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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书海中，哪些书更适合孩子阅读？4月24日，“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
百种优秀出版物活动”入选作品揭晓，我省作家鲍尔吉·原野的《乌兰牧骑的孩
子》、孙惠芬的《多年蚁后》上榜。由中宣部出版局联合全国少工委等部门开展的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活动，旨在发挥优秀出版物培根铸魂、启智增
慧的引领示范作用，入选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符合青少年认
知规律和阅读特点。

新世纪以来，辽宁儿童文学
发展迅速，众多辽宁作家获得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涌现出中短
篇小说集《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孩
子》《轰然作响的记忆》《回望沙
原》，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诗
集《骑扁马的扁人》，短篇小说《选
一个人去天国》《小嘎豆有十万个
鬼点子·好好吃饭》等优秀儿童文
学作品。《乌兰牧骑的孩子》《多年
蚁后》两部作品代表着辽宁儿童
文学的创作水准，是辽宁文学的

重要收获。
在创作了《乌兰牧骑的孩子》

后，鲍尔吉·原野又接续创作完成
这个系列的第二部《篝火与星空》
和第三部《鹿花斑的白马》，出版小
说《送你一条大河》《草原寻马》《草
原的小黄羊》和学生读本《原野的阅
读课》，今年还有小说《翡翠地》《赛
马的孩子》等出版，明年将有6部儿
童文学作品问世。

谈及创作感受，鲍尔吉·原野
说，“我和我创造的人物朝夕相

处，和那里的草木耳鬓厮磨，以致
每次结尾要与书中的人物和草原
告 别 之 时 ，恋 恋 不 舍 ，痛 哭 出
声”。致力于为小读者写作，作家
的心与情已深深地融入他笔下的
草原世界。

《多年蚁后》中有纯真与善
良、有欢乐和憧憬，犹如给小读者
的心中撒下一颗勇敢的种子。孙
惠芬告诉记者，《多年蚁后》是一个
奇遇，现在没有继续创作童话的打
算，但如果还能遇到，就会去创作。

▶两部作品是辽宁文学的重要收获

这几天，凌源市文旅广电局剧目
创作室主任王宇石终于可以喘口气
了——作为编剧，他忙了大半年的大
型凌源影调戏《百合芬芳》剧本创作
基本成型了。

“本土演员、本土唱腔、本土创
作，演的本乡本土的事，而且还是一
部长达两个小时的大戏，这在凌源历
史上是头一回。”虽然很疲惫，但王宇
石难掩心中喜悦，拍着大腿说，“这可
是件大好事”。

《百合芬芳》以凌源地区涌现出
来的几位道德模范为原型，讲述了发
生在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感人的情
感故事。《百合芬芳》通过精巧的情节
设计，讴歌了普通人身上所闪现出来
的坚韧、善良及人间大爱。

这段时间，王宇石在和导演对接
的过程中愈发觉得这大半年的辛苦
付出值得。他掰着手指头说，“百合
花是我们凌源的主打花卉，剧里有了；
凌源影调戏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剧
种，我们唱了；我们演的还是发生在身
边的家乡事，是现实题材，老百姓爱看，
我们有啥理由不好好创排呢？”

随着演员的选定，《百合芬芳》下
一步将进入紧张的排演环节。根据

时间表，今年 7 月 1 日前这部大型影
调戏有望进行首演。

凌源影调戏也叫“活人影”，是在
凌源皮影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戏
种。它唱腔高亢、婉转，带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深受辽西群众喜爱。大型凌
源影调戏《百合芬芳》这一次能够创排，
得益于我省今年首次集中力推的“新
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

省文旅厅艺术发展处处长高立
军告诉记者，围绕着这一工程，我省
目前已经梳理出《烽火映山红》《铁
人》《榜样》等正在创排和已经上演的
40部舞台艺术作品，它们基本都是像

《百合芬芳》一样的新时代现实题
材。本土题材、本土主创人员是这些
作品的主要亮点和特色。

为了让更多带有“辽宁味道”的

本土精彩舞台剧目呈现给观众，我省
在省级层面成立了专家库，对作品进
行专业指导和精心打磨。同时，我省
还将在今后的评选上向本土创排团
队倾斜。

据悉，为了把更多带有“辽宁印”
的本土精彩舞台剧目呈现给观众，我
省实行“省市联动”的方式，全方位提
升剧目质量。

按照全省一盘棋的要求，省级层
面成立专家库，组织专家从选题开
始，对作品创作、首演、修改、打磨、复
排等各个阶段进行研讨论证，把握创
作方向，提出修改意见。为了保证剧
目本土性，我省今后在对这些剧目评
选时，还将向本土创排团队倾斜。

