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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新风潮

报名火爆，广受欢迎

“80后”叶峻嵩，疫情期间似乎更忙碌了。2月 7日，四
川成都市文化馆的“文化天府”平台推出艺术慕课教学，报
名火爆，供不应求，每批次招生名额一出来，10分钟就一抢
而空。这里面有一门课程便是叶峻嵩的《手机摄影》。

成都市文化馆是全国文化馆系统第一批启动艺术慕课拍
摄制作的单位。《手机摄影》是2019年上半年精心策划、拍摄
制作的视频课程。疫情发生后，文化馆开展线上艺术慕课教
学，馆艺术普及工作部副主任、摄影专业的叶峻嵩义不容
辞，参与到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来。

《手机摄影》 学习群里学员众多，学习积极性高。每天，
叶峻嵩和他的助教都要在群里及时回答学员学习中的疑问。
他还邀请成都市摄影师协会的摄影师，在群里一起指导分
享。50节的课程，涵盖理论知识、摄影基础、常规拍摄、创
意摄影等内容。通过一个月的学习，学员们完成了从摄影

“小白”到玩转手机摄影的转变，拍出美美的自拍照、美食
照。紧接着，叶峻嵩又策划了一个慕课微展览，展出学员的
优秀摄影作品。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现在展览中，学员们的摄
影热情更高了。

对此，成都市文化馆党总支书记王利很是欣慰，疫情期
间文化馆线下体验暂停，线上服务就必须持续发力。春节期
间她就和馆里的同志们策划，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大力
开展艺术慕课教学。为保证教学质量，每个慕课培训班建立
了线上交流群，每个班配置一名班主任、一名指导老师 （录
制慕课的授课老师），对培训进行规范管理，为每个学员进行
指导和答疑。所有课程每节课后都要布置课后作业，学员只
有认真学习，完成作业，并经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后，方能进
入下一课程的培训。

从 2月 7日到 4月 10日，成都市文化馆推出 《软笔书法》
《手机摄影》《中国古典舞》《中国画》《藏族舞》等7期课程，
开设35个学习班次，共有7433名学员参加学习，平台慕课板
块总点击量 212970人次。3月 30日起，在艺术慕课教学的基
础上，文化馆还推出《剪纸技巧》《声乐基础》等课程的网络
直播，在线报名学员 1285 人，平台直播教室总观看量 29260
人次。

非常时期，全新挑战

浙江台州市文化馆馆长在线上艺术培训的想法，与成都
市文化馆不谋而合。台州市文化馆的“文化超市”公益艺术
培训，曾获全国文化志愿服务优秀典型案例。受疫情影响，
线下的培训办不了，怎么办？

每天都有焦急的市民拨打文化馆社会服务部的热线电
话，诉说渴望学艺的迫切心情。一位姓王的女士说：“我盼

‘文化超市’开学的心情，跟我娃盼望学校开学一样一样
的。”她这句话让文化馆工作人员脑袋里灵光一现：对啊，
学校能上网课，我们也可以啊！

10天后，用于网络直播的声卡显卡摄影设备准备到位。
紧接着，馆里对参与网络直播教学的 10 位老师进行培训。
一切准备就绪，3 月 20 日，台州市文化馆在微信公众号推出

“文化超市 4.0 云课堂”，正式拉开了网络直播艺术课程的报
名序幕。此次一共推出 10 门课程，周一至周五晚上，每天
两门，每周一节课，持续 6 至 8 周时间。当天扫码报名人数
近千人。

3 月 23 日，“云课堂”正式开课。当晚，《隶书临摹与创
作》 听课人数 338 人，《视唱练耳基础训练》 听课人数 350
人，取得开门红。接下来几天，《网红古典舞》《零基础油画
课》《数码摄影后期》 等课程不断创造新纪录，截至 4 月 2
日，累计扫码进群4675人，其中最多的一门课程进群人数达
到676人。到第二周，大部分课程在线听课人数不降反升。这
当中，既得益于授课老师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讲解，也得
益于学员之间的互相竞争和督促。

第一次上网络直播课，《网红古典舞》的黄雪老师挺有压
力。黄雪是省里舞蹈创作的青年骨干，多件舞蹈作品获省群
众舞蹈大赛金奖，担任过当地大型文艺晚会的策划和舞蹈编
导。但上网络直播课，对她来说是全新的挑战：参加直播课
程的学员，舞蹈水平参差不齐；她做舞蹈教学分解、动作示
范，不像现场教学能看到学员的动作是否到位。

面对这些难题，黄雪尽量把课程准备得精细一些，把可
能遇到的困难想得多一些。她会在课前录制舞蹈分解动作视
频和舞蹈成片；在课后对每位学员提交的作业进行语音点
评，好的标为优秀作业在群里分享。每次直播结束，听到学
员在群里说着暖心的感谢，夸老师您教得好好啊，黄雪心里
很有成就感。

“直播真人秀+同学群”的模式，让台州市文化馆的艺术
网课火了起来，不仅吸引了当地文艺爱好者，还有来自广西
等地的舞蹈爱好者。为此，台州市文化馆馆长陈靖建立了市
属9个县区文化馆的“云课堂”钉钉群，开通链接，实现网络
直播同步推送和艺术网课资源共享。

