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流于形式，不拘于特殊节点

全民阅读“全民”发力

文体新闻 8责任编辑：晁元元（04510451-84610006）
执行编辑：耿香华（0451-84655617）

2017年5月2日 星期二

E-mail：htybe@163.com

关注·我省实施“促进全民阅读决定”

□本报记者 董盈

书店、高校社团、读书会、朗读俱乐部、阅读志愿者团
队……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和坚持，将阅读的热情传递到城市乡
村的各个角落，感染着身边的人。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龙
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日前出台的《黑龙江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规定各级人
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购买、项目补贴、以奖代补、发放购书券等
方式，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活动。鼓励和支持社
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提供阅读场所和服务等多种方式参与
全民阅读活动。相信这将激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
我省全民阅读中来。

社会力量助力阅读推广

“我们的团队靠自发的热情组织起来，不拘于形式化的东
西，从阅读需要出发，通过立体多元化的方法去感受阅读。阅

读是真实的，我希望读书日之后，还有读书声”，哈尔滨故事妈
妈志愿者团队组织者关文丽说。据关文丽介绍，哈尔滨故事妈
妈志愿者团队是一支通过带领小学生阅读绘本来完成生命教
育的公益组织，目前团队经常参加活动的志愿者有30多人，包
括大中小学及幼儿园老师、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家长等，隔周一
次为小学生带领读书课，同时在家长课堂带领各种主题的读书
和教育专题研讨。

佳木斯市国学学会 、大庆油田“脂灯”女子书会、黑河市作
家协会读书沙龙、牡丹江师范学院澜岩文学社……诸如此类的
读书会、读书沙龙、文学社团等形式的阅读组织在全省各地还
有很多，规模不一，有很多已经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据了
解，在省内很多机关、企业、学校、社区、乡村等都能见到阅读组
织的身影，针对各类人群，通过开展图书漂流、读书知识竞赛、
读书演讲、征文、各类讲坛讲座、推介优秀图书、经典诵读、线上
线下读书互动分享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手段，浓郁着我省的阅读
氛围，很多人直呼“阅读更接地气儿了”。

激励先进典型引领示范

我省在不断推广阅读活动的同时，对涌现出的全民阅读先
进典型进行表彰。据悉，省第三届“书香中国·龙江读书月”暨
佳木斯市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佳木斯举行，首届黑龙
江省全民阅读“十佳阅读推广基地”、“十佳阅读推广组织”、“十
佳阅读推广人”代表喜获表彰，这对长期以来致力于阅读推广
的组织和个人来说无疑是种激励，同时也为阅读推广起到示范
引领的作用。据报道，我省连续3年对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
来的106个“优秀项目”、174个“组织工作先进单位”、193个“先
进个人”和 29篇全民阅读好新闻好作品、132个“书香之家”进
行表彰。

开展的首届黑龙江全民阅读“十佳阅读推广基地”、“十佳
阅读推广组织”、“十佳阅读推广人”评选活动中，各地参评积
极踊跃。据介绍，截至今年 3月 15日，共有 13个市地、2个直
管市、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委、黑龙江出版集团、省图书
馆、大庆石油公司、省森工等 22家单位申报全民阅读推广基
地 49个、阅读推广组织 30个、阅读推广人 41个。据有关工作

人员介绍，由于此次评选是首届，还有很多阅读推广组织或个
人未能参与此次评选，未来会进一步打开民间渠道，通过例如
购书卡券等奖励方式，进一步调动各方面参与阅读推广的积
极性。

首届黑龙江全民阅读“十佳阅读推广人”之一、黑龙江省
图书馆龙江书院负责人毕洪秋表示，从全国总体看，推动全
民阅读的战略重心已从改善阅读的硬件条件转向扩展内
容。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的关键是阅读推广
人，阅读推广人队伍的建设与管理，将成为能否持续开展全
民阅读的关键。

政府引导支持营造大环境

若愚读书会、朗读者俱乐部、书香门第联合发起人之一刘
子威表示，促进全民阅读，除了图书馆、书店等场所，我省还需
要进一步拓展、建设各类阅读场所，让阅读人群有更多的选择，
应对现有阅读场所及阅读场所的建设多给予扶持。记者从有
关部门了解到，我省积极筹措全民阅读经费，拨付专款用于全
民阅读活动。哈尔滨市多年来持续投入，全省 13个市地的书
店改造升级稳步实施。

