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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本报通讯员 崔传生

2021年国庆节，随着电影《长津湖》的热
映，朱彦夫这位当年在长津湖战斗过的老英雄
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朱彦夫日记》一书也
恰逢国庆档出版，成为很多人的励志书。

朱彦夫日记的发现、挖掘、整理、出版历
时8年，曲折颇多，唯一编纂者——— 朱彦夫教
育基地宣教科科长杜希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
象的困难，得以让“朱彦夫日记”以书籍的形
式和读者见面。近日，记者采访了《朱彦夫日
记》的编撰者杜希伟。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你想编撰《朱彦夫日
记》？

杜：2013年底，全国多家媒体记者来沂源
县集中采访朱彦夫同志，我和县广电局局长李
传国陪同记者到朱老家里采访，偶然发现了朱
老部分旧日记本，翻看后发现这些日记文笔流
畅、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既集中反映了朱彦
夫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一心为民、勇于担当的赤
子情怀，又让人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痛苦和挣
扎，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朱彦夫呈现在人
们面前。这让记者们眼前一亮，找到了新的新
闻点。为方便记者阅读，我将发现的小部分日
记整理成电子版。2014年1月16日，《淄博日
报》率先整版刊发了朱彦夫日记选登，受到了
读者的好评。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大众日报》等全
国20多家媒体，相继刊载、报道。受此鼓舞，
我决心系统整理朱彦夫日记，断断续续整理了
近十万字。

记者：《朱彦夫日记》主要内容包括什
么？

杜：《朱彦夫日记》的主要内容包括日
记、工作笔记、通讯稿件等朱彦夫的手稿。

2014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在全国展开，朱彦夫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的鲜活代表，我感觉他的日记就是一部生动的
教材。为配合学教活动的开展，我将整理的部
分日记编印了一本小册子《朱彦夫日记选
编》，并每篇都撰写了读后感，作为学教活动
的教材，在全县党员干部中推广学习，丰富了
学习内容，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朱彦夫日记选编》基础上，2015年以
后，我又陆陆续续整理了部分日记、工作笔记
和通讯稿件等朱彦夫的手稿。2021年，省委宣
传部策划出版“朱彦夫系列丛书”。借此契
机，在朱老家人的帮助支持下，又发掘整理了
部分朱老的日记。最终全书收录了朱彦夫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的59篇日记、
7篇事迹报告、16篇发表于《大众日报》《临
沂大众》等媒体的文学作品，还有他的部分学
习笔记、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今年国庆节
之际，《朱彦夫日记》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记者：在整理朱彦夫日记过程中遇到哪些
困难？

杜：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在整理朱彦夫日记的过程中，我所遇到的困难
颇多。

一是收集资料难。朱老的写作时间跨度很
大，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
中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朱老也多次受
到冲击批判，很多手稿在此期间遗失、烧毁
了，甚为可惜。还有很多手稿因保存不当，发
黄、变脆、褪色、破损，有的甚至被老鼠咬
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朱老就是山东广播电
台、《临沂大众》等媒体的特约通讯报道员，
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难以查
找，特别是在广播电台播发的稿件，更是无从
查阅。面对这些困难，我没有气馁。一方面，
发动朱老家人从旧居等地多方搜集资料，寻找
有价值的手稿、信息。另一方面，不辞劳苦，
多次赴临沂档案馆、临沂大众报社、大众日报
社等，查阅档案，找到了朱老当年发表的多篇
文章，丰富了书籍内容。

二是整理辨识难。面对海量的手稿、笔
记、信件等资料，整理辨识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要认真更要耐心。朱老没有上过一天学，完
全是自学成才，其间又先后经历“一简字”
“二简字”“二简字”废除等汉字简化不规范
阶段，因此他的很多字写法比较特殊，这给整
理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另外朱老长期生活在
农村，文稿中方言土语很多，乡土气息浓厚，
而且描述的也多是二十世纪农村的生产生活场
景，其中的很多名词、事件，我都是第一次听
说，这也给编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以极
大的耐心，结合上下文逐字逐句辨识，对于不
认识的字，虚心向其家人、专家、老教师，甚
至老农民请教，才甄别完成了全部手稿。在此
基础上，又去伪存真、去粗留精，最终呈现在
读者面前。

记者：整理编撰完成《朱彦夫日记》有什
么特别感受？

杜：当历时多年，终于将朱老的日记全部
整理完成出版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品读《朱
彦夫日记》，回看朱老的一生，可以说是“抓
了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的精彩”！

