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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听书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爱好。无论是早晚高峰上下
班，还是出差旅行，抑或是居家做
饭、带娃、打扫卫生，打开有声阅
读APP，就可以收听到经典名著、
网络小说、童话故事等各类内容
丰富的资源。第十七次国民阅读
调查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有
三成以上（31.2%）国民有听书习
惯。用户的喜爱也让“耳朵经济”
成为热词。2019年，中国网络音
频行业市场规模为175.8亿元，同
比增长 55.1%；用户规模达 4.9
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想要
打造兼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
化效益的有声书阅读产品，需要
出版社、有声书平台、音频工作
坊、主播在内的业界具备精品意
识，不断推动有声书产品的精耕
细作。

在选书方面，充分挖掘纸质
书精品的音频转化潜能，发挥其
头部效应，对有声书产品的精耕
细作至关重要。与纸质书、电子
书出版不同，有声书的成本更高，
其中包括版权成本、制作成本、编
辑成本、运营成本等，选择内容优
质、知名度高、广受读者欢迎的图
书精品更容易受到读者认可。相
反，如果选择一些在纸质书市场
处于腰部、尾部的产品，则可能面
临入不敷出的风险。开发精品图
书的音频产品，一方面能够帮助
传统出版社盘活版权资源，让经
典作品触及年轻受众，提高其传
播度，发挥其人文价值；另一方
面，也可以通过引入精品图书反
哺平台，补全内容矩阵，提升品牌
口碑。

在产品制作方面，有声书是
对书籍内容的二度创作，绝不能
满足于简单的照着念。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在文字识别、语音播报
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单纯朗读原文的主播很可能在未来被人工
智能替代。因此，发挥人类主播在朗读方面的独特优势，孵化培
育主播人才非常重要。目前，有声书制作模式包括PGC（专业
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和 PUGC（前两者的结合）。
在UGC和PUGC方面，喜马拉雅致力于打造基于音频的经济
生态圈，探索以流量、分成、资本三大维度为主播赋能，通过奖励
和扶持计划提高主播的演播水平和积极性。在PGC方面，懒人
听书制作团队为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
山》有声书寻找主播的故事颇具代表性。该书中文版自去年年
底上市后，销售突破150万册，具备巨大改编潜质。通过从音频
创作的角度仔细分析文本，制作团队认为，主人公塔拉有很明显
的年龄界限，这本书又是一本回忆性的自传，既要通过声音体现
出主人公童年、少年、成年的年龄阶段，又要让听众觉得是同一
个人。最终确定下的主播阎萌萌具有丰富的配音经验和童书演
播经验，将不同年龄阶段的塔拉处理得惟妙惟肖。

喜马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喜马拉雅有声书收听报告》显
示，有声书用户中Z世代（指1995年至2010年出生的人群）占比
第一。如何满足年轻用户的多元化需求？不少有声书平台通过
开发广播剧等多样化音频产品，在有声书产品精耕细作上更进
一步。喜马拉雅投入超过千万，制作《三体》广播剧，既受到原著
作者刘慈欣的高度评价，又让听众感觉“像用耳朵看了一场《三
体》电影”。懒人听书近年来与729声工场、冠声文化、方寸无衣
配音社等线下声音工作室广泛合作，挖掘匹配声音资源，以广播
剧、多播精配的制作手法推出了《局中人》《杀破狼》《夔龙玉》《庆
余年》《成化十四年》等产品，受到关注。与一般的有声书不同，
广播剧将旁白、对白、音乐和音效融为一体，通过声音场景的建
构，还原出原汁原味的现场感，让原作锦上添花。一些广播剧的
声音效果甚至达到电影级水准，让听友着迷。

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入全面开展，有声阅读的全场景优势
不断凸显，用户量和听书时长不断增加。在有声书制作各环
节秉持精耕细作的理念，既是用户的期待，也是行业发展的内
在要求。

1942年12月开始，柳润生参加了延安
整风学习，整风运动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在全
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用
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
命运动，柳润生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出身于剥
削阶级家庭、旧军队中任过高级职务、入党后
曾中断过几年组织关系重新入党的党员干
部，更有必要参加这场思想革命运动。在组
织的帮助下，他认真地清理了自己非无产阶
级思想的影响，革命觉悟有了迅速提高。
1945年2月，党组织对柳润生历史问题作出
结论：“根据现有材料，审查结果，我们认为该
同志历史上没有政治问题”，同时对其1933
年8月失去组织联系和1935年2月在国民
党南京军校曾集体参加国民党问题作了说
明。整风结束后，柳回调查局工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柳润生同全国人
民一道，以喜悦激动的心情迎来了祖国光
复。此刻，他的心早已飞回饱受日本法西斯
铁蹄蹂躏的故乡。作为第一批派出赴东北工
作干部的一员，柳润生随张闻天以及李范五、
李延禄等同志踏上东北的征程。11月 17
日，柳润生来到新的工作地佳木斯市。参加

