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浸式演剧场，就是围绕相应主题布置

场景，观众不再是观看者，而是整个演出过程

的参与者……”杨海晴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

绍她的工作。

杨海晴已经在北京文化产业领域摸爬滚

打了 4年，她属于典型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主

攻创意和策划，兼做商务。杨海晴身上富有

年轻人的创新气质，敢于与工作和生活“死

磕”到底的态度让她在这个行业勇于“尝鲜”。

“这是近两年国内刚兴起的文化产业形

势，主要面向城市中产阶级和大学生，实际

上我也是出入行，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产业

背后的文化经济价值。”杨海晴看上去信心

满满。

不过，看似光鲜的行业与白领身份背后

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压力与挑战。杨海晴至

今还记得她交给领导的第一份策划案没有

通过，“当时是有些受打击，不过我跟领导

商量，给我一个月时间，如果到时还不能拿

出让他满意的创意文案，我就考虑转岗或

请辞。”

从此，杨海晴开始花大量时间、精力提高

业务能力。一个策划方案反复修改多次，每

天 10点多下班回到住处后，继续看书补充相

关知识，从海量互联网信息中查找行业最前

沿信息，坚持学习优秀创意文案经验……

“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别人休息的时候是

我们最忙的时候。工资也不是很高，但因为

喜欢就一直在坚持。”杨海晴说。

因喜欢而坚持，因相信而努力，因温暖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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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道：“今年花胜去年红。”已经走过

