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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里的读书会

稀疏秋雨打在大棚塑料顶上，噗噗作响，绵密了许
多，耳畔不时有高铁经过的短暂呼啸。长长的大棚除了
靠墙一条砖石窄径，其余都是耙得细细的微微湿润的土
壤，沙坑、彩色滑梯、秋千、吊床分布其间，很简陋，
也很真实。久违的泥土，发出近乎芬芳的气息。

这是房山区文化中心副主任朱光特别推荐的夏场河
畔农庄阅读基地。这里本来只有简单采摘，2018年，村
里和原生态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引进了团体特
色的耕读活动，开始远近闻名。春天，他们带着参加活
动的家庭诵读《花婆婆》，认知花草，制作多肉盆景；领
读《一粒种子的旅行》，让孩子知道播种与收获。夏天读

《昆虫记》，制作昆虫标本。父亲节时读 《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有个四五岁的孩子学做压花卡片送给爸爸：

“我爱你，爸爸！”年轻爸爸竟然没出息地哭了出来，旁
边的妈妈嫉妒得不行。

秋天在地头读《落花生》。收花生时，有个家庭来晚
了，特别遗憾。家长要来书，自己大声朗读了一遍，很
欣慰地说：“别看俩娃在玩水，他们肯定听进去了一些。”

配合蝴蝶或茶文化的相关古诗词朗读，还有放飞蝴
蝶和茶艺活动。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农庄劳作，书本上的
播种收获被还原成现实的劳动，文字知识和真实生活交
融，让孩子们对两者都有了更深切的认知。难怪做活动
时只要群里一呼，一天能来三五百人。

便利店开起阅读空间

海淀区四道口路与学院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北

角，有一家超市发便利店。走过一排排整齐的货架，里
面竟别有洞天——由三面墙书架和不规则阅读桌椅构成
的阅读空间！一家600平方米的便利店，竟然拿出一半空
间做阅读，这真是不可思议！

海淀区图书馆基层辅导组主任白瑞介绍说，超市发
想进行业态转型，选择了做阅读空间。之前一年多与书
商合作，发现他们出于商业考虑选择的书品位不够高。
去年年底，他们与区图书馆搭上了线，海图精准配书，
收银员兼管理员，读者可以留言想看哪类书、哪本书，
之后书很快会被送到这里。

指导和管理这家店的业态店总赵丽君喜眉笑眼，非
常开朗。她说，做成阅读空间，肯定降低了坪效，因为
相当于一半面积几乎不挣钱。但这种方式提升了超市的
形象，也会增加顾客的黏性。对书有兴趣的客人，没事
就会来遛遛坐坐，顺便买东西。有位财经学院的教授经
常过来，买一杯咖啡、一个三明治，看半天书，还拍照
发朋友圈呢。

阅读LOFT和榻榻米躺读

走进房山区良乡宜春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冷雨
中瑟瑟的我们第一感受是温暖。

这是一个由旧锅炉房改建的空间，很是高大。进门
左手是茶艺空间，原木长凳，大理石桌面上曲水流鱼，
红色的小金鱼缓缓游过。旁边是一幅黑白装饰画。拐进
左边隔间，几位中年女性正跟着老师的指令击鼓，活力
十足。

大厅右侧是一面墙的绿色荷花装饰画。登上迎面的
二层小楼，靠墙一溜书架有几千册藏书，靠栏杆有张铺
着毡子的宽大台子供写字画画，旁边好几把圈椅还放着

软垫，可以想象在这儿读书的舒适。
走出来，左边是一间为孩子设计的活动空间，图

书、小桌子、小凳子一应俱全。下课后如果家里大人没
下班，孩子可以先到这里做作业、看书、做手工。后院
还有一间外接的棋牌室，几位老人在打牌，这里也是老
人饭桌，到饭点流动餐车开到门口。所有的一切温暖宜
人，比家里还舒适、干净、美好，我们不由得感概这里
居民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房山区文化中心副主任朱光介绍说，这个社区的主
任是个能人，不仅找到专业机构把整个空间设计得温馨
宜人，还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由对方负责活动中心的运
营，只有寒暑假办班才收取费用。

在亦庄的东尚·E园，一个地下空间里，顺着左侧弧线
是五六个渐高的地台，铺着镶嵌绿条纹的榻榻米，上有灰、
黑、黄色的懒人沙发，还有靠枕。架上是触手可及的经典
图书和绿植。陪同介绍的女孩顺手拉上了黑帘——于是，
一个封闭的个人空间就出现了，可靠可卧，真是所有白
领的梦想！据说位置很抢手，常常满员。园区容纳了 30
多家公司，不仅地下有这样一个主打阅读的休憩空间，
楼间起伏绿地中也布置了各式、各色的椅子，你可以带
着书晒太阳。

我们还看过海淀区阳春新纪元社区，他们硬是跟开
发商争取了200多平米的图书室，布置得简洁、舒适，书
架上还有居民自己捐献的图书。

在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到，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下，全民阅读向纵深发展，基层机构与群众发挥了无限
的创造力，阅读中的新鲜事如同朵朵春花绽放。这些接
地气、有吸引力的活动场所以及在其中进行的各种个性
阅读活动，对阅读起到正向的牵引和推动，构成了全民
阅读春色中新鲜美丽的花朵。

