“授课”。这 4 座博物馆均为陕
西乃至国内外颇负盛名的“文
物大户”，不仅有馆藏文物达
13 万件的博物馆，更有国家级
重点博物馆、国内最大青铜器
博物馆。

直播期间，网友们在各位
馆长带领下，得以探秘何家村
窖藏，观赏首次公开展出的一批文物，了解秦始皇陵
最新考古发现及兵马俑文物修复工作，而西安这座千
年帝都的风采以及周秦王朝时期的青铜风韵，也在馆
长们的讲解中一一呈现。

据了解，除“馆长开讲”活动外，“文博探秘”系
列直播后续还将联动广东、湖北、浙江等多地博物
馆，通过视频号直播间走近各地的丰富馆藏，让更多
用户足不出户即可览遍“国家宝藏”。7 月份，将邀请
更多国际知名博物馆馆长在视频号里开展直播接力，
带来多场文物专场分享。

文旅发展新趋势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文旅行业受到影响，同时也催生
了“云旅游”“云参观”等新业态，倒逼文旅行业加快数
字化转型，实现“智慧文旅”。今年年初，国家文物局要
求各省文旅部门，发挥融媒体传播优势，创新传播方
式，增强博物馆的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

博物馆是供给公共文化、传承文明的殿堂，是厚
植家国情怀的重要场所。积极开拓和探索线上直播，
成为传统博物馆迭代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

有业内人士认为，“文博探秘——馆长开讲”系列
直播活动将各馆精品文物从线下移到线上，既满足了
广大用户的文化需求，又促进了博物馆的线上数字化
转型，以博物馆馆长出镜“授课”为亮点的直播新业
态，为博物馆数字化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如今，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国内游客参观
文物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的参观或是拍照打卡，而在
于深入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从
西周青铜器，到唐代瓷器，通过“文博探秘——馆长
开讲”系列直播，用户在博物馆馆长的带领下，观看
直播就能了解众多国宝文物的前世今生。

微信视频号自去年 9 月开始，已经陆续打造了“八
点一刻”“知无不谈”知识专栏系列直播，邀请互联
网、财经等多领域的专家进行知识分享。在“国际博
物馆日”背景下，“文博探秘——馆长开讲”系列直播
的开展，不仅拓宽了泛知识类直播领域，更为用户打
造了了解文博知识的新途径。

据了解，未来微信视频号还将持续聚焦文旅板
块，以多形式、多渠道、多举措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加速文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并基于微信生态推进博
物馆视频号的蓬勃发展，在打造更多“破圈”案例的
同时，助力广大用户打卡更多“国家宝藏”。

雪域苍穹下，
66000次银幕绽放

卞 婷 孙 非 刘 颍

在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巴灵村，罗珠在搭建幕布。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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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西亭大社片区旧村改造项目”需对西亭社区辖区

内的房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

区权属人陈宝成（已故）等伍口人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

有证》同字第 058128 号，东至：公聴，西至：埕，南至：埕，北至：

巷。因陈国荣（身份证号：350205194902030016）等人保管不慎，

遗失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产权证遗失声明。如有异议者，请

即日起 15 日内向征收人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

处或实施单位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有效

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0592-6288007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18030283536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杏南路9号

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权属人

林银凤等叁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597号《福

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述房产因

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政府将予以征

收补偿。现代理人（林银凤等叁口人的相

关权属人）陈胜利提出货币补偿，政府拟按

货币补偿给予补偿补助，如有异议者，请在

本公示登报之日起3个月内与厦门市集晟

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18030283536）联

系，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逾期补

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

厦门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权属人

陈倭茶等叁口人持有同字第 058604号《福

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述房产因

权证遗失经认定符合条件，政府将予以征

收补偿。现代理人（陈倭茶等叁口人的相

关权属人）陈建津提出货币补偿，政府拟按

货币补偿给予补偿补助，如有异议者，请在

本公示登报之日起3个月内与厦门市集晟

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18030283536）联

系，并提交书面异议书及相应证据，逾期补

偿补助款将全额支付给代理人。

本单位因“西亭大社片区旧村改造项目”需对西亭社区辖区

内的房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

区权属人陈明智（已故）等叁口人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

有证》同字第 058238 号，右起第三栏东至：陈益民，西至：巷，南

至 ：陈 主 意 ，北 至 ：陈 益 民 。 因 陈 丽 真（ 身 份 证 号 ：

350205198506051024）等人保管不慎，遗失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

产权证遗失声明。如有异议者，请即日起 15日内向征收人厦门

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或实施单位厦门市集晟房屋

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有效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0592-6288007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18030283536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杏南路9号

公 示公 示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月30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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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日30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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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林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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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日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