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话是儿童文学重要体裁之一，通

常通过丰富的幻想和夸张、象征、拟人

等手法塑造有趣的形象，讲述适宜儿童

阅读的故事。随着童话创作实践和理论

的发展，童话不仅仅为儿童所喜爱，不

少成年人也喜欢阅读童话。赵丽宏的新

作 《月光蟋蟀》 就是一部大人小孩都喜

爱的童话作品。

作品以 《月光蟋蟀》 为题，书名第

一 印 象 就 给 读 者 烙 上 东 方 美 学 印 记 。

“月光”和“蟋蟀”两者单独并无特殊

含义，但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便好似起

了化学反应生成新的物象，像李白“疑

是地上霜”的月光、孟浩然“江清月近

人”的月光、白居易“露似珍珠月似

弓”的月光……而这里的蟋蟀，更让人

联想起“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

灯明”的场景，整体给人以“明月皎夜

光，促织鸣东壁”的东方美学想象。当

然，蟋蟀以其好斗的特点为大家所熟

悉，作品以此为题也给我们一种强烈的

阅读期待。

果然，开篇序曲月光下的田园交响

音乐会便震撼了我们的视听。作品以诗

性的语言，将我们带进自然界的交响乐

团，在各种“乐器”和“声部”中穿

行。作家不惜笔墨，渲染着大自然的天

籁之音，层层推进，最后将故事的两个

主角“玉顶”和“铁头”推入舞台的聚

光灯下。当“铁头”不幸被蟋蟀猎人虏

走后，“玉顶”伤心得茶饭不思，在梦

乡中被两位小朋友带走。“玉顶”来到

男孩家里之后，看到的是带有浓郁中国

韵味的南纸铺。通过对环境和笔墨纸砚

的描写，作家巧妙地将中国元素呈现在

故 事 当 中 ， 读 来 令 人 有 别 样 的 艺 术

感受。

童话在我国古已有之，王泉根教授

认为，唐代作家段成式采集整理的 《酉

阳杂俎》 是中国第一部童话集。随着

“童话”一词被引进到中国，西方对中

国童话的影响，体现在童话作品的大量

传入，以及思想观念和文学理论的冲击

上，促进作家更多地以儿童为中心，以

儿童视角将物拟成“人”，赋予其以人

的情感、人的语言、人的思想等来写

故事。

《月 光 蟋 蟀》 便 将 人 的 情 感 、 语

言、思想赋予蟋蟀身上。非但如此，作

家还抓取蟋蟀的生物学特征，比如通过

振动翅膀鸣响传达信息、通过触角辨别

方向、通过牙齿撕咬来格斗等，运用蟋

蟀的第一视角来观察世界，推进故事发

展。故事中对草地的描写、对洞穴的描

写、对蟋蟀之间打斗的描写，甚至是蟋

蟀被捕时的细节，关在盆里的细节等，

无一不展示出作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精

准、深厚的文学功底。作家调动童年经

验，将蟋蟀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写得丝

丝入扣，显示出其超强的童年记忆，以

及细致和耐心。作品营造了一个微观视

域的画面效果，将读者带入一个神奇的

昆虫眼里的世界，读来新奇而有趣，令

人爱不释手。

同赵丽宏之前创作的 《树孩》 一

样，《月光蟋蟀》 偏向抒情型童话。赵

丽宏通过以动物为主角的童话叙事，结

合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想象，创作出介于

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童话小说。这种小说

从儿童的视角来看是契合儿童审美的，

从文学机理上看是嵌入儿童内心的，以

儿童观的逻辑自洽。更难能可贵的是，

作家遵从客观世界逻辑，遵从动物与人

类无法直接沟通对话的现实，巧妙地将

这两个世界的交流艺术地融会起来了，

打通了现实与幻想世界的秘密通道，这

是对儿童情趣和审美要求的更高难度的

挑战。作家用童话的叙事，表达了对弱

小生命悲悯的情怀，表现出对生命的尊

重、赞美与眷恋，给了我们关于生命的

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月光蟋蟀》 的艺术

特色最为突出的是诗性的表达。故事从

月光中的音乐会开始，在月光中音乐会

结束，很多章节里不时有月光描写，通

篇浸润在诗性语言当中。作为诗人、散

文家、编辑家于一身的赵丽宏，经过十

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早已转身成为儿童

文学作家。他怀着一颗未泯童心，充分

发挥诗人、散文家的文学底蕴，用生动

传神、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将他对儿童

的喜爱表达得淋漓尽致。其细腻情感化

的表达，对真善美的由衷追求，在 《月

光蟋蟀》 里表露无遗，让读者内心产生

了巨大的共鸣，给人以温情、感动和憧

憬。可以说，这是一部适合大人和小孩

阅读的、有关生命教育的、充满哲思的

儿童文学作品，用悲悯情怀和充满诗意

的笔触谱写了一曲理想的、温暖的、动

听的、充满爱的月光奏鸣曲。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编辑）

中西方童话美学的融合
——评赵丽宏长篇童话小说《月光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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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本书，我想展现