现实题材影片《那时风华》日前公映。
影片以三代塞罕坝人造林、护林、营林的感人事迹

为基础创作。总编剧田运章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时说，
影片讲述了一个火热的时代，一群单纯的青年，一段动人
的故事，一种不朽的精神。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电影
人，有责任在大银幕上再现塞罕坝震撼心灵的故事。

导演李三林表示，这个电影拍得很辛苦，大家都用
塞罕坝的精神来拍戏。影片制作历时2年多，剧组辗转
怀来天漠、涿鹿黄帝城、乌拉盖草原、乌丹沙漠、坝上

草原等多地，力求最真实地再现历史环境，每一个场景
都精益求精。拍摄冰原救人场景时，3名演员在零下36
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中投入演出；雪中起舞场景，演员克
服种种困难在雪地里整整表演了一天；勇斗恶狼场景，
剧组安排了近10条真狼出演，与演员和替身演员配合完
成了惊险的画面。

特邀嘉宾、导演陈力在观影时几次落泪。她说：
“我曾经也想拍这个题材的电影，都搭了景，但难度过
大，只能作罢。李三林导演却克服重重困难，用属于当
下的艺术表达完成了这部电影，非常不容易。影片中，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牺牲，值得
今天的年轻人思考和学习。”

《那时风华》由河北电影制片厂、恩幕影视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深圳市秋江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那时风华》公映
本报记者 苗 春

《那时风华》公映
本报记者 苗 春

本报电 （史静远）“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
寺遇上紫禁城”展开幕式日前在故宫博物院午门举
办，同时拉开了纪念紫禁城建成 600 年系列活动的
序幕。

本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首次举办的以
历代班禅及宫廷佛教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同时
也是扎什伦布寺的文物第一次走出寺院、进入博物
馆，面向公众，向世界展示历代班禅的事迹和扎什
伦布寺的文化、艺术面貌、宗教传统。

将文创展区与文物展区并行，是故宫博物院的
一次新尝试。展览分为“从须弥福寿至紫禁城”“来
自扎什伦布寺的艺术”“六世班禅的遗珍”及“和善
吉祥”四个主题。前三个主题为文物专展，展示了
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及扎什伦布寺的珍贵文物 280件，
包括藏传佛教文物、历代班禅大师与中央政府贡赐
往来精品等。“和善吉祥”文创展区则涵盖故宫博物
院与扎什伦布寺文创品牌“扎什吉彩”共同打造的

“当扎寺遇上故宫”系列产品，还有西藏文博单位推
荐的优秀文创产品以及一些基于藏文化的设计师联
名作品。

据悉，扎什伦布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代表性
寺庙，也是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地。寺内保存有大
量珍贵的汉藏以及喜马拉雅地区古代佛教艺术珍
品，向世人展示着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灿烂过往和
辉煌成就；“甲纳拉康”珍藏的历代皇帝册封班禅的
金印金册、佛像敕文、皇家赠礼等文物，真实地见
证了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密切往来。

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系列活动开幕

“须弥福寿”展亮相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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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弥福寿”展亮相故宫

观众在展览上参观拍摄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北京阅读季“一区一品”调研巡礼（上）

全民阅读中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张稚丹文/图

平素我们读书的地方，除了
家里，就要数公共图书馆和教室
了。近几年，随着全民阅读的深
入开展，涌现出形形色色的阅读
空间——新型书店、文化活动中
心、书苑、书院、书馆，还有藏书
楼、教育空间、绘本馆，阅读甚至
进了咖啡馆、医院输液室。

你以为这些做法已经穷尽想
象？不，现实比想象更丰富。

不久前，记者参加第九届书香
中国·北京阅读季“一区一品”调
研，连续走访了北京市房山区、海
淀区、怀柔区和亦庄经济开发区，
虽然早出晚归十分疲劳，却时有意
外惊喜，那些鲜活的场景常在脑海
回放。

超市发便利店里的“超书房”超市发便利店里的“超书房”

本报电 （邢梦雨）“新时期我国文化治理现
代化的战略选择研讨会”日前在商务印书馆举
行。研讨会由中国传媒大学、商务印书馆、中国
文化产业协会共同主办。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
出了对策性思考，认为当前中国文化产业面临新
的转型机遇，要加强对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
院院长范周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丛书》（以
下简称 《丛书》）。《丛书》 共 6 卷计 200 余万字，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卷以改革开放 40年的文
化产业发展为蓝本，梳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不
同阶段与特征，讨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软
实力建设的紧密联系，展望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
趋势；第二卷重点论述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
大问题，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则、动力、路径和
保障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三卷聚焦文化消费现
象、行为、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市场的特征，从时
代变迁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化消费发展状况；第四
卷从数字经济的宏观背景出发，梳理数字创意产
业的发展历程，总结出数字创意产业的内涵和外
延，对未来数字创意发展趋势进行研判；第五卷
论述了中国城镇化演进历程与规律，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文化顶层设计以及国际城镇化中文化发展
的实践与经验；第六卷精选范周领衔打造的文化
领域自媒体平台“言之有范”的优质文章，记录
了该平台创办5年来社会文化发展的演进和热点文
化现象背后的反思。