六季的《中国诗词大会》前不久收官，收获了漂

亮的收视率和极高的平台播放数据。同样突

破国产“综N代”后继乏力常态的，还有两周前

收官的《经典咏流传》第四季。这两档央视出

品的文化综艺，不仅在节目创作与传播状态毫

无疲态，且在与观众的交互中不断进行创新回

应，以迭代形式不断升级优化，牢牢占据今年

中国文化类电视节目的C位。

来自上海的民警陈曦骏夺得了《中国诗词

大会》第六季总冠军。六季节目以来，《中国诗

词大会》的参赛者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

也从垂髫小儿到白首老者。纵观它产生的冠

军，有从小在书香中熏陶的“00后”中学生，有

文学硕士、工科博士，也有看似与诗词毫不相

关的外卖小哥、民警。这些热爱诗词的人不分

年龄、性别、职业，通过电视平台、网络平台、自

媒体平台的联动，去释放、展现自己，不仅打破

了彼此交流的藩篱，更拉近了国人与传统文化

的距离。

有人质疑，像《中国诗词大会》只是“背诗

大会”，《经典咏流传》也是形式大于内容。实

际上，这类节目就是面向普通民众，定位在普

及和推广的层面，对其文化功能抱着过高的期

待，难免操之过急。能够让古典诗词变得可

读、可听、可看，唤醒集体的传统文化记忆，唤

起人们对诗词、对传统文化美的感受以及兴发

感动，让诗词和大家亲近起来，已算完成了阶

段性的胜利。

曾几何时，许多牙牙学语的垂髫小儿，都

是从“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开始学文识字。可

以说，“诗心”本是流淌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天然

文化基因，割舍不断。可惜的是，岁月流长，多

少人在嘈杂喧闹中流于自怨自怜或自夸自恋的

浮薄，轻易随声附和平庸和碎片化，渐渐忘却

了，血脉里能让自己兴发感动的传统文化因子。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

的自我质问，也许是夜阑风静之时，你我都会

兴发的自我质问。身体是自己的，又仿佛不是

自己的，为养家糊口而活，为房子、存款而活，

为许许多多丢不掉的牵挂而活着。

能不能暂时丢下这些营营的忙碌，让灵魂

诗意地栖居，让“此身”真正属于自己？外卖小

哥雷海为做到了，民警陈曦骏也做到了。多年

挚爱诗词给他们最大的回报，不是有着炫目光

环的诗词大会总冠军，而是作为一名平凡的劳

动者没有苟且地生活，仍然葆有蓬勃的生命张

力，借由诗词超越庸常，在精神上抵达属于富

有诗意的远方。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诗词？越来越多的

普通人登上诗词类综艺的舞台，也许能很好地

回答这个问题。诗词之为用是让我们有富于

感发的不死的心灵，让先人蕴含在诗词中的胸

襟学问、人格精神，对自然万物和人间社会的

种种赏爱和关怀，得到生生不已的延续。

庄子云：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诚然，古典

诗词无法助谋膏粱，对一个人能否春风得意也

无助益，却能让我们在吟咏诵读时感受到美好

的灵魂，美好的致意，美好的愿望，让被世俗缠

绕、日益枯燥无趣的心变得既温柔又坚强，让

我们琐碎平凡的日子变得赏心悦目。

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中

的最大公约数，让人们亲近经典，需要以新时

代的表达方式再造经典。

古典诗词研究大家叶嘉莹说过:“我以为

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

而成长起来的。”如今，《经典咏流传》“和诗以

歌”，通过全新视听演绎，这虽然与吟诵有很大

区别，却能通过流行的音符让现代人来深度体

验诗词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与作者达到一种深

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经典也因而重获传承的

生命力。而诗词大会上涌现出一批如陈曦骏、

雷海为等普通劳动者，则充分说明古典诗词的

传播和最朴实的生活结合起来、飞入寻常百姓

家的时候，才最美妙。

诗词大会等文化综艺的迭代传播，变化的

是节目内容与叙事、表现形式，不变的是它们都

在唤起我们的文化共鸣和共同的文化记忆。这

使得节目虽然热度可能有起伏，但是传播属性

却具备了超越文化时空，超越受众年龄、阶层的

能力，形成大众基于现实生活和古典诗词美学

形态的文化调和。它们所引起的对母语文化的

共鸣共识与感知追寻，必将丰富持久。

因为中国人的诗心一直都在，融在血脉中

的种子只要惠风和畅，泥融沙暖，它就能发芽。

诗心不灭 只待发芽

出于职业习惯，李冀涛不管跟谁说话都

是恭敬客气的态度，平均每一句话鞠一次

躬。39 岁的李冀涛是电影院检票员，日常负

责 8个影厅的检票和“跑厅”工作。“一个班下

来，检 500张左右的电影票是工作常态。”

检票时，李冀涛还要兼顾引导观众进入

相应影厅、告知观众各功能区位置，如休息

区、卫生间、取票处等。电影开始前，他提前

到影厅关灯、关门，电影放映结束，再去开门、

开灯，完成清场，俗称“跑厅”。

“检票期间不能去洗手间，否则可能漏

检，这影厅是对检票员最基本的要求。”李冀

涛说。此外，作为影院服务人员，时刻保持良

好的服务态度是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既然

选择了这个工作，就想把它做好”李冀涛说。

从事电影检票工作的头一年，李冀涛受过

几次投诉，原因是顾客认为他说话语气重，服

务态度不好。“检票员是个需要耐心的工作，每

天同样的几句话来回说、不停地说，需要保持

足够的耐心，有时同时面对好几个顾客抛出

的不同问题，会有点心急，一急起来，语气不

受控制，音量也稍大了些，所以就被投诉了。”

李冀涛坦言。但过去一年，李冀涛在工作上

实现了“零投诉”，这是最让他引以为豪的。

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是电影院客流量最大

的时候，也是李冀涛最忙的时候，经常工作到

凌晨两三点，但他表示，“喜欢这个工作，每天

可以跟很多人交流，也可以帮助到别人”，他

最大的希望是继续保持近一年的工作状态，

服务好每位顾客。

文化行业的“打工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在外人看来，他们不像体力劳动者那么累，

工作环境自由轻松，上班就像享受文化氛围的熏陶，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但现实情况是，与其他行业一样，文化“工作者”也有各自工作上的苦恼和生活上的

艰辛。他们有的常年无休，有的经常能看到凌晨两三点的北京，有的深夜下班还得挑灯

研读，有的在恶劣天气中开始一天的工作……法定节假日是大多数人最清闲的时候，却

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他们并不伟大，甚至有些渺小，但在他们身上总看到最真实而鲜活的性情、对待工作