组建合江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刚刚光复的佳
木斯，当时局势复杂，城内有国民党佳木斯地
区办事处和桦川县党部，还有原伪官吏、汉奸
组织的“佳木斯复兴委员会”；四乡有谢文东、
李华堂、张黑子等匪帮骚扰。中共合江省委
和合江人民政府很快组建起来，同时成立了
省保安处，柳润生任省保安处长。国民党地
方组织和其他伪组织很快被解散，但暗藏的
敌人活动仍很猖狂。柳润生到任后，首先组
织了一个保安大队，昼夜在市区巡逻，以维
持治安和震慑敌人，柳润生自己也投入到侦
破工作中。副市长孙西林遇刺后，他组织力
量，全力找到突破口，很快破案。借此机会，
他靠自己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一案带
多案，挖出了一大批敌特分子，之后，又多次
破获反革命案件。市区秩序恢复了正常。
在他的领导下，保安处还破获数起国民党地
下先遣军的地下破坏活动，为巩固东北解放
区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
了贡献。

1946年3月，根据上级充实地方军职领
导的指示，柳润生调离保安处，改任省军区副
参谋长，后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支队司令

员，参加了艰苦的东北剿匪作战。这位曾率
数千铁骑在东北大地与日本侵略者搏杀的悍
将，又骑上了战马，投入到同国民党反动派及
残余匪帮的战斗行列。经过半年多的剿匪斗
争，盘踞在合江省内的土匪被剿灭，打通了佳
木斯通往牡丹江、双鸭山的交通干线，保证了
全省各市县间的交通和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
秩序。

1946年底，由于健康（头部曾受伤）的原
因，柳润生转入地方工作，历任省政府委员、
省财政厅、实业厅、建设厅和农业厅厅长。作
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柳润生无论在情报战
线、在硝烟滚滚的战场还是地方行政部门，他
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在抓
经济工作中，他抱着一个宗旨，就是实心实意
地为老百姓办事。到地方工作不久，为解决
翻身农民发展生产畜力不足的问题，亲自去
内蒙古联系买马，分给农民。任农业厅长期
间，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桦川地方有一处日
本人强迫中国人民修建的灌溉站，光复前被
日本人严重破坏。为修复这座灌溉站，他长
期在桦川县田禄村一带蹲点，组织人力找寻
拆散的旧部件，筹款购置新零件。紧张时就

连续几个日夜在工地吃住，指挥修复工作，终
于使这座已报废的灌溉站恢复使用。此外，
他还十分注意发展副业，组织农民利用当地
条件搞副业生产，即增加了收入，也从经济上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柳润生为党的
事业呕心沥血，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但
敌人也就更怕他和恨他，同时伺机谋害。
1947年11月，柳润生患重感冒，住进一家私
人医院。医生张达时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利用治病之机给柳润生注射了毒药，导致他
当即在医院逝世，终年49岁，经过对遗体检
查，确认了系药物谋害致死。案发后，凶手畏
罪自杀。

1948年1月，合江省各界代表千余人，
在佳木斯东北电影院召开了柳润生同志追悼
大会。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主祭。他在
悼词中，充分肯定了柳润生一生的业绩，指
出，“柳润生同志一生坚持真理，深明大义，忠
于中国共产党，勇于对敌斗争，是我党的优秀
党员，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中共合江省根
据柳润生的遗愿，将遗体埋葬在桦川县禄村
水利灌溉站旁的高地上，并批准柳润生为革
命烈士。1948年，桦川县建立革命烈士陵
园，将柳润生遗骸移葬至悦来镇（桦川县人民
政府驻地）烈士陵园正中烈士纪念塔旁，以表
桦川人民的追念之情。

（九十五）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赏析】
七夕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传说，每

年农历七月初七之夕，牛郎织女在天河相
会。因织女是天上织锦能手，旧俗妇女当晚
在庭院中进行乞巧活动，乞求织女传承技艺，
故又称“乞巧节”。历代以“七夕”“秋夕”“乞
巧”为题的诗歌不可胜计，或许是因为每逢此
节，牛郎织女的故事，总能牵动人间离人之
情。唐代诗人林杰的这首《乞巧》，在众多凄
婉的七夕诗作中独具一格，透露出对生活的
美好期盼。林杰仅活了十七岁就去世了，这
首诗据说是他少时所写，正是对生活充满无
限期望的时候。传统节日在孩童眼中总是很
新奇的，自然不会有那么多的伤感，因而该诗