朱彦夫的一生可以说是在苦水里长大的，
十岁父亲去世，跟着母亲要饭为生。14岁参
军，10次负伤。在长津湖战役中，头部、胸
部、腹部7处重伤，肠子流出体外，18岁就被
截去四肢，失去了左眼，成了一个“肉咕
噜”。作为最有资格“躺平”的人，他却
“站”起来，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他不但
学会了生活自理，还干了25年村支书，带领群
众战天斗地奔富路。退休后，他也没有“躺
平”，而是向书山攀登，没手没脚却写了两本
自传体小说。2019年，他被授予“人民楷模”
光荣称号。生活让他遍体鳞伤，但最终他所有
受过的伤，都变成了闪亮的勋章！

记者：整理编撰《朱彦夫日记》后，对朱
彦夫这个身边的英雄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杜：确实如此。朱彦夫这样一个残疾程度
如此之深的人，生活自理都很困难，为什么后
来却能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呢？我觉得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坚持写日记。

朱彦夫没有上过一天学，他是受伤后在荣

军医院自学成才的。自从学会写字后，他就坚
持用残肢抱笔写日记。在长达40多年里，他用
惊人的毅力写下了30多万字的日记，被誉为
“日记超人”。这些日记内容庞杂，富有时代
特点和乡土气息，真实记录了他工作、生活、
学习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抒写了他坚定的理想
信念、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家乡的无限热爱
之情。透过这一页页泛黄的老日记，我们得以
走进他的精神世界，触摸人民楷模高尚的灵
魂。

为什么说是日记成就了朱彦夫呢？一是，
朱彦夫通过长期坚持写日记，锻炼了文笔，提
高了写作能力，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文
字基础。二是，通过写日记，锤炼了思想，提
升了他的归纳总结能力，进而提升了思考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以后的工作奠定了思
想基础。他的日记不是流水账，而是思想的火
花和碰撞，金句不断，饱含哲理。他一个残疾
人为什么能当好村支书，而且干了那么多常人
都不敢干、干不好的大事、难事，这得益于他
擅长归纳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三是，
坚持写日记，也涵养了他自律的品行和持之以
恒的毅力。自律的人不一定成功，但成功的人
一定自律。坚持写日记，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
日复一日，会突然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
义。四是，通过写日记，他养成了自我审视、
自我反省的习惯。他的日记不是风花雪月、无
病呻吟，而是灵魂的拷问，一日三省吾身。他
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中，持续进德修业，成就人生、抵达高境的。

书籍出版后，我去给朱老送书，看到近90
岁高龄的老人正在床上挥动瘫痪后唯一能动的
左臂锻炼，老人幽默地说，这是他的“模范
肢”，喝水、写字现在全靠它了。

记者：想对读者说点什么？
杜：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朱彦夫的

一生，不断挑战人生极限，把“人生实苦”酿
成了奋斗的甘甜。

人生实苦，能有志愿军战士苦吗？能有朱
彦夫苦吗？如果你觉得人生苦，不妨读读这本
《朱彦夫日记》。

《沙丘》冲上热销书籍榜

《沙丘》是科幻小说作家弗兰克·赫伯特的代
表作。近期随着同名电影的上映，它又一次登上热
门图书榜，领跑亚马逊图书热销书籍榜单。每个
“一生必读”的书单上都有《沙丘》，它是美国图
书电商“一生必读的100本书”，BBC“英国全民
喜爱的100本书”，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科幻·奇幻
小说TOP100”，摘得《轨迹》杂志“20世纪优秀
科幻小说”桂冠，首部同时获得雨果奖与星云奖的
作品，堪称科幻小说史上的必读经典。

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
大进步。有书迷称，《沙丘》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
就如同《魔戒》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该书风靡全
球半个多世纪，全球销量已突破1200万册。《沙
丘》被改编成火遍全球的即时战略游戏“初代目”
《沙丘魔堡2000》，由此衍生出的《红色警戒》
《星际争霸》几乎成为每台电脑上的必装品。此
外，该书还催生了《星球大战》《阿凡达》等经典
科幻电影。

《阿依莫》登抖音热歌
榜首

经典彝族歌曲《阿依莫》经过阿吉太组合的重
新演绎，走进了大众流行音乐的视野。阿吉太组合
以独特的歌唱风格对其进行深情演唱，深受听众喜
爱，在最近一周QQ音乐“抖音排行榜”中夺得第
一。在这一版的演绎中，歌曲唱出了不一样的味
道，编曲更是融合了多种流行元素，韵律感强，民
族与流行的碰撞格外出彩，令网友大呼：“‘阿依
妞妞’太上头。”

位居第二的是已火遍全网的歌曲《如愿》。第
三名是《失忆》，有多名音乐人演绎，而吕口口版
本颇受欢迎。“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伤感情绪
弥漫在整首歌中，低吟浅唱的女声，将伤痛娓娓道
来，心酸故事的画面感也十分打动网友。

