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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我看上海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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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文化品牌是一座城市的金字招牌、
重要标志，承载着城市精神品格和理想
追求，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
托。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品
牌建设，从2018年开始，分两轮持续开
展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
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

作为国家文旅部首批行业智库建
设试点单位，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究院
（以下简称“上海格物文化”）坚持立足
上海、服务上海，自觉投入到上海文化
品牌建设中，从2019年开始，在市委宣
传部的指导下，联合国内权威媒体机
构，连续三轮开展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工作创新案例选编。按照“导向正确、
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机制创新、影响深
远”的标准，结合大数据手段进行统计
分析，经专家初评、复评，并报市委宣传
部审定，从社会各界踊跃申报的近千个
案例中，遴选出三批次共计300余个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工作创新案例。

经过几年积累，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工作创新案例选编在业界形成了广
泛的影响力。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扩大
“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影响力，更好助
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

2024年4月18日，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指
导下，上海格物文化又与新民晚报社共
同发起举办了上海文化品牌大会，全面
展示“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
表彰“上海文化”品牌建设优秀案例，分
享“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创新经验，凝聚
“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磅礴力量。400多
位来自全市各系统、各单位，与文化品
牌建设有关联的领导、专家、媒体代表

和案例主体负责人济济一堂，共同见证
了这个“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展示交流、
经验分享、集智会商、激励创新、促进融
合、深化合作的崭新平台的诞生。
大会全面展现了“上海文化”品牌

深厚的底蕴。发布的2022—2023年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工作创新案例“百

例”和最具影响力、最佳创新发展、最佳
融合发展、最佳海外传播、最受市民欢
迎五个系列案例以及优秀组织单位共
120个案例（单位），如繁星般闪耀，点缀
星河，共同绘就了“上海文化”品牌灿烂
的前程。
通过案例分享，大家深入学习了“上

海文化”品牌建设的创新经验。无论是
中共一大纪念馆关于红色文化传承弘扬

的分享，还是豫园股份关于非遗文化破
圈的讲述，又或者是上海博物馆关于深
入挖掘江南文化资源和上海外宣办关于
汇聚全球创作资源、服务上海国际传播
的经验，都凝聚了上海文化品牌人奋斗
的结晶，成为后来者清晰的路标。
当前，上海正在努力打造文化自信

自强的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
最佳实践地。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大
会，一定能激发起更多推动文化品牌建
设的专业力量，增强文化品牌建设的强
劲动能，厘清文化品牌建设的发展方
向，相信上海文化品牌一定能在不远的
将来享誉世界，成为上海这座城市吸引
力、竞争力、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和标识
形象。（上海格物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符湘林

以文化品牌支撑和赋能城市发展

2013年，我被选派为
浙江省第七批援藏干部，
来到西藏那曲地区担任住
建局副局长。根据规定，
局里每位领导班子成员都
要有一个联系村。于是，
位于比如县羊秀乡的奇达
村，从此与我结下了不解
之缘。九月份的一天，趁
着天气尚未转冷，我决定
到这个联系村走访调研，
并看望慰问住建局驻村工
作组的同志。
路途遥远，从那曲地

区出发到羊秀乡，车程要七
到八个小时。我们早上八
点多就出发，这个时间在内
地已经是上班时间，但在那
曲地区天刚蒙蒙亮呢。中
午时分到了比如县城，在
一个路边藏餐馆草草吃了
中饭，又抓紧赶路。离开
县城不久，眼前横亘着一
座大山，这便是比如县最
高的山峰之一、6000多米
海拔的夏拉山。车子一路
上坡，刚才在山脚还是晴
空万里，到了山腰时天气
陡变，狂风骤起，黑云压
顶，豆大的冰雹砸得车窗
乒乓作响，随后下起了鹅
毛大雪，瞬间整个夏拉山

