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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匠心，指间传递精彩

来到中国盲文图书馆三楼盲文医学与科技阅览
区，琳琅满目的盲文图书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盲人
读者既可以到馆借阅，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呼叫中心
请馆员把书邮寄到家。

“这里主要收藏的是中医理论、针灸、按摩类的
医学书籍和科技类书籍，医学类盲文图书是我们的馆
藏特色。”中国盲文图书馆典藏借阅部副主任朴栋淑
介绍说。文学类图书也深受欢迎。“不少盲人读者热
爱写作，因此我们收藏了《情节与人物》等创意写作
方面的书。”朴栋淑说。

对处在学习阶段的盲童盲生来说，阅读就更重要
了。如何让他们和健全孩子一样及时有效获取科学文
化知识，图书馆下了不少功夫。在儿童阅览室，工作
人员正拿着吹风机加热盲文贴片，一片片贴在绘本书

《你好！动物朋友》上。“这样做是为了让盲童在家长
讲解绘本时，也能学习盲文。我们通过盲文加页、盲
文贴片、盲文喷点的方式，为普通绘本图书增加一一
对应的盲文，方便亲子阅读。”朴栋淑说。儿童阅览
室每逢周末都会组织各种针对盲童的课外活动，这里
不仅有绘本书，也提供钢琴、积木供孩子们体验学
习。除盲文社科、盲文科技、儿童阅览室外，中国盲
文图书馆还设有提供无障碍电影、有声书服务的有声
阅览室和服务低视人群的大字本阅览室。

记者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盲文书，发现除了封
面上有汉字外，内页都是密密麻麻、凹凸不平的小点
——这就是盲文。盲文是靠触觉感知的文字，最小
的、可独立运用的单位是“方”，每方有3行2列6个
固定点位，可以表示声母、韵母和声调，通过触摸拼
读出句子。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块汉字是如何经过编辑
人员的巧手，转变成一方方小凸点组成的拼音文字呢？

“或许有人觉得直接用软件转换一下就行了，其
实没那么简单。”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编译部主任刘
爱姝介绍说，“盲文图书的编审加工和盲文校对是编
校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和一般图书区别最大的地方。”

在盲文编译部，桌上堆放着不少刚刚编辑完的
书，这些已经出版的普通书籍通过加注说明文字，改
写图片、表格，调整版式、注释，被编辑加工成适合
盲人阅读的书稿。

走进校对室，一间间小屋子里，明眼校对和盲人
校对正面对面坐在一起，合作完成校对工作。“90
后”校对杨宏宇桌上摊开一本《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
要》，对着电脑屏幕上的盲文朗读着，他对面的盲人
校对潘江正在摸读点显器 （注：一种自动升降盲文触
点的设备） 上的盲文，进行核对。

“2018年，国家通用盲文全国推广，国家通用盲
文读物字字标调。为实现盲人读者精准无障碍阅读，
盲文编校人员必须校准每一个字的读音，尤其要注意
多音、轻声字和语气词。”刘爱姝说，“盲文图书有一
大部分是医学书籍，有大量不常见的字和非常用读
音，盲文编辑不仅要依靠权威工具书定音定调，还自
己制作‘小字典’，记录生僻字的正确读音。”

2020年，中国盲文出版社及时出版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科学开开门》（大
字·盲文版） 等防疫宣传图书，编译教材教辅 123
种，还出版了大量医学按摩类和文学艺术类盲文图
书。“十三五”期间，该社每年出版 1000 种盲文图
书，其中新书 700 种左右，重印盲文图书 300 种左
右，被收藏到中国盲文图书馆等机构以及盲校和特教
学校，为盲人读者搭建起通往知识世界的桥梁。

科技赋能，融入网络时代

中国有 1700 多万盲人，其中很多是后天由于眼
病和意外受伤导致失明，对他们而言，学习并熟练掌
握盲文难上加难。据估算，只有不到1/5的盲人能用
盲文阅读。随着技术进步，有声书日益成为盲人获取
信息和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

为不断拓展盲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国盲文出
版社盲人有声读物制作量达到了每年 1250 小时。除
了传统的购买版权外，他们还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家图书馆、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多
家机构合作，采取版权合作的方式与版权方联合制作
有声书，制作完成后上传到中国盲文图书馆官网数字
资源区，供盲人读者免费收听。目前，中国盲文图书