中华民族的历史之美、文化之

美、哲学之美、人情之美、伦

常之美。”今年，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协常委，宁夏回族自治

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郭文斌

出版了自己最新的散文集 《中

国之美》。在他看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要用文学书写中华文化之

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承

载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基 因 和

血 脉 ， 是 不 可 再 生 、 不

可 替 代 的 中 华 优 秀 文 明

资源。

当 地 时 间 7 月 27

日 ， 在 印 度 新 德 里 召 开

的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第

46 届 世 界 遗 产 大 会 通 过

决 议 ， 将 “ 北 京 中 轴 线

—— 中 国 理 想 都 城 秩 序

的 杰 作 ” 列 入 《世 界 遗

产名录》。至此，中国世

界 遗 产 总 数 达 到 59 项 ，

成 为 人 类 文 明 创 造 与 遗

产资源的泱泱大国。

今 年 也 恰 逢 大 运 河

申 遗 成 功 10 周 年 ， 引 发

了 我 对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遗

产 的 精 神 价 值 的 关 注 和

关 切 。 7 月 27 日 ， 第 32

届 全 国 图 书 交 易 博 览 会

济 宁 分 会 场 暨 首 届 济 宁

市 图 书 交 易 博 览 会 在 济

宁 市 全 民 健 身 广 场 开

幕 ， 我 有 机 会 参 加 了 分

会 场 的 相 关 活 动 。 在 当

地 宣 传 部 门 的 支 持 下 ，

我 参 观 、 调 研 了 位 于 任

城 区 古 槐 路 的 河 道 总 督

署 遗 址 公 园 。 多 次 重 游 大 运 河 ， 我 看 到 生 生 不 息 的 大

运 河 孕 育 了 两 岸 繁 盛 的 文 化 ， 长 长 的 大 运 河 贯 通 南

北 ， 串 联 着 历 史 的 记 忆 ， 如 明 珠 般 的 文 化 遗 产 、 文 物

遗存散落在运河两岸。

遗址公园内的河道总督署展示馆位于遗址公园东南

角 ， 刚 刚 对 全 体 市 民 开 放 。 展 厅 以 “ 砥 柱 中 原 转 漕

上 国 ” 为 主 题 ， 描 绘 了 大 运 河 源 流 千 载 和 河 道 总 督 署

司运治运 600 余年的壮丽画卷，揭示了济宁这座历史文

化 名 城 因 河 而 兴 、 因 署 兴 城 的 历 史 密 码 。 展 厅 还 复 原

了 明 清 时 期 济 宁 市 景 ， 让 人 身 临 其 境 ， 感 受 老 济 宁 的

城市烟火气息。所谓“运河通，济宁兴”，济宁是会通

河 开 通 以 后 兴 起 的 运 河 城 市 ， 明 清 两 代 成 为 山 东 乃 至

北 方 运 河 沿 线 最 为 繁 华 的 运 河 城 市 之 一 。 从 南 门 城 外

的 大 运 河 走 上 码 头 ， 思 接 千 载 ， 视 通 万 里 ， 仿 佛 可 见

大 运 河 上 百 舸 争 流 ， 商 贾 云 集 ， 运 河 两 岸 城 市 街 市 繁

华 ， 商 铺 林 立 。 清 代 商 业 街 巷 复 原 场 景 ， 还 原 了 清 代

济 宁 手 工 业 钱 庄 、 布 匹 、 红 炉 业 、 药 铺 、 杂 货 店 、 竹

器业等的繁盛景象。

展示馆还通过大量的视频，集中展示了元明清三代

治 河 名 臣 的 治 河 历 程 ， 像 郭 守 敬 、 宋 礼 、 潘 季 驯 、 靳

辅 ， 一 直 到 于 成 龙 ， 林 则 徐 ， 他 们 勤 勉 治 河 的 事 迹 鼓

舞人心。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

大 的 人 工 运 河 ， 包 括 隋 唐 大 运 河 、 京 杭 大 运 河 与 浙 东

大 运 河 。 它 沟 通 了 中 国 南 北 五 大 水 系 ， 西 连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 东 连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是 世 界 海 陆 交 通 中 极 为 重

要 的 一 环 。 自 古 以 来 ， 大 运 河 文 化 对 国 家 统 一 、 社 会

稳 定 、 经 济 发 展 都 有 着 深 远 影 响 。 扬 州 的 大 运 河 博 物

馆 成 为 游 客 扬 州 文 化 之 旅 的 必 经 地 ， 北 京 通 州 的 大 运

河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的 多 处 建 筑 物 已 成 为 年 轻 人 倾 心 向 往

