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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1月17日，全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
廊”2015年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山东威海召
开。省图书馆馆长冯庆东介绍说，近年来，
在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公安部
边防局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山东省文化厅、
省公安边防总队密切合作，深入实施“万里
海疆·万里书香”数字文化长廊工程，积极
探索公共数字文化在沿海地区的建设与服务
方式，初步形成了“双线立体”的建设和服
务新模式。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李宏
评价说，山东省作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示范省，积极探索并形成富有海疆特色
并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为沿海地区基层群
众提供随时、随地的数字文化服务，打通公
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将优秀数字文
化资源送进千家万户，受到海疆群众和官兵
的欢迎。这是我省又一个文化项目获得国家
“点赞”。

“双线”建设模式

打通“最后一公里”

别小看了“最后一公里”。这最后的一
小段距离如果打通不了，再多的投入也难以
真正发挥作用。用句大白话来说，就是建得
再多也是白废。正是为了让“万里海疆·万
里书香”数字文化长廊工程建设能够发挥实
效，我省积极探索“双线”建设模式。

在威海，来自全国的与会代表实地观摩
调研了荣成大庄许家、恒茂集团、石岛渔
港、刘公岛等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数字文
化驿站建设与服务情况。他们实实在在地了
解到“双线”建设的难度，也同时感受到了
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后的好效果。

冯庆东介绍说，我省海疆数字文化长廊
建设的“双线”建设模式，是指文化部门和
公安边防部门在设施、队伍、资源、活动等
方面共建共享，形成了“文化共享线”和
“公安边防线”两条海疆数字文化服务线
路。“‘双线’建设模式以文化系统建设的
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公共电子阅览室
以及公安边防系统的边防书屋、警营网吧为
基础，通过合作共建方式开展深入协作，统
一挂牌共建示范点和数字文化驿站212个，
共享海疆数字文化长廊服务资源。两条线路
目标一致，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取得了明
显成效。”

其中，在文化共享线建设方面，在全省
海疆街道、乡镇、海岛，已建成的文化共享
工程服务点和公共电子阅览室新增配备了数
字渔家乐、移动数字加油站、摄像机、中国
文化网络电视互动播出终端、平板电脑等设
备，新建成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示范点41
个。在海疆企业、渔港等数字文化服务盲
区，建设数字文化驿站126个。利用文化共
享工程打造了“海疆数字文化长廊服务平
台”，安装到每一个示范点和数字文化驿
站，并实现一站式导航，为沿海地区群众和
官兵提供随时随地的数字文化服务。

公安边防线建设则聚焦部队官兵和沿海
渔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把
文化工作向岛屿、渔船、渔民延伸。目前，
全省公安边防部门已在开放口岸、边防辖区
等数字文化服务盲区，新建设45个数字文化
驿站，利用这些驿站开办了“海疆书香大讲
堂”和“海疆书香广播站”等，开展文化活
动、进行政策宣讲等。

“立体化”服务模式不留盲点

海疆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弱点和盲点较
多，差异化显著。我省文化和边防部门立足

实际，确定以偏远海岛、渔村和外来务工人
员为重点，填补海疆文化服务差异化显著、
需求多样、场合复杂的弱点。以海上流动服
务为重点，填补海疆文化服务的盲点。由此
实现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与管理。

冯庆东介绍说，首先是服务内容立体
化。在海疆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发现，传统
媒体和数字媒体都有各自特有的受众群体，
传统媒体资源包括图书报刊等，满足了群众
特别是老年、妇女等人群的一般阅读需求。
云端视频4万部，海疆专题视频1 . 1万部，数
字渔家乐等终端视频9948部、音频10276部、
电子书13471册，深受年轻人群的喜爱。“为
此，我们以数字资源为主，两者兼顾，实现
了服务资源的立体化提供，使得渔民和官兵
不管是在书屋还是在海上，不管是在警营还
是在巡逻，都可以随时接收。同时，我们还
通过‘悦享’资源共享平台征集来自群众的
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扩大资源途径，提升
服务资源的立体化。”

服务范围也实现了立体化。通过完善的
分众服务机制实现了对沿海居民、海岛渔
民、边防官兵、外来游客等服务对象的全面
覆盖。通过建设服务场所，逐步形成了海疆
数字文化服务的社区模式、海岛模式、渔港
模式、警营模式、企业模式、景区模式、海
上模式等。冯庆东说：“海上模式特色最为
显著。工作在广阔海域的渔船、客货轮船、
石油平台以及海军舰船、海警船、海监船、
渔政船等流动性强的地方，网络不通，是海
疆文化服务的盲点。我们采取了送书刊上
船、送便携式服务设备上船的方式，尤其是
创新开发应用了便携式移动wifi服务器，即
数字渔家乐，其内置的存储硬盘可容纳2000
部视频节目，1万部有声电子书，5000余种文
本电子书刊，即便是没有互联网的茫茫大
海，也可以方便地通过手机、PAD等便携设
备在线访问这些资源。”