馆数字图书馆积累了各类数字资源共约 20TB，注册
会员达10余万人，年点击量达1500万次。

中国盲文出版社有声读物事业部副主任顾钟说：
“有声书录制有一定的门槛，这项工作得到了广大热
心公益、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和专业水平的播音员的
大力支持，他们不计报酬，将制作精良、品种丰富、
技术专业的有声书资源提供给盲人读者。”

在中国盲文图书馆有声阅览室，记者见到几位盲
人读者正在手拿一个巴掌大的“小手机”，戴着耳机
津津有味地听书。这个听书神器名叫“阳光听书
郎”，也就是盲用听书机。

“‘听书郎’比一般听书软件还方便，从开机、
联网、找书、听书到关机，都有语音提示，还能选择
语速、语调、朗读模式，收听广播。我们可以到馆
听，也能借回家用，非常方便。”正在听书的一位盲
人读者对本报记者说。目前，该设备用户近 20 万，
深受盲人读者喜爱。

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再单纯依靠
图书等出版物，网上海量的信息资源包罗万象，带给
人们无限畅游的可能。而对于盲人来说，由于无法看
到显示屏上的内容，上网成了难事。如果把屏幕上显
示的所有内容都读出来呢？

中国盲协副主席、中国盲文图书馆信息无障碍中
心主任何川打开了自己的电脑，向记者演示了一款名
为“阳光读屏”的软件。无论是浏览网页、微信聊
天、收发邮件，还是编辑 word 文档，软件都能将屏
幕上显示的信息读出来。“盲人朋友可以通过键盘快
捷键操作电脑，实现鼠标的功能。”何川说，“经过20
年的不断完善，装上‘阳光读屏’，普通电脑就能为
盲人所用。”他熟练地打了一行字，软件立即用几倍
的语速读了出来。

“促进盲人群体融入信息化时代，消弭和健全人
之间的‘数字鸿沟’，提高他们获取文化服务的便利
性和主动性至关重要，‘阳光读屏’软件和文星盲文

电脑的研发就是出于这样的初衷。”何川说。
他口中的文星盲文电脑乍一看就像一款去掉显示

屏的笔记本电脑。不同的是，键盘下方没有触摸区，
取而代之的是长条状的点显器。“盲文电脑搭配了点
显器，可以通过盲文触点的自动升降‘显示’出 40
方盲文点字，这就是电脑的屏幕。”中国盲文出版社
辅助技术研究所所长王艳萍介绍说。

2017年，作为中宣部等五部门组织实施的“盲人
数字阅读推广工程”的一部分，1000台盲文电脑和盲
文电子显示器被配置到全国100所盲人教育机构；20
万台智能听书机被配置到全国400家设有视障阅览室
的公共图书馆。据不完全统计，智能听书机已激活近
10万台，日活跃量 4000 多台，在线交互累计 2447 万
次、1759万小时，盲文电脑和点显器也成为盲生有效
的学习工具。

“盲人不是没有阅读需求，而是不知道或没有足
够条件获取文化资源。在增加公共文化资源供给的同
时，还要让盲人知道，到图书馆、打开网站、拿到听
书机能做什么，激发盲人群体提高知识水平、适应社
会发展的动力和潜力。这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参
与。”何川说。

社会参与，温暖萦绕心田

郑晓洁今年 60 岁了，从 2003 年创立北京红丹丹
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她一直致力于发动社会力量，为
残障人士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

“红丹丹创立之初，主要是做视障青年的就业培
训，让他们具备播音主持的专业能力。同时为了更好
地补充视障青年视觉信息缺失，我们发起了为盲人讲
电影的项目。”郑晓洁说，“大概在 2006 年，一些盲
人青年想请我们为他们读书。在志愿者和国际专家支
持下，我们具备了制作国际通用标准的 DAISY （注：
多媒体数字无障碍信息系统） 有声书和教材的能力，
能够给盲人和学生提供更多信息的阅读服务。”曾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主持过节目的盲人主持人
董丽娜，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使用过红丹丹为她制作的
有声书教材，顺利完成了专业课学习。他们制作的有
声书不仅要读出正文内容，还要通过视觉描述介绍封
面的图案和颜色、版权信息、目录、图标、插图、页
码等内容，传递完整的图书信息，让盲人读者和普通
读者一样，享有真切的阅读体验。

2011年1月，经过专家评估认可，红丹丹建立了
首家民间盲人图书馆——心目图书馆。目前在心目图
书馆微信小程序、网站上，已有 4750 多个有声书和
电子书作品，供盲生和盲人读者使用。

