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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菜店挂着

猪肉，炒货店前摊着

刚炒出来的瓜子，一

只花猫躺在阳光下慵

懒地眯着眼睛……老

小区弥漫着的浓郁的

生活气息让笔者寻觅

书院的步子不由地慢

了下来，心里犯起了

嘀咕：“图书馆开在这

样的地方么？”

到了怡福路 300

号，挂满红灯笼的三

层大楼、青色琉璃瓦

配上青砖墙面和红

色木门的书院映入

眼帘，喜庆中颇有几

分古朴的韵味。

桃 蹊 路 街 道 想

“请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打造一个与

众不同而又紧跟社区群众文化需求

的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毛边书局想谋

求新的发展机遇，于是双方一拍即

合，眼前的桃蹊书院就由他们共同孵

化孕育而成。

步入一楼阅览区，明亮的空间、

整齐的书架、舒适的桌椅，布局宽敞

大气。在亲子阅读区选好了几本书，

陈女士来到了自助借阅终端，熟练地

完成了借书操作。陈女士每周都会带

着孩子来几次，“时间充裕我就带着

孩子来这里，这里环境好，很有读书

的氛围，赶时间时就借回去看，反正

也不远，借、还都很方便。”一楼阅览

区是桃蹊书院的公共阅读空间，是成

华区图书馆在桃蹊书院设置的分馆，

藏有成华区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图

书 1 万 多 册 ，毛 边 书 局 古 旧 书 籍

6000余册，从亲子阅读、文学经典到

与成华相关的各种书籍不一而足。

除了书，一楼还设有电子设备可

以上网。从内江来成都探望姐姐的谢

凤翔合上手里的书，点开面前的平板

电脑开始制作简历，即将毕业的她来

图书馆算是忙里偷闲，“来姐姐家来

对了，图书馆就在小区门口，我可以

看看书，顺便上网关注招聘信息，还

可以随时更新完善简历，一举多

得。”一举多得还不止体现在这些方

面，公共阅读空间平时可提供阅览座

位 80 个、电子阅览座位 20 个，而且

还设有可变空间，为开展笔友会、周

末影院、阅读分享、读书沙龙等丰富

的文化活动提供场地。图书漂流瓶还

可以实现社区居民闲置书本的零成

本流通更换。

全民阅读在桃蹊，体现在书院里

每天进出的人们身上。陈女士牵着女

儿悄声步出馆外……泛黄的时光落

幕，馆内外的宁静和温馨却在继续

上演。

全
民
阅
读
就
在
家
门
口

编辑：任维佳 实习编辑：吴燕村

2019年4月11日文化·生活A4

凉山救火英雄传承的力量
给四川文化建设带来的启示

李硕

走进家门口的图书馆毛边书局·桃蹊书院

探秘社区文化生活新方式
李尚维

诉说雪域家族故事
见证时代兴衰变迁

大型民族舞剧
《红罂粟》在成都启动

本报讯（李林晅）根据茅盾文学

奖作品、阿来小说《尘埃落定》改编的

民族舞剧《红罂粟》启动仪式日前在

四川省歌舞剧院排练厅举行。该剧是

2019年度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

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作品，由

四川省歌舞剧院与香港舞蹈团联合

打造，将于今年 6月和 7月分别在香

港和四川演出。

据了解，《红罂粟》保留了原著曲

折动人的主要故事情节，以洋溢高

原风情的藏族民族舞为主要形式，

配合激昂的民族音乐和吟唱，加上

华丽斑斓的藏族服饰，诉说一段雪

域高原的家族爱恨情仇，见证一个

时代的兴衰。该剧于 2006 年在香港

首演时曾轰动一时，并荣获“香港舞

蹈年奖 2007”最佳演员奖及服装设

计奖。时隔十多年，《红罂粟》由中国

国家一级导演刘凌莉编导，将于今

年进行第四度公演，届时四川和香

港的舞蹈演员将共同把全新形象的

经典舞剧呈现给观众。

如今书院的三楼，是焕然一

新的毛边书局。

从湖北十堰新华书店的一个

窗口，到四川成都清溪东路民居

里需要侧身寻书的书屋，再到如

今桃蹊路街道文体中心宽敞明

亮、古色古香的书局，以书为灵

魂的毛边书局，饱含着如今的书

院主理人傅天斌的心血。

17 年前带着一集装箱的旧

书来到成都创业时的艰难情形

仍历历在目，沉浸在这片土地上

的旧书市场这么多年，傅天斌积

累起了可观的藏书量。在如今毛

边书局的左侧，一整面墙近2万

册书籍都诉说着同一个主题：传

承巴蜀文脉。这面墙是傅天斌打

造的“巴蜀文化墙”，“我希望书

友们能在这些书籍中了解属于

巴蜀独有的历史与文化。”