与此同时，各市也都把提高质量
作为艺术作品的生命线，按照打造艺
术精品的要求，把好质量关。按照全
省要求，相关各市在艺术创作的各个
环节都要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
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艺术
创造要精，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
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据了解，这40部现实题材舞台艺
术作品计划在明年举办的省艺术节
上进行展演。

40部舞台艺术作品用“辽腔”唱家乡
本报记者 朱忠鹤

观众出示健康码、配合测温后
进入剧场，全程戴着口罩隔座观看
相声演出。4月27日晚，沈阳中街的
鼎泰茶社正式迎来疫情后的首场演
出。相声《八大吉祥》、乐亭大鼓《卧
冰求鲤》、单弦《抗疫总动员》等曲艺
节目上演。虽然现场观众不多，但并
没有影响大家欣赏曲艺的热情，演出
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鼎泰乐和艺术团团长史艳芳告
诉记者，他们早在 4 月 16 日就有部
分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岗，提前做了
一些线下演出的准备工作。按照有
关部门的防疫要求，在演出前，对剧
场做了全面无死角的消杀，包括座
椅等均已消毒。

“鼎泰茶社，配合抗疫。动态清
零，演出继续……”晚上 7 时，演出
正式开始，黄志宇、孙泽文、王少环、
李铮、赵明坤、张秀杰、李文凯、刘
妍、张学京、王学江、李大平等相继
登台，在“说、学、逗、唱”中为沈阳观
众送上了一场文化大餐。

相声《数来宝》《八大吉祥》《脱
单手册》《笑语欢歌》、乐亭大鼓《卧

冰求鲤》、单弦《武松还家》等，当下
的社会现象与热点和近期火爆网络
的热梗，都很好地融入了相声段子
中，独特的风格、幽默的语言，让观
众大声叫好，鼓掌不断。

记者注意到，此次演出中，还有
多个新创作的抗疫节目，如相声《抗
疫新家书》、单弦《抗疫总动员》等，
让观众联想到为疫情无私付出的医
护人员、警察、各行各业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志愿者，他们平凡却闪光，努
力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付出。《抗疫
总动员》是王学江专门为沈阳抗疫
写的，王学江说，在疫情面前，每一
位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每一个守护家园的普通人，都奉献
出了一份爱、一份温暖，因为感动，
他写下了《抗疫总动员》。

鼎泰茶社年龄最小的演员黄志
宇，为了表达解封后快乐的心情，写
了一段小快板《清零啦》。这些曲艺
节目，给观众带来了笑声。

观众刘先生说：“学曲艺需要吃
苦，我们能坐在小剧场里欣赏这么
优秀的曲艺节目，感到很欣慰。”

相声茶社又传来了掌声
本报记者 杨 竞

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古代典
籍记载着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屠呦呦
获得了提取青蒿素的新思路，荣获
诺贝尔医学奖，让人看到了古籍的
惊人价值。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
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从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
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
化古籍工作保障等方面，对新时代
古籍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安排。文件
出台后，获得广泛关注。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顺应文化复兴时势，另一
方面是解决古籍质量痛点。

对古籍的整理、保护和有效利
用，是对中华文脉最好的延续。但衡
诸现实，古籍工作的现状却难言乐
观，依然存在部分古籍得不到关注面
临散佚的问题。说起古籍散佚，也让
我想起一个故事。1850年，林则徐路
过长沙时约见了青年左宗棠，送给他
一副集句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
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
丘。上联来自《兰亭集序》，下联来自

《左传》，就内容来说大都熟悉。但下
联提及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几
种古书到底是什么内容，就很少有人
知道了。原因就是这些书籍早已散
佚，在媒介不发达的古代，如果再碰
上水旱战乱，书籍要想穿越历史留存
后世，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

