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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没有不爱阅读的孩子，只有不爱阅读的家长”。2月23
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推荐书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邓咏秋做客“辽图讲坛”，为200
多名辽沈读者作了“怎样帮助孩子爱上阅读”的讲座。她以专
业视角讲解了亲子阅读的益处，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图书以及
亲子阅读的方法与技巧。

关于汉字读音即将被修改的消
息在网上热传一段时间了。

不同版本中列举的被改过读音
的字，各有不同。比较集中的几个，
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的“衰”，不再读cuī，而读 shuāi
了；“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不
再读xiá，改读xié；“一骑红尘妃子
笑”中的“骑”，不再读 jì，改读 qí
了。还有“确凿”的“凿”，原读zuò，改
为záo；“说服”的“说”，原读shuì，改
为shuō；“呆板”的“呆”，原读ái，改
为dāi；“粳米”的“粳”，原读jīng，改
为gěng，等等。

我对照了家里最新的词典——
2013年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
典》，发现文章中有些错误还是需要
澄清的，至少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
那就是词典中对不同的读音是有区
别的：一种是多音字，比如“说”，有
shuō 和 shuì、yùe三个读音，“用话
劝说使人听从自己的意见”，是要读
成shuì服的。“衰”字也有两个读音，
shuāi和cuī，读cuī有两个解释，一
个是同“缞”（用粗麻衣制成的丧服），
另一个是“等衰”，也就是说，表示衰
弱、衰退之意时可以读成cuī。另外
一种是“旧读”，比如“呆板”，旧读“ái
板”；“骑”，旧读jì，表示“骑的马”和

“骑兵”“骑马的人”；“确凿”的“凿”，旧
读zuò，“明确、真实”之意。至于“斜”
字，只有 xié 一个读音；“粳”，只有
jīng一个读音。总结起来，词典编纂
者，对语音的变化是有充分考虑的，
比较有弹性。

很认真地解释了一下。相关部
门也解释了一下，说汉字读音的修改
一定会慎之又慎，也是一个很认真的
态度。但同时，我又觉得这些认真多
少有些可笑。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活
的，怎么可能一成不变？面对变化，
不必如临大敌吧。

语言的最主要功能是交流，学好
普通话、规范普通话发音是为了实现

更好的交流，按照约定俗成来进行字
音的修改和规范也是为了交流，虽然
有些人会很愤慨地认为这是向“错误
的大多数”投降，但固守古音、旧读，
确实会出现沟通上的一些小问题。
想起一件趣事，我刚到报社工作时，
在校对科实习，第一天上班，还没办
进门证，门卫问去哪个部门？我说

“jiào对科”，重复了好几遍，对方恍然
大悟：“jiǎo对啊，进去吧。”后来的很
多年里，在报社里，我就一直“jiǎo对”

“jiǎo对”地说着。当然，这跟改字音
无关，只是方言与普通话发音的区
别，但也多少说明了语言作为沟通工
具的第一属性。

对于以“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
“斜”字代表的古诗词读音的分歧，
我也是持一个比较宽容的心态，读
成xiá当然更押韵，能体现出古诗
词韵律之美。但汉语读音的变化
实在是太大了，想要准确地找到每
一个字的古音，只有理论上的可
能。上大学时，我选修过汉语音韵
学，很认真地背过“帮滂并明，非敷
奉微……”之类，考试时，如同学数
学公式一样，将语言学家总结出来
的汉语语音流变规律代入到一些汉
字中，找出它们在各个不同时期的
读音，真是很难。

至于说哪些读音需要根据约定
俗成进行修改，修改的原则是什么，
就要由权威的语言工作者来确定
了。我很认同上海市语文学会会
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范铸对此
发表的观点：“一是语言是发展的；
二是语言是有语域的，不同语域规
范度不同；三是语言符号以简明为
要。按照这三个原则，在调整读音
时，不宜简单肯定或否定，在字典中
可以保留‘又读’，在教材中允许‘两
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让人
无所适从。总体说来，语言规则肯
定越来越简化，话语表达肯定越来
越丰富”。

也谈汉字读音修改
高 爽

亲子阅读带来多重效应

近些年，亲子阅读受到社会的广
泛重视。亲子阅读为的是让孩子从
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目前，不少
家长对亲子阅读还存在认识误区。
有的家长买了很多儿童读物，但是不
给孩子读，甚至自己从来不在家读
书，家庭缺乏读书氛围；有的家长把
早期教育等同于上辅导班，这也不
对。“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学龄
前阶段尤其如此。”邓咏秋认为，亲子
阅读推广最重要的是教育家长，而不
是教育孩子。

