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馆：以文化人门道多

严 严

2018年初，我从部队转业到栖霞区文化馆工作。说句实话，文化馆在我的印象里，便是唱唱跳跳、喝

茶看报。心想着，这上有文化局，下有文化站，文化馆的工作应该是很清闲吧。可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发现，

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主力军之一，文化馆是很忙的。

这一年多，接触了不少群众。我发现，做群众文化工作若一味拔高、故弄玄虚并不会让群众觉得你有

多么深的艺术造诣，反而是脱离群众的一种行为。我觉得，和群众打交道，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接地气。就

像一颗树，只有将根扎到泥土的深处，才更容易开花结果。

一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很多工作都开始线上操作，要想更好地为大家服务，就要与时俱进。

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并加入了江苏省公共文化云平台。馆领导将两个平台维护的工作交给我，我

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把线上工作做好。

以往群众来我们这里报名参加培训、观看文艺演出、看展览，都要跑到馆里排队登记，有时天气不好

或者住得远，一些人就参加不了活动。现在我们用微信平台实名注册，大家一键操作就可以报名参加。

可群众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来文化馆参加活动的很多人都年纪偏大，他们还不太熟悉手机的操作，尤

其是需要网络抢票观看演出的时候，不如年轻人手快。因此，一部分人很有意见。他们会来到办公室反映，

也会打电话投诉。有些老同志问能不能回归到原来排队的方法，说“这个什么平台一点都不好”。我跟他

们解释：“现在您觉得不好是因为没学会，等学会了，您就觉得方便了。”就这样，在平台建设前期，我

一直在处理这样的问题。但是慢慢发现，来反映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体会到了科技的便捷。

公众号起初粉丝大概是 3000人左右，后来人数开始增多。我在想，文化馆既然有着文化普及的责任，

我们的公众号便不可以只是用于活动报名等功能性作用。我们开始在内容上进行改版，增加了很多艺术鉴

赏、文化欣赏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不能太复杂，一定是归类型、总结型的小知识点，让没有艺术理论

基础的群众也能读懂。随着内容的丰富和改版，粉丝量在逐月增长。

一些群众与艺术有了更多的接触后，开始想要加入进来，很多人在网上反映想要学某一门艺术。过去，

我们的培训班都是之前设置好开课的门类。既然群众有他们的诉求，我们为什么不先做好调查呢？于是我

们在公众号上发起了问卷调查，将那些群众最想学的课程优先开班。我们的文化培训班既免费又是大家愿

意学的，所以网络报名一开始便“一座难求”。

二

文化馆原有两本馆办刊物，后来随着一些老同志的退休、办公地址的转变等因素停刊了。馆领导想重

新将杂志办起来。开始的时候我很为难，一个人弄起一本杂志，有些天方夜谈。我找到以前的老馆长向他

取经。他说：“办给群众看的杂志怎么能不让群众参加呢？有群众帮忙，杂志不就好办了吗？”我问：“当



年你们办《栖霞文艺》的时候有群众投稿吗？”他说：“何止啊！他们常常挤破头地想上稿子！要知道当

时能在上面登一篇稿子那是很时髦的。我们那杂志当时在南京乃至江苏都是很出名的！”

我想那时候的群众业余生活不怎么丰富，当然投稿的人会多，现在还有人能沉下心来写作吗？意想不

到的是，自打征文启事发出后，就有络绎不绝的稿件投来。很多作者为了优先录取，还专门加我的微信、

QQ好友，跟我“套近乎”。他们这些可爱行为的背后，是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对阅读的渴望。

就这样，第一期杂志很快就办好了。2018 年 11 月 2 日，正值栖霞金秋艺术节闭幕式，也是复刊第

一期出版的日子。闭幕式上，我们请回了原《栖霞文艺》的一些老作家、老编辑们，其中就有写出《和平

宣言》宏篇巨作的冯亦同老先生。老先生捧着新出版的杂志，动情地说：“都说‘鸟枪换大炮’，你们这

是换成火箭咯！”

随着跟群众的不断接触，我们逐渐成为朋友，董大姐成了我的忘年交。她是艺术培训班的学员，是一

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文章写得好、画画得好并且还会剪纸，剪出的作品惟妙惟肖，生动有趣。于是，我诚

意向她约稿。起初她还不自信，我鼓励她：“您这么有才华一定不能埋没了！”后来她每期都会投稿，有

文章、有剪纸、有画作。她原来只是她们厂里的才女，如今已经是很多人眼中的才女了。

三

很多人都非常热爱文艺活动。为了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比较专业的训练，我们往往需要下乡教他们。去

年 4月，我和文化馆的韩老师应邀到孟北村给大姐们排一支舞蹈。

刚到孟北村，我俩都有些蒙，以往接触的学生都是有些舞蹈基础的，而这次的学生是真真正正的农民

大姐们。她们都是从田间地头、锅边灶台来到村里的舞蹈教室的，不说舞蹈的手眼身法，就是一个有效站

姿，她们都不会。而韩老师为她们准备的舞蹈是《烟雨江南》，需要有中国舞的灵动和古典舞的柔美。这

可难坏了我们。

怎么办？硬着头皮上。不会，就一遍一遍地教，从眼神到手势、从队形到台形，从旋律到节拍。有些

大姐接受能力慢一点，可能要教上几十次，我们嗓子有时都是哑得不行，衣服更是经常湿透。当然，困难

不单单这些。孟北村地势较远，路不太好走，我俩每天要开很久的车去村里上课，然后披星戴月赶回文化

馆。一趟一趟，一天一天，大姐们看我俩这么辛苦，都很感动，学得格外认真。终于，栖霞区文化馆文艺

小分队惠民演出拉开帷幕，孟北村的舞蹈《烟雨江南》走上舞台。看着平时淳朴自然的大姐们翩若惊鸿，



温婉优雅地撑着油纸伞，在舞台上衣袂飘飘，我俩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去年的栖霞金秋艺术节上，我写了一首朗诵诗《新时代的文化馆人》，并编成一个全馆人员参加的

朗诵节目。节目一经表演，便得到好评。没过多久，西岗街道的文化站长找到了我。他觉得我们的节目形

式和朗诵内容都很好，希望也能为他们创作一个庆祝街道成立 10周年的节目。说实话，当时正是年底，手

头上很多工作，并不想接这个活儿。馆长对我说：“我们和街道文化站一定是要互帮互助的，老宋一直很

支持我们的工作，于公于私都应该帮他们弄好这个节目。”我想想也对，他们信任你才会来找你。

于是在全面了解他们的背景资料后，打磨出了一首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诗朗诵。写好以后，便马不停蹄

地去给他们排练。朗诵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念稿子，需要掌握一定的发音技巧和舞台走位。为了消除有些人

发音不准的问题，特意在一些地方让他们用方言朗诵，结果效果更贴近人心。经过我们的认真排练，终于

让这个节目在街道成立 10周年的晚会上博得头彩。

做一个最深入泥土的文艺播种者，是每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向往。文化工作怎么样才能扎根基层开

花结果，还是有很多道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