艺术普及，探索实践

黄雪和叶峻嵩从文化馆艺术慕课、网络直播教学中脱颖
而出，梁珺则在抖音上红了起来。

梁珺是黑龙江大庆市文化馆的声乐老师。疫情期间，由
于经常有学员在微信里咨询声乐方面的知识，梁珺索性在抖
音上注册，把微信群的粉丝引流到抖音，在上面进行声乐辅
导直播。文化馆人的情怀、专业的指导和富有现场感的教
学，让这位“声乐小姐姐”人气越来越旺，直播课越来越
火。目前，她的学员已增至2400多人，既有大庆的声乐爱好
者，也有全国各地的粉丝，大家一起跟着梁老师在线上学习
声乐理论知识、发声技巧、学唱歌曲。

对于全新的线上教学模式，梁珺自己摸索出一套教学方
式，那就是既要聚焦教学重点，又要充分考虑到学员基础；
既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要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她希
望每个短视频在展示专业能力的同时，还能给人赏心悦目的
视听效果。用心的她，把线下讲课的视频片断整理成花絮发
布在抖音号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梁珺的线上声乐教学模式，引起大庆市文化馆馆长王中
海和同事们的关注。王中海发动组织馆里的专业老师纷纷开
启网络艺术教学模式，以抖音号加微信群的线上艺术教学，
引爆文化馆“云端”新课堂。如今，该馆线上教学非常火
爆，书法、二胡、竹笛、古筝、葫芦丝等10多种艺术形式的
线上培训课接连开班，才一个月的时间，已开展线上教学200
多堂课，累计培训学员数量可观。

疫情期间，成都、台州、大庆等地文化馆的艺术慕课、
网络直播、抖音引流、文化社群运营，是10多年来文化馆数
字文化服务的厚积薄发，也是疫情期间各地文化馆在线上艺
术普及的最新探索实践。

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馆公共服务中，像叶峻嵩、黄雪、
梁珺这样深受学员追捧的文化馆网红，正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出来。他们是一批既有文化内涵，又有专业水准，具有艺术
理想和人文情怀的人，以其良好的专业形象和网络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文化馆艺术普及的社会影响力，助推文化馆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有馆长已经考虑，将文化馆专业人员
的网络直播、文化社群教学辅导，纳入业务工作评价体系，
希望文化馆每一位专业人员都能成为新时代全民艺术普及的
网红。

（作者为中国文化馆协会副理事长）

云端服务，文化馆人有绝招
王全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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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随后快
速蔓延。在中国举国上下抗击疫情期
间，国际社会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
令人感动。起初，来自日本 （包括在日
华侨华人、留学生） 的援助物资上，抄
录了一些古典诗句以示慰问，比如“山
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
同袍”“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
两乡”等，以及一些新创作的词句，
都很熨帖，拉近了情感上的距离。

对于这些热情帮助和友好情谊，也
可以考虑用典雅的古典诗句应和，表达我们诚挚的答
谢。比如，对日方的援助，可以借用唐代渤海国的王
孝廉《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谁云千里隔，能照两
乡人”作答。这是他出访日本期间作的一首思乡诗，
大意是出使异国他乡的自己，与远隔千里之遥的故乡
人，共对的是同一轮明月，婉转表达了诗人与日本友
人相通的感情。还可以从 《古诗十九首》 中选用“盈
盈一水间，齐心同所愿”两句，前半句借喻中日两国
一衣带水，后半句寓意抗击疫情是共同的愿望。日本
江户时代的教育家和诗人广濑淡窗有汉诗 《桂林庄杂
咏示诸生》，其中有一句“同袍有友自相亲”，可借以
应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疫情期间，各地派出大量医务工作者和相关人员
奔赴抗疫一线。对这些最可爱可敬的人，可以用“临河
濯长缨，努力事戎行”两句诗来形容。前半句出自汉代
李陵《与苏武诗》，后半句出自唐代杜甫诗 《新婚别》，
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出征的将士整理好行装，到前方英
勇抗击疫情，要保重自己，平安归来。《诗·小雅·采

薇》 有“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不遑启处”等诗
句，意谓危难当前，心急如焚，不顾饥渴，难得片刻
的歇息，也可用这些诗句来形容全力救治病患的医务
人员和那些与疫情抢时间、昼夜不停施工的医院建设
者。另外，还可以借由明代吴承恩 《二郎搜山图歌》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歌颂来自四面
八方、各行各业的义勇之师。

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中国政府和人民紧急驰援
其他国家。这种感同身受的心情和奋力救援的行动，
正是 《吴越春秋》“同病相怜，同忧相救”这句话的
充分体现。我们的心意也可以用“尽是同舟客，齐心
同所愿”来表达，前半句节自南宋王同祖 《秋日金陵
制幕书事》：“遇风尽是同舟客”，寓人类居住在同一
个地球上，彼此息息相关，面对这一历史性灾难，理
应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当然，也可选用被援助国家
所熟识的本国文化相关内容，如浙江、天津等地对韩
捐赠物资上，印有韩国古代诗人许筠的 《送参军吴子
鱼大兄还大朝》“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的诗句，

