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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商小舟） 2
月4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北京
市属广播电视机构和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共
同参与的2024年“北京大视听过大年·视
听春天来了”活动在京启动。活动现场发
布了 2024 年“北京大视听·视听春天来
了”十大主题活动。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杰群在致辞
中表示，“北京大视听过大年·视听春天来
了”活动，将深挖北京视听资源，鼓励
16+1区融媒体中心宣传推介各区特色资
源，创意制作具有北京特色的电子贺卡、
数字人拜年合集，开展云上庙会、直播演
出、话题互动、线上演唱会、居家健身等
活动，让节日氛围热闹起来；积极推出惠
民举措，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切实提升用

户视听体验，促进数字文娱消费；精心做
好春节晚会类节目的创作播出，加强节日
期间多元化节目编排和“京产”作品供
给，让老百姓在一场荧屏璀璨的春日盛宴
里，共迎新春、共赏芳华。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2024 年“北京大
视听过大年·视听春天来了”十大主题活动
包括：“春天的呼唤”，主要发布“北京大视
听过大年·视听春天来了”系列主题活动；

“春天的印记”，发动16+1区融媒体中心、
成员单位，组织开展“2024寻龙探访”主题
活动；“春天的旋律”，精心做好春节晚会创
作播出；“春天的光影”，加强节日期间多元
化节目编排和“京产剧”供给；“春天的视
界”，上线“北京大视听过大年”网络专区，
30 家市属重点网络实体平台首页首屏推

出“大视听过大年”专区，集中展播十大品
类优秀作品；“春天的味道”，组织开展50
余场线上年味主题活动，涵盖云上庙会、直
播演出、话题互动、线上演唱会等形式；“春
天的礼物”，联合市商务局、小米、京东，依
托歌华有线IPTV，举办多场视听零距离活
动，让群众共享“家门口”的公共文化服务；

“春天的旅程”，开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系列融媒直播；“春天的生机”，通过举
办线下活动、文创市集、亲子合家欢视听文
化消费等方式，赋能节日消费；“春天的憧
憬”，开展以“欢欢喜喜过大年”为主题的节
目和精品内容评选推优活动，广泛征集 1
月1日至元宵节期间与龙年春节有关的新
闻、节目、短视频、直播、线下活动等进行评
选推优。

启动仪式上，北京广播电视台、爱奇
艺、优酷、抖音、快手等五家单位代表分
别介绍了各自在春节期间即将推出的新春
主题活动和重点作品。大家纷纷表示，将
充分发挥北京大视听资源禀赋，用优质的
文化服务和高品质内容供给向人民群众致
以新春的祝福。

据悉，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将组织市属
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打造线上“春节档专
区”，于 2 月 4 日至 17 日集中展播剧集、
电影、微短剧、动画片、综艺节目、文艺
晚会、纪录片、短视频、音频节目、境外
引进影视剧等十大品类共计1000部3万集
视听作品，组织平台开展限时免费看、会
员充值享优惠等活动，开展超50场丰富
多彩的年味主题线上活动。

2024年“北京大视听过大年·视听春天来了”活动启动

1000部3万集视听作品线上展播

本报讯 （记者田野） 2月2日，农历腊月二
十三，第101期《读者》分享会走进新加坡。这是
该活动首次走向海外。

近年来，《读者》杂志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面
向全球推出了多个版本，用真善美的“世界语”，
向海内外讲述中国故事。据了解，此次活动汇聚了
新加坡当地文化、教育及慈善领域众多人士，来自
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的留学生，
以生动的故事分享了他们在世界各地阅读《读者》
的经历。同时，线上直播和全球《读者》粉丝一起

“云朗读”，并为新加坡著名作家尤今颁发了 《读
者》杰出贡献作家奖、《读者》文化交流大使聘书。

“大学时期对《读者》情有独钟，几乎每期必
读。新加坡甚至有人将《读者》作为教授学生的中
文教材，《读者》 在新加坡的影响力远超我的预
期。”参与活动的新加坡读者丛安说。

“ 《读者》 一直致力于打造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窗口，始终坚持传递真善美的价值观。”此次活
动组织者毛雪说，第 101 期分享会意义非凡，它
代表 《读者》 分享会第一次来到海外，也是中新
文化的一次深度交流。

