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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柯邑 文图

4 月 20 日，运城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自行车公开赛举行。在赛事开始的前一
天下午，笔者见到了作为特邀嘉宾的那
威，他来到现场进行彩排工作。

那威，1968 年生于北京，不仅是演
员、主持人，更为五子棋在中国的推广作
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职业生涯跨界于电
视主持、演艺和棋类发展等多个领域，展
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个人魅力。

初见那威，他依旧保持着大众印象
中的那份亲切与可爱，充满幽默感。朋友
问他走路为啥有些趔趄时，他以一句风
趣的话语：“事情发生在1998年……”引
得周围的工作人员哄堂大笑。

在那威的引导下，彩排快速进入了
状态。这场彩排快节奏、高品质，他展现
出了专业主持人的素养，也体现了前辈
对于后辈、专业人士对于非专业人士的
关心。此次活动的助理是从运城学院选
拔出来的学生，他们既负责接待嘉宾，也
负责活动提词等工作。那威对这群学生
表达了赞赏，两天的行程让他宾至如归，
而他也细心地向这些年轻人传授着自己
的经验：给负责提词的学生讲什么是直

播节目的“鱼骨”，如何梳理“鱼骨”，并亲
自拿着笔和纸向他们演示如何运用“鱼
骨”来罗列直播的关键点。

活动的嘉宾除了那威这样专业的主
持人，也邀请了讲解运城文化的运城本
土专家学者。对于没有直播经验的学者，
那威耐心地讲解着直播的注意事项，当
听了学者的讲解后，他禁不住感叹运城
文化底蕴之深厚。

已经过了吃饭时间，但那威仍然坚
持要把所有流程彩排完毕，并将活动中
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和应对措施都交代
给工作人员，如他要求所有人第二天早
上少吃、不喝水，并且准备巧克力以备不
时之需，直播时间较长，尽量不要中途上
厕所，以保证正式直播的万无一失。

流程紧锣密鼓，在有限的时间里，那
威一刻不停，带领大家梳理了一遍重点。
中间好几次有人感叹，那威的思维真是
太跳跃灵动了。

那威告诉笔者，他有两个很重要的
头衔，一个是村村播工程联盟的领头人，
一个是五子棋比赛的世界冠军。那威还
提出，如果要介绍他，给他的头衔一定要
是村村播工程联盟的领头人。村村播工
程联盟是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联合中

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发起组
织，由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短视频和直播
等新手段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
的各级党委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优质企业及有影响力的个人形成的
广泛有效的联盟发展共同体。

那威说，村村播工程是他现在工作
的重点,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村
村播工程中来，共同见证和推动这一创
新模式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问到对运城的印象，他感慨运城历
史的悠久，可惜这次行程紧凑不能好好
游览一番，所以他一定会再来运城。了解
到运城“河东书房”工程的实施，他表示
自己也想要支持这项工作，愿意捐赠五
子棋的相关书籍，也期望有更多人可以
走进书房，爱上阅读。

20 日的直播进行得十分顺利。活动
结束后，那威说，这次比赛既在专业上激
动人心，沿途的美景也让人心生向往，激
发了他很多的灵感。他还提了很多运城
文旅如何发展的建议，比如：在后土祠请
名家书写“秋风辞”等。

那威的敬业精神和幽默风趣，不仅

为活动添了彩，也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留
下了深刻印象。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什么是专业和热情。

著名主持人那威：敬业磐石坚敬业磐石坚 幽默春风暖幽默春风暖

楹 联遇见国宝的华彩绽放楹联遇见国宝的华彩绽放
——访中国楹联学会顾问、运城市楹联学会顾问委员会主任岳民立

□记者 王捷

当你参观一处文物古迹时，可能经
常会发现，无论是大门外，还是主要建筑
前，都少不了一副概括其特色的精彩楹
联，与古建的厚重相映生辉。

连日来，我市推出“102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标志楹联面向全国征稿”

“《河东名匾名联集粹》编纂出版”两项文
化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为

“中国最佳楹联文化城市”“中国楹联文
化强市”和拥有“国保”数量最多的地级
市“国宝第一市”，这两项活动无疑是我
市发扬文化优势、增强文化自信的有力
举措，也让国粹楹联与国宝有了新的交
集与色彩。

那么，当楹联遇见国宝，将会产生怎
样的文化碰撞、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有着
怎样的内涵与意义？4月22日，记者走访
了我市楹联文化事业“擎旗手”“领军
人”——中国楹联学会顾问、运城市楹联
学会顾问委员会主任岳民立。

国宝国粹的融合

近日，为深入挖掘和阐发我市 102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价值，擦亮“国宝第一市，天下好运
城”的金字招牌，提升全民文物保护意
识，助推文化旅游发展，运城市文物保护
中心、运城市楹联学会、运城市书法家协
会联合面向全国楹联专家及广大楹联爱
好者，发布“国宝第一市，天下好运城，楹
联焕彩章”楹联征集活动启事。

无独有偶。由运城市文联、运城市三
晋文化研究会、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共同
编纂出版《河东名匾名联集粹》活动也于近
日启动，将视角对准我市国保单位、重点文
保单位、知名景区及博物馆馆藏和私人珍
藏的代表性牌匾、对联等，涵盖民间古城
寨、祠堂、书院、府第、寺院、古塔、牌坊、台