而如今的毛边书局也不仅

止步于近 10 万册旧书的流通，

在三楼的展厅里，笔者看到了上

世纪六十年代的川菜教材、七八

十年代的菜谱以及消失已久的

荣乐园饭店手写菜单，这是傅天

斌从多年的积累中“拿”出来的

东西：以“秉承天府文化 寻根川

菜之源”为主题的巴蜀川菜图书

主题展。以此为基础开展的川菜

文化系列活动不仅吸引来了川

菜名家和学者，还有爱好川菜的

企业人士和社区居民。

川菜展、茶话会、主题集邮

巡展……毛边书局·桃蹊书院致

力于从最“接地气”的文化入手，

用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人文风

情、礼节文化等去延续属于天府

的独特文脉，用书局在四川近二

十年积累的资源去承载起书院

的成长与发展。“这里既有对天

府文化、生活美学的呈现，也有

对‘油盐酱醋茶’的解读。”傅天

斌说，“将积累的资源里的力量

有针对性地释放，让书籍价值更

大化是我目前致力的事情。”

桃蹊书院，毛边书局和桃蹊

路街道共同孵化的新生儿，是成

都社区公共文化的创新坐标，更

加便捷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而

又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打开了

社区文化生活的新方式。在这

里，以促进全民阅读提升社区精

神文明建设水平的号角已然吹

响。“全民阅读要从翻开一本书

开始……桃蹊书院是社区里家

门口的图书馆，已经逐渐成为辖

区居民想去、爱去的公共文化空

间，成为一个潜移默化的平台，

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意义十分

深远。”桃蹊路街道文体活动中

心主任唐晓东说。

前几天，发生在四川省凉山州

木里县的森林火灾，无情地夺走了

30 名烈士的宝贵生命，令全国人民

倍感悲痛。其中牺牲的一名烈士叫

刘代旭，他曾是一名森林消防军

人，其父亲也曾是一名森林消防军

人，且在西昌战斗、生活过。都说

“打虎亲兄第、上阵父子兵”，在刘

代旭烈士和刘父身上，我们看到了

一种传承的力量，是荣誉、责任、牺

牲 、奉 献 精 神 的 传 承 ，充 满 了 正

能量。

同 样 的 道 理 ，文 化 也 需 要 传

承，尤其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

变得多元化，我们更需要传承并弘

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优

秀传统文化来凝聚人、鼓舞人，最

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源远流长

的，从万年前的陕西西安蓝田县华

胥镇的华胥文化到“三皇五帝”、汉

唐盛世，再到近代的延安文艺，都

能体现出我们的文化自信，都能够

找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并让

后人发扬传承。

我们四川同样也有悠久的历

史和文化，无论是在上千年前形

成的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天府农耕

文化，还是近代四川地区的革命

文化都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再

结合现在四川各地形成的优秀文

化，一并同全省“一干多枝、五区

协同”的区城发展新格局深度融

合。重点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弘扬

宜居、宜业的天府文化，重视文旅

商体一体化融合发展。在川南经

济区弘扬酒文化，以宜宾五粮液

集团为龙头，助推与酒相关产业

做大做强；在川东北、攀西、川西

北三个区域弘扬长征 、红四方面

军、飞夺泸定桥等红色文化，以红

色文化提振士气、鼓舞干劲，带动

旅游发展和百姓增收致富。以文

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全川

人民的价值认同感和凝聚力，使

全省各项事业发展迈上一个新台

阶而努力奋斗。

成都武侯区开展
犬只疫苗免费注射

本报讯（袁矛）近日，随着气温升

高，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四川省成

都市武侯区各个社区相继开展春季

犬只疫苗免费接种活动，预计4月下

旬可完成全区犬只免费接种工作。

据悉，在前期，各社区通过张贴

通知、社区公众号、逐户告知等方式，

将犬只免疫信息及时传递给社区居

民。随后，工作人员在多个社区进行

“文明养犬示范小区”犬类大摸排以

及现场免疫行动，现场为居民宣传文

明养犬的做法和重要性，并为犬只免

费注射疫苗、发放健康检疫证。同时，

通过摸排社区居民有无养犬、每户养

犬数量、犬类有无登记等情况，社区

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犬类宣传册，

告知其免疫点和处罚规定，并在社区

门口设立了现场免疫登记点，有效提

升了辖区居民的文明养犬意识。

眉山市彭山区
第十届柑橘花节
将于4月16日开幕

本报讯（袁矛）为进一步提高黄

丰柑橘品牌的认知度，打造区域旅游

品牌，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第十届柑

橘花节将于 4 月 16 日在该区黄丰镇

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到 5月 16 日。

本届柑橘花节也是四川省第十届乡

村文化旅游节（春季）的分会场。

据悉，本届柑橘花节将以柑橘文

化为依托，开展多种形式的文旅活

动。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外，游客还

能参加橘香坝坝宴，在橘林下闻花

香、尝美食、品柑橘酒等。此次活动旨

在通过节庆平台，促进旅游与经济、

文化的深度结合，充分展示黄丰魅力

橘乡、人文橘乡的特点。

据了解，黄丰镇素有“柑橘之乡”

