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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童年最美的风景守护童年最美的风景
“在波兰克拉科夫广场，每天

嘹亮的号声都会在这里响起，这既
是当地例行的工作安排，也是海内
外游客必去感受的旅游项目。这号
声是为纪念波兰人对外敌入侵的反
抗而鸣。我也是从中汲取灵感，
《小村号声》由此诞生。”一场剧本
研讨会，就从《小村号声》编剧李
龙吟的讲述开始。

近日，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小村号声》剧本研讨会举
行。来自各个研究院所、高校的专
家教授齐聚于此，共同为这部红色
题材的剧本出谋划策。

“《小村号声》取材于北京市门
头沟区斋堂镇马栏村，这里曾是八
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
发生过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李龙
吟说，在这其中，有一位年轻人的形
象让他格外动容：他是挺进军司令
萧克将军的小房东，9岁就成了一
名八路军战士。在后来的战斗中英
勇负伤后，他没有选择住进干休所，
而是回到了马栏村，回到了当年萧
克将军的司令部。为了纪念八路军
那些老战友，他每天都会雷打不动
地在村子里吹响军号。他还把号声
传给新一代的少先队员，让这革命
的号声一直吹响。《小村号声》的故
事也由此展开。

导演李唫针对剧本作了简要阐
述，并结合戏剧架构、舞台美术等提
供了“导演工作剧本”。

“北京特色、西山故事、革命
情怀、现代元素，这部剧融合了多

重元素。而且它的切入点很独特，
人物选材也很有特点，将红色文化
和现代青年的故事结合到一起。”
国家一级编剧李宝群说，最有特色
是它的“穿越”构想。“让现代青
年‘穿越’回去，历经战争的残酷
和生死离别，更能感受英雄人物保
家卫国的坚定信念，这场穿越，何
尝不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当然，如
果本剧能有一首主题歌曲，将会更
加增光添彩。”

“在 2019 年第一稿剧本初成
时，我就曾了解过 《小村号声》。
升级后的剧本，又引发了我的更多
思考。”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
梧桐说，“剧作架构给二度创作呈
现了无限可能，尤其是导演和舞美
为原剧本做了很多充实工作和视听
语言的丰富，能让年轻人去和历史
对话，递进大学生对于生死的选
择，并升华到对战争的深思，这个
戏变得更有意义。”

这部剧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有原
型，且都是年轻人，他们愿意为了
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同样
让梧桐很受触动。“当前荧幕和舞
台上涌现出很多红色题材的作品，
而这一题材的选题和立意，将会别
出心裁地感染很多年轻人，并留给
人们更多思考：穿越不能改变历
史，但我们可以改变未来，今天所
改变的未来正是明天的历史，作为
当下的年轻人，我们要如何从自身
出发，发挥自己青春的力量，为国
家贡献光和热……”梧桐说。

小村再次响起“号声”
——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小村号声》剧本研讨会召开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剪刀、粗吸管、彩泥……在中
国闽台缘博物馆老师的带领下，营
员们巧手制作的一个个木偶头造型
开启了刷屏模式，多姿多彩的中华
文化凭实力“圈粉”了一众海内外
华裔青少年。

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福建
省侨联、泉州市侨联、泉州市教育
局承办的“亲情中华·为你讲故
事”网上夏令营——泉州营（第4
期） 举办线上开营仪式，来自菲
律宾、马来西亚、美国的 500多
名华裔青少年聚首“云端”，共同
学习以闽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
文化。

本期夏令营还开设了包括手工
艺术课、趣味讲座、端午节云端包
粽子、叠龙舟等主题的云直播课
堂，并举行跨营、跨地域、跨时差
的传统文化知识PK赛。在教学模
式和课程设置上，每一场云课堂均
分设少年班和儿童班，有针对性地
进行差别化教学，力求给海外华裔

青少年奉上一场与众不同、别开生
面的中华文化大餐。

“作为新一代华裔青少年，我
们希望在今后学好中文，把这些经
典的文化瑰宝继续传承下去。”作
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粉丝”，
菲律宾营员许伊倩说。

营员家长代表、马来西亚永春
联合会青年团总团长郑敬祥则表
示，希望通过这次网上夏令营，让
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
风土民情和闽南文化有更深的
了解。

“当前，海外疫情依然严峻，
严重影响了华裔青少年的学习和生
活，但阻挡不了大家对中华文化、
祖籍地文化的热爱之情，阻挡不了
大家对‘根魂梦’的向往和依
归。”泉州市侨联主席温锦辉表
示，去年以来，侨联已经连续举办
了多期网上夏（冬）令营，海外华
裔青少年参与热情高涨，学习氛围
浓厚，互动效果很好。

