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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在石家庄市湾里庙步行街郝友友民间文艺家工作室，烙画艺术家郝友友（右）指导孩子们学习烙画技艺。
河北省石家庄市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群众身边的人文公共空间，以文艺创作、展播、交流等形式，大力开展“家门口”的文化艺术普及、优秀

文化传承等活动，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骆学峰 摄

“叮咚”，广东佛山市民吕玮收到一条
《米小圈上学记》的借书订单。她打包好图
书，不久快递就上门把书取走了。

图书馆里的《米小圈上学记》显示已借
出，读者王一帆本以为只能花钱购买，却无
意间发现了佛山市图书馆推出的“易本书”
家藏图书共享平台——在线注册后，就可
以上传自家闲置图书供人借阅，也可以借
阅别人的藏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注
册了账户并开始检索。结果显示有市民刚
上传了这套书。王一帆喜出望外，点击“下
单”，第二天就收到了书。

把书出借的吕玮是一名全职妈妈。她
喜欢买书、读书，可不少书读过后，便被束
之高阁。改变自加入“易本书”开始。她去
年 7 月注册账号并拍照上传图书，第二天
晚上就收到了第一个借书订单。“直到现
在，我家的《米小圈上学记》仍在读者手中

‘漂流’，还有很多人预约。”一年多来，吕玮
上传了884册家藏书，总借还量2040册次。

一边是期待借到更多图书的读者，一
边是家中有藏书且乐于分享的人，如何将
他们连接在一起？2019 年 9 月，在佛山市
图书馆服务微信群中，一位市民咨询：“怎
样将自家的图书盘活，像图书馆的书一样
外借？”“很多新书或者热门图书，在图书馆
都借不到，期待从书友手中借！”这些消息
引起图书馆的重视。

“当前，一方面是很多家庭的藏书躺在
书架上，有些图书还是图书馆没有的；另一
方面则是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并不能满足整
个社会的阅读需求。”佛山市图书馆馆长黄
百川说。

佛山市图书馆推出家藏图书共享服
务，取名为“易本书”。加入“易本书”后，读
者只需一次输入，便可同时检索家藏书和

馆藏书信息。“馆藏、家藏同平台流通，打破
了资源边界，撬动社会力量增加了全社会
图书资源供给总量，缓解了公共图书资源
的不足。”佛山市图书馆业务管理部主任陈
艳说。

为了进一步方便读者，图书借还时，可
以自主选择快递到家或面对面借阅。“为了
提高读者使用的积极性，每次借还书、点
赞、收藏等都会产生积分，在支付运费时可
直接抵扣，平台还会不定期发放运费免单
券，让读者享受包邮到家。”陈艳说。

“易本书”见证着越来越多因阅读而发
生的动人故事。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
月下旬，“易本书”平台注册用户2.85万，使
用量 17.74 万人次，上传家藏图书 4.85 万
册，产生图书流通订单1.55万单。

“这2.85万注册用户的背后是近3万个
家庭，相当于在公共图书馆背后，有3万多个
图书‘补给点’，大大弥补了图书馆藏书空间
不足和购书经费有限等问题，提高了可用于
流通的文献数量，丰富图书流通资源的种类，
满足了市民多样化的阅读需求。”陈艳说，“我
们还建立阅读社群、经常开展线上线下读者
活动、建立用户激励体系、提供上门编目服务
等，持续提高读者黏性。”

2022年，佛山市图书馆开展用户问卷调
查，调查显示，用户对“易本书”项目的服务满
意度达98.75%。在共享发展的理念下，“易
本书”让家庭藏书和公共图书馆藏书一起流
动起来，读者也成了图书资源共建共享的参
与者、受益者、创造者。黄百川说：“目前‘易
本书’已对接广东省图书馆的平台，全省读者
可统一登录。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促进更大
范围内的民间闲置文献资源流动共享，持续
回应读者期待，不断优化平台功能、举办更多
专场活动、推出更多优惠福利。”

让家藏图书动起来
郑海鸥

随着北京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和“全
民健身计划”的部署展开，近年来涌现出一
批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国产体育电影，这
些作品不断拓展项目取材，持续探索表现手
法，推动该类型成为新的创作热点。入选北
京市广播电视局“青春中国梦”网络视听精
品创作项目的《黑鹰少年》是近期一部值得
关注的体育电影，这部影片既展现体育竞技
的自身魅力，又注入了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实现自我价值的思想意义。