在刘子威看来，当下很多读书组织采用导读的模式引领大
家阅读，但在导读引领之外，大家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去认真品
读，发自内心去体会，端正读书的心态，感受阅读的意义，而不
拘泥于形式或读书日某个特殊节点。毕洪秋认为，全民阅读如
果流于形式，阅读本身的魅力会荡然无存。推广全民阅读，应
当充分发挥专业机构如图书馆、读书会和专业人士的作用，经
典阅读与数字阅读并重。

如何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毕洪秋认为，说到社会力量参与，需要政府政策引导并予
以支持，如阅读协会的建立，设立阅读相关的基金项目或基金
会，建立阅读推广人的培养机制等等。各级政府应该在社会阅
读空间、设施、读物等方面加大投入。上海、杭州、深圳、长沙等
城市的公共图书馆网按照服务半径和所服务人口来设置，步行
15—20分钟即可就近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这样的基础设施
建设才能为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氛围。

哈尔滨“书香南岗”全民阅读活动现场。

本报讯（记者陆少平）日前，由浩源地方文献博物馆、哈尔滨
市香坊区文体局和香坊区图书馆共同主办的“记忆·中国的动力
之魂”——哈尔滨市香坊区老工业基地发展图片展在哈举办。

据了解，该图片展展出历史图片300余幅。“一五”时期，苏联
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中的13项建在哈尔滨，形成以机电工业为
主体，纺织、冶金、轻工等行业为辅的工业体系。浩源地方文献
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香坊区作为哈尔滨市重要的工业聚集
带，被称为“中国的动力之乡”，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更多的身
边人了解香坊区的历史和文化，增强创业信心。

“记忆·中国的动力之魂”
图片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董云平）近日，由省文化厅主办的“绿映丁
香 依然桃李——俄罗斯当代油画印象”画展在哈尔滨美术
馆举行。此次展览展期一个月。

此次画展共展出俄罗斯油画精品130多幅。这些画作情
感细腻，色彩和谐，神形兼备，生动写实，展现出俄罗斯丰富
的人文生活和文化背景。无论山水、花鸟、人物画，还是静物
画；无论是写意，还是写实；无论是临摹，还是创作，都笔墨淋
漓，色彩斑斓。作品中的一笔一划、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
景一物，尽显俄罗斯画家深厚功力。

“俄罗斯当代油画印象”
画展在哈展出

本报1日讯（记者董云平）5月1日，“工业印痕 ——大庆
工业版画精品展”在省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由黑龙江省美
术馆和黑龙江省版画院主办，展期至5月28日。

大庆是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紧密相连的城市，诞生在这个
城市的大庆版画也是伴随城市工业发展成长起来的版画群
体。此次展出的大庆工业版画90余幅，是大庆版画群体几代
版画家几十年辛勤创作的结晶，真实记录了这个工业城市的
光辉历程与奋斗印迹。其中大油田的现实场景与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的描绘、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是北方石油
工业生活的现实写照。

“大庆工业版画精品展”
在哈尔滨举行

本报讯（文可心）由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任雅玲、
张爱玲撰写的《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近日正式出版。

近年来，平民非虚构文学作品不仅获得了出版界的青睐，
也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很多作品在年度好书榜名列前茅。《文学
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即以这类非虚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
象，对民间述史作品的概念、分类、特性、价值、热因等进行了系
统梳理与分析，并对十四名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述史作者的作品
进行了细致的文本解读，有的以亲历者身份描述大历史背景下
的个人生活记忆，有的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普通百姓原生态
的生存状况,这些鲜活的小历史让人感受到了大历史的细节,是
实实在在、地地道道的“人民的文艺”。

《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
近日出版

本报讯（记者谭湘竹）近日，冠军冰场携手国家花样
滑冰队在哈尔滨举办了“爱冰雪·爱运动——迎冬奥冠
军中国行”大型主题公益活动。奥运冠军申雪/赵宏博、
世锦赛冠军隋文静/韩聪、世锦赛季军金博洋、国际滑联
花样滑冰大奖赛青年组冠军彭程/金杨，全国冰上舞蹈
冠军赛冠军相光耀/李西贝等国家花样滑冰队豪华阵容
出席。