为你讲故事
——华裔青少年走进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

本报记者 王惠兵

自古以来粽子就是端午节的象
征，作为一种节日习俗和传统美食，
深受文人墨客们的喜爱，留下了许多
脍炙人口的佳作。

“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这
是元稹《表夏》中的诗句。其中“碧
筠”和“白玉”二词非常传神，既凸
显了箬叶的绿，也彰显了粳米的白，
让人读了不禁怦然心动，仿佛真能看
到五彩丝线缠绕的深绿色箬叶和里面
包裹的晶莹玉白。

郑谷的诗句“渚闹渔歌响，风和
解粽香”，描写的是岛上渔家欢度端
午节的热闹气氛，一个“香”字，把
粽子芳香四溢的诱人气息，刻画地活
灵活现。

“二月春风送嫩寒，空新角黍早
登盘。摘来半户青芦叶，香里晶莹玉
一团。”张春华的这首诗写得朴实近
人，农户们用自家的粽叶裹粽子吃，
粽子虽不如达官显贵们的豪华，但是
吃起来有股浓浓的亲情味道。

“玉粒量米水次淘，裹将箬叶苧丝
韬。炊余胀满崚嶒角，剥出凝成细纤
膏。”诗人谢墉的这首《粽子》，诗中不
仅详细描写了家乡粽子的制作过程和形
态，赞誉粽子的美味，还借粽子倾吐对
远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古代，粽子按形状分类，有角粽、
菱粽、筒粽、秤锤粽之分。欧阳修的词

“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
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
双凤”，描写的是角粽；陆游的“白白

餈筒美”和沈亚之的“筠筒楚粽香”则
说的是筒粽。

在唐代讲究“九子粽”。唐明皇李
隆基的“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温庭筠的“盘斗九子粽，甄擎五云浆”
等，描写了九子粽的形态。九子粽是一
种传统的粽子，九只粽子从小到大串成
一串，用九种不同颜色的线捆扎，非常
漂亮、美观，常被当作礼物赠送亲友。

文人墨客们也在作品中描写了粽子
的材质。林苏门描写的火腿粽：“一串
穿成粽，名传角黍通。豚蒸和粳米，白
腻透纤红。细箬轻轻裹，浓香粒粒融。
兰江腌酺贵，知味易牙同。”让人读了
唇齿生香。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
杨梅”的诗句，在粽子里加上果品，更
是别出心裁。

这些诗词不仅描述了粽子的色、
香、味、形，更散发出浓浓的粽香，洋
溢着一份独特的中国文化底蕴。

古诗词里粽飘香
杨金坤

坐在图书馆安静地读一本书，
对于城市的孩子也许不算什么，但
对在大山深处的山村儿童来说却是
难以企及的梦。

5月末，为贵州大山环抱的战
马村建一座乡村图书馆的朋友圈邀
约吸引了记者的关注，而发起人正
是被中央统战部选派到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的张冬冬。

2019年10月，张冬冬第一次
来到大山深处的战马村，当时的印
象记忆犹新。这个离县城只有20
多公里的村子被群山环抱，艰难的
盘山路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村中
的条件可想而知。

“战马小学有197名学生，在
走访过程中发现，他们中不少孩子
父母外出，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他们家里除了课本之外很少有其他
书籍，也没有买书的渠道，更没有
看书的空间，休闲生活就是在村中
空地追跑玩耍。”张冬冬当时看到
村里有一个农家书屋，但体量比较
小，无法满足村民特别是孩子们的
阅读需求。

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眼
前的一切让张冬冬很是触动，“孩
子的童年，不只有大山的绿和土地
的黄，也有书籍中字的黑与纸的
白。”于是，在各方协调和简单整
理后，这个二三十平方米的老房子
成了战马村乡村图书馆的雏形——
战马书屋，并在去年6月1日正式
开馆。

为了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张冬冬邀请了中国西部大学生志愿
服务项目的毕业生来管理图书馆，
并在小小的战马书屋实施了“读书
存折”制度，每个孩子都有一本存
折，记录他们在图书馆的时间，并
将累积的时长换成阅读点，可以在
隔壁的爱心超市，换取来自全国各
地捐赠的文具和玩具。

“渐渐地，孩子们有了阅读的
习惯，每天都有10到20个孩子来
到图书馆阅读和学习。”张冬冬欣
喜地看到阅读的种子在战马村孩子
的心中生根发芽。“不久前，我接
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那时已经挺