是，没有古籍的流传，中华文明如何
延续？《意见》的出台，可说是顺应文
化复兴的时势之举。

古籍整理，须有质量保证。朱
棣编修《永乐大典》时要求，“凡书契
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
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
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可见其体
量之大。这些大部头保留了很多古
书，但常被非议的一点，就是收集整
理的过程中，乱改体式、删改原文，
搞得面目全非，缺胳膊断腿。由此
可见，鲁鱼亥豕之类错讹，实为古籍
工作的一大痛点。近年来的古籍出
版物，即使顶级专业出版机构，错讹之
作也不时出现。对此，《意见》专列“从提
高古籍保护水平，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
编辑出版能力，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管理三大板块，护航古籍整理质
量，也可说是解决痛点的精准之举。

古籍的价值除了传承，更在利
用，利用是一种更好的保护。“世间
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出
于保护需要，经历了数千年的古籍有
不少存放在库房之中，连专业研究者
都很难看到。如何唤醒沉睡的典籍，
使之在新时代得以利用？《意见》专门
写了“推进古籍数字化”一条。从早
期的缩微技术，到现在的数字化古籍
资源库，这些新媒体手段对典籍传承
可说是如虎添翼。对于拥有5000年
文明的国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赓续文
脉更重要的文化工作呢？

古籍整理要警惕删改乱象
王鹏飞

特写 TEXIE

辽宁两部小说入选“全国青少年百种优秀出版物”

将文学的种子深埋进童心土壤中
本报记者 赵乃林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蒙古
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首部少
儿小说，作者以少年的视角描
述了铁木耳、海兰花等 5 个孩子
暑假跟着乌兰牧骑去草原经历
的一系列奇迹般的冒险故事。
同样，《多年蚁后》也是作家孙
惠 芬 创 作 的 首 部 儿 童 文 学 作
品，讲述了男孩童童偶然间与
一只蚂蚁成为朋友，获得抗拒
孤独的力量、内心逐渐强大的
暖心童话故事，作品叙事巧妙、
充满哲思奇想。

“看到推荐名单，我就上网给
女儿买了《乌兰牧骑的孩子》《多

年蚁后》这两本书。翻开书，通俗
易懂的语言、直观形象的画面，女
儿的心被牢牢抓住了！”小学生家
长车磊说。

为什么要写《多年蚁后》这样
一部儿童题材的小说？

孙惠芬告诉记者，2020 年 5
月，她到乡下老家的一次经历给了
她创作灵感。那段时间，她每天去
看庄稼、树木、小河、河里的石头、
各种昆虫……“当你有了孩童一样
的目光，当你长时间把人类之外的
生灵当成朋友，让自己像蝉和蚂蚁
一样在黑暗的洞里体会周边的世
界，你会发现关于爱、关于善、关于

勇敢，这些人类最基本最朴素的情
感，统统有了别样的生动……而此
刻，你无须思考如何写作，你只
需要与各种生灵心心相印、惺惺
相惜”。

孙惠芬说，当有一天萌生写
一部童话的灵感，便愿意让孩子
们通过自己的书写感受到“爱”

“善”“勇敢”这些生命意识所散发
的能量。“如果让一个孩子在童年
就了解人类之外的生命智慧，建
立慈悲、平等的价值观，拔除人类
唯我独尊的傲慢与偏见，那一定
是一个走向无限开阔无限广阔的
成长过程”。

▶两位作家都是第一次写少儿小说

《多年蚁后》内页的插图。

纳入此次“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的评剧《烽火映山红》剧照。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的“喜迎二十大 ，唱
响新沈阳”原创歌曲作品征集展演
活动日前启动。专业词曲作者和广
大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参与。

据了解，此次征集作品要紧扣
时代脉搏和价值取向，体现东北、展
现辽宁、全面反映沈阳多元的城市风
貌，作品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充满正

能量、有艺术感染力。征集内容分为
五大板块：“悠久历史”板块，着重抒
发对沈阳悠久历史的赞美；“黑土情
怀”板块，展现以“东北风”为代表的
沈阳地域民风民俗；“美丽沈城”板
块，侧重描绘沈阳名胜古迹；“普天同
庆”板块描写沈城人追求幸福生活的
时代形象；“英雄城市”板块着重树
立榜样，引领学习风向。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为5月25日。

沈阳启动
“喜迎二十大”原创歌曲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