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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唐代《敦煌写经》
保护工作正式启动

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12
件唐代古藏文《敦煌写经》保护工作
日前正式启动。

现存于敦煌市档案馆的《敦煌写
经》是唐代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作
品，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
洞，共计12件21面，由黄麻纸制作，
内容均为古藏文抄写的经书书稿，是
吐蕃时期的藏文类文献。

“这12件《敦煌写经》是敦煌市
档案馆工作人员在上世纪80年代清
理库房时发现的。由于缺乏资金和
技术手段，未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
出现发黄、变脆、部分破损等现象。”
敦煌市档案局局长张世忠说。

为此，国家档案局近期批复敦煌
市档案局实施《敦煌写经》保护与开
发项目，设立专项资金，对12件《敦
煌写经》进行保护，实现保存期限最
大化。同时，利用专业设备对《敦煌
写经》进行原样复制、数字化扫描，形
成数字档案，组织专人开展《敦煌写
经》的资料收集和相关研究。

目前，敦煌市档案局已委托敦煌
研究院等部门编制具体保护方案，整
个项目预计明年1月份完成。

据了解，《敦煌写经》是敦煌遗书
的一种，后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
上的重大发现，被誉为“中国历史的
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10
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敦煌写经》为研究佛教西传东渐提
供了珍贵史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不
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据新华社电

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强非遗活态传承

今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上海非遗系列活动主会场设在大世
界。届时上海的16个区将在大世界
举办“非遗在社区”成果展，邀请传承
人现场演示，并通过展板、图文等形
式展示“非遗在社区”的推进成果。

上海市文广局公共文化处处长
杨庆红昨天对青年报记者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的精神就是要尊重、保护
和支持以人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实践回归其孕育发展的社
区，回归当地民众的生活。遵循这
样的精神，上海市文广局发起了

“非遗在社区”项目，推进非遗传承
人走进社区布点，向市民传承非遗
文化。6月初就将实现全市各级非
遗传承人在市、区、街镇的文化设
施布点全覆盖。

此次在大世界举行“非遗在社
区”成果展，就是这个项目成果的集
中的体现。杨庆红告诉记者，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当天，除了在大世界主会
场的展示活动外，全市的350多位非
遗传承人将在250多个地点举行800

多项“非遗在社区”展示活动。
除了主会场的活动，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当天的市级活动还包括汇集
了中国、日本、韩国等12国100余位
艺术家、非遗传承人的近180件传承
艺术作品的“传统再造——第八届国
际传统艺术邀请展”，以及第六届国
际（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

物质文化遗产：
全市文物建筑集中免费开放

在物质遗产方面，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前后，一批市级重点活动也比较
引人注目。首先就是备受关注的上
海红色文化地图6月底就将在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首发。青年报记者
了解到，这份红色文化地图由上海市
文物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旅游局
共同牵头，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和市
测绘院具体负责编制。该红色文化
地图总计收录了全市300多处红色
史迹。6月9日当天金山区博物馆还
将举行“门泊东江万里船——金山船
舫水下考古特展”。

作为每年上海的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的保留节目，6月9日当天全市
文物建筑将集中免费开放。青年报
记者了解到，今年免费开放的文物建

筑达97处，其中黄浦区原法租界会
审公廨及警务处旧址（现黄浦区检察
院）和静安区德莱蒙德住宅是首次开
放。

据了解，今年正好是原法租界会
审公廨及警务处旧址文物建筑建成
100周年。原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
为外廊式建筑，三层砖木结构，建筑
面积1500平方米。原法租界警务处
也就是中央捕房的旧址，是新古典
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这两个旧址
相继为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汪伪地
方法院高等法院检处、芦家湾警局
等。这里曾关押过陈独秀、七君子
等进步人士。1949年5月上海解放
后，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市高级
人民法院、区人民法院、区公安分局
先后设于此。现在则是黄浦区检察
院所在地。而位于华山路 263 弄 6
号的德莱蒙德住宅建造于1930年，
是一栋英式建筑，原系神父德拉蒙
德住宅。