据介绍，目前，首批200余个数字渔家
乐已经发放到日照、青岛、威海、烟台的各
大中心渔港，实现了服务范围的立体化，最
大限度地覆盖广大群众和官兵。

打造“互联网+”时代服务样本

冯庆东介绍，海疆数字公共文化服务从
服务理念、服务资源到服务方式，都是一项
全新的服务工程。“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注
重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等方面的有机结合，
创新设置了海上便携式服务设备，使海疆数
字服务方式不断提升，为工程的不断深入提
供了强大活力。”

2013年，山东省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
暨“万里海疆 万里书香”工程建设在刘公
岛边防派出所正式启动。按照先试点、再推
广、再提升的实施步骤，我省扎实推进，如
今，建设成果成为国家“样板”。

技术创新是重要支撑。比如我省开发的
具有wifi无线网络覆盖周边区域、内置海量
资源的“数字渔家乐”，技术先进，使用方
便。在资源传输方面，建立了省级云服务平
台，实现了海疆数字文化资源的统一管理。
在资源更新和分发上，实现了联网自动更
新、按需手动更新，资源点播和利用记录自
动上传，资源与服务的互动与需求反馈，由
此实现了对服务资源的交互式立体化管理。

此外，在资源服务终端上，初步建立起
全媒体终端服务体系，包括面向个人媒体终
端的手机图书馆APP、微信，以数字渔家乐
为代表的个人移动终端服务器，以共享一体
机、电子借阅机为代表的智能媒体终端，以
“警营网吧”、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为代表
的互联网终端，以文化网络电视、数字电影
放映机、广场大屏为代表的众媒体终端。这
些终端根据不同的服务需求进行部署，实现
了资源传输的立体化服务。

我省打造“双线立体”建设和服务模式

海疆数字文化长廊赢得国家“点赞”

□ 靳永

最近,当代著名书法家、山东省书法家协
会主席顾亚龙先生的书法集由山东画报出版
社出版。作为“全国文艺名家暨‘四个一批’人
才”项目,这部《顾亚龙书法集》收录了作者近
年来创作的精品力作百余幅，集中展示了顾
亚龙先生在书法上的追求和造诣。平心而论，
这部作品集代表了当代山东书法创作的高度,
也是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繁荣的重要标志。

(一)

顾亚龙先生最早为世人熟知，是他的行
草书创作。早在1980年代初，他还在宁夏大学
读书时 ,就以颜真卿“三稿”风格的行草书作
品，在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篆刻作品展中
获奖，一成名而天下知。他在颜字上下过大工
夫，近来见到他早年所作颜字行草，清刚雅
健，的是作手。顾亚龙先生的字，到了四十岁
左右风格一变。他对宋四家里的黄字特加爱
赏，认为古雅深美，迥出其他三家之上。他后
来的作品深受黄庭坚的影响，但并不像普通
学习黄字的人，仅仅从表皮上沾染些长枪大
戟和颤笔，而是从用笔、字势上细加揣摩，不
求皮相，转得神似。他曾为《大众日报》社书丈
八巨幅，笔阵森严，气象沉雄，见者无不咋舌。
发表出来的作品经过压缩，很难体味出原作
的气魄，真是可惜。他的小字行草书更为书界
朋友熟悉和赏爱，古雅深美、书卷气浓。2013
年，他所书《洛神赋》入选中国书协“三名工
程”，他在《自叙》中说：“多年来，我对二王一

系的书法多所用心，同时对黄山谷的古雅深
峭心折不已。近年来，我尝试将二王一脉和黄
山谷打成一片，保存骨血而脱略皮毛，尽去黄
字的长枪大戟，而暗袭他开张的体势，‘王面’
而‘黄意’。我尽量在书写中体现自己对文本
的理解，努力使自己的‘书迹’合乎作者的‘心
迹’。这是我私心所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
之。”既植根于深厚的传统，又善于别自树立，
顾亚龙先生折中百家、自酿新蜜，从而在书法
语言上形成了自己的面目。

(二)

这部书法集有一个亮点，即收录了顾亚
龙先生的部分正书作品，包括楷书和少量的
篆书、隶书。这对很多读者来说是新鲜的，因
为他以前极少发表这类作品。早在2013年，顾
亚龙先生曾出版了《顾亚龙楷书宋词十首》，
将他多年来致力的楷书创作就教于同道。所
谓“良贾深藏若虚”，他平素极少以真书示人，
就连熟悉的朋友，也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感
到震惊。大家对他的楷书世界所营造的虚和
之美，欢喜赞叹。顾亚龙先生少小临池，偏重
鲁公。鲁公楷书，颇近乎况周颐论词所标举的
重、拙、大之境。亚龙先生研习有年，渐觉鲁公
书风与自己才性未必尽合，于是转而攻习褚
遂良。褚字如精金良玉，无美不臻。亚龙先生
于褚字用笔摇荡、毫发死生之妙别有神解，此
时所作，婉丽多姿。所谓“繁华落尽见真淳”，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顾亚龙先生的审美
意趣也发生了变化，正如他的行草书由清雅
转向莽苍，他的楷书开始作“减法”，追求删繁