的美誉，境内有春见、清见、不知火、

夏橙等早中晚优质柑橘。近年来，该

镇以节庆活动为载体，搭建营销平

台，将黄丰橘园打造成了集观赏性、

参与性、体验性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目的地。

苗族同胞同聚兴文
欢庆花山节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芦笙悠悠

情意长，苗家歌舞迎八方。4月 7日上

午，“神奇石海·浪漫花山——2019中

国兴文国际苗族花山节”在四川省兴

文县举行。来自贵州、重庆、四川等地

的苗族同胞通过苗族风情巡游、苗族

祭花杆仪式、万人挤芦笙等方式欢庆

苗族花山节。

据介绍，此次花山节还特设了传

统农耕文明巡游和农特产品销售展

示。其中，传统农耕文明巡游以各乡

镇特色产业为根据，充分展示苗乡兴

文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和旅游资

源丰富的特点。

据 了 解 ，兴 文 苗 族 花 山 节 于

2008 年 6 月被批准为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011 年 6 月被批准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正在积极申

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

兴文县通过举办“苗族花山节”活

动，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促

进文旅融合，助推兴文旅游产业发

展，为创建天府旅游名县营造了良

好氛围，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更加丰厚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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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有很多书店，有名的不少，但有情怀的不多。

成都也有很多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大都有一间图书阅览室，但像桃蹊书院这样规模的，没有。

成都还有很多图书馆，但社区里的图书馆只此一家。

因此，由成都市成华区桃蹊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与古旧书籍老店毛边书局联合创立的毛边书局·桃蹊书院，是一个在

目前看来与众不同的存在。作为全国首家将政府公共文化资源与民间社会组织资源创新结合而组建的多功能、高质量的阅

读、创作公共文化空间，毛边书局·桃蹊书院到底有何不同？请随笔者去一探究竟吧。

这就是桃蹊书院的全部了

吗？当然不是！

书院二楼还有一个名为“桃

蹊记忆”的摄影展馆。

展馆的墙上，四川摄影家协

会副主席莫定友在前言里说：“没

有一个群体是一个城市的唯一代

表，伟大或平凡，对城市来说都很

重要。”“去走街串巷，去关注那些

日常中的微光……我们在桃蹊用

摄影的方式记录每一天或每一个

瞬间，只希望高速发展的社会，不

至于遗落美好的时光。”

叼着烟杆儿的护路工人，桃

源街的修鞋匠人，社区幼儿园里

跳圈的女孩儿们……展馆的墙

上，一幅幅记录桃蹊人生活的画

面充满时代气息。墙上展出的只

是其中的一部分，展馆中央整齐

码放的《桃蹊记忆》影册共收录了

202 幅作品，都是 2017 年百余名

摄影师深入桃蹊拍摄的成果，今

日的“桃蹊记忆”是从作品征集开

始经过前后近一年时间的努力才

呈现出来的。

和摄影作品一同展出的还有

一些东郊文化老物件的事物，它

们身上被岁月的洪流冲刷出的痕

迹深刻而隽永，与墙上的摄影图

片一道记录着属于桃蹊的岁月

记忆。

说起办影展的初衷，现在的

书院主理人傅天斌说：“留下今天

桃蹊人们的生活状态的影像资

料，不仅能让后人了解桃蹊今天

的历史和状态，还能成为这一代

桃蹊人宝贵的记忆。”

此外，在书院二楼的文化讲

堂，你可以来听一听成都市民俗

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漫谈茶马古道

四川雅安段风俗，听成都传统慈

善研习社杨若虚聊一聊清末民初

成都慈善组织的渐变，看成都摄

影达人冯晖展示他痴迷摄影 20

多年所记录的成都光影……

在一楼的公共阅读空间里，

粟先生翻开一本《成华底蕴——

岁月》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我

喜欢地方文化，能在书院里看到

这么多和成华有关的地方文献我

很开心，这是我在其它地方没有

找到的，桃蹊是我长大的地方，这

让我有一种归属感。”

属于桃蹊的独特记忆，给予

了辖区居民独有的归属感，这是

用情怀才能蕴养出来的温度。也

许，这就是桃蹊书院独树一帜的

地方吧。

用情怀蕴养温度

从积累的资源里“拿”出价值

桃蹊书院正门桃蹊书院正门

居民在书院内阅读居民在书院内阅读

居民在亲子阅读区选书居民在亲子阅读区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