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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堡变奏曲——国际钢
琴大师郎朗独奏音乐会
时间：9月 2日
地点：哈尔滨大剧院歌剧
厅

哈尔滨相声百乐会 友谊
宫《相声大会》
时间：8月 28日-29日
地点：哈尔滨友谊宫

哈尔滨蒜瓣儿脱口秀
时间：8月 27-29日
地点：蒜瓣儿脱口秀小剧
场(学府凯德广场)

充满书卷气充满书卷气、、温馨浪漫又富于历史感的展馆温馨浪漫又富于历史感的展馆。。

以以《《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故事背景创作的场景雕塑故事背景创作的场景雕塑。。

文学的长吟 文化的见证
黑龙江文学馆印象记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桂英 见习记者 孙葳秀

如果说文学是与
人 类 精 神 共 存 的 长
河，那么，地方文学馆
就如同自带定位导航
的航船，可以载着我们
自由自在地徜徉在文
明之河。刚刚落成的
黑龙江文学馆，在这
里，透过一个个凝聚时
代文学精华的展陈，可
深切感受到地域文学
在中华民族融合洪流
中雄浑刚健的歌咏，感
受到悠长的流寓文学
情韵。

被给予无数期盼
的黑龙江文学馆，伴
随对公众的开放，静
静地散发着宝石般的
光芒。

缘起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地域辽阔、

历史悠久的黑龙江，如何以独具特色的龙江文学为
文化强省建设增光添彩？

“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创黑龙江
文化事业发展新局面”——2017年 10月 29日，省委
书记张庆伟到省作协调研，为黑龙江文学馆主旨一
锤定音：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的
高度，秉承“公益、开放、互动、展演”来建设。

省政协主席黄建盛关心黑龙江文化事业的发
展,调研文学馆选址。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贾玉梅专门批示：“黑龙
江文学馆建设是庆伟书记提出并高度关注的重要文
化建设项目，是造福龙江百姓的惠民工程，对宣传龙
江发展历程、传播龙江四大精神、推动龙江文学事业
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省编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学馆
建设工作协调会，在文学馆选址、经费来源、人员编
制等重大事项方面进行专项推进；相关领导多次听
取省作协关于展陈内容、展陈设计、场馆建设的情况
汇报，亲临现场进行指导。

鼎力
从选址筹建到施工装修，从展陈设计到大纲撰

写，3年多来，省和哈尔滨市两级群策群力，克服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力推进黑龙江文学馆的建
设。哈尔滨市委鼎力相助，在新建的博物馆群中辟
出珍贵一角，让黑龙江文学馆有了美好的安居之所；
哈尔滨市机关事务局、博物馆管委会在项目落地、项
目施工、屋面维修等方面，给予了同步服务和充分支
持。

黑龙江文学馆最终选址在哈尔滨博物馆园内，
这是由哈尔滨原市委大院改造的博物馆群，交通便
利，环境幽静，文化氛围浓郁，是闹中取静的难得之
所。

省作协成立文学馆工作专班和组织成立专家顾问
组，专人牵头负责文学馆建设，并委派专人负责现场施
工，协调全过程管理方、施工单位，确保文学馆建设工
程的进度和质量。省政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迟子建
带领专家就展陈大纲撰写召开 20余次论证会议，广泛
听取各方意见；省作协领导班子成员与工作人员，先后
与设计、施工单位进行了多次沟通协调，深入现场指导
装饰布展，力争打造独具龙江特色、功能齐备、温馨灵
动的东北首家省级文学场馆。

品读
以甲骨文和金文镂

空装饰的银灰色硕大屏风
上，纵向排列七个大字“黑
龙江文学展陈”。艺术排
列的书脊连绵起伏——黑
龙江文学馆主展厅的入口
设计，现代、大气、时尚、雅
致，瞬间满足了文学爱好
者对文学馆的期许。

走进以木色为基调
的主展厅，精致的展陈，
精巧的设计，精心的选
材，精细的打磨，给人的第一感：典雅、
温馨；伴着鹅黄的灯光和书香，一间充
满书卷气、温馨浪漫又富于历史感的展
馆呈现于眼前，既像流淌的文学川流，
又似独处静修的雅室。与其说这是展
陈室，不如将这里看作一台穿梭于黑龙
江文学历史的时光机，从黑龙江“古代
文学”、“近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从