范周表示：“《丛书》编撰历时两年，选取和
展示了已出版、发表和完成的十几部学术专著、100
多篇学术论文、几十篇研究报告及上百个规划案例
中有力度、有深度、有前瞻性的观点，希望为中国文
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言献策。”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丛书》出版

12月13日，人民大会堂，享誉世界的俄罗斯
国宝级艺术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开启了
2019年中国巡演北京站的演出。超过100人的强大
演出阵容，以高超的艺术水准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震撼人心的俄罗斯歌舞盛宴。

当晚演出分上下场，共呈现了 25个精彩的歌
舞器乐节目。曲目 《不朽的传奇》 拉开了演出的
序幕，紧接着 《草原啊，草原》《神圣的战争》

《在阳光照耀的草地上》《红莓花儿开》《卡琳卡》
等多首歌曲接连上演，在中国脍炙人口的 《喀秋
莎》 则压轴登场。经典的旋律、风情浓郁的舞蹈
以及独具特色的器乐表演，尽展俄罗斯军旅气魄
和民族风情。

每到一个国家，使用当地语言演唱当地歌曲
是红旗歌舞团延续至今的传统。当晚，红旗歌舞
团的艺术家除了表演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曲
目外，还特别用中文献唱了 《游击队之歌》 以及
选自 《东方红》 的歌曲 《七律·长征》，充满感情
的演绎，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演出真是太精彩了，非常有感染力！”“穿越
时空的歌声，不朽的传奇！”“艺术家的表演精彩
绝伦！”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赞叹。不少年轻
观众第一次看红旗歌舞团演出，也被其艺术魅力
深深震撼。

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成立于 1928 年。
拥有91年历史的歌舞团，从最初只有12人的小团
体发展成为近300人的世界知名艺术团。歌舞团拥
有众多优秀艺术家，以俄罗斯人民演员及功勋演
员为主，艺术家们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优秀歌曲。
演出曲目 2000多个，涵盖前苏联、俄罗斯和外国
歌曲、宗教音乐、世界摇滚、流行音乐、民族
舞、士兵舞等类型。作为俄罗斯的文化名片，红
旗歌舞团曾出访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1000多场。

1952 年，红旗歌舞团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
此后数十年间，11次登上中国舞台。2016年12月
25 日，一场空难让红旗歌舞团失去 64 位优秀演
员。歌舞团在4个月内完成重组，一批具有实力和
表演天赋的演员经过严格选拔加入其中。

此次北京巡演前，红旗歌舞团在佛山、洛阳、上
海等地进行巡演，每到一处皆引起热烈反响。继北
京之后，歌舞团还将在德州、广州等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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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科幻电影取得长足进
步，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日益完善。目前正在热映的
灾难大片 《天火》，以独特的“火山题材”对中国工业
电影类型进行了突破。中国团队主导、中外合作拍摄，
全新的合作模式也引起业内外关注。

影片讲述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让美丽的度假
胜地天火岛瞬间进入“逃生模式”。面对生死危局，地
质学家李文涛、其女李晓梦等人展开了一场分秒必争、
险象环生的自救与救人的故事。

影片筹备长达5年，拍摄及制作耗时两年，由中国

制片人董文洁联手国际知名导演西蒙·韦斯特打造。与
传统国产电影不同，该片由中国制片团队主控，聘用国
际知名导演执导，以国际化的视角讲述彰显东方情感和
人物关系的中国故事。董文洁在今年戛纳电影节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 《天火》 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
上的火山题材灾难大片，更肩负着开拓‘中国出品携手
国际制作’这一全新模式的使命。”

一直以来，火山题材电影因为拍摄和制作的高难
度和高投入，在国内外大银幕上都非常罕见。《天火》
以火山大爆发的故事为切入点，影片中不仅有火山爆
发的大场景特效，还有深入火山口、岩浆涌动、火球
飞冲、地动山摇的片段，并且贯穿了从火山喷发到主
人公与熔岩生死竞速、绝境逢生的全过程，为观众带
来震撼而新鲜的视听体验。更为可贵的是，影片传递
了中国人的大爱和东方情怀。面对灾难，中国人不畏
难不妥协，不抛弃不放弃，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坚韧
不拔的精神。

影片由王学圻领衔主演，还有昆凌、窦骁、柏安、
马昕墨、纪凌尘、吴汉钧等优秀青年演员加盟。王学圻
在一次采访中坦言，这是他从影多年以来拍摄的第一部
灾难片，对他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片中有大量的动作
戏、爆破戏，惊险刺激无处不在，但他很乐意有这样的
尝试。他表示，此次和青年演员合作非常愉快，大家都
很敬业、能吃苦，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精彩演绎。

电影《天火》剧照 出品方供图

12月 13日，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在人民
大会堂演出。 主办方供图

电影《天火》彰显民族情怀
于治华

电影《天火》彰显民族情怀
于治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