作也有着不用于成人的视角。
前二句直入主题，较为平常。首句连用

“宵”“霄”，不避同音，可说是技巧尚未纯熟，
但另一面也可以说是不事雕琢，朴拙自然。
七夕佳节，鹊渡银河，可谓“天上人间，良宵第
一”（《四喜记·巧夕宫筵》）。天上有情人终于
相会，人人仰望碧霄，瞻望一年一度的团圆景

象，心怀美好期盼，为牵牛织女，也为人间的
自己。是日，各地习俗虽不同，但妇女对月穿
针、乞巧斗巧的习俗却较为普遍。南朝梁宗
懔《荆楚岁时记》云：“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
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
中以乞巧。有喜子（一种长脚的蜘蛛）网于瓜
上，则以为符应。”后二句写妇女乞巧，极尽想

象之辞。望着天上的秋月和璀璨的银河，小
诗人不禁起了好奇之心：此刻家家望月穿针，
该是怎样的盛况啊？光是那穿针的红线就得
用多少条啊，怕是有几万条吧？这是一个孩
童的新颖想象，真率而自然。

中国人素来重视传统节日，其中有追念
先人、祈求幸福的因素，却也是我们用以凝聚
人心、传承文化的重要形式。七夕节“家家乞
巧望秋月”，这万千条红丝，牵起的是全天下
劳动妇女的共同心愿，期盼自己心灵手巧，编
织出幸福的生活；中秋节“今夜月明人尽望”
（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一轮明月，牵
起的是全天下人对团圆、幸福的期盼。在这

“家家乞巧”“人人尽望”之中，人们的心灵得
以共鸣、凝聚，文化也得以沉淀在血脉之中代
代传承下来。 （雨果）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国家画
院承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在
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中国美术馆迎来的首个实体新展。
本次展览是“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创作成
果的集中展示，以近200件作品的规模，展现
了188位国内外艺术家眼中“一带一路”的古
今风貌和历史文化内涵，涵盖中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综合材料等多种类型。

展览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一带一
路”沿线生动多彩的地域风貌、人文风情为艺
术家们提供了丰厚的创作源泉。在展出的
《恒河》《永远的敦煌》《文成公主入藏图》《汉
武帝经略边疆谴使丝路》《圆明幻境》《中国援
非医疗队》《大唐玄奘法师》等美术作品中，既
有波澜壮阔的丝路历史，也有中外交流史中
的典型人物形象，还有“一带一路”国家的今
日面貌。无论是壮观恢弘的全景式描绘，还
是细致入微的近焦特写，都彰显出鲜明的主
题，从不同角度挖掘和阐释了“一带一路”倡
议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也展现出当代
美术创作的蓬勃态势，对于推动中国当代美
术创作的繁荣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国家之
间的艺术交流互鉴，具有积极意义。

据悉，“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发动了
众多国内外优秀艺术家积极参与，通过美术
创作和交流对话，打造美术领域的合作共赢

之路。
雅丹地貌是一种典型的风蚀性地貌，与

南方的温润不同，它呈现出一种浑厚苍茫的
气象。新疆罗布泊地区的雅丹地貌尤为特
别。在艺术家乔宜男看来，这种地貌最能体
现他对丝绸之路开拓精神的认识。为此，他
先后两次前往新疆采风，在火焰山等地寻找灵
感。从日出到日落，他常常会对着一片雅丹地
貌整日地写生，只为寻找最美的那一刻。最终，
乔宜男的中国画《丝路夕照》，呈现了夕阳西下
的雅丹地貌，画面中的坚石上，傲立着一排雄
鹰。“夕阳照射下，是雅丹地貌最震撼人心的时
刻，有一种雄壮之美。”乔宜男告诉笔者，雅丹
地貌原本是荒野上的一种地形，在古代“丝绸
之路”开辟以前，人们并不曾涉足过。在这样
的地形上踏出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道路，
最能体现人在大自然中的开拓精神。这正是
他希望作品能够传达的意蕴内涵。

在中国画《巴格达之梦》中，远古传说中
的巴别塔与7、8世纪的巴格达城同时出现，分
布在画面的上下部分，构图巧妙特别。“虽然
今天的伊拉克巴格达是个战后城市，但在7、8
世纪的时候，它曾被称为‘和平之城’；远古的
巴别塔，也是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因此，我
就想以‘梦’为纽带，把不同时空的‘和平之城
’和巴别塔放在一起，表达了现在的巴格达人
民对于和平、对于曾经的辉煌和梦想的向