认真而坚守的态度，和面对生活积极而坚定的信念。

晚上 10点，印刷车间工人陆续进入各自

岗位，制版、上纸、印刷、折页、裁切、传送……

车间工人彻夜忙碌，一张张报纸新鲜出炉。

早上 8点，一摞摞捆扎整齐的报纸，满载着时

下最新信息，陆续到达各投递部。

王浩然是北京安外邮政投递部的一名

送报员，她每天负责将一份份报纸送到服务

区内的订阅者手中。王浩然所在的投递部

服务半径为 3.5公里，“平均每天送 100多户，

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上午送日

报，下午送晚报，每天在投递部和责任片区

之间至少跑三个来回，20 公里起步。”王浩然

告诉记者。

来自河南开封的王浩然是“90 后”，同时

也是一名“老”送报员。近 10年的送报工作，

让她经历了送报交通工具从自行车到电动车

的迭代，也见证了报纸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

兴衰。

“以前订报的人很多，现在基本都是老

人、知识分子和机关单位在订。”王浩然说。

因为送报工作量减少，为增加收入，王浩然也

需要投送快件包裹。“但只要还有人在订购报

纸，我就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王浩然说。

“送报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能锻炼身体”

王浩然打趣说。实际情况却是“为了让客户

第一时间阅读到报纸，不管风吹日晒，再寒

冷、再炎热的天气，我们也得往外面跑。”“把报

纸及时送到，不能让喜欢看报的人等着急了”

是压在她肩上的担子，也是她心中的责任。

有些老人体恤送报员工作辛苦，会提前

准备一些水果、零食、饮料，这是让王浩然最

为感动的。“我们跟老人相处得都特别好，能

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们也很幸福，所有的辛苦

也是值得的。”王浩然说。

早早起床做饭，把吃剩的早饭装进保温

盒用作当天的午餐，再骑电动车 10余公里，从

北京东四环的出租屋穿梭到北三环，张树华

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 8点，商场的打烊音乐

响起，再回到出租屋时已是 9点多。这样的状

态，张树华持续了 20多年，很少旷工休息。

张树华是一家书店的经营者，店面很小，

不足 20 平方米。既是老板，也是打工人，这

是张树华对自己身份的定义。

每天看店 12个小时是他的生活常态，偶

尔需要进购书籍时，会让远在燕郊的妻子过

来看半天的店，下午 3点前张树华回到店里，

妻子再坐两小时公交车回燕郊，照顾他们读

初中的孩子。

1997 年，张树华从甘肃来到北京，最初

他给书店打工，当学徒工，后来终于有了一间

自己的书店。喜欢看书，是张树华选择开书

店的重要原因。

贾平凹的《山本》是张树华在 2018 年进

的一本书，一直没卖出去，记者来到书店时，

他正津津有味地读这本书。没顾客的时候，

张树华就从书架上找书读。用他自己的话

说：“卖书既能混口饭吃，有个营生，又做了自

己喜欢的事。”

近几年，电商平台、电子化阅读兴起对实

体书店产生严重冲击，为节约成本，张树华的

书店不断缩小规模、搬迁店址，应市场需求，

经营的书籍也从文学名著逐渐转为中小学教

辅资料。在北京开书店 20 多年的张树华坦

言，不知道自己的现在的书店能撑到什么时

候，但会继续坚持。

每天的效益虽有限，张树华仍坚守在岗

位上。“每天 12 个小时，全年无休，甚至大年

初一也正常营业，只有春节假期期间会提前

几小时关门。”今年春节期间，张树华翻看手

机才发现，孩子都十多岁了，手机里竟连一张

全家外出游玩的合影都没有。

以书为乐、以书为业。对书的执念，让张

树华走到今天，心中的热爱，也将支撑他继续

走下去。

以读书为乐，以卖书为业

从“送温暖”变成“被温暖”

检票员追求“零投诉”

敢于“死磕”的创意人

三工艺苑G

北京故宫陶瓷馆“上新”1100余件
近日，闭馆两年有余的故宫陶瓷馆迁至武英殿重张，展品

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此次展览以固定陈列的方式，从故宫三
十六万件珍藏瓷器中遴选出1000余件瓷器，按照时代顺序，
通过十七个单元，分通史陈列和主题陈列，呈现了从新石器时
代到民国时期的中国陶瓷历史。 东方 IC 供图