《黑鹰少年》的主人公是四川省大凉山
一支名为“凉山黑鹰”的少年篮球队。在业
余教练阿木的激励和指导下，篮球少年不
负热爱、追逐梦想、逆境成长，从家乡一步
步靠球技打进北京，与全国顶尖的小学篮
球队同场竞技。影片改编自真人真事，小
队员们亦由原型人物出演，这些人物身上
极富感染力的拼搏经历和自强精神无疑为
二次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拓宽受众群体、提升观赏效果的
诉求，新近的国产体育电影倾向于运用类
型复合的手法，《黑鹰少年》就在体育动作、
青春励志、个人成长等元素之外还叠加了
轻喜剧手法。影片起始的一段画外音中，
阿木被誉为“天赋异禀、灌篮高手、百发百
中”，形成反差的是，俯拍镜头中却是儿时
的阿木将玉米棒一一掷到竹筐之外，声画
对位营造出一种轻松诙谐的喜剧效果。影
片主创尤为注重通过情节与镜头语言来让
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在《黑鹰少年》中，生活、训练与比赛这
三块主体情节相互穿插、彼此影响。如小
队员们投身篮球训练纷纷遭到家长们的激
烈反对，因其耽误了学习或农活；而当篮球
队一次次靠拼搏精神取得骄人战绩时，越
来越多的长辈开始认同他们的付出和坚
持。小小的篮球从激发矛盾的引信转变为
了化解矛盾的良药，新旧观念上的更替弥
合了代与代之间的裂缝，并最终促成亲情
的救赎与升华。

《黑鹰少年》图绘了颇具地方感的物理
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影片实地取

景，写实性描摹了大凉山彝族地区的风土
人情。对篮球队来说，除了贫困缺钱、不被
理解，高海拔、球场简陋这些地理、物质条
件是另一种艰难困阻，反过来看亦是玉汝
于成的一个注脚。唯有在多重戏剧冲突与
困境抉择中，主人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
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方能被淋漓尽致地显
影和放大。矫健的老鹰是彝族的标志，更
可视为自由翱翔的精神符号；时常出现在
画面中的远山、白云既是当地真实的自然
景观，又贴切地喻示了黑鹰少年纯粹的理
想与美好的愿景。

体育电影往往将运动故事与人生感悟
相结合，《黑鹰少年》展呈的与其说是一支球
队的竞赛史，不如说是篮球少年们的精神锻
造史和心灵成长史。当木呷不专心训练，被
罚两百个俯卧撑时，阿木主动陪罚，“我是教
练，你犯错我也受罚。”；木呷力竭之时，队友
们纷纷主动请缨，“剩下的我替木呷做。”这
场戏形象地表现了身先士卒、精诚团结的集
体主义精神如何潜移默化地型塑少年们的
身心，并淬炼为球场上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黑鹰少年》表现体育又超越体育，它
从表层的体育故事迈向了更深层的心灵世
界和更广阔的社会图景，在时代性和地方
性中蕴含着可贵的文化诉求和社会功能。
正是通过视频直播这种新传播方式，黑鹰
少年的篮球故事感动了万千网友。在送球
队进京时乡亲对阿木说“等你从北京回来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住新房子了。”这句台
词窥斑见豹地浮现出脱贫攻坚、新农村建
设，加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的时代语
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强、逐梦的黑鹰
精神已升格为一种新时代奋斗精神，竞技
场域需要这种精神，乡村振兴、国家建设的
历史征程中更是如此。

《黑鹰少年》在主题立意、类型融合、生
活质感、情感共振上有颇多亮点。众所周
知，我们业已跻身竞技体育强国，而进一步
推动电影强国、文化强国建设也必然召唤
国产体育电影与时俱进的多样化表达与高
质量发展。

网络电影《黑鹰少年》：在热血竞技中培根铸魂
叶航

书
法

王
银
国

作

用家乡历史辉映现实
——记梨树县档案局（馆）原高级研究员魏晓光

赵志军

近几年，在梨树县乃至四平市，有两册文史志类著作相继出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这两本书是由梨
树县档案局（馆）原高级研究员魏晓光编著的《梨树古今人物》和《梨树古今记事》。这些记述梨树及四平地域历史文化专著，以翔实
的文字、精美的实物图片和历史照片，全景式展示了梨树县数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以及人们不畏艰险、不屈
不挠的奋斗足迹，堪称地方历史文化文库中的精华。