“爱冰雪·爱运动——迎冬奥冠军中国行”大型主题
公益活动，是以全国近 30 家冠军冰场为活动场地，开展
免费冰上运动基础课程教学活动以及冰雪运动知识普
及活动。

“爱冰雪·爱运动——迎冬奥冠军中国行”

大型主题公益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谭湘竹）近日，“我要上全运”龙江大众
围棋群众组争霸赛哈尔滨组选拔赛结束。在当日进行的
五轮比赛中，决出男女各 8名棋手，参加最后的黑龙江赛
区决赛。

据黑龙江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沙莲江介绍，这
次的“我要上全运”龙江大众围棋群众组争霸赛，全省分为
哈尔滨、大庆、牡丹江、双鸭山四个赛区进行预赛。预赛从
4月 16日开始，到 4月 30日结束。各赛区男选手与女选手
的前八名进入黑龙江赛区的决赛。5月 13日，黑龙江赛区
决赛在哈尔滨进行，届时决出男女各一名选手，参加今年在
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我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将组队参加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桥牌共五大项
的比赛。

“我要上全运”龙江大众围棋争霸赛

哈尔滨赛区选拔赛结束

“五一”期间，“我要上全运，健康中国人”2017全国钓
鱼巡回赛在哈尔滨长岭湖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300余名
钓手参加了比赛。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谭湘竹摄

本报讯（记者王志强）日前，2017“佳鹏律师”杯哈尔
滨市足球联赛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本次比赛共有28
支球队报名参赛，注册球员近千名，最大球员年龄57周岁，
最小球员年龄18周岁，并有多名在哈工作、留学的外籍球员
参赛。

本次联赛从 4月 15日开始，6月 25日结束，每周六、日
进行比赛。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哈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

本报1日讯(记者王志强)由哈尔滨市体育总会支持，哈
尔滨市足球协会主办，黑龙江翔禾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莽原足球俱乐部承办，2017哈尔滨首届“莽原青
训”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5月1日落下帷幕。

历经三天27场鏖战，俄罗斯海参崴新能源足球1队、中
国哈尔滨市莽原足球俱乐部队、俄罗斯海参崴新能源足球
2队、中国长春市绿园足球队分获比赛前四名。中国尚志
市宏基足球俱乐部队获得精神文明奖。

参加本次比赛的中国小球员在与俄罗斯球队的比赛中
开拓了视野，提升了能力，增进了友谊。

图为比赛现场。 黄伟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哈尔滨首届国际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落幕

据新华社上海5月1日电（记者许晓青 吴宇）总部位于法国
巴黎的国际展览局于2010年11月做出一项历史性决定——将
世博会诞生以来首座世博主题博物馆设在中国上海。1日，这一
包罗世界科技、文化众多成果的博物馆在上海向公众开放。

这是世界上第一座以展示世博会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国际
性博物馆。专业人士认为，博物馆的开幕象征着曾成功举办一
届综合性世博会、多届专业性世博会的中国，秉持“理解、沟通、
欢聚、合作”的世博会理念，正在从“世博”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

2010年5月1日，中国首次主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
上海世博会迎来首批游客。当时的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达到
246个。此后半年间，这届盛会创造了吸引7300多万人次参观
的世博会纪录。

2017年5月1日，经过多年筹备，由上海市政府与国际展
览局合作共建、国际展览局授权的唯一官方博物馆和官方文献
中心在上海世博会原址浦西区域开馆。

全球首座世博会博物馆
在上海启用

□本报记者 晁元元

人人心中有个麦克白

4月 29日 30日，比利时导演卢克·帕西瓦尔与俄罗斯
波罗的海剧院合作，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了“最有深意”
的莎翁经典《麦克白》。

舞台空间中斜穿着线条装置，背景中的女巫、男孩梦
境般穿梭行走，剧中人无论班柯还是国王邓肯都沦为超
级龙套，一个中年发福的大胡子麦克白，在不停地幻听，
独白，妄想，狂躁，痉挛。慕名到场的剧迷惊呼这一版《麦
克白》“很烧脑”，有观众一次没看懂为解开谜团饶有兴致
地连“刷”了两场。

麦克白是谁？一个罪犯，一个弑君者，一个听信老婆
的软耳根男人，但是他也曾是一个英雄，勇敢无畏所向披
靡。在他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叛徒和暴君在犯下
巨大罪过后，被恐惧和罪恶感驱使步步走向灭亡。