就很感人。中国企业在援助印度孟买
市的抗疫物资的包装箱上，精心写着
英、印、中三种文字的赠语。中文写
的是“尼莲正东流，西树几千秋”，
化引唐代玄奘法师的 《题尼莲河七
言》：“尼莲河水正东流，曾浴金人体
得柔。自此更谁登彼岸，西看佛树几
千秋。”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宋
代法贤大师翻译的 《佛说佛母宝德藏
般若波罗蜜经》 中有句偈语：“诸江
河流阎浮提，华果药草皆得润”，“阎

浮提”即“赡部洲”，喻人类所居之地、人世间，也可
借用这句偈语祈愿疫情早日结束，世界重归美好祥和。

在中国抗疫期间，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心系华
夏，从四面八方募集防疫物资捐助国内，一腔赤诚令
人动容。现在，疫情在他们所在的一些国家蔓延。紧
急关头，中国有关部门组织调配“健康包”，依托驻外
使领馆发放，还通过网络和热线服务等渠道，尽力协
助他们防范疫情。这一切，正如古人所言：“故乡今夜
思千里”（高适 《除夜作》）、“居人思客客思家”（白
居易 《望驿台》）、“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
人”（白居易 《邯郸冬至夜思家》）。身处异国他乡的
同胞感受到祖国母亲的心时刻与他们同在，始终牵挂
着远行的游子。

“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在困苦危难、春寒
料峭的时候，一直静静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古老文
化，给予我们融融暖意和无穷力量。宝贵的传统文化
也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地区人民之间情谊相通、传递心
声的津梁，让彼此感受到支持和关爱。

遇风尽是同舟客
——传统文化在抗疫中给予我们暖意和力量

王泽文

2020年伊始，“英雄”成为一个高光的字眼。从冬到
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多少人义无反顾逆
风而行，以凡人之躯勇扛重责，用点点萤火汇人间星河。

营造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的社会氛围，
让世界人民读懂中国人民的平凡壮举，是文艺工作者的
责任。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推出
的大型纪录片《国家荣光》，以“致敬英雄”为主题，通
过重温黄继光、郭永怀、赵一曼、彭雪枫、张太雷等 20
位英雄的故事，将延绵于历史长河的英雄精神投射进现
时场域，在广阔的时空维度上建立起相互呼应、一脉相
承的精神联结。

纪录片从立足当下的追思视角出发，沿着一条条温
热的细节线索，打捞有血有肉的生命记忆，彰显伟大寓
于平凡的人性之光。片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动容的物
件：黄继光在离开家乡，奔赴战场之前送给母亲的手
帕；郭永怀念念不忘要给女儿买一双布鞋的家书；骨肉
分离之际，赵一曼怀抱着一岁零三个月的宁儿拍摄的照
片；彭雪枫写下“家如夜月圆时少，人似流云散处多”
的小本儿……都让观众看到了英雄人物铠甲之下的柔软
——他们为人子女、父母，妻子或是丈夫，却在生死抉
择的时刻，隐忍情感，挺身而出。

这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群像和英雄群谱。每当中华
民族经历风雨，总有一群勇敢而有担当的人，毫不犹豫
地选择滚烫的人生。当下，因为历经着同样的“英雄时
刻”，人们得以在跨越时空的比照和共鸣中，感同身受于
他们无怨无悔的出发与选择。当“90后”医护人员在抗
击疫情的战斗空隙写下“国难当头命何惜，满腔热血抛
头去。否极泰来终有日，山河无恙话荆棘”，我们知道，
他们怀揣着同一种使命和情怀。

英雄的故事，永远值得大写特写，亦能常讲常新。
《国家荣光》与其说是深情的缅怀，不如说是对今人的激
励，因为最好的纪念就是坚守和传承。为了鲜活立体地
塑造人物，《国家荣光》创作团队走访了国内26个省、自治
区、市，前往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挖掘最新披露
的档案资料；采访逾百位专家学者和亲历者，以史实为
基，在每期不到30分钟的时长里，凝练讲述鲜为人知的
英雄故事。节目自开播以来，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轻观
众，他们或从中认识了一些过去鲜有了解的人物，或深
刻走近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有网友说：“他们在如花如
歌的年龄，为祖国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国家
的荣光，也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榜样。铭记英雄，缅怀同
胞。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努力奋斗，不负韶华！”

礼赞热血英雄
致敬国家荣光

任宝华

▲大庆市文化馆的梁珺老师在
上声乐直播课

▲成都市文化馆艺术慕课《软笔书法》▲成都市文化馆艺术慕课《软笔书法》

▲台州市文化馆直播课程《零基础油画课》

近日，随着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内
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的市民纷纷来到公园、
广场进行健身锻炼，享受充实的文化生活。
图为扎兰屯市市民在广场扭起秧歌舞。

张 枨 韩 冷摄

秧歌舞起来秧歌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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