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5/22 星期一

责编/贾小飞 美编/李红芬 审读/孙勇 11

21个曲种、37个优秀节目参加展演

第三届大学生曲艺周在青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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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的时刻总会来临，那些彷徨与信念、较量与选择，历史不会忘
记。同样，作家也会用文字再度重现在读者面前。“馒头大师”张玮携最
新的《历史的温度7》21日现身青岛书城，与读者共读那些退隐、告别和
离席的历史故事。作为该系列的第七部书，这也是张玮“历史的温度”
系列的告别章。他说，“七”这个数字，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任务的完
成，也代表着一种终结。

第三届大学生曲艺周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21 日在青岛成功举行。活动
由中国曲协、山东省文联、中共青岛市
委宣传部、青岛市文联主办。

曲艺周活动内容丰富，有开（闭）幕
式、优秀节目展演、曲艺名家助阵小剧
场演出、采风活动、驻鲁高校曲艺社团
调研研讨会、“名家进校园”艺术讲座、
艺术创作与传播的著作权普法讲座、全
国道德模范基层故事会巡演、曲艺名家
新秀“送欢笑”等。开幕式于 5 月 19 日
晚在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举行，闭幕式 5
月21日下午在山东港口青岛港QQCT

“职工之家”上演。
本届展演共征集到 111个作品，涉

及35个曲种，经过专家们的认真遴选，
最终确定了21个曲种的37个优秀节目
参加展演。参演节目中既有观众熟悉
的相声、小品、快板书、山东快书、河南
坠子、四川清音、苏州评弹、故事等曲
种，也有极具地域特色的广西文场、广
西渔鼓、湖北大鼓、南昌清音、南阳大调
曲子、宁都道情、徐州琴书、西河大鼓、
漳州锦歌等；从参演节目内容看，节目
主题鲜明、聚焦现实，内容包括歌颂道
德模范、聚焦社会热点、展现校园生活

等，表现出新时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面
貌和高校曲艺发展的优秀成果；从参演
演员组成看，演员来自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
全国 30 余所高校，其中年龄最小的 18
岁，最大的38岁，还有6名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韩国、马来西亚、约旦等国家的
留学生。

为提升本届展演学生的创作和表
演水平，本次展演专门设置了专家点
评环节，翁仁康、杨鲁平、李伟建、武
宾、陈靓、李连伟、慈建国、闫成山 8 名
曲艺家担任本届大学生曲艺周 4 场展
演的点评嘉宾，为大学生提供建设性
意见，为青年曲艺人才成长成才提供
助力。活动期间，刘兰芳、翁仁康、闫
淑平、杨鲁平、李连伟、陈靓、王雷、董
彦彬等曲艺名家新秀聚集青岛，为观
众送出欢笑。

大学生曲艺周是由中国曲协、山
东省文联和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
文联等有关单位部门共同打造的全国
唯一的大学生曲艺专项品牌活动，于
2019 年和 2021 年在青岛成功举办两
届，有力推动了高校曲艺事业的蓬勃
发展。

“青岛琅琊康成书院”暨“周
蓬桦文学工作室”揭牌仪式，5月
20 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颐合文
化活动中心举办，现场同时揭牌

“中华文促会语艺委青岛西海岸
新区示范基地活动中心”。

青岛琅琊康成书院由有志于
优秀中国文化研究与弘扬的中日
韩学者联合创建，著名历史学家、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王瑞来担任院长，青岛西
海岸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李敬云担
任名誉院长，执行院长为高平远，
理事长为纪合聚。根据规划，琅
琊康成书院将陆续开展一系列以
东亚传统文化为主的讲座、授课、
编书等活动。

作为书院的发起人之一，曲
阜师范大学经学专家林桂榛担
任书院总顾问。他介绍：书院
设在青岛，首要工作是研究与
传播青岛的琅琊文化。首先集
合力量编纂几部书，包括《琅琊
徐福文献总目》《法显文献总目
与精粹》《卫礼贤文献总目与精
粹》等，其中第一部书已完成。

他说：“徐福、法显、卫礼贤，是中国文
化与东洋、西洋相交流的代表人物，青
岛要做好这三个人物的历史研究与精
神弘扬”。基于书院收藏的大量中日
韩古籍资料包括善本珍本，林桂榛还
建议把中日韩古本高僧传、仙道传、儒
林传等汇集整理出来。关于琅琊台岁
时文化方面，《东亚古本岁时文献集》
已经开始编纂了，“对搜集到的中、日、
韩三国古本岁时文献进行筛选和整理，
是一项艰辛而有重大意义的文化文明传
承工作”。