的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编纂

了 《大 运 河 画 传》， 成 为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中 的 必 读

书，还有著名学者史念海 《中国的运河》、单霁翔 《人

居 北 京 ： 一 脉 中 轴 伴 水 行》《大 运 河 漂 来 紫 禁 城》、 姜

师 立 《传 奇 中 国 ： 大 运 河》、 许 卫 国 《运 河 三 部 曲》、

王磊 《流变之景：艺术史视域中的大运河》、程颢 《壮

游 大 运 河》 等 著 作 从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 文 化 阐 释 传 播 、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 区 域 协 同 治 理 、 运 河 学 理 论 等 方 面 ，

有 力 阐 释 了 大 运 河 文 化 作 为 中 华 文 明 重 要 文 脉 的 历 史

意 义 ， 生 动 诠 释 和 有 力 见 证 了 中 华 文 明 连 续 性 、 创 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大 运 河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标 识 性 符 号 ， 其 承 载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根 和 魂 。 我 们 越 是 身 临

其 境 ， 越 会 深 刻 感 受 到 中 华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 宏 大

气 质 与 隽 永 情 致 ， 让 人 流 连 眷 顾 、 思 绪 绵 长 。 我 们

要 深 入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 统 筹 保 护 好 、 传

承 好 、 利 用 好 大 运 河 这 一 祖 先 留 给 我 们 的 宝 贵 遗

产 ， 深 入 挖 掘 大 运 河 文 化 蕴 含 的 精 神 价 值 ， 让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当 代 价 值 在 新 时 代 发 扬 光 大 ， 使 大 运 河

永 远 造 福 人 民 。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

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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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西域文书·汉文卷》 由中华书

局出版。该书收录国家图书馆

所藏西域汉文文书及其研究成

果。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为

“ 图 版 释 文 编 ”， 刊 布 文 书 296

号，图文对照，便于研究参考

使用；下编为“研究编”，收录

相关研究论文 14 篇，解读这批

文 献 所 揭 示 的 于 阗 军 政 体 制 、

税粮制度、中原文化传播等内

涵。

据介绍，2005 年至 2010 年

间，国家图书馆分五批征集入

藏了出自新疆和田的西域文书

900 余件，连同后续购藏、受赠

的 2 件，共编为 820 号。这批文

献 形 制 多 样 ， 涵 盖 汉 文 、 藏

文、于阗文等九种文字，内容

涉 及 官 私 文 书 、 书 信 、 典 籍 、

佛经等方面，其中 30 余件有确

切纪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

对 这 批 珍 贵 文 献 开 展 修 复 保

护，开展整理研究工作。

在 日 前 于 国 家 图 书 馆 举 行

的新书分享活动上，专家们表

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

书·汉文卷》 的出版，不仅为

西域史研究和隋唐史研究提供

了新资料、新视角，也体现了

目前西域文献修复保护、整理

研究的前沿水平，具有重要的

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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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滋养和激励中生长

