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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闲窗休

闻闲趣闲

这个夜晚，注定是令观众
难忘的：

台上，高声地唱；台下，轻
声地和。两个小时，这种忘却
舞台界限的“合唱”贯穿演出
始终。5 月 22 日，在西安的陕
北民歌大舞台，当老中青三代
陕北民歌歌唱家齐聚献艺，唱
响一首首红歌时，“陕北民歌
一百年 百首红歌唱给党”纪
念5·23专场演出掀起了一波
又一波高潮。

歌者与听众共同演绎了
陕北民歌里的一则动人的红
歌故事。

本报讯（记者 刘彤） 5月26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琢玉讲堂内青春涌动，星光熠熠。这里正在举行第四届

“金驼微影视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活动。
当最佳女主角上台时，现场掌声雷动。原来今年的获奖

者很特别，是一位学生家长，她在学生执导的《开心疫记》
中，扮演一位淘气儿子的“唠叨”母亲，出色的演绎得到了
评审的一致认可。而这个奖项的颁布也体现了本届微影视节
与往届最大的不同之处。

文传学院党总支书记冯博表示，在今年的影视节中，学
院全面落实学校“三全育人”体制机制建设的相关要求，微
电影拍摄中既有老师出镜，也有家长担纲，还有社会力量的
参与，形成了教师、家长、社会力量育人的有机统一；既有
课堂的理论教学，又有拍摄实践和营销实践，做到了第一课
堂育人与第二课堂育人的有机统一；拍摄主题既有疫情防控
的宏大叙事，又有聚焦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体现了校内育
人与校外育人的有机统一。

主办方介绍，今年的“金驼微影视节”以“新开局”为
主题，以大学生之名叙述青春校园故事，传播校园正能量，
并庆祝文化传播学院建院十周年。该影视节自4月14日开
幕以来共收到学生创作的影视作品11部，既有讲述抗疫期
间的家庭亲情，也有展现新时代大学生风采、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题材。经校内外专家评审、打分，评选出最佳
摄影奖、最佳主题奖、最佳男女主角奖、最佳影片奖。

金驼微影视节，最早起源于该校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郭媛媛在04级学生课堂实践上的一次创意。如今经过一届
又一届学生们的参与、建设以及老师的支持，至今已走过
14年。目前该活动已成为首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的学
生实践品牌，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传播学专业人才，鼓励大
学生在创作、生产、宣传与运营实践方面大胆创新，鼓励他
们用镜头来传递校园正能量。

用镜头传递校园正能量
——第四届“金驼微影视节”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虽然距端午节还有半个多月，但是主角——粽子早已抢
“鲜”上市。今年的粽子花样翻新、口味更为丰富，不仅有
传统味道粽子，还有很多新颖特别的“健康粽”受到消费者
欢迎，成为市场新宠。

记者注意到，受轻食、养生理念的影响，今年粽子打起
“健康牌”，谷物粗粮粽、有机黑米粽、菌菇粽、水果粽等身
影渐多。厦门各大商超中不少商家均将这类风味清新健康的
粽子摆在醒目位置。“用藜麦替换部分糯米，还加入赤豆、
莲子、枸杞等食材，美味还养生。”店员积极推荐。

而厦门一些茶企的特色茶香粽也吸引不少顾客咨询，粽
子伴手礼价格也从100多元每盒到400多元每盒不等。导购
员介绍，茶香粽既有茶叶的清香，还能够解腻，美味又健
康。茶香粽也是荤素搭配，如燕麦百合茶香粽、李家茶香肉
粽等。

而网上的粽子市场，口味更为多元。记者在电商平台看
到，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粽子已开始热销，如桂花蜜藕粽、
鲜花百合粽、红酒黑加仑粽等，这些“小清新”的粽子受到
年轻人的追捧，近来预订量不断增加。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这也使得小巧精致且
清新健康的粽子正在成为新潮。”业内人士说。

端午粽子抢“鲜”上市
主打“健康牌”