“民间文学”到“在黑龙江生活工作过的
作家”，黑龙江文学史浓缩在分为 5个展
区的时光机里。

一进门左手边是黑龙江古代文学展
区。古风古韵的展墙上描摹着黑土文学
的起源。就像人类总是和山洞有着不可
言说的缘分一样。黑龙江文学也是如此，
在大兴安岭深山密林的嘎仙洞石壁上，镌
刻着黑龙江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书面散文
——201个字的嘎仙洞祝文。一旁的嘎
仙洞微缩模型生动地再现了孕育黑龙江
文学的“起源之洞”。展墙上图文并茂地
讲解了黑龙江古代文学，从北魏至唐、宋、
明、清等朝的历史脉络和故事趣闻，其中
的宁古塔通过影视作品已被大众熟知，但
是大家却未必了解宁古塔（今牡丹江市宁
安）的文学历史，展墙上介绍了清朝方拱
乾在流放宁古塔时写成的《宁古塔志》，这
也是黑龙江的第一部风物志……

除了平面展墙的讲解，展厅内玻璃
展柜和实木书架内放置的一件件手稿
和文学奖证书，更是以实物的珍贵惊艳
到了参观者。放眼望去，一本展开的木刻
书籍雕刻作品特别吸睛；木雕之下的玻璃
展柜里，摆放着黑龙江省作家获得的全国
文学大奖的证书原件和作品手稿。三组
硕大的实木展柜，全景展示了黑龙江省现
当代 68 位著名作家的书影、书籍和头
像。每位作家头像旁边，是一个玻璃门展
柜，里边放着其代表作，旁边一排小抽
屉则暗藏玄机——轻轻拉开，原来里边
珍藏的是作家的珍贵手迹，或书稿，或
信件……如此精妙的展陈方式，是文学
馆用心带给观众的诚意之作。

每一位作家都是一本值得用心去
品读的书。在“黑龙江生活工作过的作
家”展区，一本本书脊造型的作家介绍
别致地呈现在墙面上，那些我们耳熟能
详的名字映入眼帘——冯至、丁玲、郭
小川等 72位优秀作家以他们的经典作
品，与参观者静静地交流着。

正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贾玉梅在开馆仪式上所说：“黑
龙江文学馆全面、立体地展示了
黑龙江文学的发展历史，特别是
展示了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左翼文学、抗联文学、解
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的辉煌
历史，突出展现了萧红、萧军、金
剑啸等黑龙江68位重要作家的
文学成就，是对黑龙江文学事业
发展的系统梳理和特色挖掘呈
现。它的落成、使用，对传播龙
江优秀文化、促进黑土文学繁荣
发展、提高人民文化福祉、助力
龙江文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和深远影响。”

每一个走进黑龙江文学馆
的人，都会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创
造的文学辉煌而震撼。

黑龙江文学史上的第一篇
书面散文嘎仙洞祝文，黑龙江第
一部民族史与历史地理学著作
《渤海记》，黑龙江历史上可以追
溯到的第一位女性诗人、渤海国
后人萧文妃，黑龙江第一部风物
志，黑龙江历史上的第一个诗社
……无数个第一，记载着黑龙江
文学特色鲜明的成长轨迹。明
代黑龙江文学代表作是两篇碑
记——《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
寺记》。清代黑龙江文学的主要
特征是“流寓文学”。边疆文学、

“五四”新文学、俄侨文学、沦陷
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构成了独具
地方特色的黑龙江近现代文
学。“九一八”事变民族危亡之
际，黑龙江抗战文学兴起。一大
批进步作家也加入了黑龙江的
文学阵营：萧红、萧军、罗烽、白
朗、金剑啸、舒群等血气方刚的
青年才俊，也迅速投身左翼文
学，以笔为枪，成为中国抗战文
学先锋。金人、温佩筠、姜椿芳
等一批俄苏文学翻译家，也投身
左翼文学圈。“火烤胸前暖，风吹
背后寒”，一首荡气回肠的《露营
之歌》，极大地鼓舞了抗联战士

的士气。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
文学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繁荣期。十万转业官兵、
数十万知青的融入，为黑龙江当
代文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创造了
从 1949年到 1966年黑龙江“十七
年文学”的辉煌时代。新时期以
来，黑龙江文学取得了突出成绩，
黑龙江作家屡获大奖，16名作家、
32件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在黑龙江文学史上，萧红绝
对是浓墨重彩的篇章；在黑龙江
文学馆内，萧红展区自然也是重
中之重。茅盾将萧红的《呼兰河
传》称作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
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漫
游至萧红萧军的书房展区，以《呼
兰河传》故事背景创作的场景雕
塑置于其中，再现了小说中的祖
父、小萧红、冯歪嘴子、两个小孩
儿和小团圆媳妇等经典的人物。
这里存放着文学馆的镇馆之宝
——萧红于1936年旅日期间致
萧军的第17封、第33封信的原
件。透过玻璃展柜参观者还可以
看到萧军的手稿、1947年出版的
初版书《呼兰河传》和萧军萧红合
著的小说集《跋涉》等。