晚了。她说，‘张书记，咱们图书馆
已经关门了，但里面的灯一直亮着，
您知道钥匙在哪吗，我去把灯关
了。’”张冬冬说，他当时很感动，
因为这意味着孩子们已经把图书馆当
成了自己的地方，他们爱那里，关注
那里的一切。“乡村图书馆是对山村
儿童的很好的陪伴，帮助他们爱上阅
读，学会表达自己，了解更广阔的世
界，改变他们的生活。”

如今，各地捐来的图书越来越
多，小小的书屋已经放不下了，而二
三十个孩子同时读书也到达了极限。
于是，张冬冬萌生了再建一个大一些
的、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图书馆的想
法，也就有了5月末在朋友圈发起的
战马书屋的建群邀请。

“现在这个群已有100多人，有
的要捐赠图书，有的要提供建设设计
方案，总之方方面面的爱心人士很
多。”张冬冬说，“上个周六，给我们
设计过三宝图书馆的设计师专门从北
京来村里实地勘察，测绘老建筑及院
落，还有南京城市规划院的院长陶韬
博士也一直在参与规划。”战马书屋
建成的模样在张冬冬脑海里越来越清
晰了。

“每个乡村在建设之中，都应该
有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而‘诗
和远方’离不开乡村图书馆点缀。”
张冬冬说，他们希望通过建设乡村图
书馆，在文化注入乡村的同时对外传
播乡村文化，通过文创、农创等方式
挖掘、放大乡村价值，让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的人，在外界惊羡的目光中重
新发现熟悉中的陌生世界。

张冬冬表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
后，路电水讯等硬件短板已经补齐。
而在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振兴
必将得到更大的重视。

“我们期待，在乡村图书馆里，
乡村社会的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阅读
书籍，看看电影，分享体会。”张冬冬
充满向往地说，乡村图书馆不仅点亮
了山村儿童和老人们的生活，也成为
战马村对外交流的一个新平台。“希望
通过我们即将建成的战马书屋，把青
年力量引入乡村，激活乡村，在‘看
见’与‘被看见’中以父辈们从未见
过的方式改变乡村的面貌。”

乡村图书馆：

为山村儿童打开一扇窗
本报记者 刘圆圆

他的朋友圈常有这样一组街巷
对比照：

空无一物的墙壁上，陡然出现
一处黑色小广告，如同一块擦不掉
的牛皮癣，突兀、扎眼；

不久，这里变成了一幅画，或
是小动物开着飞车徜徉在空中，或
是森林中即将被砍伐的小树闪着无
辜的神色，色彩斑斓、童趣尽显，
寓意流淌在画作中。

一前一后，映照的正是“街头
童话”发起人杨叶的日常：边溜
达、边琢磨、边找墙。一周7天，
他有4天扑在墙上。

杨叶的初心很简单：“我想把
街头的这些黑色小广告，用画笔和
色彩改作有趣的童话故事，‘净
化’孩子们的眼睛和心灵。”

于是，街头成了他的工作室，
焕然一新的街头一隅，是他悄悄送
给孩子们的礼物。

这份礼物，杨叶一送已是
6年。

2015年夏，在大城市工作的
杨叶，工作途中常会路过一个城
中村。

“那时街头巷尾的墙上，常常
充斥着各种黑色小广告：麻将扑克
必杀技、快速贷款、办证等。这些

‘牛皮癣’广告有时候甚至是虚
假、丑恶的，势必会影响孩子们对
真善美的判别，污染他们纯净的心
灵。”这样的街头“牛皮癣”，着实
刺痛了杨叶的眼睛。

方寸之间，一场墙面的“战
争”就此打响。

“我拨通了这些电话号码，说
明了自己的来意，他们有的表示无
奈，是工作所需；有的则在电话那
头骂骂咧咧……”说到这儿，杨叶
无奈地笑了。从源头改变不了，改
变现状总是好的。

他一有时间就会带着颜料、画
笔出门，让这些黑色小广告“改头
换面”：从这些电话号码涂写的线
条出发，再结合当前的社会热点，
进行构思、想象，勾勒出能给孩童
启发的童趣画作。

“叔叔，您这是在画什么呀？”
“叔叔，我能和你一起画吗？”杨叶
的创作时常会吸引孩子们聚拢在周
围。他将画笔递给这些自告奋勇的
小朋友，他们稚嫩的笔触间，延伸
出无限的想象和创造，连杨叶自己
都备受启发，感觉内心中童趣、纯
真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

数小时甚至数天过去，“牛皮
癣”不见了，街头更美了。

“我们用画笔传递出环保、友
爱的美好理念，通过这样的创作，
修复人和自然、生活环境之间的关
系。”杨叶说，初心的坚持，以及
越来越多的孩子的“加盟”，让他
有了更多持续创作的动力。