山体变白，道路也变得打
滑，看着窗外深不见底的
万丈悬崖，身上紧张得禁
不住冒出了冷汗。
翻过夏拉山口，就到

了羊秀乡地界。到了山
脚，只见这里山清水秀，林
草丰茂，山间云雾缭绕，河
水清澈见底，若不是牦牛
四处闲逛，还以为是到了
江南某乡村了呢。
下午五点多，终于赶

到了奇达村。由于路上遇
到风雪，比平时多花了一
个多小时。奇达村距乡政
府不远，村里的藏族群众
朴实善良，大多不会说普
通话，连来迎接我的村干
部也不会说。村民见到我
仿佛很惊奇，但都友好地
微笑点头，让我恍如穿越
到世外桃源，见到一些“乃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
晚餐是工作组同志自

己烧的，平时他们吃的都
是藏餐，这晚特意炒了两
个川菜，吃饭就摆在村会
议室里。由于海拔较低，
植被茂盛，不会缺氧，加上
工作组同志热心相劝，便
大胆喝上了酒。藏族的同
志朴实直爽，一个个向我
敬酒，到晚饭吃好时，有一
位竟已醉倒，呼呼直睡。
吃完晚饭后已经十点

多钟，由于白天颠簸，身体
疲乏，便一改以往半夜一
二点钟睡觉的习惯，十一
点多便睡下。藏族的椅子
和床是一体的，加上靠垫
就是椅子，拿掉靠垫就是
床，虽然不习惯，倒也并不
难受。

迷迷糊糊睡到半夜，
忽然被一阵猛烈拍打院子
铁门的声音惊醒。由于当
时为迎接自治区成立50

周年，要求驻村工作组一
律在岗，并经常夜里突击
检查。工作组的多吉第一
反应就是检查组的人又来
查岗了，刚想出去开门，被
组长罗措拦住了。罗措
说，不对，可能是棕熊，人
不可能这样乱打的。几个

队员拿了值班电筒走出
去，从院子铁门缝里看到
一个黑乎乎毛茸茸的身
影，果然是棕熊。大家边
拼命吼叫，边捡起院里的
石块往熊身上砸，还有两
位同志拿起脸盆使劲敲
打，终于把棕熊吓跑，但大
家手心里都紧张得捏着一
把冷汗。
据工作组同志介绍，

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第三
次遭遇棕熊啦”。有一次
他们早上起来到了厨房
里，发现里面的青稞粉、奶
渣撒了一地，知道肯定是
棕熊来过。最惊险的是5

月份那次，一头棕熊带着
两头小熊打破窗户爬进了
工作组驻地，工作组的同
志赶紧逃离，村民们闻讯
拿起棍子、铁锹赶来，大熊
吓跑了，两头小熊被堵在
房里抓住。第二天，他们
还是把两只小熊放掉，怕
大熊前来报复。而我一来
就遇到棕熊，工作组的同
志开玩笑说，可能是听说
有贵客在特意来拜访的。
我倒宁愿相信棕熊是因为
饥饿，闻到会议室里饭菜

的香味被吸引来的。现在
生态保护越来越好，棕熊
越来越多，野外找吃的也
越来越难，到藏族群众家
里来找吃的，也许对棕熊
来说，也是无奈之举。
奇达村居民点到夏季

牧场隔着一条河，河上只
有一座简易的铁索木板
桥，有的木板已经腐烂，牛
羊根本无法通行。在河上
建一座人畜通行的新桥，
成为村民强烈的呼声。我
到河边夏季牧场进行了实
地察看，感到这里建座桥
的确十分必要，便决定筹
资十万元，帮助实施这个
项目。工作组同志和村干
部十分高兴，说这座桥建
好后，就以我的派出地浙
江省常山县命名，取名为
“常山桥”。后来桥建好
后，他们果然在桥上安装
了“常山桥”三个大字，并
拍了照片发给我看。看到
照片后，我的热泪顿时涌
了上来，我深知这座桥已
不仅仅是人畜通行的桥，
更是一座联结汉藏民族感
情的桥。
出于援藏的使命，我

请村干部帮我找几户贫困
户帮扶对接。没想到村干
部犯了难，说村里由于产
虫草，村民普遍比较富足，
已经没有贫困家庭。最后
勉强找到一户，是位寡居
的藏族大妈，眼睛不好，因
此挖不到虫草，但村里已
经将她列入五保户，驻村
工作组刚刚给她买了新
的床铺及生活用具，生活
没有后顾之忧。村干部
介绍我的来意后，大妈站
起来，接过我给的慰问
金，合掌向我致谢，不停
地说着“扎西德勒”，并摸
出一条哈达献给我。我
心里很欣慰，说明这些年
藏族群众已普遍过上好
日子了，这不就是我们援
藏的最大初衷吗？
这次下乡，花了三天