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知名作家周蓬桦的“周蓬桦文
学工作室”同时落户颐合文化活动中
心，周蓬桦被琅琊康成书院特聘为“文
学顾问”。“是的，我们一旦认准了前行
的目标，就会脚踏实地的奋斗，去完成
和实现它，在荒漠中开出一簇美善的
花朵——美与善，读书与行走，永远保持
独立而有理性的思考；永远追求淡泊、宁
静与朴素的情怀，并尊重悲悯世间万物
——只有它，才是我们灵魂闪亮的标识
与品格。”周蓬桦现场以文字抒情，表示
会助力书院的文学活动开展，在书院播
撒文学的种子。

一年一本遇七“告别”

《历史的温度》系列起源于张玮
的公众号“馒头说”，每天讲述“历史
上的今天”，他写的历史故事迅速聚
拢了大量粉丝。而从《历史的温度
1》到《历史的温度7》，这个系列一直
保持着每年一本的更新速度。不仅
销量已经累计超过百万册，还斩获
颇多图书奖项，线上线下的读者热
情不减。

“ 隐退、告别和离席”，历时 7
年，当《历史的温度》系列走向完结，
张玮写了 35 个故事，分为六个部分
带你穿越历史。“上海滩三巨头”中
成名最早的黄金荣为何潦草而去？
当年风靡全国的《灌篮高手》，故事
真的止步于“全国大赛”吗？当年职
场精英的标配微软 MSN，为何没能
扛过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读
者可以看到一个集团乃至一个朝代
倾塌前的细微征兆，也可以看到一
个时代巨变之后给各种人带来的改
变；观察到灾难之下各种人性的凸
显，也感受到时光流逝中那些珍贵
的回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张玮自
《历史的温度》出版第五本的时候就

萌生“告别之意”。“看到读者拿着一
厚摞书来找我签字，感觉很复杂。”
张玮一方面深感欣慰，另一方面又
有些惶恐，“感觉我的书还没到那个
地步。”同时，在公号的文章里选取
精华篇章集结成书，这是一件比较
简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样也没
有足够的动力让我去做另外的事
情。”于是张玮决定在第七本书，
结束《历史的温度》系列，如同他
所钟爱的漫画《七龙珠》里一样，

“集齐七颗龙珠，就可以召唤神龙
实现愿望。”他要换个角度全新开
讲历史故事。

有效阅读重于“爆款”

“最大的收获其实是读者。”书
写《历史的温度》给张玮带来的“得”
比“失”多得多，“最意想不到的是，
认识了很多我原来这辈子可能都不
会认识的读者，人和人能够相遇是
一件很奇妙的事。”

很多读者因为《历史的温度》跟
张玮产生了关联，并且发生了很多
让张玮感动的故事，比如很多读者
会手写书信，表示有温度的历史故
事给他们很多启发；比如读者留言，
表示张玮的文字给自己“黑暗的日

子”带来无穷力量。“其实不是我的书给
了他们力量，是书里的人物故事给了他
们力量。”

“我觉得像我们码字的，还是要追
求有效阅读。”张玮说网络爆款的十万
百万的阅读量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也不能连续制造爆款。”他把最好的
阅读量定位在四五万左右。“这些读者
都是和我三观相合的，互相了解的。这
些人的阅读都是有效阅读。”

在信息爆炸的情况下，书作为一个
实体阅读载体，它反而提供了一种仪式
感。张玮的很多网络读者都是实体书
的忠实买家，他表示目前电子书的购买
量远远比不上实体书。“大家放下手机
读书，会更有沉浸感。”

出版《历史的温度》的最初，张玮就

强调并不是给读者打开历史的大
门，只是“稍微给大家拨动一下历
史的窗帘，透出一道光”。让大家
知道，历史并不是冰冷冷枯燥乏
味的，它是有温度的。后来读者
反馈越来越多，有的读者说因为
读书喜欢上了历史上的某个事
件、人物，也有学生说因为《历史
的温度》选择了历史学科来学
习。出版到第七本的时候，“我觉
得多多少少还是达到了一些这样
的目的，我还是挺欣慰的。”

读历史故事，会得到代入感
的快感，更重要的是读史可以明
智。张玮希望读者通过《历史的
温度》“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
未来。”

聚焦琅琊 传承文化文明

青岛琅琊康成书院揭牌

《历史的温度7》讲述“告别””馒头大师“张玮岛城分享有效读史

读懂过去才能活好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