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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
明博大精深。红色文化作为中国
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要
深入挖掘好、研究好、阐释好、
展示好，让红色文化在新征程上
焕发时代光彩。

1月12日，在以“红色文化在
全民阅读体系下的探索及应用”
为主题的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
访谈上，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总经理李忠、《中华读书报》原总
编辑王玮、世游互联（北京）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信豪围绕
如何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开创
红色阅读新形式、技术赋能红色
文化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赓续红色血脉
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
传承而不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
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红色江山来之不
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
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
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
传。”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李忠介绍，由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
盟主办的“书香中国万里行”全民
阅读系列活动，沿着党波澜壮阔
的斗争史、奋斗史、建设史足迹，
从井冈山、遵义，到延安、西柏坡
等地，接续举办红色阅读推广活
动，始终在阅读中重温光辉历程、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历史传承重在代际传递，加
强青少年的教育尤为重要。“在
我小的时候，阅读形式匮乏，每
逢寒暑假，父母都会从单位的图
书馆借连环画带回家，就这样，我
读了《闪闪的红星》《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书籍。虽
然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和互联网，
但书籍中传播的真善美、荡气回
肠的英雄故事、栩栩如生的英雄
形象，都深深地扎根在当年的少
年儿童心中，塑造了我们的人生
观、价值观。”李忠回忆道。

李忠认为，红色精神的传承
要从孩子抓起，在他们童真的心
底埋下纯真的红色种子。青少年
是一张张纯洁无瑕的白纸，在他
们的成长期，我们要让青少年读
者接受红色教育，打下红色烙
印，将宝贵的红色精神作为培养
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重要载体。

基于此，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将阅读活动逐渐延伸到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创作。
在2023年12月18日，集团启动
了“妈妈导读师”系列活动之

“新阅读·新创作”红色经典原创
剧本大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根基，激发“三种文化”新活
力，产出更多弘扬和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丰富精神世界、增强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进一步服
务于阅读活动。

李信豪认为，红色文化有着
海量的优秀内容，是需要被传
播、被学习的。“借助新阅读、
新形式、新方法的运用，可以将
红色文化的推广落到实处。”

王玮也表达了对红色经典原
创剧本大赛的期望：“希望大赛
的红色经典原创剧本，从历史实
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借助新奇形式、交互体验、科学
技术等优势，为红色传承带来新
机遇、新发展、新模式，赋能红
色基因长久传承。”

创新剧本形式
让红色文化鲜活起来

红色文化如何让年轻人愿意
看、喜欢看、看得懂、记得住？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红色基
因得以赓续的关键，也是时代发
展对红色文化的必然要求。

李忠指出，阅读红色书籍、
参观红色景点等传统形式已经难
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当下，我们
应该充分发挥红色经典文学、影
视、剧目、音乐等载体作用，打
造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故事、
场景、体验形式等，形成对红色
文化的“代入感”。

李信豪认为，红色经典原创
剧本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他说：“‘Z世代’成长于信息爆炸
的网络社会，思想活跃、兴趣广
泛，更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注重体
验。在文化形式日益丰富的今
天，红色文化与剧本阅读等方式
的结合，必将进一步拓展受众在
红色阅读中的参与感、体验感。”

李信豪介绍，截至目前，红
色经典原创剧本大赛已经收到
400余部各品类作品的投稿。其
中，沉浸式剧本阅读作品超过总
数的三分之一，包括沉浸式剧本
娱乐、线下沉浸剧场、互动剧、与
实景文旅结合的剧本作品；影视
剧目类的剧本作品占两成左右，
包括电影、舞台剧、短视频剧本
等；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发布或者
发行的剧本作品。

王玮表示，沉浸式的红色剧
本内容和形式能够通过更加直
观、更具冲击性的演绎表现力和
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让广大群
众对作品所传达出的文化精神产
生深刻共鸣，吸引更多年轻观众
参与其中。