就简后的纯粹雅正，不期然而然地合于虞世
南脚手。他的楷书看似横平竖直、平淡无奇，
实则深美闳约、包蕴众态。钱锺书先生在《读
拉奥孔》一文中曾畅论西哲莱辛所谓“最富包
孕的时刻”，我们不妨援以讨论顾亚龙先生楷
书创造的虚和之美。能在静中寓动，将激烈笼
于安详，真是“技进乎道矣！”

集中所收顾亚龙先生临摹甲骨、金文和
汉隶的作品，最能见出他的书学蕲向。他的甲
文学罗振玉，金文学蒋维崧，这都是二十世纪
学者型书家的代表。他所临习的《张迁碑》，静
穆安雅，迥出寻常学书者的理解。顾亚龙先生
常标举朱家济先生的名言：“雅是书法的最高
境界。”他在这部书法集的《自序》里有一段很
好的解释：“书法就其本质来说，是中国传统
文化高度浓缩、高度雅化的艺术门类。我认为
书法比较高的境界是‘雅’，风格之间无高下，
雅俗一字定品格。雅是最能直接感受到、而最
难明白说清楚的精神气质。”

(三)

很多朋友在谈到顾亚龙先生书法的时
候，常常说他“字里有人”，能从他的笔墨中感
悟到他的精神气质。我在通读这部书法集的
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触。人们常说，书法是最
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高明的书家，应
该在书法中体悟文化，扬古贤之潜德，发文明
之幽光。仅仅停留在技法的层面上，而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既不能受用，又不能发明，算
不得真正的书法家。友朋论学，顾亚龙先生常
常谈到两个话题：一是“以书悟道”，一是“以

书载道”。前者所论，是如何通过书法领悟中
国传统文化的妙谛，从而提升书家的道德文
章；后者所涉，是如何通过书法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的妙谛，从而泽被世人、霑溉大众。顾亚
龙先生在书法文化上不但持论严正，而他自
己也正是以书悟道、以书载道的践行者。这部
书法集里收录的几篇他的谈艺之作，正是最
好的说明。他对书法和文化的虔敬，使他常常
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件大的作品。他在《顾亚
龙书法集》的《自序》中说：“书法于我，是求
美、味道的修行。书法家不但用笔墨表现

‘美’，也用笔墨体味‘道’。美多方、道无穷，因
此追求也永无止境。四十年来，人生风雨晦
明，但我对书法的热爱从未稍稍为外物所移。
这一份坚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很多年前
我曾说，要把人生当作一件大的作品来书写。
现在来看，虽然成绩还达不到师友的期许，但
我一直在努力写好自己人生的一点一画。”

顾亚龙先生喜欢书写陆放翁的《偶读旧
稿有感》诗：“文字尘埃我自知，向来诸老
误相期。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湖湘岂有
诗。”他出生于湖南、长养于广东、学成于
宁夏、游艺于山东，很早就得到蒋维崧、魏
启后等前辈的器重和期许。四十年来，他好
学不倦、谦抑自守，临池不辍、终有大成，
这也正是当年山左诸老所寄望于他的。昔陆
放翁作诗得髓、自述心得，曾有诗云：“六
十馀年妄学诗，功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
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放翁所论虽是学诗，
正可移赞顾亚龙先生之于学书。我想每一位
读到《顾亚龙书法集》的人，“会心之处，正不
在远。”

此是金丹换骨时
——— 读《顾亚龙书法集》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1月18日晚，第二届青岛市民“五

王”大赛市南区决赛在青岛音乐厅落幕，10
组选手经过最后的角逐，胜出者将参加全市
的“五王”决战。至此，本届“五王”大赛
青岛各区市的决赛全部结束，各区市的“五
王”选手不日将齐聚岛城，展开市级“五
王”大赛决赛，争夺“全国对决，东亚争
锋”的机会。右图为民乐合奏《跑马山印
象》。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一场普及国学经典

新课程体系的发布会在济南召开，心理学的
融入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发布会由山东
卓学书屋主办，山东省将军书画院平阴分院
协办。

据了解，2013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
教育改革，无一例外都在强调传统文化教
育。卓学书屋国学研究院基于国学经典内
容，辅以儿童心理学，倡导和普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研发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心
理学结合启蒙教育课程体系”，教授孩子
“心智六艺”，包括国文、历史、国艺、
数理、逻辑、思辨，以促进儿童的身心全面
发展。