阁、商号、民居、寿庆、书斋等牌匾对联（包
括纸质、石制、木制、砖制），挖掘、征集散落
和典藏在民间的古代、近代各类名匾名联。

“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这是岳民立在得知两个活动启动后

的最直接感受。
被誉为“河东联坛一面旗帜”的岳民

立，一路走来可谓见证了运城楹联在河
东乃至全国的发展。楹联“河东流派”在
全国产生广泛影响，“联卷河东一片红”
文化现象在全国撂响，“中国楹联大厦”
在运城建立等，都离不开他的呕心沥血。

而这两项重大文化活动先后开展，
更是令他格外欣喜，“这无疑是对运城

‘国宝第一市’的一次有力宣传”。
岳民立介绍，楹联篇幅短小精悍，用

来反映国宝，会使其特点更凝练、更集
中、更精彩。

“可以说，这两项重大文化活动同时
开启、相融相偕、相向进行，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和价值。”他说，“征联是用国
粹楹联文化、书法文化讲好文物盛事、讲
好运城故事，为国宝增光添彩。编纂出版
名匾名联集粹，是摘录汇集镶嵌在国宝
上的联墨作品，继而放大渗透到文物中
的国粹文化。国宝与国粹有机融合，赋予
了这两项活动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
值。”

实施“两创”的探索

“运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一
直在探索如何通过楹联讲好运城故事、
推进运城楹联发展更上一层楼。”岳民立
说，与“保护黄河·千人万副楹联运城行
动”一样，这两项活动同样是市、县、乡三
级联动。这也是联墨合壁，积极主动配合
国家战略构想，协助市委、市政府工作大
局的新作为，是用“国粹”讲好运城故事
的最新行动，是实施文艺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一次生动探索。

自活动开启，全市各级楹联组织和
楹联人就积极参与，并以此为契机投身
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深入中华文明探
源的热潮中，以期作出楹联人的贡献。

编纂出版《河东名匾名联集粹》，社
会各界和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既让岳
民立兴奋，也让他感激。“这些年我们一
直有这个想法，这是我们多年来想办但
没有办成的事儿。”他说，将这些散落在
河东大地的楹联汇集起来，是在抢救历
史，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河东文化史、国粹
楹联文化、书法文化发展史的空白，更为
河东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财富和遗产，
是一项长久的谋略之策，利益千秋。

而之所以有两项活动同时开展的机
缘巧合，在岳民立看来有三方面原因。

去年 5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运城，就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近一年来，我市上下一直牢记领
袖嘱托，并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这
两项重大文化活动的提出与举办，正是
市文联、市文保中心、市三晋文化研究
会和市楹联学会、市书法家协会，在这
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产物、生根开花的
结晶”。

同时，这也是一种文化自觉自信的
再升华。“活动的主办方和组织者，深入
贯彻文艺‘两创’方针，认真谋划，主动作
为，同步发挥国宝文化与国粹文化的独
特优势和魅力，正是这种升华的必然趋
势，是文化自觉自信的内在行为”。

这还是谋划多干事、干大事的一种
裂变效应。“当前，全市从上到下都呈现
出了一种朝气蓬勃、你追我赶的想干事、
干大事的良好局面，争一流、创佳绩已成
为大家自觉的目标和动力。这也是这两
项重大活动举办得力的内在因素”。

四面八方的赞誉

两项活动举办的消息一经发出，便

引起全国联届的广泛关注。
全国著名楹联评论家、湖北省楹联

学会原副会长郭省非赞：“文化运城，楹
联现象，全市风光全市景；古今一绝，骈
骊双行，满园国宝满园花。”

“真是大手笔呀，这个太好了，令人
振奋！”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楹
联学会主席鲁晓川表示，“这个肯定会大
大火爆整个联坛，然后把我们整个中国
的楹联文化再推进一步，运城真是太了
不起了！”

北京联家郑文咏表示：“挖掘编纂出
版《河东名匾名联集粹》的壮举真令人兴
奋！这场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寻‘宝’工
作，非同凡响，必将会在河东大地开花结
果！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
得知这两个活动，岳民立第一时间

将其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引得全国各
地的联友纷纷点赞转发。截至目前，已得
到北京、天津、江苏等地的30多位名家支
持，并以贺联或寄语赞誉，“他们都很关
注运城，并表示将会积极参加。”他说。

岳民立介绍，等楹联评选结束后，还
将举办联墨展、邀请获奖名家前来运城
回访参观，进一步宣传推广运城。

对于国粹楹联文化的发展，岳民立
一直倾注着心血，及时关注着联界新动
态，“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了楹联文化新
的机遇。这两项活动，政府重视、部门努
力、楹联主动，用‘国粹歌颂国宝’，正是
一次有益尝试，定会描摹出一个更加华
彩的新篇章。”他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文物保
护、活化利用的拓展，与河东楹联文化有
机结合，可谓相得益彰。“也希望社会各
界群策群智、互鉴互思、引起共鸣，让成
果更丰硕些，把效益效能最大化，以满足
活动的初衷与期盼。”他期待并相信，这
两项活动一定会圆满成功，让传统文化
再一次华彩绽放。

▲那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