据李信豪介绍，红色经典原
创剧本大赛组委会对征集到的红
色剧本，已经做了一系列的落地
工作。首先，将红色剧本与红色文
旅景点、历史文化景点相结合。大
赛产出的部分优秀作品可以与革
命历史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等进
行深度合作和开发，并根据不同
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设计出独
具特色和吸引力的旅游线路，让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通过体验式、
沉浸式、互动式的内容，深入了解
革命历史，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其次，针对传统的文学品
类，红色经典原创剧本大赛组委
会将定期在图书馆等公共场馆举

办优秀作品的体验和推广活动。
在评审周期内，以每月 2—3 次
的频率，将部分优秀参赛作品进
行线下点映、测试。在剧本审核
的同时，同步进行商业化及市场
端的应用探索。

最后，将红色剧本与党建活
动、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红色
经典原创剧本大赛获奖作品将进
入校园、政企、公共机构，通过开
展一场场鲜活的、沉浸式的党史
学习教育，不断探索红色文化与
党建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机
融合路径，实现优秀红色文化剧
本的有效落地。

王玮也指出，将具有教育性
和艺术性的红色文化剧本落地，
是一个充满创新但具有挑战性的
过程。在红色文化剧本的创作过
程中，要深入挖掘和提炼“三种
文化”的价值，确保作品的质量
和效果。在落地过程中，还需要
做好版权的保护工作，同时避免
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问题，保
持文化的本真和内涵。

加强技术赋能
讲好红色故事

随着大数据、AR、VR 等新
技术的广泛运用，用数字化手段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文化，不
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新技术为红色文化的传播开
创了新载体，也为红色文化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以5G、全
息投影等数字技术为支撑，能够
建立起立体化、全景式的体验场
景，丰富用户沉浸式的场景体验，
让红色历史变得可感知、可触摸。

李忠讲述了参观贵阳市龙洞
堡国际机场旁的“红飘带”（长
征数字科技艺术馆） 的感受，

“在沉浸式的长征文化体验空间
中，通过全维度影画场馆、飞行
屏与舞美帷幕矩阵、全息影像等
方式，我们伴随着场馆空间和影
像的变化，置身江河飞渡、天险
奇袭、战地拼杀等一幕幕历史场
景之中。‘红色故事+科技’的
呈现方式，令人深感震撼。”

“在红色文化作品的创作过
程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传
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相结合，
可以创作出具有时代感和创新性
的作品。”王玮补充道。

李信豪介绍，在本次大赛的
剧本创作中，将运用科学技术对

“三种文化”进行时代化、多元
化表达，推动剧本场景的拓展，
展现剧本独特的魅力。他举例
说，比如话剧 《红箭 红箭》，
通过多媒体声光电的技术结合，
让观众仿佛化身真正的军工人，
走进导弹发射试验现场，在极具
震撼力的爆破画面和灯光色彩中
感受军工人的危险与使命。

“新时代，我们必须勇于创
新，与时俱进，提升科技在红色文
化传承传播中的应用广度，同时
也要不忘初心。”最后，李忠强调，
不管在任何时代，无论阅读的形
式如何变化，我们对红色创作的
要求，有一条不变，就是内容的感
染力、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传承红色基因 焕发时代光彩
□本报记者 米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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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初心，温暖童心”，新
时代儿童文学同它所服务的少年
儿童一样朝气蓬勃。1 月13 日，
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儿童
文学作家刘海栖，辽宁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薛涛，
重庆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委会
主任、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李姗
姗做客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
访谈，共论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
与儿童阅读。

秉持初心
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

“文章合为时而著”，每一
代儿童文学都有其鲜明的时代
烙印。新时代的儿童文学创作
在与时俱进中一路高歌。扎根
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们深
刻 体 会 到 ， 只 有 秉 持 创 作 初
心，方能以有温度、有营养的
佳作点亮孩子的童年。