张艺兴新碟《东》

居豆瓣新碟榜榜首
在豆瓣新碟榜和酷狗新歌榜单中，张艺兴的

《东》均登排行榜首。
从2021年起，张艺兴就对自己下个阶段的音乐

有了全新的灵感，“东”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这张数字EP是张艺兴对M-POP音乐的一次全
新探索。张艺兴以“东”为概念，融合国风、嘻哈
音乐，在故事章节的倒转中，开启了一场东方题材
的神游之旅——— 从“飞天”之梦的实现，倒叙至
“三昧真火”的淬炼，在重获“苦行僧”的顿悟
后，重回“牧童”的单纯。有乐评人认为，这是张
艺兴个体回溯的心灵之旅。

曾轶可新发行的专辑《Burning（炙热）》热
度也迅速上升，在豆瓣新碟榜单中排行第二。如
今，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个抱着吉他用绵羊音唱红
一首《狮子座》的曾轶可，已经有了更成熟的音乐
态度。整个专辑情感丰富、饱满，故事性极强。在
十首歌里，可以听到电子、摇滚、梦幻流行等多种
风格的创作，另类的、炽烈的声音冲击着每个人的
耳朵。

《朱彦夫日记》诞生记

《功勋》热度居高不下

电视剧《功勋》上线近一个月以来，热度仍旧
不减，居灯塔热度榜首位，豆瓣评分也高达9 . 1
分。该剧取材于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
真实故事，以“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艺术手
法，用单元剧的形式，将首批八位功勋人物的人生
华彩篇章与共和国命运串联起来，诠释了他们“忠
诚、执着、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献身祖国人民的崇
高境界。

悬疑剧《第十二秒》的热度也迅速攀升。该剧
由潘镜丞、魏玉海执导，万茜、任重等人主演，根
据作家Sunness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刑警赵亦
晨怀孕六个月的妻子胡珈瑛忽然失踪，只留下一通
十一秒的报警电话的故事。其中涉及种种社会现实
问题，在重重迷雾里，十一秒报警电话背后，正义
重现于阳光之下。此剧虽刚刚开播，但已获众多网
友好评。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张俊语 整理）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0月1日至15日，第五届山东省文化创
新奖30个拟表彰项目进行公示，其中，山东
青年政治学院报送的“乡村文化立体化传播
体系的构建与应用”项目列在首位。

乡村文化传播项目主要由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实施。通过这个文化项
目，他们致力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用时
代语言表达乡村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梦想。

让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活起来

位于济南市莱芜区房干村的房干精神展
示馆，是全市重点建设的村史馆。馆内记载
着老支书韩增旗等带领全村，开山治水，把
贫困村建设成生态宜居富裕村的艰难历程。
这也是“乡村文化立体化传播体系的构建与
应用”参与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中国地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办公室主
任、山青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卢国华介绍，
双方的合作始于2016年。学校参与这一项目
的团队成员，在房干村走街串巷，访谈考
察，拍摄村情村貌图集上千张，采集村民个
人口述影像素材数百G，创作完成纪录片
《房干年俗——— 请家堂》《黑龙潭——— 龙王
庙会》《村民大会》等影像片12部，收集到
大量珍贵的原始文化数据材料。“我们还为
村史馆提供了近40个村民的口述影像纪录
片。”

其间，项目团队发挥专业优势，专门为
村史馆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的志愿者解说队
伍。房干村党支部副书记韩汝水说：“原来
到这里参观的游客，能看20分钟就不错了，
现在，没有1个小时是出不来的，因为展陈
内容丰富多了，并且有了专业的解说员。”

项目团队还通过VR等新技术，结合智
慧旅游，为村里设计制作了一个“数字博物
馆”，建了专题网站，撰写了房干村史、图
像志，帮助房干村建起立体化文化传播体
系，为村子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山青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刘绍芹介绍，学
院依托中国地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省文化
科技重点实验室——— “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与
传播”实验室，以学院广播电视学、汉语言

文学和播音与主持艺术等三个专业优秀师生
为实践团队，推动乡村文化立体化传播体系
的构建与应用。“我们先后在莱芜房干村、
逯家岭村、威海前后荫子村等20多个村落开
展文化资源调查，获得了超过10TB的电子
影像和文字数据，以及超过5000份的文献资
料，并以此为基础，利用分布式储存技术、
图像识别技术、VR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最新信息技术，建立起多场景应用的乡
村文化资源数据库。”

接下来要做的，是实现多维度传播。山
青文化传播学院开展以“八个一工程”为核
心的乡村文化传播实践服务，通过村“一
书、一图、一影、一音、一展、一网、一
号、一库”等项目建设，帮助村庄建立“音
视图文”一体化、立体化的文化传播体系。
师生通过“蚯蚓田野”“齐鲁文脉”等自建
微信公众号，发布各类融媒文化传播作品，
近四年就创作文化纪录片100多部。