为了探寻作者数十年如一日记录、挖掘、整理地方史料，将家乡文化资源汇成史册，传承家乡史不倦求索的精神，笔者近日采访
了魏晓光。

挖掘家乡史 潜心故纸堆

初识魏晓光，先是在《四平日
报》上经常看到他发表的文章和他
个人公众号推送的文章。后来在四
平市政协文教文史委和四平日报社
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才熟识了他
本人，随即索要了他著的《梨树古今
人物》和《梨树古今记事》的书籍，并
建立了微信联系。当得知他曾在梨
树县档案馆工作 30 年之久，同时告
诉他，我也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部
队复员后，借调到梨树县档案局工
作一段，我还是梨树县第二中学毕
业 的 ，由 此 我 们 之 间 便 拉 近 了 距
离。印象中的魏晓光温文尔雅，待
人谦和。

我在撰写一些历史性文章时，
有不明之处经常向他请教，他每次
都是认真地为我答疑解惑。作为同
是收藏地方文化的爱好者，他还向我
毫无保留地展示个人藏品。在交往
和交流中逐渐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

魏晓光于 1958 年 12 月出生在
梨树县。1977 年在太平中学任民办
教师。1981 年毕业于梨树县师范学
校，先后任蔡家公社农业助理、团委
书记。1984 年到东北师大档案干修
班进修。1986 年调入梨树县档案局
（馆）后，从此他一头扎进档案馆内，
潜心翻阅数十万卷馆藏档案，编辑
整理历史资料。同时走出档案馆，
深入乡镇、街头闾巷，找寻散失在社
会上的历史资料，征集到一大批珍
贵的史料进馆，建立名人档案和照
片档案，填补了县档案馆的馆藏空
白。2015 年《城市晚报》记者对他采
访报道时，他曾对记者说：“我对梨
树的历史有一种浓厚的家乡情结和

兴趣，而深入发掘这些历史，整理留
存这些史料，既是我的责任所在，更
是我的一种精神追求和寄托。每当
我与身边一些人交谈时，人们对家
乡的历史人物，如孟古、宋棃、常荫
槐、韩道良、郭淑珍、李连贵等英雄
烈士与模范人物知之甚少，我更加
认识到我工作的重要性。”

他还感慨地对我说：“研究挖掘
历史资料，别人认为是一项枯燥乏
味的事，在我看来却是一项十分有
意义的工作。我常常在档案库房查
阅档案资料，一进去就是一整天，有
时忘记了吃饭和下班时间。查阅这
些历史资料，让我大开眼界，穿越历
史时空。家乡古今人物事件栩栩如
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欲罢不
能。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料，就
是在档案中或在走访过程中发掘出
来的。”在《梨树古今记事》一书的背
面，有一行醒目的红字“纪念梨树建
县一百四十周年”，书中记载的一些
重大历史事件清晰地跃然纸上，在
第五篇《国难岁月》中，记录了日本
侵略者在梨树犯下的野蛮暴行，尤
其是“张家局子惨案”更是触目惊
心。还记载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抗
日义勇军与日寇英勇斗争的史实。
第六篇《解放之路》，则记载了共产
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并赢得最
后胜利、建立民主政权的过程，还
记录了解放战争中四平保卫战时
设在梨树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
的一些情况。我还从该书中第一
次了解到解放战争中建立的梨东
县政府情况，真是梨树县近代百年
风云，历历在目。

传承家乡史 一生择一事

魏晓光退休后，被梨树县委党史
研究室返聘，参与《中国共产党梨树
历史第二卷》的编著，此书于 2021 年
12月出版。可以说，他在工作及退休
后近40年时间，一生择一事，为了挖
掘和传承家乡的历史，他先后编著

《梨树县档案志》《梨树县三名》《梨树
县大事记》《梨树县区划沿革》《梨树
古今人物》《梨树古今记事》，在网络
上发表家乡历史文章2700余篇，其中

160 余篇论文和史料被报刊登载，还
有多篇获省、市级奖项。为了更好地
传承家乡历史，2010年他开通了自己
的博客，把研究成果和相关历史资料
在网络上发表，坚持至今，得到了众
多读者和网友的关注。一些史料还
被四平市委宣传部开办的《夜读》栏
目采用，被四平市政协文教文史委、四
平日报社编印的《城市记忆》收录。他
还为四平党史研究室提供一些有价值