也许你不熟悉莎翁原著而被眼前“后现代”呈现搅
得很懵懂，也许讲俄语的麦克白让你感到种种不适应，
但是对人性的解读永远会让你产生“代入感”。剧评家
常晓华观剧后认为，卢克·帕西瓦尔的确是一位思想新
锐的导演，他将传统的戏剧故事以现代语汇诠释，开场
的接近 7 分钟面对一只水桶的沉默，考验着全场观众的
耐心。

“大段的台词被删去或重组，水、水桶、纸王冠，布景
和道具充满着暗示和象征。”常晓华这样解读卢克·帕西
瓦尔版《麦克白》，“这其实也是一部心理剧，黑空的舞台，
刺耳的音响，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人性的泯灭和摧
毁，心灵激战矛盾交错，无法言说。”

世界上最好的戏剧长什么样？

卢克·帕西瓦尔一直致力于回归莎士比亚。2010 年
第一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他的《哈姆雷特》被赋予了
充满创伤、又具有童话内涵的全新语言，舞台上，一堵由
上千件挂起的军大衣竖起的高墙，赫然出现两人分饰哈
姆雷特的样貌。他还执导过一部《痛苦之王》，改编于莎
士比亚经典剧目《李尔王》，表现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满口胡言，时常将自己想象为李尔王。

《麦克白》一直使卢克·帕西瓦尔着迷，他把这部黑色
戏剧称为史上最震撼人心的诗篇之一：“一个寓言般的噩

梦，一个蠢货口中有关生死的故事，一种摆脱孤独、寻找
归属的热切需求”。他曾三次将《麦克白》搬上舞台，因此
完全吃透了这部莎士比亚最短的悲剧，此次呈现在舞台
的《麦克白》，不足一小时三十分钟，削去多余的皮肉，保
留了最本质筋骨。诗人桑克认为，新一版截取“戴冠”前
后重要片断，是原始版本中的精髓，编导用心良苦，没讲
传统故事，无戏剧矛盾冲突，你熟读《麦克白》，就会在剧
中找到与其相呼应的比喻和影射。“而且麦克白夫妇饰演
者演技爆表，一举一动拿捏得刚刚好。”

无疑，《麦克白》为人们展示了另一种戏剧的存在，没
有插科打诨洒狗血，也不迎合所谓经典戏剧的俗套，除了
娱乐和说教功能，它以思考和灵魂为舞台漫步的终点。
有人感慨，“剧院已经成了这样的场所，我们有机会通过
对某个主题的共同理解，获得心灵的彼此凝聚。”

没有一种观看方式是不正确的

卢克·帕西瓦尔 1957年 5月 30日生于比利时罗梅尔，
1999年他用壮观的莎士比亚马拉松戏剧形式排演了 12小
时剧目《战斗！》获得成功，一夜成名。

15岁时卢克·帕西瓦尔牢牢记住了戏剧老师一段话：
“戏剧创作在易逝的流沙上”。这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戏
剧所追随的是一条指引人们通往拒绝被定义、被解读、被
评判的精神之路，这恰好正是莎士比亚多数戏剧中的核
心思想：一段充满失去、需要不断放手的旅程，看似痛苦，
却可能在尽头收获内核的升华或自我的实现。

从 2010 年至今，卢克·帕西瓦尔已经是第四次来到
中国，算是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熟客了。大约 10 年之
前，林兆华在德国看了一部戏，于是在心中萌生出在中国
举办一个戏剧节的想法，这部作品就是帕西瓦尔导演的
《哈姆雷特》，后来它也成了首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作
品之一。2011 年和 2016 年，他的作品《在大门外》《前线》
在京津上演，收获了观众与评论界的一致赞誉，前者改编
于德国“废墟文学”代表作，后者脱胎于雷马克的《西线
无战事》。

如何观看一部莎士比亚戏剧？有人说，对莎士比亚
的不同理解和想象，形成了不同舞台创造者的动机，你明
白此中含义，就不会纠结于不同版本麦克白的外在形
式。“没有一种观看方式是不正确的，最重要的是跟随自
己的心走。”行家认为，戏剧中所表现的人物内心世界，能
看到多少因人而异，有点滴内心触动即是收获。

图为《麦克白》剧照。

震荡心灵的“麦克白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