这些项目的开展，一方面激活了丰厚沉
淀的农村文化资源，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活起来，同时也让学校师生获得宝贵的
实践经验和学术历练。刘绍芹说：“借用我
们老师的话，那就是把课堂搬到田野里，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

演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交响

2018年，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联合文化和
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共建“中国地
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山青文化传播学院党委书记王连峰介
绍，“中心整合学校相关学科的学术力量，
以地域文化资源的发掘、梳理和研究为基
础，着力探索文化研究成果的形态转化、活
态传播及其应用推广。”

围绕这个文化链条，多个团队分布在不
同环节，由不同学科、专业师生共同完成相
关文化项目。

影像创作团队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
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的“昌邑烧大
牛”“院夼村谷雨节”“胡集书会”“浙江
桐乡蚕花会”等4项，还承制了“莱芜中元
节”“文姜庙会”以及“潍水流域非物质文
化遗产”国家数据库采集等作品200多部，
历史与现代在光影中交汇。

文化调研与传播团队的逯艳博士，将自
己的“格格有猫”工作室特色定位为“新媒
体+地域文化”。“格格有猫”公众号不断
推送工作室原创作品，内容也极为丰富，短

视频中的传统戏曲莱芜梆子，漂亮动图中的
地方美食，还有原创音乐传达出的对非遗技
艺传承人的敬意……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亮
丽的时代光彩。

近期专注于地方家族文化研究的刘冰莉
老师认为，家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步的社会，那些大家
族在文化传承方面承担了很多责任。“家族
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家训，这些内容对当
今大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能起到什么
样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
发表。”

从2020年开始，文传学院汉语言文学教
研室主任郭素媛带领团队，承担济南市历城
区红色文化资源调研项目，“我们帮助梳理
资料，建设红色文化数据库，这些成果将用
于他们的红色文化体验馆等项目中。其中，
我们还把一些内容做成有声版的红色故事，
推送到学习强国平台，传播效果也非常
好。”

“我们今年启动的重走山东抗战路项
目，分三条线到临沂、台儿庄等地采访调
研，明确要求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广
播电视学专业教研室主任田钰佳说，关注地
域文化、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
关注其现代意义和现代价值，“一定要有现
代视角，关联起新的变化，包括调查清楚这
些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推动作用。”

今年6月份，一部红色舞台剧《星火》
在山青剧院成功首演，接着又在省会大剧院
公演。这部舞台剧取材于《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在广饶农村保护传承的历史，
由文化传播学院编创，演员均为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的师生，作品整合了多种舞台艺术
形式，集“话剧、舞蹈、朗诵”为一体，用
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人物形
象，获得观众广泛好评。而该剧的创作，正
是基于师生赴广饶进行乡村文化调研的契
机，也成为学校推进红色革命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教学成果。

地域文化调查中“以文化人”

开展地域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也是一
个以文化人的过程。

卢国华介绍，团队中有的学生，开始以
为不过是跟老师出去“玩一次”，是一次看
风景的采风，等到真正深入其中，他们的文
化认同、情感认同大大提升，态度会产生明

显转变，“在房干村项目中，他们半夜两三
点就起床，心甘情愿地守在那里，等着拍摄
抢头香的村民。春节期间，他们也主动放弃
寒假假期，跟着到村民家里拍摄记录请家堂
的仪式和场景。”

已经毕业的文传学院2016级广电专业学
生吴婧雅，谈到自己在学校参与乡村文化田
野调查的经历和感受时说：“那些经历是我
的一个梦的开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由
此经历了很多从未知到深刻认知的过程，实
现了自我成长。比如，一个小小的村落，竟
然蕴藏着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这也给我
很多触动，让我愿意到更多地方，愿意与各
种各样的人交流，去对当地风土人情作更深
入细致的了解。”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陶婧泽说，刚
入校就参加了“声动馆藏”社团，主要工作
是到村史馆、党史馆，帮助收集整理资料，
做成有声内容进行传播。这些内容生成二维
码，游客可以通过扫码，聆听讲解。“在播
读那些革命烈士的事迹时，我们常常感动得
泪流满面，不能自已。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
的声音，把这份感动传播开来，让更多人同
样感受到这种情感。”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
书明介绍，学校在乡村文化传播实践中，形
成了“文化资源田野调查—梳理研究转化—
音视图文立体化传播—文化赋能产业振兴”
链条式乡村文化传播实践机制，并取得系列
成果，学生也锻炼成长为应用型融媒传播人
才，今后还将更全面发挥这一机制的实践
性、创新性、示范性优点，为乡村文化振
兴、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支持和
保障。

乡村文化梦想的时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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