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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身后有“陷阱”

我的博物馆之旅
王雪岩/文 赵雪峰/画

《新华文摘》转载了赵雪峰的一幅漫画《陷阱》，画面很简单：一
个大坑似酒杯，有人正被往里推。

喝酒再平常不过了。亲朋好友老同学间喝酒是增进感情、加强
交流、相互了解的方式。但是借酒行贿、以酒图谋、用酒设局，就危
险了。民间有句俗语叫“喝酒喝厚了”，是说喝酒能把感情喝深，朋
友之间的情感增加了厚度。因此，酒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连接纽
带，是朋友和朋友友谊的媒介，是他们的又一个朋友。

朋友之间喝酒，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喝酒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的风气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酒又多了一种功能，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交流手段，这酒喝着喝
着也就变味儿了。

眼前这幅画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有人在利用喝酒拉关系，借喝酒
走人情。

画中有个十分抢眼的空白处——大坑，这坑居然是一个巨大的
酒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环境是十分罕见或者根本不会有的。

作者巧妙地设下这个“酒局子”，让一个人声称“今天我请客”，
那位被请的人再往后退半步，就掉下去了。很明显，张罗请喝酒的
人正在把那人往坑里推。

被请的腰间夹着一个红色公文包，明显是手中有一定权力的
人。可想而知，声称请客的人一定有求对方，才设下酒局，打算在推
杯换盏的酒桌上把对方拿下，用这种小恩小惠来贿赂当权者，使对
方酒足饭饱之后慷国家之慨，用公众的利益来回报请客者。

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虽然画面只是请与被请，
还没有真正坐到酒桌上，但是其后果已经明显地告诉读者，这个人
是在设下陷阱，摆鸿门宴，使对方就范。

可以预料，如果对方和他喝酒，可能的结果就是被推进陷阱。
画面巧妙地表达出请与被请的关系，在警示对方，也警示读者，

这陷阱一样的酒，还是不喝为好。
漫画中也设了一个悬念，给读者留下一个思考，到底这个人去

了还是没去？这酒喝了还是没喝？请人者的卑劣目的达没达到？
漫画虽都没有交代，但是给人的警醒恰恰是在不言之中。标题《陷
阱》就是在告诉“被请者”，去了可能就掉进陷阱，也告诉所有读者，
这种有明显陷阱目的的酒不能喝。

我们也可以从正面积极的思维去设想，这位公职人员不为所
动，这酒没喝，这局子白设了……

（赵雪峰/画 王雪岩/文）

张国英，现任市九届政协委员、铁东
区十届人大代表，曾获得吉林好人、省优
秀盟员、省家庭教育先进个人、市第五届
妇女代表、四平好人、市民盟先进个人、
市巾帼建功标兵、市三八红旗手等称
号。2016年任四平市全民阅读协会会长
后，协会先后获得“AAAA社会组织”“最
具爱心社会组织”“热心公益社会组织”

“书香吉林文化服务小分队”“巾帼文明
岗”等荣誉称号。

从小就热爱读书的张国英，1990年，
她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工作
之余，她经常指导学生阅读课外经典好
书。她用优美的文字记录生活，向各报
纸杂志投稿，从一个个“萝卜条”“豆腐
块”，到头条、整版，再到后来的出书获
奖，成为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
学会会员。她相继出版诗文集《风铃》、
家庭教育专著《好孩子是这样教育出来
的》，并创办和主编《中国TA之家》《文教
视野》《英城创业》《创业者》《四平企业》

《四平盟讯》《大东北文化报》等。

张国英说：“在我有几本小人书的时
候，我就梦想有一个书架；当我有一个书
架的时候，我就梦想有一个书房；当我有
个书房的时候，我就梦想有家书店，有看
不完的书……”2013年初，她终于梦想成
真，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书店。