“有声书录制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红丹丹教育
文化交流中心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 2000 多人，核心
成员500多人。”心目图书馆负责人张新莉说，“为了
让志愿者们更好地了解盲人需要，我们组织了蒙眼体
验等助盲培训，以及朗读培训、录制技术培训等。”

“开始用心目图书馆听书后，那些美妙的声音、各种
各样的音色把我带进不同的情感故事中。志愿者的讲
述让我看见了世界的精彩。”盲人读者胡虹说。

不少盲人朋友自己也做起了主播，用悦耳动听的
声音，帮助更多人驱散失明带来的黑暗。

1994年出生的女孩马寅青不幸从小失明，2018年
从上海某大学推拿专业毕业后，她并没有像其他同学
一样，做一名按摩师，而是选择创业，组建有声书制
作团队。

马寅青说：“播音的爱好我坚持了很多年，大学
期间也在不断尝试，除了掌握同样的技能，在制作音
频时，我们视障者具备一些独特优势，例如对声音的
敏感度异于常人，且遇到套路和程式化的制作环节时
能真正静下心来，更细致地完成后期工作。”经过两
年努力，团队业务步入正轨，她还把业务扩展到制作
原创有声内容上，在喜马拉雅上开设主播账号“逐光
之声”。

马寅青的团队 3/4 是视障者。她说，同等条件
下，会优先让视障者入职。“我想证明，除了推拿，
视障者还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长处去回
馈社会。”

演播有声书，做电台主播分享知识，开直播……
在互联网平台上，从文化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传
播者，盲人群体的文化自信正逐步增强，他们还创办
机构、公司，帮助更多残疾人用声音获得收入。据统
计，在喜马拉雅上，残疾人主播已超过 8000 名，可
以通过知识付费、直播、广告等多种方式创收。

随着全社会信息无障碍意识的提高，一些有声阅
读平台也不断优化盲人用户体验。“懒人听书在支持
语音交互功能的前提下，不断迭代，实现对页面的多
标签、独立焦点的读取，让视障群体可以清晰感知界
面元素，保证搜索、播放功能体验流畅，想听就
听。”懒人听书品牌公关总监贾影彪介绍说。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健全老年人、
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的设施建设。2020年9月份，工
信部和残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
意见》，以信息化助力残疾人事业发展。今天，盲人
群体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大大丰富，更多人成为
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参与者和建设者。

最近，综艺节目 《舞蹈风暴》 第二季落下帷幕。舞台上，
中国古典舞、芭蕾、拉丁、现代舞、街舞等不同舞种轮番亮
相，竞放异彩，让观众再次见证了舞者们的无限创造力。其
中，中国古典舞的表现依旧抢眼，让年轻人感受到中国舞蹈传
统的无限魅力。

近年来，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的舞蹈不断走进大众。《孔
子》《粉末春秋》等舞剧一票难求，舞蹈类综艺节目也推动这项
原本小众的艺术走向大众化。如果说在第一季 《舞蹈风暴》 舞
台上，《行者》和《归》两支古典舞让观众看到了云中漫步和仙
气十足的意境，第二季舞台上呈现的 《长相思》 和 《问月》 则
让观众领略了盛世繁华和灵动惬意。

中国古典舞讲究“形神兼备，身心互融，内外统一”，以此
体现舞者的身体韵律。它善于抒发情感，是一种为情而舞、情
景交融的舞种。它以民族精神为情结，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
源、取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之道、借中国传统动作语言之象，形
成了中国古典舞的独特魅力。经过一代代舞者不断总结和探
索，如今的中国古典舞，既能把中华文化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
来，也能在艺术呈现方式上不断融合其他优秀舞蹈元素进行创
新，这正是当代中国古典舞发展的方向。

在艺术创作及作品呈现上，中国古典舞剧目在90年代初已
开始融入现当代舞。以《黄河》《风吟》《轻青》《扇舞丹青》等
剧目为例，其核心审美价值来自于中国古典舞，但也融入了现
当代舞的表现形式。如今，这类多元融合的舞蹈表演形式愈加
频繁地走进和贴近大众。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北京舞蹈
学院的中国古典舞学科，通过借鉴、融合西方芭蕾舞的基本功
训练体系，并从中国戏曲、武术、太极中提炼升华，以中国传
统艺术中的气韵和民族审美为核心，培养了一代代优秀舞者，
形成了如今“身韵”“汉唐”“敦煌”等多元艺术风格。