在郭文斌的文学创作中，传统文化

是 极 为 重 要 的 主 题 。《农 历》《吉 祥 如

意》《中国之美》 ……无论是小说还是散

文，都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他坦

言，面对浩瀚灿烂的中华文化，如何用

文学书写和表达，经历了一个逐渐生长

的过程。

“童年，在父亲一出出地演唱秦腔的

时候，大戏里那些历史人物，关云长、诸葛

亮 、郭 子 仪 、包 拯 ，让 我 朦 朦 胧 胧 地 感 受

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定海神

针一般的东西。也许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

中华文化的种子，文化自信的种子。”郭文

斌的家乡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

县将台堡镇，那是一片有着深厚文化传统

的土地，故乡不断塑造着他。

“ 早 上 听 着 鸡 鸣 声 醒 来 ， 准 备 好 农

具 ， 田 间 地 头 里 都 是 人 们 忙 碌 的 身 影 。

辛勤播种耕耘、期待丰收喜悦，农耕生

活朴实而纯粹。而乡风民俗，是那么丰

富多彩，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千百年

来传承不息。” 田 里 、 山 头 、 河 边 ， 儿 时

的郭文斌沉浸在乡土的滋养中。随着年龄

增长，不断学习知识积累思考，当他再回

望故乡时，那些曾经经历的生活有了更深

的 意 蕴 ， 他 也 更 加 读 懂 了 土 地 的 诗 意 。

“ 年 年 岁 岁 面 朝 黄 土 背 朝 天 辛 苦 劳 作 的 身

影 ， 让 我 无 数 次 想 起 厚 德 载 物 ， 自 强 不

息；土地给人类的馈赠，收获的辛劳和喜

悦，让我读懂了天人合一；像大家庭一样

的村子，让我体会到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郭文斌说，乡土是伟大的，乡土承

载 的 丰 厚 的 文 化 传 统 培 育 了 自 己 的 精 气

神，是自己文学的启蒙和创作的滋养。有

人问郭文斌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他

的回答是“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

传 统 节 日 和 节 气 ， 让 郭 文 斌 尤 为 着

迷。写过年，他说，“脚下是宽厚的大地，

头顶是满天繁星，远处是隆隆炮声，心里

是满满当当的吉祥和如意。上了沟台，坐

在沟沿上歇息，你会觉得年是流动的，水

一样汩汩地在心里冒泡儿。”写端午，“既

是甜醅子的香，又是荷包的香，又是艾草

的 香 ， 又 是 五 月 五 这 个 日 子 的 香 ， 更 是

‘天之香’‘地之香’‘人之香’。”写二十四

节气，“二十四节气中的时间是活的，有生

命 有 温 度 的 ， 能 够 呼 吸 的 。 它 让 天 、 地 、

人、物的关系人格化、审美化，也让中华

文化有了可感可亲的烟火气。”

1998 年，郭文斌开始写长篇小说 《农

历》， 这 是 一 次 对 传 统 文 化 创 作 深 入 的 探

索，也系统地展现了传统节日和节气。小

说 以 传 统 农 历 中 的 节 气 和 节 日 为 章 节 名

称，从姐姐五月和弟弟六月两个孩子的视

角，讲述发生在乡村的故事，温馨的乡村

家庭生活、充满仪式感的节日氛围，描绘

出文化传承的动人画卷。回想起来，郭文

斌 感 到 “ 那 是 一 次 近 似 狂 欢 的 写 作 经 历 ，

面前是一个美得让人无法收拾的世界。”

2014 年，郭文斌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

大型纪录片 《记住乡愁》 的文字统筹，有

机会行走在中华大地上，更鲜活地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美丽、优雅和强

大生命力。他曾写下这样的文字——许多

台本，我都是流着热泪读完的……我甚至

能 够 感 觉 到 ， 祖 先 从 远 方 伸 过 来 的 手 掌 ，

轻按在我的肩头，给我力量，让我感受到

一种藏在大地深处的生命力、和谐力、建

设 力 。 它 连 着 天 地 ， 连 着 岁 月 ， 它 是 生

机，是春意……

今年 1 月 1 日，《记住乡愁》 第十季开

播，节目走进新时代中国乡村，拍摄绿水

青山中的家园，讲述乡村振兴故事，展现

今日乡村的活力与希望，展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涵养。“行

走多年，我真切感受着乡村的巨变。通过

生动讲述乡村故事，希望观众感受到山河

之美、人文之美、历史之美，感受到中华

文脉赓续。”郭文斌说。

不 断 启 发 、 体 验 ， 展 望 中 华 文 化 之

美，于郭文斌而言，“中国之美”的写作便

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时代发展中绽放文学魅力

“在 《中国之美》 一书中，我写到了真

诚 、 中 和 、 平 等 、 仁 爱 、 优 雅 、 自 在 之

美，这也是我所希望的。”郭文斌表示，中

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通过这本书，想探讨如何推动

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增

强文化自信，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强调聚焦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让郭文斌更加感受

到作为文学工作者责任的重大。“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

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加快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

国际传播效能。这既是新时代赋予文学工

作者的使命，也是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环节。”郭文斌认为，文学能够

滋润人心，在记录、反映时代方面有着独

特的优势。作家既要与时俱进，从时代巨

变中触发文学灵感、寻找文学素材，把最

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也要重视文化

的积淀与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赓续文脉中服

务时代，在时代发展中绽放文学魅力。还

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让更

多 的 人 了 解 和 感 受 中 国 文 学 的 精 神 力 量 ，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 深 化 文 化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 要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精 准 对 接 人 民 群 众 的 文 化

需 求 ， 让 更 多 的 人 享 受 到 优 质 的 文 化 产

品 和 文 化 服 务 。” 郭 文 斌 表 示 ， 要 从 工 作

和 履 职 两 个 方 面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 立 足 实 际 ， 勇 于 探 索

创 新 ， 谱 写 文 艺 发 展 的 宏 伟 篇 章 。 作 为

政 协 委 员 ， 他 将 继 续 深 入 基 层 调 查 研

究 ， 积 极 建 言 献 策 ， 为 推 动 文 化 繁 荣 、

建 设 文 化 强 国 、 建 设 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

作出贡献。

用文学书写中华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谢颖

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中国之美》

《月光蟋蟀》

多 次 重 游 大 运

河，我看到生生不息

的大运河孕育了两岸

繁 盛 的 文 化 ， 长 长

的 大 运 河 贯 通 南

北 ， 串 联 着 历 史 的

记 忆 ， 如 明 珠 般 的

文 化 遗 产 、 文 物 遗

存散落在运河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