她把书店辟出一间茶室，实现了她
梦想中的场景：一本好书，三五好友，一
盏香茶，一曲舒缓的音乐……她给读书
沙龙起个好听的名字“读书分享会，浪漫
下午茶”。

读书沙龙，读书分享会……随着来
读书的朋友越来越多，一间小茶室已经
装不下了。她又梦想，我能不能带领更
多的人爱上阅读，让英雄城成为书香四
溢的文明之城。

2014年春，在书友们的提议和共同
努力下，她组织发起成立“四平公益读书
会”，提出“全民阅读·书香四平”口号，描
绘“人人知书达理，家家书香门第，英城
飘满书香”的美好愿景。2016年冬，四平
公益读书会更名注册为四平市全民阅读

协会，从那一天开始，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有计划、有组织、大范围，既轰轰烈烈又
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

张国英说：“全民阅读要大有作为，
我们不但倡导多读书，还要指导读好书，
读有价值的书；分级阅读、有效阅读、深
入阅读、亲子阅读……她带领大家把全
民阅读推广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
色，随着一个个阅读推广人、书香家庭、
书香社区、书香军营、书香企业、书香农
村、书香机关、书香校园的涌现，书香四
平氛围越来越浓。

在全民阅读推广过程中，张国英更
加注重精神引领，她扶贫扶智，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她想在心、行在前，她带领会
员先后到英额堡村、东河镇胜利村、二十
家子、伊通满族学校、辽牧养殖农场开展
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包保平东二小32名
贫困儿童……无论是贫困大学生，还是
孤寡老人，她都是不但物质上资助，更在
精神上关怀；帮助数百名困难留守儿童，
成长为书香美少年。

2021年底，张国英光荣地成为一名
政协委员。她深知政协委员不仅是荣
誉，更是责任，她组织成立了书香政协小
组，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做深入调
研，建议“把全民阅读写进四平市政府工
作报告”的提案，受到政府领导的重视。

2022年9月23日，市政协举办“书香
政协·阅美英城”委员读书启动仪式。仪
式结束后，张国英立即组织书香政协小
组全体成员，认真学习领会大会及文件
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勉励
大家争当书香委员，把“读书+履职”相融
合，把读书成果转化为履职能力。拓展
读书活动覆盖面，扩大全民阅读影响力。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赞扬与荣誉，张
国英始终保持一颗谦虚感恩之心：她说：

“是群众的支持和领导对我的信任，给我机
会和平台，赶上这么好的时代，让我能从事
热爱的全民阅读公益事业。我们的全民阅
读公益事业，就是要支持他人，成就他人。
多一个人读书，社会就多一分和谐；多一群
人读书，就会形成浓厚的氛围。”

始于热爱 源于担当
——记四平市政协委员、市全民阅读协会会长张国英

路有文

近年来，辞赋创作在我国文坛蜂拥而起，
成为新时代文学艺术界一大壮丽景观。诗词
歌赋，四大文体，比较而言，赋是最难写的。刘
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以赋观诗，较若
纷至沓来，气猛势恶。故才弱者只能为诗，不
能为赋。”古代凡是有成就的辞赋作家，无一不
是大学问家。如两汉时期的五大辞赋家司马
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他们不但语言学
造诣深厚，而且精通文史哲，乃至天文地理、风
俗杂学。

明朝著名文论家谢榛曾经说过：“汉人作
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
所从来，自能作用。”“胸次”即是胸怀，也可称
为胸襟。何为“六书”？古人把分析汉字造字
的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视为“六书”。清代文人阮元在《四六丛书序》
中说：“综两汉文赋诸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
六书，耀采腾文，骈音丽字。”也就是说，辞赋作
者不仅要了解经史，还必须有囊中取物般驾驭
语言的能力。要我说，创作辞赋的必要条件，
必须博览群书，文养深厚；认知万物，熟悉生
活，如此这般，方能笔下千言、驾轻就熟。