读者杂志社副社长陈天竺说，《读者》将努力
做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

第101期《读者》分享会走进新加坡

本报讯 （记者黄琳 通讯员叶蓉） 2
月5日，第六届“浙版传媒好书”榜单在浙
江杭州揭晓。《解码：“八八战略”为什么
行》等15种出版物荣获2023年度“浙版传
媒好书”称号。

此次获奖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有
围绕重大战略、中共党史等的主题图书，如

《解码：“八八战略”为什么行》《仰望星
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美术经典中的党
史》《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中国共产党与
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奋斗》；有阐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人文读物，如《寻纸》《凉州十八拍》

《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陈
明达全集》；还有亚运题材的文艺佳作，如《完
美一跳》《云端有个足球场》等，以精品力作把
握时代脉搏，展示时代风采。

自2018年始，“浙版传媒好书”已连续
评选6届。本届“浙版传媒好书”评选历时
一个多月，评选范围为2022年12月至2023
年12月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图书或音像
电子出版物。

2023年度
“浙版传媒好书”揭晓

本报讯 （记者李雪昆） 2 月 4 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 年春节联欢晚
会》顺利完成第四次彩排。此次彩排中，
艺术与技术的融合更加深入，演员们的表
演状态更加饱满。节目经过反复打磨日臻
成熟，各环节衔接流畅自然，整场晚会充
盈着春潮涌动、活力满满的氛围。

据了解，“春”的意象在晚会多个创
意节目中巧妙呈现。武术节目中再现中国

武术经典，以武争春，一招一式刚柔并
济，尽显春日里的万物竞发和勃勃生机；
舞蹈节目创新演绎经典名作，充满天真童
趣的少儿舞蹈与芭蕾相结合，洋溢着蓬勃
生长的盎然春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原
生态演唱者带来一组民歌串烧，赞美家乡
的山河锦绣、春色满园。

不少新面孔首次登上总台春晚舞台，
为节目注入了新活力。京剧马派名家朱强

与麒派名家陈少云共同演绎经典剧目《龙
凤呈祥》，共话“南麒北马”的梨园佳
话；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李云霄与多位
京剧、评剧、潮剧等剧种的青年演员全情
投入，共同呈现新时代戏曲百花园姹紫嫣
红的繁荣景象。

特别邀请的奋斗者代表让浓浓暖意和
满满信心在总台春晚舞台和观众席间交融
汇聚。来自各行各业的先进工作者一展行

业风采，在耳熟能详的动画片插曲中，分
享童年欢乐时光和少年长大后的圆梦时
刻；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田
野诗班的孩子们，用童言诗趣书写喜庆祥
和的团圆年。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距离除夕夜越来
越近，总台春晚节目组正全力以赴、精雕
细琢，力求用一台平实、喜庆、优美的春
晚，与全球华人一同共享“文化大餐”。

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完成第四次彩排

《追光的耳朵》（江西教育出版社）这
本散文集充满了纯真的诗性。这种诗性不
是刻意为之的乡愁记忆，亦非对于苦难生
存经验的升华，而是对中国乡土童年经验
的本真表达。作者左右回溯自己的童年
记忆，记忆中的乡土充满了山川河流的
气息，饱含着天地万物的活力，充溢着
乡野、山村、儿童和中国式亲情伦理的
滋润。

乡土记忆具有季节性，四季依然是
乡村最鲜活的生存体验。童年记忆很多
都发生在夏天，夏日悠长，炎热、炎热
中的闲暇和闲暇中的疯玩，往往成为童
年夏日最好的注脚。乡土中国的夏天因
融入乡村野地而具有开放性，童年记忆
充盈着农耕生活的日常性，却在一定程
度上打破既有的陈规陋习甚至物质生活
的简陋贫瘠，孩子们可以最大限度体验融
入野地的活力和乐趣。

《会飞的鱼》描述了童年的夏天，这
是有着夏夜、凉席、稻田、荷塘、知了、
蜻蜓、萤火虫、会飞的大鱼的日子。孩子
们融入乡野，释放自然天性，玩到忘我的
境界。童年的夏天是不愿意醒的美梦，拥
有夏天童年的人会用美梦般的童年治愈成
长之旅中的诸多伤痛。秋天的乡土则富有