这些年来，他的大本营驻扎
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而他经
过的每一个落脚点，都会邀请孩
子们一起来创作，到现在至少已
覆盖了几十个地方。有时他也会
邀请家长，共同参与到这一公共
艺术中来。

最令杨叶惊喜的，是他的儿
子。“他知道爸爸在做的事，主动
担纲起我的小助理。每次从幼儿园
回家的路上，或者途经别的街道，
都会一路帮我观察。一有发现就会
兴奋地告诉我，哪个地方又有了新
的电话号码。”杨叶笑着说。

如今，他还把街头课堂搬进了
校园。“在幼儿园里，我会让孩子
们将父母的电话号码写下来，指导
他们如何在数字中萌发创意，画出
一幅作品来，用画作和故事记住父
母的电话。在我看来，这不只是对
画画艺术的启蒙教育，更重要的是
一种情感的传递，是一种真诚又动
人的表达方式。”

这个过程中，常有孩子们的创
意惊艳到他。一个数字变成月亮，
两个数字变成摩托车，某位幼儿园
小朋友用画笔勾勒了一个早出晚归
的快递员爸爸。

“孩子们善于观察，也有自
己的情感，他们用这种方式打开
思维、关注生活，告诉爸爸，
他在自己心中是怎样的模样。”
杨叶说。“画画是一种有趣的、
可爱的语言，我们不用强行灌
输给他们过多的程式和理论，
而是让他们用画画去表达，自
然而然地也会感知到视觉的美
好和乐趣。”

作为一名艺术家，杨叶不只把
数字变成画，有时还会把它变成音
符。他将这些街头的电话号码发给
朋友，经由他们编曲，又化作了一
首又一首轻快、活泼的乐曲，并被
他制作成短视频共享出去。

短视频中的杨叶，头戴牛仔
帽，弹着五弦班卓琴，流动的音乐
和身后的画作，何尝不是街头的另
一幅画？

街头有童话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我常去一家书店，叫和平书
店。它坐落在宛平城内，紧邻中国
抗日战争纪念馆。现在你一定猜到
了书店名字的由来。

我是无意中发现这家书店的。
最近闲着，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
书。随手一搜，被书店的气质和距
离吸引，打算一探究竟。

书店外观采用清代砖木，复古
质朴；内在以绿色为主，清新明
亮。平日里，客流不大，我暗想，
这如何维系生计？后来，从店员小
郝处得知，书店是人天书店集团的
实体书店，刚开业不久，主要经营
高校图书馆馆配服务。正因为客流
不多，书店较为安静，是读书的好
地方。所以，闲着的时候，我不是
宅在家里，就是窝在和平书店。一
来二去，跟所有的店员都熟了起
来。有时候他们太忙，我还会“冒
充”店员帮忙招呼顾客，也算实现
了“开家书店”的文青梦。

最初，我带着自己的书来看。慢
慢地，我开始探索店里的书。这里的
书籍很“硬核”，以军事类为主，包括
战争、武器和抗战史等。如果你是军
事迷，一定会爱上这里。

在和平书店读书的时光让人贪

恋。不只是因为书店安静的环境，
还因为宛平城内古朴又日常的生
活氛围。书读久了，眼睛生疼，
腰也作痛，便出门转悠一圈。初
夏时光，正是最舒服的时候，附
近民宅的百姓零零落落散在城内
街道两旁消磨时光。这边，大爷
在下棋，局势紧张；那边，妇女
在闲聊，家长里短。往主街两边
错落的小路看去，有些稍显破旧
的民房，沿路走去，总能遇到几
个在自家门口晒太阳的大爷大
娘，唠上几句家常。

这还不够。
和平书店的魅力还在于宛平城

厚重的历史。宛平城建于明末，是华
北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
城。修缮后的宛平城保留了明、清时
期的原貌。走在街上，阳光都似乎多
了一层复古滤镜。而书店不远处的
抗日战争纪念馆、城墙上保留着的
弹痕记录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提
醒着你这里曾亲历战争的洗礼。在
城内转悠一圈，再钻回书里，书仿佛
也更生动了。一页一页，在指缝间，
波澜壮阔的抗日往事徐徐展开。

和平书店虽新，却藏着惊心动
魄的历史，待你去阅读。

在和平书店读“时光”
单佳慧

战马书屋开馆后战马书屋开馆后，，成为村中儿童喜爱的休闲场所成为村中儿童喜爱的休闲场所。。

在山东淄博谢家店村在山东淄博谢家店村，，杨叶叔叔邀请孩子们一起在乡村街头画杨叶叔叔邀请孩子们一起在乡村街头画
画画、、写故事写故事、、唱儿歌唱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