时间，这也许是我的工作
生涯中最传奇的一次下
乡，也是最难忘的一次下
乡！作为一名援藏干部，
能够投身和见证西藏这
块神圣土地与全国一道
实现共同富裕，心里真的
倍感荣幸与自豪！

余 风

在藏北下乡的传奇经历

腕间隐疼寐难眠，
披衣寂静展书篇。
格文真切润心气，
合一知行成两全。
事上研磨功行至，
良知修德会当前。
东方既白净空现，
修证澄明向圣贤。

邓 名

夜修《传习录》

责编：朱光 吴南瑶

明起请看一
组《餐 桌 的 氛
围》，责编：刘芳。

那一年，在浙江宁海，参加徐霞客
开游节。明媚的春光辉耀之下，一队一
队展示徐霞客游历过的山水景观的模
型，在我们的面前走过。同时，展示每
一处徐霞客游历之地特产、特点、特色
的队伍载歌载舞地陆续走来，一队比一
队好看，一队比一队突出其色彩的艳
丽。正看得津津有味，广播里预告：后
面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十里红妆的队
伍。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正在向
场内走来的送亲队伍。我心里
说，旅游和迎亲送亲这件事有什
么关系？不过，既然主办方安排
了，也值得一看。送亲的人群，要
排成十里之长，该是多么壮观，多
么隆重，多么喜庆！只见排在最
前面的，是吹奏着高亢的迎庆曲
的喇叭队，每一只喇叭上都扎着
红色的绸带子，紧跟在后面的，是
抬着几乎通通都是红色嫁妆的壮
汉，大床帐笼、大衣柜、五斗橱、床
边柜、八仙桌、方凳、梳妆台，还有
过日子少不了的煤球炉、搓衣板、
大大小小的木桶……你能想到的
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全都用红
绸、红带、粉红点缀。只觉得眼前
晃过的，都是一片红。最让人看
得叹为观止的，是被面，各种各样
的彩色被面中，突出的还是红绸
被面和早生贵子的彩绸缎子被
面。长长的队伍一边渐渐行进，
一边演绎着婚庆场面中时常出现
的谐趣之处，看得人们欢声笑语
不绝于耳。
名为十里红妆，队伍实际上当然没

有十里之长。但是从头望到尾，这一支
模拟的送亲队伍，少说也有200米。我
已经大大地饱了眼福。像广播喇叭里
清晰介绍的，宁波地区在当年，大户人
家为姑娘送亲，还真的有十里红妆之
举。虽然看到的是节日里的表演，但也
真让我开了眼，留下深刻的印象。心里
还说，这一类带着古老民俗的婚庆形
式，只能是在节日里演演，逗个乐趣罢
了。
真正的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一个

叫十里红妆的书店到上海来找到我，让
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读书活动。乍一
听十里红妆书店，我还以为是专门销售
恋爱、婚姻、家庭类书籍的书店。细听
他们介绍下来，才知道并非这么回事，
而是一家提倡读书，倡导阅读，并颇有

创意的书店。比如书店在读书日到来
之际，设置问答：读书日为什么放在4·

23等等，以增加知识。活动同时，书店
还提供茶水、咖啡，如若在书店里碰到
了兴趣相投的读者，还可以坐下来边品
茗边交流，像沙龙一样。当我去了以
后，嗨，还真是看到了一派读书的景
观。走进十里红妆书店的，有老人，有
年轻情侣，有职业经理人、白领，当然少