本报记者 照宁

小日子是我向往的状态，生活有规律，每天按时上班，
准点下班。家中缸里有米，冰箱有菜，兴致来时邀朋友小
酌，节日假日随心所欲，能完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前段时间，工作作了调整，任务有了质和量的大幅减
少，不必再像之前那样，每天为工作的事情而身疲心累，基
本能做到上下班按时，夜里亦无须绷紧神经处在待岗状态，
过上赋闲的日子。下班之后随心随性做自己的事情，读喜欢
的书，看电视连续剧。

以前也坚持读书，但更多的阅读是工作需要的书籍。这
些书对工作极其重要，不得不学。困于时间的窘迫，自己喜
欢的“闲书”便无暇顾及。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读书补
脑，于人生大益。最好的读书状态，应该是既能开怀阅读，
且不带功利任务，为考试、为升学、为晋升、为工作等目的
的读书都是被动的学习。

前几天，从书架上找出去年买的汪曾祺先生的《慢煮生
活》。这本书的书名让我大为喜欢。慢煮生活的从容优雅，
不正是小日子的内核意义吗？汪曾祺先生简练质朴的文字，
随手拈来的日常生活原味叙述，抚慰了我的心境，填补了我
生活中的缺失，生活片段并不琐碎，温馨且充满了激情。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日子是美好的、好玩的。一茶一饭过
一生，虽略显单一，但口味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尝
一尝，倒也丰富多彩。不仅食物是这样，对书籍也一样，博
杂阅读能滋养日子、滋润灵魂。

我们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快节奏成为日常惯性，
仿佛骑着脱缰的野马停不了脚步，这种生活让人眩晕。而过
小日子悠闲自得，予人神清气爽，清粥酱菜可和胃止饥，大
鱼大肉也能自如有味。一天一天的日子从容不迫，书本一页
一页轻轻翻过，逐行逐字细细品读，无有功利，没有目的，
似无意义，只为快乐添油，简单充实，这就足够了。

过小日子，读无用书，得大自在。不慌不乱，心平气
和，去除的是人生俗味，萃取的是生命精华。这样的状态，
岂不与神仙同快哉？

过小日子 读无用书
赵小波

中午，漫无目的地走到了位于北京内
宫门口二条的鲁迅博物馆。不想是个周
一，例行休馆。正欲离去，大门右侧的灰
色墙面上，一个指示牌吸引了我的注意。
白色底板上，绿色的鲁迅侧面肖像下写着

“鲁迅书店”。跟随箭头往右走，很快就发
现了新天地。

青砖黛瓦，门帘处，黑色的木板上，
印刻着墨绿色的书店名称。左侧墙根处种
着一排翠竹，墙面上，是巨幅的鲁迅黑白
照片。照片中，先生坐在藤椅上，眼神专
注。照片掩隐在翠竹中，浑然一体，仿若
先生此时就坐在书店院子里一般。

进门处，贴着一副对联。上联：莽
原野草热风奔流一人知己；下联：呐喊
彷徨三闲二心斯世同怀；横批：故事新

编。读罢，脑海中一系列鲁迅的经典著
作一起翻涌而出，让人不禁叫绝。此
时，倘往左走，是一间茶室；往右看，
墙面上是一幅鲁迅先生在书房与青年交
流的画像；直走，通过贴有对联的门
口，就是书店了。

墨绿和白是书店的主色调，不大的
面积，却有一个专门的展示空间。书店
靠墙一侧的橱窗内，有数十册泛黄的鲁
迅旧作，既有我们熟知的 《呐喊》《彷
徨》 等小说，也有其杂文集 《野草》
《坟》《且介亭杂文》等，还有出版于20
世纪 20 年代的鲁迅学术著述的代表作
《中国小说史略》。斑驳的封面，好似一
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不用开口说话，人
们便懂得了岁月。

书店主要经营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类
图书。案台上的图书，几乎清一色的严肃
面孔。当你走到它面前，它不动声色，淡
然处之，全然没有其他书店常有的花枝招
展般的热烈。

书店最里面有一个讲台，店员介绍，
这里定期举办讲座、论坛等文化活动。一
直以来，鲁迅博物馆和其他文博单位一
样，承担了文化宣传、社会教育等职能，
前来参观的观众在浏览鲁迅博物馆内展陈
的同时，更有深入了解鲁迅其人、其文的
需求。2018 年 10月，鲁迅书店应运而
生，旨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学习阅读
鲁迅文论的场所。