更多季节更迭的意味。童年的秋天，少年
看到时光的流逝。《秋天的胡子》中，作
者的想象力像云彩一样变幻莫测。秋天有
着初秋、金秋和寒秋的节气变化，野地里
的小动物们——蛐蛐儿、蝴蝶、野蜂、山
羊、野兔、蚂蚁、夜晚在天空中失眠的大
雁，以及在麻地湾“落叶归根”的麻雀
们，伴随着秋的脚步，呈现出各自不同的
生命体验。动物们用直接的生命活动方式
呈现秋天的特质：秋风中的觅食，秋阳
中的贮藏，秋雨中的零落和仓皇。因秋
气萧瑟，植物大多呈现出落木萧萧下的
景况，而蒲公英种子们则带着特有的静
默与坚韧，将自己撒播在天地之间。年
节更迭，秋收冬藏。冬天是驻足休整、
隐身藏匿的季节。《从前的雪》中，有着
这样的语句：“从前的雪，积得很深……
从前的雪，下得很怪……从前的雪，下得
浪漫……从前的雪，像远方的童话。下雪
的时候，我总有一种错觉，人可以从今年
睡到明年，很长很长时间都不会醒……”
简短的篇幅和简洁的文字，写出了乡土冬
季的安稳、静谧与远离尘嚣。

乡土童年是和动植物朋友们深度融合
的率真时空。比之于当下儿童们时常逛动
物园、植物园、公园乃至游乐场，乡土童
年拥有更多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动植物朋
友。这本散文集记述了在教室外面树枝上
鸣唱的知了，它们比孩子们更勤奋更卖力
地唱啊、读啊，成了“尖子生”。乡村的
麻雀们在教室内外叽叽喳喳，毫不谦让地
占领地盘，成了闹哄哄的“旁听生”。作

者还记述了让村人和孩子既遥想又恐惧的
赛鹤岭上的野狼，摹写了那只治愈了少年
失落童年的狼狗——黑虎。黑虎不仅是失
聪少年的玩伴，更是庇护者。黑虎和少年
野性大发，跑遍了麻地湾和赛鹤岭：“日
子如金钱河里的水，虽然在无声流逝，但
一天比一天丰满、真诚。”黑虎和“我”
融入野地和自然，获得了新生的勇气和力
量。植物朋友们更为细致可感，有刺的苍
耳浑身是宝，在有苍耳的童年，少年学会
了自愈和长大。高大的皂荚树、缤纷飘落
的皂荚花和皂荚的清香，隐喻着母爱、亲
情以及乡村伦理风俗的温润美好。“莲叶
何田田”的诗句落实到乡村日常，便是九
眼荷塘里的荷花、荷叶和游鱼，以及能够
治愈身心的奶奶的莲藕蒸饭。奶奶种花且
送花，园子里的麻秆花色泽浓烈，各色应
季花卉、油菜、瓜蔓的花儿徐徐开放，她
的花园聚集了诸多细小而感人的美与善。
花儿们以自己静默无声地绽放让童年时光
芬芳而美丽，奶奶用浓浓的慈爱浸润了少
年的身心，让他在乡土童年学会了欣赏
美、感知爱，以及给予爱。

乡土童年是和云朵、星辰、山川与河
流交流互动的神奇时光。麻地湾地处秦岭
山脉，是个有山、有水、云雾缭绕的山
村。对于云和雾的记忆，在童年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少年的想象力往往发生在云
朵之上和浓雾之中。在《白云边》中，奶
奶说：“在乡下，云朵上的神灵是有耳朵
的。”云是无声无息、变幻无穷的，在奶
奶的讲述中，云是一位仙子，是呵护所有

小生命的神灵。《寄给云朵的信》 中写
道：“麻地湾上空的云朵，总有一股麦草
发酵之后散发出的清甜的味道。我在云朵
上想念一个人。”作者以云朵之上的视角
关注着山村、漫山的紫云英、可爱的女
孩，表达了善解人意的祈愿——云朵守护
的女孩会变成天使。《赛鹤岭的雾》写了
在大山深处的生存体验，避世隐居的不便
在云雾缭绕中有了不一样的阐释，山村成
为白云深处的世外桃源。浓雾深处的大
山、动物和植物神秘莫测，雾中的赛鹤
岭、麻地湾成为神话和传奇的息壤，是可
以安置少年身心的家园，也是激发想象力
和文学情思的灵根。故乡童年的星辰则更
加明亮硕大：“那时候的星辰，和我们一
样调皮，不肯乖乖待在夜空中，一不小心
就跌落到湖里，成了波光粼粼的湖中的探
秘者。”