据悉，原法租界会审公廨及警务处
旧址需通过黄浦文化云（黄浦文化微信
公众号）预约，参观需携带身份证明。
德莱蒙德住宅无需预约，由于开放单位
为正在使用的办公场所，故参观范围仅
限于德莱蒙德住宅一层大厅。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清华大学日前宣布，从
今年9月起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
作与沟通”必修课程。之前在一些大
学的中文系里已经开设了写作专业，
专门培养未来的写作人才。但是这
回却是全体的新生都必须要学习写
作与沟通。“写作入课”到底有没有必
要？未来是否值得推广？

大学里开设写作课程并不是什
么新鲜事，包括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内
的不少高校中文系都开设了写作专
业，由本身就是作家的老师专门向学
生传授技巧，但是也传出过“作家是
否能够被培养”的话题。这次清华大
学的“写作与沟通”课程不同，青年报
记者注意到，这个写作课针对所有的
2018年新生，而且是必修课。由该
校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茅盾文学
奖得主格非和历史系教授、教务处处
长彭刚共同担任课程负责人。

据了解，“写作与沟通”课程采取

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每班15人左
右。清华大学共组织了25位专职老
师，不同主讲教师可以根据自身专业
背景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教学内容
和风格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训练的范
式、学生写作的产出、教师对学生写
作与沟通实践的指导等方面，要求相
对一致。相关负责人表示，“写作与
沟通”课程不是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成
为作家，而是提高他们的表达和交流
能力。“‘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
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
写作，以期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训
练，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
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近年来，“大学生写作能力差”成
为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无法表达出自己想表达
的意思，论文缺少逻辑，总是有很多
病句，这都成为了大学生写作的通
病。就在不久前，一篇词不达意、随
便堆砌的博士论文，让作为教育部博

士论文抽检评审专家的南京师范大
学教授陈吉德很是气恼：“论文里有
这样一个标题‘综合近年来奥斯卡最
佳摄影奖来分析这《拆弹部队》和《阿
凡达》两部作品代表性的强的电影以
及奥斯卡对数字时代电影摄影的审
美倾向’。这是我迄今见到的前无古
人，估计也后无来者的雷人标题。此
标题不但奇长无比，而且语病多多。
可以看出，学生和导师都极不认真，
极不负责。”

记者了解到，目前清华大学是第
一所针对全体大学生推出“写作入
课”的高校。但是在西方国家，大学

“写作入课”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说
明文写作课”作为哈佛学生唯一的必
修课，旨在教会学生如何深入阅读和
分析文本、利用证据、提问、结合原文
素材、发展观念、组织论据，以清晰有
效的方式与读者沟通。而写作之所
以成为哈佛文科教育的精髓，在于它
将学术、道德、社会问题融合在了一
起。

6月9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全市近百处文物建筑免费开放

两处新文物建筑首入开放之列

清华必修“写作课”并非小题大作

2018年 6月 9日是第
十三个中国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上海将举行一系列
的活动，来向市民普及物质
和非物质遗产的知识。其
中尤以一批修缮一新的文
物建筑首次集中免费开放
最为引人注目。里面就包
括位于建国中路22号的原
法租界会审公廨及警务处
旧址。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幸福马上来》
聚焦人民调解员

由冯巩导演并主演的喜剧电影
《幸福马上来》将于8日起在全国公
映。影片以全国时代楷模马善祥为
原型，讲述了人民调解员的奋斗故
事。

冯巩5日在京介绍，电影《幸福
马上来》中，重庆老牌“调解超人”马
尚来（冯巩饰）遭遇了“调解界新秀”
茅雪旺（涂松岩饰）；为分出谁是“山
城调解第一人”，两人率领各自团队
上演了一场场调解大作战……

“人民调解员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职业，他们是家庭关系的黏合剂、邻
里生活的润滑剂、社会关系的调和
剂。”冯巩说，因为这千千万万调解员
的努力，人们的幸福感将更强。

今年4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
见》，提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推进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冯巩说，电影《幸福马上来》旨在
通过一个“老马”展现千千万万个“老
马”，而“老马”的精神就是忠于人民、
勤于学习、甘于奉献。该片主演还包
括牛莉、贾玲、岳云鹏、姜宏波、白凯
南、潘斌龙、涂松岩等。 据新华社电

德莱蒙德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