本报通讯员 张翟西滨 本报记者毛浓曦

在陕西咸阳市的文人圈里，职工作家杨焕亭一直很“火”。

尤其是他新近创作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

《汉高祖》三部曲，更是引起陕西乃至中国文坛的关注。

苦过、累过、痛过，却没放弃过

“我退休后，本着‘咸阳写、写咸阳’的理念，一头扎进历史

题材创作之中，苦过、累过、痛过，却没放弃过。”吃苦多的，得

到的也多。今年 3月，他继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武

则天》之后，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全三册），由长江文艺出

版社出版发行。著名评论家李星称其为“一部浩瀚宏大的中

华民族英雄诗史”。

《汉高祖》是继《汉武大帝》《武则天》之后，作者应长江文

艺出版社之约而创作的第三部巨著。随着《汉高祖》的出版，

作者历经十年磨砺出的历史题材三部曲，每部分上中下三卷，

洋洋洒洒 400万字，圆满收官，了却夙愿。

2004 年除夕，杨焕亭动笔创作生平第一部历史长卷《汉

武大帝》.到 2009年冬，130万字的《汉武大帝》完稿，杨焕亭查

阅了 500万字的资料，一本《资治通鉴》硬是被翻成了碎片，是

妻子帮他用透明胶一页页粘好的。

2013 年冬，《汉武大帝》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后，接连

增印 4 次，并被列入历史经典书系，参评当年茅盾文学奖，书

也增印到十万册。

咸阳职工作家圈里的“劳模”

“杨老师与文化宫结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目光始

终追逐着职工文学创作的潮头。为中青年作者撰写的序言和

评论文章达 200人次、近百万字。”《职工文艺》编辑赵尧说。

杨焕亭说：“我欣慰的是通过撰写评论文章，发现和扶持

了一批职工文学创作的新锐。”

咸阳诗人荆婕妤回忆道：“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的秋季，在

诗歌创作中,我总想寻求突破。一天，我来到杨老师的办公

室，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分析自身的长处和优势。鼓励我，文学

创作要贴近时代、走进人民，是一种求异的社会实践，愈是个

性愈有竞争力。那次交流不久，我一口气创作了十首歌颂祖

国、讴歌时代的新诗。后来，每每出版作品，便力邀杨老师写

序。2018 年，中篇小说集《荼蘼花尽》即将出版，还是请杨老

师作序。很快题为《心理现实主义：表达与超越》之序撰出，事

后得知，他是在患急性心梗康复中完成的……”

2013 年，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出版。一天，咸阳烟

草公司的职工魏锋拿着新买的《汉武大帝》请他签名留念，并

从此结识成了文友。杨焕亭在刊物上读到过魏锋的文学作

品，其轻快而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文字引起了他极大关注。他

建议魏锋今后把笔触伸向文学和艺术人物，以纪实的叙事方

式将陕西乃至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鲜为人知的生活浪花、

富于传奇的写作实践和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传递给读者。这

也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次不经意的谈话竟成为魏锋转轨定向的发端，目前他

已先后出版《春天里放飞梦想》《时光雕刻者》等全国有影响的

报告文学。

“杨老师是一位集职工作家、书画家、评论家于一身的名

家，也是咸阳职工作家圈里的‘劳模’。所以我们首批吸纳其

为市职工文化艺术创新工作室成员。”市工人文化宫主任赵文

华介绍道。“我是去年六七月入驻咱市职工文化艺术创作创新

工作室的。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真的很感动，也很

有压力。因为这是咸阳工会和文化宫在职工文化建设上的一

个新创举、新动能。聊以自慰的是在我刚进入工作室不久，就

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权作是给工作室的一个献礼

吧！我年龄大了，但乐此不疲。经过这一段与大家一起艺海

同舟。我认为，必须‘以表现和服务职工为中心’，下一步我打

算为职工树碑，为劳模立传！”杨焕亭说。

十年捧出三部秦砖般厚重的历史

小说，下一步目标是为职工树碑立传

职工作家“劳模”杨焕亭

巧手制作“冬奥瓦当”
5月12日，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教师指导学生制作

“冬奥瓦当”。
自2021年，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暴庄小学利用现有开

设的瓦当社团校本课程，将冬奥会和冰雪运动的相关知识融
入瓦当的制作中。 本报通讯员 曹建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