时代不同，但是童年的经
历却是相通的。“我想把童年的
故事讲给现在的孩子听。”刘海
栖坦言，“我写的书就是我童年
的经历。我希望通过作品告诉
现在的孩子，我们那一代人甚
至 我 们 上 一 代 人 所 经 历 的 童
年，通过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
作品，记录我们国家、民族的
文化传承和血脉相连。”

正如在 《街上的马》 中，
刘海栖用一辆钢铃车、一台矿石
收音机、一只“三级管”、军人
的宽腰带等元素，从历史中打捞
记忆，让孩子们“穿越”回去，
体会那个年代童年的生机与活
力，引导当下的孩子们懂得独立
自主与责任担当。

作家的初心来自对文学、文
字的热爱。“我的文学世界里的童
年，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
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童年
创作，都葆有青涩、新鲜，乃至幼
稚，这是关于童年我内心的一种
坚守。”薛涛率直地说道，希望自
己永远像文学青年一样葆有对儿
童文学创作的激情和热情。

“9 岁的时候，我与文字结
缘。在老家的山村，当全村孩子
的爸爸们出去打工之后，我成了
大山中的小信使，帮村里人写信
给远方的亲人。”结合童年的经
历，李姗姗说道，“文字就这样由
陌生变得熟悉，由熟悉变得亲切，
由亲切变成热爱，在大学时加入
文学社，慢慢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我也渐渐地从童年的大山走向了
文学的大山。”李姗姗的童年在农
村长大，大自然的奇妙让她热爱
生活，也激励她想把更多关于童
年的故事讲给现在的孩子们听。

“儿童”和“童年”是儿童
文学出发和回归的原点。坚持
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新时代
儿童文学创作要坚持儿童文学
的轻盈之美，既要心怀现实生
活，也要乘着想象的翅膀飞翔。

书写童年
现实是滋养创作的“宝水”

现 实 生 活 是 滋 养 创 作 的

“宝水”。从熟悉的生活入手方
能写出好的作品，如入选《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3 年度童
书的《乒乓响亮》，就是源自刘
海栖童年打乒乓球的经历。他用
不事雕琢的语言、不经意的幽
默，写出一代少年在乒乓运动中
的成长和挑战。“没有一件事情
能给我带来这么多感受。我想告
诉读到这本书的朋友，去运动
吧，在运动中见识世界，学会相
处，丰富情感，挑战困难，战胜
挫折，享受胜利……这一切种
种，能使人健康成长。”刘海栖
笑着说道。

薛涛在白旗镇的驻村生活，
成为其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独特经
历。作为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白
旗镇莫家村第一书记，薛涛在完
成日常工作的同时，也在积累并
沉淀着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他
把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思、所感
写成了《我不是博物学家》。同
时，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他把那
些看似平常的事件和普通的邻里
乡亲，作为故事的主角写进了童
话，著成了 《南山童话故事》。

“镇上的孩子们读了这些作品，
说我算是优秀的作家。”对此，
薛涛感到很自豪。

有感于三星堆博物馆的参
观，李姗姗想把灿烂神秘的古
蜀国文明讲给孩子们听，于是
便有了长篇考古童话 《器成千
年》 的诞生。这部备受孩子和
家长好评的作品，以新时代中
国考古标志性成果的小切口，
以小泥巴 “ 堆 堆 ” 想 要 成 器
的 梦 想 为 线 索 ， 穿 越 三 千
年 ， 将 泥 巴 的 成 器 与 孩 子 的
成 长 暗 合 交 融 ， 生 动 展 现 三
星堆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时代意
义，将灿烂神秘的古蜀国文明
渊源娓娓道来。

“成器、梦想、坚持、勇
气，是我希望这篇童话能带给
孩子的精神滋养。”李姗姗现场
分享自己扎根三星堆采风创作
的经历，讲述其对于考古工作
者的采访与观察，“他们薪火相
传、代代守护的工匠精神和奉
献精神深深感动着我。希望通
过这部作品，让更多的孩子走
近考古、爱上考古。”