河流对于少年来说具有极其特殊的意
义。作者在 《河流传说》 中这样描述：

“每个人的身体里或许都流淌着一条故乡
的长河……从我们出生开始，就通过大地
的缝隙、湿气的浸润，进入我们的身
体。”故乡的河流——金钱河，承载着关
于财富的愿望，汇聚着春天云淡风轻的
温婉，承载着夏天水上嬉戏的喧闹和汛
期河水上涨的狂暴，倒映着秋日水鸟的
翩翩，呈现着冬日如山水画、如隶书般
的意境与韵致。正是具有无限魅力的金
钱河让少年沉迷于它的魔力之中，也间
接导致了他的失聪。河流赋予童年生活
的乐趣有多少，失聪之后，少年对河流

的憎恨就有多少。散文用非常质朴的语
言表达了自己对于河流的爱与恨，并在语
词表达的情境中，最终抵达了对于河流更
为深切和深情的认知：“在我看来，河，
是世间万物的灵动之源；河，是诗人灵魂
的清洗池。”

这本散文集对于乡土童年的叙事有着
非常珍贵的诚恳品质。失聪给少年带来巨
大的伤害，家人们尽管非常伤心，却能够
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厄运的折磨，这是中
国文化特有的安分守拙、乐天知命的教
养。家人们让黑虎陪着少年在野地里疯
跑，在自然中汲取山川河流和动植物朋友
们的灵气和根性，找回作为人的自尊。散
文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书籍的
匮乏，少年在山村的犄角旮旯里寻觅带文
字的纸片、报刊和书籍，这种匮乏在现在
看来几乎是难堪的，然而在这种对于方块
汉字的寻觅中，少年让父母亲朋更加了解
自己，也愈发坚定了自己对知识的追求。
由此，少年开始了自己的村小生涯，并进
入一所所对他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校。
童年的厄运让少年消沉，然而乡土亲情
和乡野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少年的
很多伤痛；对书籍和知识的热爱，让他
在和厄运的抗争中，成为一个扼住命运
咽喉的勇者。

总而言之，在《追光的耳朵》中，那
个曾经丢失童话的少年，原谅了不再童话
的童年，回溯了传统的乡土中国和乡土童
年。作者以童心照亮乡土中国的山川草
木、飞禽走兽和日月星辰，书写了童年时
期独特个体的生命体验，同时在追光的过
程中，用清澈通透的语词重现了中国乡土
纯净的审美体验和诗性表达。作品叙述了
山乡景致、四时更迭、童年趣事乃至命运
挫折等内容，呈现了作者淳朴而自然的心
性、率真而敏感的心灵、纯真而倔强的个
性；与此同时，在乡土童年镜像中，呈现
出乡土中国安稳质朴、生生不息又阔大包
容的审美特质。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诗性与童心的照亮
——略谈左右文本镜像中的乡土中国和乡土童年

□郭艳

本报讯 （记者尹琨） 施普林格·自然
集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近日在沪宣布，双方
将于今年联合出版学术期刊《数字教育前沿
（英文）》，聚焦数字技术和教育领域的跨学
科研究。作为双方多年出版合作的又一成
果，该刊的推出将助力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
行动，以及全球教育变革，并促进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数字教育前沿 （英文）》旨在揭示数
字教育政策演变趋势、分析关键的研究问
题，并帮助应对数字教育和技术创新中的紧
要挑战。该刊关注的主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在
教育中的应用、教育中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
实、数据分析和学习分析、在线及混合学
习、移动学习和微学习、数字公平和教育包
容性等。该刊实行同行评审，采用混合型出
版模式。作者既可选择订阅型出版方式，无
需支付文章处理费；也可选择开放获取出版
方式，支付文章处理费，文章一经出版即可
供所有人免费阅读和获取，以实现研究成果
的快速广泛传播和应用。

据悉，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目前已与中
国高校、科研机构和学会合作创办了200多
种英文学术期刊。自2005 年与高教社合作
以来，双方已合作出版13种学术期刊，覆
盖物理、机械工程、计算机、能源、环境科
学和医学等学科领域。此外，双方还在学术
图书出版领域建立了紧密合作, 过去10年
合作出版了近60种图书，涉及教育学、历
史、数学和多个自然科学及工程研究领域。

《数字教育前沿 （英文）》主编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总编辑谭方正担任，联合主编由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杨宗凯、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李永智共同担任，顾问委员会和编
委会成员来自中、美、德、法、荷兰、丹
麦、蒙古等国家。

施普林格·自然携手
高教社合作出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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