传统文化教育

“嵌入”心理学内容

□胡兆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我国著名作曲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中《情深谊长》的曲作者臧东升，11月22日在
济南军区总医院病逝，享年78岁。11月24日，臧东升遗体
告别仪式在济南市殡仪馆举行，他的家人、战友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在这里送这位艺术家最后一程。

“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这首《情
深谊长》最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也是臧东升经典代表作。
据了解，歌曲描述的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大小凉山
时，刘伯承同彝族头领小叶丹结盟的故事，是中国民族团
结的一段佳话。

臧东升生前致力于歌曲、民乐、影视和舞蹈音乐作品
的创作。1958年7月至1969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
(后为歌舞团)创作员，后担任过歌舞团编导、艺术指导等
职务，并曾担任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半个多世纪
来，他创作了《情深谊长》《兰花》《这片土地我怎能不
爱恋》《你是海岛的传说》《当兵的天地》等脍炙人口的
作品。《情谊深长》等作品还曾被邓玉华、宋祖英、祖海
等歌唱家进行过精彩演绎。

臧东升多年的好友、山东省社科联社会科学进修学
院名誉院长、山东国际文化发展研究交流中心艺术总监
吕季明表示：“臧东升是一位伯乐，曾获第15届全国青
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金奖的王庆爽就是他的学
生。”吕季明介绍，多年来，臧东升一直热心公益事
业，多次担任歌唱比赛的评委，为发掘人才、培养人才
不遗余力。

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张桂林则给予臧东升很高的
评价：“臧老的歌曲有着迷人的音乐美和时代美，他是
山东音乐创作界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作曲
家，尤其是臧老那种不怕困难，深入基层体验采访的创
作精神很让人敬佩，《情深谊长》就是他多次赴彝族地
区采访积累后创作出来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现在的年
轻人学习。”

著名作曲家臧东升逝世

□记者 孙先凯 通讯员 赵秀峰 报道
本报惠民讯 近日，文化部“中国节日志·胡集书

会”影像摄制组来到惠民县胡集镇，对胡集书会进行了详
细采访、拍摄。拥有700历史的胡集书会成功入选《中国
节日志》。

2006年5月20日，惠民县申报的胡集书会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文化部
《中国节日志》项目组在山东省选择了三个拍摄点，将胡
集书会作为重点之一。

胡集书会是全国两大书会之一，是兴起并扎根于惠民
县胡集镇的一种汉族曲艺集市盛会。胡集书会从元朝兴
起，至清初极盛，一直沿袭至今，已有7 0 0余年的历
史。其最早源于曲艺艺人的竞技活动，后逐渐演变为以
联谊为主、具有习俗性质的自发性汉族民间曲艺交流活
动。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日，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从四面
八方赶到胡集，登场献艺，说书卖场。自2007年开始，
胡集镇政府开展“政府买单，送书下乡”活动，即凡是
参加胡集书会的艺人，如果在书会结束前仍无单位花钱
雇请，则由政府付演出费，请他们到附近村演出。这一模
式逐渐使胡集书会恢复了“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可听万
卷书”的盛况。

一日能看千台戏 三天可听万卷书

胡集书会入选《中国节日志》

□记者 薄克国 高铭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在青岛市各大图书馆借的书，来我们

这里就可以还。同样在我们这里借的书也可以在市图书
馆或区图书馆还（上图）。”橙橙书院咖啡馆负责人韩
伟介绍。11月25日上午，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大学路的橙
橙书院咖啡馆正式开启了图书通借通还的民营公益图书
馆新模式。这是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拓展“全民阅
读”新渠道，为社区不同群体搭建的“啡阅青岛”图书
馆项目。

今年以来，市南区整合民营咖啡馆优势资源，通过为
规模较大的咖啡馆免费配置图书供现场借阅，将咖啡馆变
身为公共文化服务点。目前，位于大学路的橙橙书院咖啡
馆和位于漳州路的星光线咖啡馆均已免费配置优秀图书和
通借通还设备，实现了与全市各大图书馆服务网络的互联
互通。

韩伟表示，咖啡馆今年6月开业以来，图书只有1000
余册，是平日自己采购收藏的。现在，市南区文化部门又
为其配备了1000多册的图书，种类更丰富。“这节省了我
自身的购书成本，而且通借通还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咖啡
馆，无形中也增加了消费机会。”韩伟说。

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介绍，市南区“啡阅
青岛”图书馆项目计划将区图书馆的书籍免费配送至全区
260余家咖啡馆。目前，已为100余家咖啡馆免费配送图书
2万余册。下一步，市南区还将逐步把阅读服务点铺设到
更多的社会休闲场所，打造“中心汇聚、全域辐射”的新
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图书馆借书咖啡馆还

青岛市市南区推出

民营公益图书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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