聚焦现实题材，书写“中
国式童年”，是当下许多儿童文
学作家创作探索的重点。在浩
瀚的现实中，他们敏锐地寻找
到孩子精神成长与更广阔的社
会生活、宇宙万物之间的关联
点，把过去不曾或者很少涉猎
的 题 材 大 范 围 地 进 行 文 学 转
化，蓄积了更多滋养孩子们情
感与心灵成长的养料。

打好底色
让阅读助力青少年成长

随着全民阅读的大力倡导
与深入推进，以及儿童文学创
作及作品的繁荣兴盛，儿童阅
读 也 愈 加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重
视。身为儿童文学创作者，不
仅要为孩子写好书、著好书，
更要为孩子读好书、挑好书，

让高质量的阅读助力青少年成
长，打好精神底色。

“读经典，一定要读好书，
让阅读成为生活的一种状态。”
在刘海栖看来，孩子要从小培
养爱阅读的好习惯，“真正能让
我们受用一辈子的，就是读好
书，读那些有意义的书。”刘海
栖的阅读习惯就是自小培养而
成。父母为了支持他阅读，从
小给他订阅 《小朋友》《红领
巾》 等杂志。刘海栖在部队当
兵 时 依 然 保 持 着 爱 阅 读 的 习
惯，部队拉练走到哪里都背着
书，晚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
读书，“读书能让我们的人生之
路越走越宽，永远保持朝气蓬
勃向上的态势。”

因为驻村工作经历，薛涛
为白旗镇的学校建起了阅读基
地。“很多出版社给我们捐赠
了 大 量 图 书 ， 在 他 们 的 帮 助
下，如今每个班级还建起了阅
读角。因为这个，我也成了白
旗镇的名人，走到哪里，孩子
们都会指着我说：‘你就是帮
我们建立阅读角的薛叔叔，我
们都认识你。’”薛涛坦言，
阅读推广可以是从建阅读角、
阅 读 基 地 的 这 样 实 事 着手推
进，“这个过程对我自己也是滋
养，没想到会对孩子产生这样
的影响。”

“阅读不要设立门槛，让孩
子 们 在 阅 读 的 过 程 中 学 会 选
择。”薛涛建议儿童阅读要先从
量入手，只有一定数量的阅读
积累才能谈质的提高，“不要拘
泥于某一类，尽可能开展广泛
涉 猎 的 阅 读 ， 在 阅 读 的 过 程
中，把好的书留在书架上。”

激发孩子的内生阅读动力
很关键。结合自己童年的阅读
经历，李姗姗可以说是在寻宝
式的探险中爱上阅读的。她记
得自己从父亲的床底下扒拉出
来的一本杂志，让自己第一次
知道有“作家”这个行业。从
奶奶的米缸里，她拼凑出生活
的小窍门，也明白了文字是有
功能的。“我小时候，阅读是稀
缺资源，就一本语文书翻来翻
去，爱不释手，甚至可以倒背
如流。如今，书籍被普及和推
广，孩子的书包装不下，柜子
里塞满了，可能就没有我们小
时候那么稀奇了。”

“我认为，父母可以把书作
为一种珍贵的礼物，作为表现
很好的奖励，和孩子一起读，
一起做笔记，一起来分享的乐
趣。”李姗姗建议道，同一本
书，买两本，孩子读一本，父
母读一本，在约定的时间里交
换阅读感受，看看都对哪些情
节最感兴趣。这样不仅可以增
进亲子关系，也把爱、温度、
智慧等融入到了文字中，通过
书籍来引导孩子成长。

大家一致认为，儿童阅读
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要努
力创作更多高质量的儿童文学
作品，滋养孩子们的心灵，培
养更多可以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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