释放中国古典舞在当下的无限魅力，还需进一步推动中外
舞蹈美学的交流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古典舞的海
外传播。《秦王点兵》《梁祝》《飞天》等优秀剧目，每每引得海
外观众盛赞；近些年，中国古典舞的训练技巧、技术动作和审
美等，也被包括芭蕾舞、现代舞在内的其他舞种广泛借鉴。比
如，中国古典舞中划圆艺术的立圆、平圆、八字圆等，我们在
芭蕾或现代舞编排中就能经常看到。

中国古典舞承载了中华文化悠久深厚的美学传统，并日益
受到当下青年观众和海外观众的欢迎。释放中国古典舞在当下
的无限魅力，既需要创新中国古典舞的艺术呈现方式，与时
俱进，也需要在与其他舞种的相互切磋、碰撞中实现“美美与
共”。

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里，有一幅引人入胜的巨幅照片，站
在照片前，观众宛如从空中俯瞰北京城市中轴线，南起正阳
门，北至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天安门、故宫、天坛、景山等北
京地标一览无余。这幅航拍照片左右对称，宏伟壮丽，展现了
首都北京古今共生的繁荣景象。

照片的拍摄者叫马文晓。“201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在真高
（注：指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 400米的直升机上，我的眼
睛须臾不敢离开取景器，左手稳稳地端住照相机，右手食指若
即若离地按在快门上，微微颤抖着。在飞机飞过中轴线的刹
那，我按下了那决定性的快门。”回忆起当天拍摄的场景，马文
晓的语气依旧很激动。

这是他第6次拍摄北京中轴线，他当时使用的是一种重达3
公斤的大画幅 617 照相机。“这种照相机底片比较大，画面宽
阔，构图比例好。但是由于体量大，很多调节都需要手动操
控，在颠簸的飞机上操作，更加大了拍摄难度。”马文晓说。丰
富的拍摄经验让他拍到了这张难得的照片，和其他照片一起被
用于北京中轴线的申遗中。

这些年，马文晓拍了不少展现首都中轴线宏伟气象的摄影
作品，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摄影展上，在展现中国形象的各种摄
影集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中轴线及其周围的景观最能代
表北京筑城理念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是大家公认的北京城
的龙脉和文脉所在，因此航拍中轴线一直是我的第一要务。”马
文晓说。

2002 年，马文晓当时还是北京首发集团的一名企业管理
者，为了记录新世纪以来北京高速公路突飞猛进的建设进度，
他第一次接触航拍，也从此爱上了航拍。

和一般的摄影不同，航拍有一定的门槛。距离远、速度
快、危险性高是航拍的特点，相对于普通摄影需要更丰富的拍
摄经验和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如何拍得又稳又准时刻考验着
拍摄者。

马文晓坚持了下来。“航拍能让人充分感受到城市规划和建
筑设计的理念和美感，那种与环境和谐共处、融合共生的画面
非常震撼人心。”这18年间，除了拍摄中轴线，马文晓将北京的
变化记录在镜头里：北京立交桥的龙蛇走地、国家体育馆鸟巢
的激情活力、万里长城的蜿蜒起伏、故宫的巍峨壮观……更多
人通过他的摄影作品看到了一个新的北京，新的中国。

这些年，马文晓一直在拓展自己的拍摄版图，从北京到京
津冀，再到更远的地方。去年他完成了梅里雪山的航拍，这次
经历让他再次被祖国的自然景观所征服，他希望能够继续探索
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光航拍，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
不断发展的中国。

“‘一图胜千言。’摄影师要通过自己的镜头，让优秀的摄
影作品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金名片。”马文晓满怀期待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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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僻静的街角矗立着一座特殊的图书馆——翻
开这里收藏的图书，上面不是我们常见的方块汉字，而是印在厚厚牛皮纸
上的凸点……这里的读者虽然看不见或是视力有障碍，但他们对知识的渴
望一点不亚于普通人。

释放中国古典舞的魅力
倪 涛 殷 硕

◎人物

马文晓：

我在高空拍北京
张昕琳

马文晓拍摄的北京城市中轴线

2020年 11月 26日，芜湖市盲人学校校长席蔚
菁在图书馆整理新买的盲文读物。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中国盲文图书馆的无障碍阅读辅助设备。
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

在重庆市巴南区图书馆，志愿者正在引导盲人读
者体验“数字音乐图书馆”。 何洲行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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