中午一遇，匆匆告别，心里却格外惦
记这胡同里的书店来。查阅资料，才知道

鲁迅先生真开过书店。1927年，鲁迅就
在广州芳草街租了房子开了“北新书
屋”。虽然书店只生存了几个月，但先生
的书店情结可见一斑。

第二天中午，我又一次来到内宫门口
二条。这次，我先去了鲁迅博物馆。这
里，有鲁迅的生平展览，从绍兴、南京、
日本、杭州、北京、厦门、广州到上海，
先生一生的足迹，展现出不畏艰险、以文
救国、敢于战斗的民族精神，让人动容。

参观完博物馆，可以直接通往鲁迅书
店。带着先生的一生再走进这家书店，感
受更加不同。难怪在书店开业时，有人寄
望，鲁迅书店不应是一间普通的书店，要
更加突出它的思想性、特色性、专题性。

正午的书店，人很少，安静得就像一
间居家书房。选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
前就是鲁迅博物馆，玻璃的书桌下，陈列
着鲁迅先生当年的旧书和手稿。墙面上，
挂着他与妻子许广平、儿子周海婴一家三
口的照片。恍惚间，觉得这也许是先生当
年写作过的书斋，那凝重的气息仿佛还
在。这时，再捧起一本本鲁迅的著作，仿
若触摸到先生当年的生活，内心越发升腾
起由衷的敬仰来。

胡同里，“遇见”鲁迅
纪娟丽

一辈子的“红歌”情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
地方，好地呀方……”当压轴出场的她
现身舞台，清亮悠扬的歌声稳稳地穿透
剧场时，观众席内立刻爆发出一片叫好
声。

眼前的她一袭红装，人们知道，她
正是被授予“时代楷模”、人民艺术
家、“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的国家
一级演员、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贠恩凤，
但人们或许不知道，她已经81岁高龄。

耄耋之年，依然坚持登台献唱，正
是来自她一辈子的“红歌”情。

“我母亲年事渐高，记忆力有所下
降。但无论忘记什么，她都不会忘记这
些红歌、这些歌词。”孙蓓说，红歌贯
穿了母亲的整个艺术生涯，早已如同

“肌肉记忆”一般，成为她生命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每次唱红歌，都仿佛看到革命前
辈一样。”贠恩凤说，唱起 《南泥湾》
这首歌，眼前都浮现出革命先辈辛勤耕
耘、不畏艰险的背影。

“这首歌，诞生于我出生的年代，
我从小就听、从小就唱，一直受这首歌
里的精神鼓舞。”贠恩凤说，这首歌的
传唱度很高，它旋律优美、抒情、朗朗
上口，既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
八路军战士，更传递了他们不懈奋斗的
精神。

“贠老师经历过当年社会的疾苦，
再唱这首红歌时，总有‘过来人’所饱

含的那种情感厚度。听她唱歌，就像在
听故事，那一刻，仿佛历史和现实连在
了一起，特别让人感动。”一位观众感
慨，尤其是那句“如今的南泥湾，与往
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
江南，陕北的好江南”，像长者一声幸
福的喟叹，戳中了不少人的泪点。

选择《南泥湾》演唱，于贠恩凤还
有另一层温暖的含义。

“这首歌，是我们一家三代人美好
的回忆。”孙蓓说，几年前，从事作曲
工作的父亲孙韶重新编曲，为贠恩凤和
外孙量身定做了合唱版的《南泥湾》旋
律。

“我们从小听母亲的歌长大，我的
儿子继承了姥姥的音乐天赋，也继承了
她身上的红色基因。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首红歌在两代人之间传唱时，仿佛看
到了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也看
到了不少年轻人对于红歌的热爱和赤
诚。”那一刻，孙蓓心里是说不出的骄
傲和感动。

陕北民歌里的红色基因

如果说《南泥湾》唱出了细腻的情
感，那么陕北民歌歌王、陕北民歌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王向荣则用一首耳熟能详
的 《东方红》，唱出了开场的磅礴气
势。不同的是，他在前奏里融入了陕北
民歌里特有的信天游形式，又增添了一
番原汁原味的陕北味道。