创作辞赋要勇于下笔。我从2014年正式
开始辞赋创作，迄今已经超过二百余首，还出
版了《百赋集》。

创作辞赋，除了文字功底以外，肚子里还
真得有“东西”，否则，一旦动笔，有了开头，往
下不知所云了，那是很痛苦的。唯一的办法就

是多读书、多积累，坚信，博览群书，胸中有底；
勤写苦练，必有所成。

辞赋创作的特点，是用诗的语言写文章。
就是把写文章要说的话，用诗的语言合理有序
地排列出来。能写格律诗的人，都能写赋，只
是“高产与低产”“上乘与一般”罢了。律诗中
间，两联必须对偶，而对仗骈偶，恰恰是辞赋创
作的要点之一。但远不像格律诗那么严格，除
律赋外，讲平仄，其余不必字字细究；要对偶，
也无须句句求工。但是，韵脚必须讲究仄押
仄，平押平，因为押韵是辞赋和散文的主要区
别。一首赋能一韵到底最好，亦可一段一韵，
或者无韵偶句，如果中间转韵，一定要前后衔
接好。通篇之中，应尽量避免重复的词组和成
语，也不能有重复的字做韵脚，特别是一段之
中，更应避免重韵。

无典不成赋，但是，引经据典，一定要深入
浅出，忌讳生僻古怪字词进入辞赋。用现代的
语言写赋。我们写赋不是给古人看，决不会

“返古复奥”。因此，不妨用大众化乃至口头语
写赋，让多数人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

至于格式体例，最好写骈体赋、文赋和诗
体赋，容易贴近时代的语言习惯和特点。古赋
艰深古奥，律赋严格呆板，不宜提倡。在句式
上，打破“四六句”传统模式，三、四、五、六、七
言甚至更多，灵活运用，相间交错，变幻无穷，
突出参差美，这样的赋作读起来才会有声有
色，起伏跌宕，更显生动活泼，有滋有味，令人

不厌其读。
把议论写进赋中，铺采摛文，体物浏亮，则

是现代辞赋另一特色。有铺陈没有议论，必然
平淡无奇，缺乏文雅生气。铺陈和议论，交错
相间使用，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写出了激情和
感慨，引人入胜，让读者爱不释手。

赋和诗一样，题材广泛，人间万事万物，无
一不可入诗，亦无一不可入赋。以咏物寄意为
例，咏物是手段，寄意是目的。一首好的咏物
赋作，必须具备两个优势，一是主题鲜明，富有
时代感。用形象思维和空灵思维，加上准确的
意象选择，做到体物浏亮，形神兼备，从而收到
寄意达志的艺术效果。二是构思奇妙，造句新
颖；文辞秀美，语言精湛；悦人耳目，动人心魄。

述史状物，歌颂当代，物我交替，相得益
彰。辞赋的最高境界，有议论，必有感慨，有感
慨方有顿悟，有顿悟才能名言警句迭出，正所
谓飞瀑之下，必有深潭；云收雨停，必有彩虹。
感慨顿悟境界，恰如云霞出岫，灿然生辉。

一篇成功的现代辞赋，不仅要符合辞赋
体例要求，还必须有真情、有思想、有见识、
有感悟、有时代风采、有哲言警句。这样创
作出来的作品才有分量、有价值，其中不乏
广为流传。

用我的《赋之德赋》结尾句，结束此文吧：
“新时代，青春焕发，气局高雅，引领清风正气；
血性足，骨骼坚挺，不负韶华，高扬文坛蜺旌。
宏图壮举，泼墨助威；劝善播德，再立新功。”