的史料。他的博客点击量逐年攀升，
史料被多家媒体和研究历史者采
用。远在美国的梨树历史人物常
荫廷的后人曾孙常叙康年近80岁，
通过寻找家族史料，在网上看到了
魏晓光写的文章，设法联系到他，
互 相 交 流 了 一 些 历 史 资 料 和 照
片。他在编著家乡文化历史著作
中坚持做到以文化为脉，追本溯
源，以微见著，博采众长，以时间为
径，事件为纬，兼收并蓄。他用最朴
素的语言、真实的情感记载下家乡
梨树各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大事要
事，全面反映梨树各个历史时期发
展的历史进程。兼顾人文与自然、
政治与经济、宏观与微观，努力做到
资料内容丰富、层次清楚、文字通
顺，确保文献资料权威性、可靠性。

为进一步拓展史料的来源，无

论寒冬酷暑，他都不停下深入实地
探访，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方志办
都留有他查阅史料的足迹。这一点
在他编著的《梨树古今记事》一书中
更能充分体现，该书八个篇目，40万
字，445张图片，穿越梨树千年历史，
写尽古今梨树事，有十分高的史料
价值，同时纠正了一些家乡历史资
料的讹误。在撰写编著这些史书
中，他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回家加夜
班，经常是睡三四个小时，凌晨三四
点钟就起床赶写，并放弃所有的节
假日，在岁月的长河中，头上的白发
也渐渐多了起来。在撰写家乡文史
资料中，魏晓光更偏注红色历史，把
家乡革命英烈、杰出历史人物和有
重要影响、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先进
模范人物等事迹进行挖掘、整理，编
入书中，为之永远传承。

留存家乡史 用历史辉映现实

在近 30 年来的史料征集中，
魏晓光个人出资 3 万多元，收集购
买各类各时期老照片 2600 余张，
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620 册。为正
筹建的梨树县中医药博物馆提供
原始珍贵资料 20 余件，解决了建
馆无展陈史料问题。他出资购得
的“奉化县巡警教练所学生毕业
证章”及 1913 年梨树县施医院行
医证书、民国时梨树县礼让乡乡
民 代 表 钤 记 官 方 公 章 等 多 件 史
料 ，都 属 于 博 物 馆 馆 藏 级 文 物 。
为了收集这些文物，他先后多次
去省内外如长春、沈阳、锦州等地
文物市场，遍访梨树乡镇村屯，同
时 还 通 过 网 上 认 识 搞 收 藏 的 藏
友 ，从 其 手 中 购 买 征 集 文 物 史
料。在征集史料文物中，注重挖
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找寻与之匹
配的文献时，必经过辨别真伪，去
粗取精，反复考证一番，然后再动
笔撰写文章发表，同时收录于出
版的书中。

为了弘扬家乡历史，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2021年10月，他自费
印刷了《图说梨树二百年》，用 1000
余幅照片回望了梨树县二百年源远
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尤其浓墨
重彩的是绘出了近代以来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梨树人民不懈奋斗解放

和建设家乡的红色历史，为党的百
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

在魏晓光的心中，只有一件
事，就是为家乡尽可能地留存历
史。他与笔者说：“我现在不能荒
废时间，要在有限的一生中，把家
乡的历史尽可能多地挖掘出来，
传承弘扬好。”我问他这么做图什
么？他回答说：“我不图名，不图
利，只图将先辈们为家乡奋斗的
光辉历史流传后世，这是我的责
任和使命。”

时光不负赶路人。魏晓光在
近 40 年的家乡历史挖掘、整理、弘
扬、宣传工作中成绩显著，先后 30
余 次 被 省 、市 、县 评 为 先 进 工 作
者。2011 年被评为梨树县第五届
劳动模范。2012 年被评为梨树县
十 佳 业 务 干 部 。 2014 年 被 授 予

“梨树好人”称号。2016 年被评为
全省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2017
年荣获吉林好网民优秀奖。

魏晓光的书，是最好的乡土历
史教材，有着丰富的营养，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放下魏晓光的书，掩卷沉思，
我的脑海里就会涌现出东辽河岸
边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涌现出生
动活泼的人物群体站在黑土地上
向我们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