亲子阅读好处是多方面的。邓咏
秋提到，热爱阅读的孩子一般语言丰
富、理解能力强、不只语文，其他科成
绩也好。孩子从阅读的书籍中不仅能
获得知识，还有审美能力、情商的形成
与提升。亲子阅读是高质量的陪伴，
亲子阅读做得好，父母与子女之间的
关系更融洽。而且，亲子阅读倒逼着

家长也爱上阅读，家长与孩子共同成
长。关于亲子阅读开始时间，邓咏秋
说：“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早，什么时
候开始都不算晚，贵在坚持，每天读。”

选书要避免盲目性

邓咏秋认为，为孩子选择合适的书
籍是一门学问，要根据孩子需要、年龄
和阅读水平来选择图书。比如半岁前
的孩子视力较弱，可以阅读黑白卡片,
听读儿歌童谣。1岁至2岁图书内容要
贴近孩子生活，两三岁的小孩子已有一
定的认知能力，就可以让孩子看些有简

单情节的绘本，三四岁时的书文字多
些，情节更复杂一些。刚上幼儿园时
可以读一些缓解分离焦虑的绘本。小
学低年级是亲子阅读向自主阅读的过
渡期，家长与孩子一起选些过渡性的

“桥梁书”，它的文字更多，图在减少。
家长可以按推荐书目来选择图

书，选书时不能只看书名，还要注意版
本的区别，比如同样叫《安徒生童话》，
不同的译者、绘者和出版社，其品质参
差不齐。根据著名奖项来选书一般不
会错。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的童书、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作者的作
品等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同时，家长

可以根据时令节日以及孩子的兴趣，
随时随地为孩子提供他可能感兴趣的
书。家长也可以根据孩子碰到的生活
情境选书。比如，孩子喜爱的宠物意
外死亡，家长可以找关于生命思考的
书籍以缓解孩子的悲伤情绪。“让孩子
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更好的书，总有一
本书是他喜欢的。但家长不应过分干
涉孩子，不必强迫他非读某一本不可，
强迫只会引起其逆反心理。”邓咏秋说。

阅读形式灵活多样

亲子共读方式可以很灵活。除
了父母给孩子讲绘本故事之外，还有
表演、体验、分享、走读等方式。家长
和孩子一起扮演书中角色，采用简单
的道具来演故事，让孩子走进故事里
体验书中角色的感受。

邓咏秋还特别强调要多带孩子
去图书馆。图书馆里书很多，有很好
的阅读氛围，还有少儿阅读活动，都
能让孩子从小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

阅读推广人在“辽图讲坛”上提出

孩子养成阅读习惯家长示范不可少
本报记者 郭 星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2 月
23日，以“诗与大地”为主题的2019
年第四届华语诗歌春晚暨辽宁第四
届（东北首届）诗歌春晚在沈阳举
行。此次诗歌春晚由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辽宁新诗
学会等机构发起，《诗潮》杂志社、辽
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等主办。

辽宁诗歌春晚已经举办三届。
这次诗歌春晚所朗诵的诗作90%是诗
人们2018年以来的原创诗歌节选，是

对辽宁诗人一年创作情况的检阅。
李轻松作品《白银器皿》、赵明舒

作品《故事》、宁明作品《等待放生的
麻雀》……诗歌里的情怀感动了在场
的所有人。在“致敬东北”篇章中，观
众听到了辽宁著名诗人李犁的作品

《北方献诗》、黑龙江诗人张曙光作品
《傍晚》，吉林诗人董辑作品《找一片
空地看天》。从这些诗中，观众感受
到东北文化的厚重，历史的沧桑以及
作者对家园，对故乡永恒的热爱。

辽宁第四届诗歌春晚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新
春伊始，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策划推出了系列文艺演
出活动，为广大观众准备了高品质的
文化盛宴。近期，由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辽宁芭蕾舞团、辽宁歌舞团创排
的多部剧目陆续与观众见面。与此
同时，来自省外的著名艺术院团也将
莅沈演出，为观众奉献不同风格的经
典舞台艺术作品。经典荟萃成为今
春文艺演出的鲜明特色。

2 月、3 月,观众陆续欣赏到的剧
目有：舞蹈诗《月颂》、话剧《开炉》、
儿童剧《三只小猪》《长袜子皮皮》、杂
技剧《绿野仙踪》、芭蕾舞剧《花木
兰》，中央歌剧院带来的“多民族合唱
作品音乐会”以及著名舞蹈家杨丽萍
创作的大型舞剧《平潭映象》。这些
作品皆为舞台艺术精品。