开馆以来，来参观的文学爱
好者、普通读者和文学专业人士
络绎不绝。

刚刚对公众开放的黑龙江文
学馆，其风格内涵丰富，尽显万千
气象。在馆藏中流连，清晰可见
黑龙江文学之河，经由巍巍兴
安和莽莽平原，从远古一路迤
逦而来，奔涌在广袤的白山黑水
之间。

走出文学馆，我们相信，有
深厚的文化积淀，有丰饶的文学
沃土，有大批的文学人才，有勤
奋的文学创作，黑龙江的文学事
业定会更加多彩辉煌。

本版图片均由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荆天旭摄

初识
走进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街

123号，黑龙江文学馆所在地，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象征着黑龙江人
永不妥协和奋勇向前精神的白桦木
栅栏，扑面而来的巍巍兴安地域特
色，大气之中不乏细腻——每根白
色的栏杆上，都刻着一部黑龙江文
学史中经典文学篇目的名字……桦
木栅栏的上方，是由著名作家王蒙
先生题写的黑龙江文学馆馆名。对
面墙上，是选自萧红的《呼兰河传》
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片段的两幅
木刻书法作品。

“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
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
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继续
前行，迎面而来的还是两幅木刻书法
作品：鲁迅先生为萧红《生死场》写的
序言、茅盾先生对《暴风骤雨》创作者
周立波的评价。

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家名篇，让
人直观感受到黑龙江文学的厚重分
量。“这是智能互动屏。这里收录了
黑龙江籍知名作家和在黑龙江生活
过的作家的个人信息。对面的机器
是自助式讲解器租借设备，只收押
金，不收费。可以通过手机支付，自
己动手租用自助讲解器，同时，附有
英文讲解，方便外国友人参观时使
用”。伴随讲解员的话语，记者随意
点开互动屏上的人头像，相应的个
人简介、代表作、所获荣誉等信息立
刻在大屏幕上弹出，一目了然；随着
手指点动，顷刻间，就了解了好几位
作家。讲解员说：“这个智能互动屏
很受小朋友欢迎，可以轻松地学习，
通过游戏的方式在孩子心里种下文
学的种子。”

“公益、开放、互动、展演”，简单
的“八字”建馆宗旨，经过科技和人
文理念的双线贯彻，带来的是文学
馆完备的博物馆、图书馆、资料档案
馆三重功能，以及参观、学习、体验、
互动、研讨、精修的全方位体验——

恒温恒湿的文物保管柜，整齐
摆放的作家手稿；向签约作家和专
业观众开放的 RFID共享图书漂流
柜；智能自助借还图书机；多功能专
题文学演播室……在文学馆一楼，
一个个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和现代理
念的呈现，不仅赋予文学馆更多的
实用功能，还完美展现现代化展馆
的实力特色。

走进“作家之家”，不大的房间
内，书柜、书桌、座椅、茶台……一应
俱全；窗外，绿树掩映，室外，阴凉清
净；关上门，看看书，喝喝茶，发发
呆，构构思，写写稿……文学馆内的
书房，确有“家”的温暖舒心。

沿着楼梯拾级而上，墙上悬挂
着一幅幅黑龙江作家的经典作品封
面和插图，《萧红小说选》的英文版，
舒群的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
梁晓声的作品《我相信中国的未
来》……仿佛序幕般徐徐拉开浩瀚
的黑龙江文学长河。长长的走廊，
艺术地装饰着一个个或方或圆或多
边的实木相框，装裱龙江知名书法
家书写的龙江文学名篇选段。书文
映照，相得益彰。

作为展示黑龙江文学发展的前
沿权威阵地，黑龙江文学馆，建筑面
积1400平方米，共三层结构：一层
为公共服务空间，主要提供公共信
息服务；二层为小说、诗歌、散文、戏
剧文学、文学评论、网络文学、报告
文学、民间文学等8个专题馆和多媒
体放映室，主要展示黑龙江各文学
体裁的创作成绩；三层则为主展厅。

在在““黑龙江生活工作过的作家黑龙江生活工作过的作家””展区展区。。

黑龙江省现当代 68位著名作家的书影、书籍和头像。

文学馆的镇馆之宝。

木刻书籍雕刻作品。

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