“《东方红》《南泥湾》《高楼万丈
平地起》……陕北民歌中的这些经典红
歌，人们就算记不得歌词，也能跟着哼

唱几句，这可能是任何地方歌曲都无法
超越的一点。”王向荣说，而之所以能
有这样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一点，正是
其流淌的红色基因。

“陕北民歌包含三部分：传统民
歌、红歌、新民歌。而占据相当比例的
红歌，与陕北民歌有着天然的、紧密的
联系。”王向荣说，陕北是一片镌刻着
红色记忆的土地，当年，老一辈革命家
在这里英勇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也促成了如火如荼的红
歌创作氛围，成千上万的红歌在这片热
土上诞生、传承。

“大到一次次革命战役，小到村民
们与战士们的生活交集，再到中国共产
党和群众的鱼水情，这些红歌既是革命
事迹的记录者和承载者，也伴随着革命
先辈的光荣事迹，唱响大江南北。红歌
的起和兴，也同样反映了79年前《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人
民而歌、为时代而歌。”王向荣说，“民
歌是人民群众心里流出来的思想和生活
故事，而唱红歌也正是在传扬这些思想
和故事。”

红歌，王向荣唱了一辈子，也爱了
一辈子，更希望它能够得到代代守护、
薪火相传。

此次在演出中，涌现出的不少青年
歌唱家正是他所培养的新一代传承人。

“90后”的延锦园从小听红歌长大，此
次演绎的《拥军秧歌》更融合她自己的
感触。

“和我一样喜欢红歌的‘90 后’
‘00后’还有很多，我们希望接过红歌
传承的接力棒，这种精神不能丢，也不

会丢！”延锦园说。

在传承中唱响好声音

“我们办演出这么多场、这么多年
了，这是我最感动的一次，也是现场氛
围最热烈的一次。”西安市碑林区政协
委员、陕北民歌大舞台总经理刘德明有
些感慨，此时他耳边似乎都能回响起当
时观众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声、叫好
声，从现场演绎的第一首红歌 《东方
红》开始，到最后一首《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观众们也和台上的艺术
家一样，从头唱到尾。

“那种氛围，不逊色于一场明星演唱
会。”刘德明笑着说，对革命先辈的敬仰，
那份情感的共鸣，都融在了一次次的和
声中，让台上的老艺术家和不少观众都
热泪盈眶。“我相信这一切既来自艺术家
高水准的音乐造诣，也来自观众们对于
红歌所承载的精神内核的感动。”

刘德明介绍，陕北民歌是红色文化
的载体，7年来，陕北民歌大舞台一直
都在做传扬陕北民歌、传承红色文化的
事情。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他们也希望发挥优势，再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而前不久的一次延安行，更
带给他们新的触动。

“我们在延安采风时发现，红歌中
有很多歌曲都是以陕北民歌的形式唱响
的，而且这样传唱全国的歌曲，已经超
过了100首之多，这是多么宝贵的财
富！我们从中挑选了100首，发起了

‘陕北民歌一百年 百首红歌唱给党’
的主题活动。而这次5·23专场演出，
既是为纪念79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演出，也是这个系
列活动中最重要的一次演出。”刘德明
介绍，除此之外，他们根据该主题已经
策划了 20 多场活动，既有“把根留
住”的优秀传统民歌，也有红歌专场，
还有新时代新民歌，活动将一直持续至
7月。

“我们希望穿插不同主题和版块，
让人们感受红歌多元的魅力；也希望通
过推陈出新的形式，让红歌焕发出新的
生机。因此，我们在保留红歌原有旋律
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有
的是新唱法，有的是重新编配，有的是
新技术融合，让红歌既能传承经典特
色，又能唱响新时代的味道。”刘德明
说，“这次演出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和反
馈，相信红色精神也能跟随这些歌曲的
唱响，流淌进人们心中。”

陕北民歌 唱“响”红歌
文/本报记者 徐金玉 图/吴义

国家一级演员贠恩凤登台献唱国家一级演员贠恩凤登台献唱《《南泥湾南泥湾》》 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献唱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献唱《《东方红东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