今春文艺演出以舞剧演出为主，
《月颂》《花木兰》《平潭映象》，均是近
年来难得的艺术精品，这些作品以浪
漫主义风格反映地域文化，传承传统
文化，体现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其
中，辽宁歌舞团大型原创舞蹈诗《月
颂》经过修改提高，再度亮相辽宁大
剧院舞台，赢得观众赞誉。《月颂》以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月亮的独特审美
情致为文化背景，以优美的诗文、曼
妙的舞蹈、动听的乐曲、精彩的杂技
表演，依托现代化的舞美技术，展现
一幅画面唯美、情感浓郁、意境深远
的舞台艺术画卷。观众在民族歌舞
的古典韵味中，品味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

从 3 月 2 日起，辽宁芭蕾舞团原
创芭蕾舞剧《花木兰》将在辽宁中华
剧场连续演出20场。《花木兰》以芭蕾
的形式展现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的
成长历程，体现出“木兰从军”故事中
的“忠”与“孝”，同时赋予其热爱和
平、守护和平的现代视角。

本次惠民演出季不仅面向高校、
中小学校学生举办爱国主义教育专

场，还将为辽沈地区的医务工作者、
军人、环卫工人、公交车和出租车司
机等不同职业的观众推出系列专场
演出。

3月将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上演的
《平潭映象》是舞蹈家杨丽萍导演的
第八部大型舞剧作品和首部海洋题
材舞剧，也是杨丽萍继《云南映象》

《黄山映象》之后的第三部映象系列
舞剧作品。

《平潭映象》展现了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全剧分为四个篇章，分别从
自然、历史、人文、现代四个方面展示
平潭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俗。在每
个篇章中，对特色的民俗文化、传统
歌曲、民间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艺术形式进行创意编排，并与现代高

科技舞美特效技术、流行元素相结
合。平潭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神轿、舞
龙、舞狮等在该剧中均有体现。在音
乐方面，该剧大量运用地方戏曲闽剧
唱腔。

在今春话剧舞台上，话剧《开
炉》、儿童剧《三只小猪》《长袜子皮
皮》是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2月 23
日、24 日晚，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
项目、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 话 剧《开
炉》已在辽宁中华剧场连续演出了
两场。话剧《开炉》以抗战时期日
寇统治下的沈阳北市场为背景，以

“义和盛”铁匠铺三兄弟的故事为
主线展开，讲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
抗战故事。作为辽艺经典话剧《祖
传秘方》的姊妹篇，《开炉》在延续

《祖传秘方》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对
辽宁本土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深
受观众喜爱。

2月 24日，作为新春惠民演出季
活动之一，辽宁歌舞团排演的儿童杂
技剧《绿野仙踪》在辽宁大剧院连演
两场。杂技剧《绿野仙踪》以多种舞
台艺术手段，为小朋友们开启了一场
美妙的梦幻之旅。儿童观众在引人
入胜的情节中欣赏到演员高超的杂
技、神秘的魔术以及柔美的舞蹈表
演。水流星、抖轿子、吊圈、绸吊、钻
圈、跟头、倒立等杂技节目有机贯穿
剧情，精彩纷呈。

据了解，在进行新春演出的同
时，我省文艺工作者正积极排练大批
新剧目。

本土与省外艺术院团接力演出

多部经典作品荟萃我省今春舞台

《花木兰》剧照。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
中国歌剧舞剧院、大连汉风国际文
化联合出品的大型民族歌剧《玉堂
春》，将于 3月 14日、15日在大连国
际会议中心大剧院进行全国首演。
该剧由韩静霆编剧，徐沛东作曲、黄
屹担任指挥。

京剧《玉堂春》的故事耳熟能
详，其中唱段《女起解》更是经典唱
段。大型民族歌剧《玉堂春》改编自
同名传统戏曲剧目，此次在歌剧舞
台上呈现的《玉堂春》赋予了这个传

统题材以新的精神气质。
编剧韩静霆创作《玉堂春》歌剧

剧本的想法已有十多年之久，几经
打磨之后，这部作品得到了徐沛东
的肯定与支持。

徐沛东透露，歌剧《玉堂春》的
音乐在继承民族音乐元素的基础
上，与西洋歌剧相结合，力争打造出
民族歌剧的独特气质。饰演苏三
的演员王一凤表示，这部传统题材
的新歌剧令人耳目一新，艺术品位
不俗。

中国歌剧舞剧院与大连联合出品
民族歌剧《玉堂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