体式典雅 歌咏无边
——浅谈现代辞赋创作

宋今声一颗牙齿，蕴
藏着某地区最早的
人类活动证据；一
枚铜钱，记载着两
地的贸易往来；一
支金钗，记录着当

时的审美风格与制作工艺水平……近段时间，“逛博
物馆”变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听讲解”也成为
备受青睐的参观选择。文物不言，但讲解可以代替它
们开口讲述厚重历史。不少人逛博物馆的动力就源
于在听讲解中对话时空、探索知识，从内心深处增强
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就博物馆讲解服务而言，揭秘氤氲在历史文献、
文物中的文化密码，真实、准确是基本要求，传递正确
历史观、文化观是根本前提。然而，有一些非正规
的讲解服务，为了吸引眼球，或是出现常识性错误，
或是大谈秘闻、传说、野史等未经考证的内容，甚至
将考古与盗墓混为一谈，不仅给参观者带来误导和
不适感，还可能造成青少年在价值观上的认知偏
差。对此，最近辽宁、河南、广东、陕西等地的多个
省级博物馆明确规定，原则上不允许社会人士在馆
内组织开展讲解活动。

前不久发布的《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
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提出，“适度增加固
定时段免费人工讲解频次，定期组织博物馆馆长、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科研人员或策展团队开展公益讲解
活动”。强化高质量讲解服务供给，是不断满足观众
参观需求的重要途径。比如，深入挖掘藏品价值内
涵，围绕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提高解说词的撰写质量；
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提供分众化、特色化的讲

解内容和服务；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升级更新自助讲
解设备、丰富服务形式；等等。在解决“有没有”的基
础上，探索解决好“优不优”，让博物馆讲解服务有韵
味、好滋味，才能让参观者在参观游览中听得津津有
味、收获更多知识。

现实中，不同群体对博物馆讲解服务有着不同的
偏好，社会上也不乏高水平的讲解人才。在对博物馆
讲解服务“堵偏门”的同时，还需向社会上的各类高水
平讲解人才“开正门”，保障好参观者多元多样的文化
体验需求。针对讲解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相关部门
应把好监管关、扩充人才库，对社会讲解人员进行培
训、规范和引导，培养更多优秀的讲解人才。各地博
物馆可以探索备案、考核等机制，重点加强内容审核，
及时发现并纠正不良讲解行为。讲解人员也要自觉
敬畏文物、尊重史实，加强历史文化知识学习，为观众
提供客观、真实、准确的讲解服务。

文化事业发展离不开多方同向而行。随着人民
生活品质的提升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公众对博物馆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更多期盼。刚刚过去的暑
假，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延长参观时间、增设夜场、提
升预约量，有的还改变了“周一闭馆”的惯例。生动实
践启示我们，无论是转变观念释放存量，还是创新方
式打造增量，凝聚携手共建的力量，提供精细化、多样
化的博物馆服务，“博物馆热”才能不断延续，文化盛
宴才能让更多人受益。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走进这所大学校
的人越多，博物馆发挥出的社会教育价值和公共服务
效益就越大。建设好人们与博物馆间的桥梁，是题中
应有之义。期待完善博物馆讲解服务的创新之举不
断涌现，有力托举起文化惠民的发展旨归。

培养更多优秀的博物馆讲解人才
崔妍

当老师34年，无数次带学生去看展，说起我的博物馆之旅，真是
丰富多彩，回忆满满。

战役纪念馆里结缘革命老人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
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的时令、气候、
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而形成的知识体
系和社会实践，它不仅是中国人“天人
合一”生态思想的体现，也浓缩着因时
制宜、因地制宜、循环发展的生态智
慧。每个节气都有它特定的意义，比如
夏至，表示炎热的夏天快要到来，所以
叫夏至，又因夏至日白昼最长，古代又
称之为日长至。

通过看展，孩子们更加明白了人是
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同源同
体，节气轮替不仅带来明显的气候变
化、大地景物的变迁和天空星斗的转
动，每一个节气都有其风俗习惯、节令
美食和养生之道。孩子们看得极其认
真，他们说，看展长知识，更长见识，能
更加积极主动地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共享文化财富，共赴
使命担当。

和89岁的革命老人郭步洲相识，是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2018年的一天，我带
孩子们去看展，恰好郭爷爷也去了，他给
孩子们讲战争的故事，因为没讲完，孩子
们就央求他来学校继续讲。2019年5月
5日上午9点，孩子们在校门口迎来了郭
爷爷，他们邀请郭爷爷参加升旗仪式，聘