往。”艺术家王平告诉笔者，他查阅了大量的
传说、文献资料，试图还原两个时空的建筑。
同时，王平也从传统的中国画创作方法中汲
取经验。他翻阅《聊斋》《西厢记》等绘图本，
找寻其对“梦”的表现方式。最终，王平选择
了鸟瞰的视觉，采用中国画的写意手法，让超
时空的大体量建筑同置于一个画面。

据悉，自2014年以来，中国国家画院组织
艺术家进行“一带一路”采风写生活动10余
次，还有许多画家单独或结伴进行采风写生，
包括沙漠丝路、草原丝路、南方丝路、海上丝
路，足迹遍布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新
疆、西藏、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内蒙古、云
南等地，还前往伊朗、希腊、意大利、匈牙利、
奥地利、克罗地亚、捷克、瑞士、列支敦士登、
罗马尼亚、埃及、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印度、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乌兹别克斯
坦、俄罗斯、法国、荷兰、英国、老挝、柬埔寨、
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大量的一手写生
素材和创作资料。此后，中国国家画院还组
织了10余次草图汇看、创作指导，为推进工程
顺利实施提供了充分保障。

“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旨在贯彻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精神，以美术作品为载体，展
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促进“一带一路”国家文
化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

在洪泽湖畔“第一山”上，有一处摩崖石刻，刻写的内容是
一首《玻璃泉》诗：“停车一憩白云深，为爱清泉似我心。到晚只宜
观皓月，傍岩淮水绿沉沉。”据说这首诗是清代名臣张鹏翮为治
河往来黄淮间，在“第一山”小憩酌饮玻璃泉水时留下的纪念。

张鹏翮，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及第，一生为官五十载，
始终保持清廉本色，历任二十多个官职，都能恪尽职守。他以
一泓玻璃清泉自比，一句“为爱清泉似我心”吐露心声，以“清
泉”“皓月”“清风”等意象，充分体现其追求高洁品行的情怀。

黄河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但历史上水患频发，特
别是南宋之后，黄河夺淮，黄淮两岸人民饱受水患之苦，治理
黄、淮、运水系，使淮水安澜、百姓安康，成为历代朝廷必须面
对的棘手问题。

治河难，做河政的官员更难，他们不仅需要深谙水利，更
须清廉严谨。在治河前，张鹏翮曾奉命去陕西查办贪腐案

件，康熙帝对其秉性大为赞赏：“鹏翮往陕西，朕留心访察，一
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康熙帝朝议时对大学士
们表示：治河工程的钱粮不甚清楚，上一任河道总督于成龙
因病去世，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的品德很好，调他接任河道
总督这个职位。

可以说，在张鹏翮身上寄托了康熙帝选吏、治河两方面
的殷切期望。委任圣旨下达后，张鹏翮向朝廷提出两条建
议：第一，“请撤协理徐廷玺及河工随带人员”，一来使自己不
受徐廷玺掣肘，总河工之事，二来节约经费开支；第二，请朝
廷约束工部官员，“毋以不应查驳之事阻挠”，使自己能专心
治理河务。这几条建议，均得到康熙帝的支持。

张鹏翮好不容易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便大刀阔斧地开
始治河。他钻研治河理论，总结前人经验，博考舆图，仔细勘

察，提出“开海口，塞六坝”的主张和“借黄以济运，借淮以刷
黄”的设想，“筑堤束水，借水攻沙”，指挥数十万民工治河。历
时八年，黄淮大治，漕运通达，下河连年大熟，人民安居乐业。

张鹏翮治河的一举一动，都被康熙帝看在眼里，做得好的
予以表扬，做得不好时也会说重话，但对他的信任是不变的。
康熙帝曾说：“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
官如鹏翮，更有何议？”但朝中还是有一些人视清廉的张鹏翮为

“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有一次，一位河道官员向康熙帝诬
告张鹏翮贪污十三万两白银。但康熙帝根本不相信，怒斥那名
官员，要说张鹏翮因经费有限，借用朝廷其他收入治河，或许有
可能，说他将十三万两白银中饱私囊，那是绝不可能的。由此
可见，治河重臣张鹏翮在康熙帝心中一直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张鹏翮由河道总督转任刑部
尚书，离开清江浦，回到京城。他在淮安为官多年，治理水
患，清正为民，为百姓所铭记。

雍正三年（1725年），张鹏翮病逝，他一生清廉节俭，终
身一茧衾，食无兼味，家产仅田数亩而已。去世后，其子四顾
茫然，无法举丧。后雍正帝赐钱，才得奉丧安葬。雍正帝称
赞他“秉性贞介，持身廉洁，卓然一代完人”。

张鹏翮治理黄淮时，著有《治河全书》二十四卷，详载其
治水措施，为中国水利史之重要史料，其慎独修身、公而忘
私、廉洁奉公的精神，亦足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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