不了孩子，还有一帮女企业家。
他们全为读书而来，为开拓眼界
而来，为遇到心仪的读书朋友而
来。
十里红妆，成了读书的打卡

点。读书成了书店的品牌。我不
由得随意地询问在这里碰到的一
个医生，他说起先是把大孩子送
到这里来，大儿子在这里不仅学
到了静心地读书，还学会了朗
诵。往台上一站，台风令人赞叹，
他是想来打听，过了五月，暑假快
到了，十里红妆书店今年暑假里
还办不办孩子的读书班，如办，他
要把小儿子也送来。旁边一位经
理人插话说，我是商人，妻子让我
送孩子来读书，开头我觉得很乏
味，只是坐在旁边抽烟，喝茶，有
一句没一句地听老师讲课，嗨，没
有想到，那些请来的老师、教授、
专家、学者和名人的讲座，讲得这
么有趣，有文化，有趣味。不知不
觉地，我成了十里红妆书店的常
客，和皓哥、汪姐成了好朋友。他
提到的皓哥和汪姐，是一对夫妇，

也是十里红妆书店的创办人和主理
人。一旁的女企业家快人快语地说，十
里红妆书店，是我们女企业家的聚会之
地、读书上课学习之地，也是充电之
地。这样的读书才是与时俱进啊。可
以说是快乐学习。叶老师，4·23你讲了
课，我们还结合你的新书，在五一节长
假的读书会上要展开讨论呢！欢迎你
从上海过来参加，告诉你，发言热烈得
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一旁的汪姐指
着她道：最积极的是她！她对你书中的
有些描写，还有意见哪！是不是？我没
有瞎说吧。书店里响起了一片欢笑声。
噢，真的没想到，当年我在节庆队

伍中看到的十里红妆，现在在宁波市
里，成了一个文化地标。相信十里红妆
书店的五月读书活动，一定会是精彩纷
呈的吧。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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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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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这个词总能拨
动人的心弦。“身体和灵
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这句话曾经在网络上很流
行，究其原因，无非是击中
了人们内心对旅行的那份
美好向往。当我读到江云
英新作《诗意地行走》时，
不由得对人生产生了思
索，那是关于旅行、关于写
作的。
这是一本与旅游相关

的散文、诗歌作品集，分为
上、下卷两部分。从文中
可以看出，作者去过很多
地方，比如西安、吐鲁番、
青海等，一路行，一路看，
一路写，留下这些文字，
像细碎的小花，不张扬地
盛开在书页上。
江云英的散文率性

自然，就如同山东人的性
格一样。她的文字同时
又呈现出一种婉约的特
质，好像江南女子一般。
在写作上，作者是有天赋
的，内心柔软，笔触细腻，
时不时有一些文字让人
击节叹赏。比如，她写
《旗袍，开在麻城里的
花》，标题运用比喻的修
辞手法，生动形象，让人
一看就心生欢喜，有了想
读下去的兴趣。
文章开头先抑后扬：

“麻城的女子是不穿旗袍
的”，接着写道：“突然间，
麻城各色女子穿着各式
旗袍，招摇成了朵朵花，

在麻城里风情万种地开
着”。开篇设置悬念，让读
者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本旗袍多见于大都市，
一个山区县城怎么会有这
么多女性身着被誉为“中
国国粹”的服装呢？“我的
目光停留在了站在垂柳旁
的女孩身上，细腰盈盈一
握，双腿修长，空灵得似水
中的荷，平仄多姿，楚楚动
人。那份简静与清美，分

明是戴望舒笔下丁香般的
女子。”作者依据眼睛看到
的内容，进一步在行文中
为我们揭示：“流动的旋律
和浓郁的自然风光造就了
沂源女人独特的贤淑、典
雅和温柔……旗袍之风盛
行起来”。
江云英的诗很随性，

但这并不妨碍阅读，从中
总能发现三五处有意韵的
句子。比如《牛郎织女相

守着爱情》中“纬度上的沙
尘/经度上的雨水/都是上
天注定的缘分”，作者从地
理坐标的角度，把普通的
沙尘说成“纬度上的沙
尘”，将常见的雨水写成
“经度上的雨水”，在读者
眼前呈现出立体的影像。
《诗意地行走》是关于

旅行的，也是关于人生
的。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一场带着梦想的旅行。作
者按照自己的心愿将旅行
与写作编织出彩虹似的
梦，也终于活成她梦想中
的那个样子。

林振宇一路行，一路写

紫气东来 （中国画） 俞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