请郭爷爷当校外辅导员，赠送郭爷爷印
有他们文章的校刊《小草》，给郭爷爷佩
戴团徽，圆了郭爷爷的团员梦……红色
教育，让孩子们从小打好中国底色，长大
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一课，
在孩子们心灵深处埋下理想的种子，生
根发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博物馆里看二十四节气图片展

参观日本侵略四平展览馆

牢记九一八，不忘国耻日，1931 年
的 9 月 18 日最让中国人民刻骨铭心，

那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造了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东北长达 14 年

学生当讲解员我受邀写前言

每次去博物馆，我都做足功力，策
划方案，开会布置，按步骤实施。孩子
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领队的、计时
的、拍照的、写稿的……不知不觉，我培
养了一批小讲解员，他们在演讲、诵读、
才艺比赛中屡屡获奖，有的还得到过博
物馆专业讲解员的悉心指导。看展，不
仅了解历史，增长智慧，更是一种对接，
一种传承。

我们的活动稿持续见报，拍的现场
片也多次在摄影比赛中获奖，最开心的
是，首届中国国际冰雪旅游博览会四平

“冰雪情”书画作品邀请展，邀请我写前
言，我感到荣幸，欣然动笔，“冰情雪韵
大美四平”醒目地挂在展厅的门口，那是
我对家乡的爱，对冰雪的爱，对黑土地的
爱。那些会说话的冰雪，演绎着人文文
化与自然文化结合的奇妙，更演绎着艺
术家们对冰雪的追求和梦想。流出曲白
化冰雪，勾皴染点尽展情。一朵朵银色
奇葩，是艺术家们用汗水和心血浇灌而
出，这些自然、和谐、唯美、向上的画作，
浸润着冰雪的艺术，冰雪的欢乐，冰雪的
梦想。让我们爱护自然，与冰雪共荣。

献礼教师节师生作品共参展

2022年9月6日，在教师节来临之
际，我校部分教师来到市博物馆观看

“铭刻初心 使命同行”刻字艺术展。展
厅里的一个展区深深地吸引着大家，师
生们亲手雕刻的葫芦作品就陈列在高
科技展柜里。

我校美术教师赵铁军是吉林省工艺
美术大师、四平市葫芦雕刻艺术传承人，

他在学校开着“铁军葫芦艺术雕刻”工作
室，收了不少“徒弟”。此次展览，赵铁军
有10多件葫芦雕刻精品入展，还有十余
位老师和学生们的作品也一并展出，这
个展厅快被我们学校的展品给包圆了。
大家越看越高兴，展厅里洋溢着欢乐的
气氛，如同过年一般，魏洁老师激动地
说，咱们把工作室搬到展厅来了！

生命中有了看展的历史才不后悔

我喜欢写文章，业余时间在图书馆
翻阅报刊，有时候也能遇上自己的文
章，那种心情是惊喜的、沉浸的，没人知
道作者是我，我就坐在他们中间，带着
傲娇的表情。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知自己的使

命，活到老，学到老，德育教育不仅在课
上，更在课下。思考在远方，努力在当
下，当老师的，要为孩子们打好人生底
色，系好他们健康成长的每一粒扣子。
让我们一路跟随博物馆动起来、活起
来、火起来，共同绘就教育最美的风景。

的奴役与统治。为铭记国耻，在九一
八事变 83 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和孩子
们来到位于铁西区北沟街北铁社区的
卡子门遗址和日本侵略四平展览馆，
听原市人大老干部、展览馆创办人王
海泉讲述日军侵略四平的历史。看着
日寇侵略四平的图片和实物证据，学

生们怒不可遏，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纷纷表示，要重
温历史，引以为戒，引以为强，只有国
家强大了，才不会挨打，要做一个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把国家建
设得更加富强，肩负起保卫祖国的重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