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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作为原创儿童文学
一翼，地域儿童文学创作春华秋实、
生机勃勃。这其中，广西本土作家王
勇英依托西南地区壮、苗、瑶、布依
等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小说创作，将
山林物产、乡风民俗、民族艺术与童
年生活融为一体，在呈现风情独具的
大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为新时
代 地 域 童 年 表 达 提 供 了 诸 多 成 功 范
例 。 相 较 《巴 澎 的 城》《弄 泥 木 瓦》

《水边的孩子》 等客家文化童年书写之
朴实，与 《里湖山钓蜂》《泥骨布朵》

《少年陀螺王》 等瑶族、苗族乡土童年
故事之灵动，王勇英在长篇小说新作

《我们家》 中淡化“童年”生活，将
“文化”置于审美核心位置，通过一系
列富有历史纵深感的情节铺排，使整
部作品显示出卓尔不凡的文学气象。

作品聚焦广西花山地区一个多民
族家庭的生活日常，在生动描述少数
民族地区普通家庭幸福生活的同时，
不仅真实再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
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而且形
象展示出新时代民间文化的代际传承
与守正创新。小说字里行间隐逸着普
通家庭的幸福密码，表征着少数民族
地区民间文化的多重现实、多维趋向。

其一，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
时代性创生与转化。

小 说 涉 及 的 民 间 文 化 品 类 繁 多 ：
叮、鼎、漂竿、壮锦、苗绣、岩画，
等等。这些民间文化大都有悠久历史
和特殊功能，比如，传说中的叮，在
很久很久以前是歌师的法器，歌师用
叮来跟灵魂说话；传说中的鼎，在古
时候用来把唱天婆的话传给自然万物
听，也唱给自然万物的灵魂听。而无
论歌师弹叮唱咒歌，还是唱天婆漂竿
弹鼎，跟山林、花木、风雨、阳光、
江河说话，都既是对逝者的缅怀与告
慰，也是与大自然的交流，对天地万
物的感恩。足见，这些文化实物、实
景所表达的，不仅是壮、苗等少数民
族经久流传的生活方式，更是这些民

族一脉相承的生活信仰与价值观念。
也正因如此，当小孙女嘎花在老

祖母花婆影响下无师自通学会漂竿弹
鼎；当古老的叮被改造成天琴，并将
进入学校课程，成为中小学艺术教育
的一部分；以及当壮锦、苗绣等民间
服饰文化技能被引入课堂，在各民族
孩子手中焕发生机的时候，少数民族
民间文化的现实创生与代际绵延就成
为生活主调、文化方向。

其二，社会发展对少数民族生活
方式的浸淫和改变。

《我们家》 的核心内容是老叮公一
家三代人的幸福生活。故事里，祖父
辈的叮公和花婆是壮族、苗族民间文
化的传承人。叮公竹排漂江、抱叮弹
唱的场景，花婆踩竿漂流、弹鼎唱天
的画面，无疑是壮族、苗族源远流长
的民间习俗的一部分。而作为父辈的
杨长平、杨远安和爱侬则代表着传统
与现代的交汇与融合。杨长平将叮改
造为天琴，并最终成为专业制琴人；
杨远安夫妇以知识反哺家乡，他们的

眼界、学识直接推动着家乡的教育发
展、文化更新。至于爱侬，则更是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参与者、践行者。依
托开阔的视野、前瞻的观念、卓越的
才干，借助广泛的人脉、丰富的信息
和便捷的新媒体手段，爱侬消弭了传
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少数民
族山村的封闭、落后。她以时下最为
流行、高效的直播带货，不仅帮助很
多乡亲致富，还彻底改变了自己和整
个家庭的亲情模式、生活面貌。而鼓
嘎、嘎花作为大家庭的第三代，其精
神风貌、价值选择不仅表征着传统文
化在新时代的绵延、再生，而且还显
示出文化的新异、多样所给予年青一
代的广阔空间与无限可能。故事中，
鼓嘎的自尊独立、吃苦耐劳，嘎花的
聪明伶俐、敢想敢做……无不喻示着
大家庭和谐、幸福的未来。

其三，多元文化互动中个体形象
的重构和塑型。

小说通过大量场景、细节渲染了
多元文化互动中“我们家”三代人相
亲相爱的亲情模式。这其中既隐含着
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幸福密码，也彰
显着包括传统习俗、民间艺术、信息
文化、现代观念在内的多元文化互动
所给予乡村个体生命的巨大推力。实
际 上 ， 也 正 是 这 种 力 量 助 力 “ 我 们
家”与时俱进，不断由农耕生活向农
商学复合型家庭转型；也正是这种力
量，牵引着家庭成员尊老爱幼、彼此
关照、相互支持，在缔造和谐、美满
幸福生活的同时，也让每个家庭成员
都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故事里，
90 岁的大家长老叮公专断而固执。他
一方面兴致勃勃悦纳由手机、网络、
煤气灶、冰箱、汽车等为代表的现代
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执守“江上行
排，弹叮唱咒歌”等古老乡俗，也拒
不接受别人把“叮”叫作“天琴”。甚
至为此迫使长孙鼓嘎离家出走，一去
不归。小说末尾，老叮公看视频直播
时，十分牵挂山中采风的孙儿鼓嘎，

这不仅代表着祖孙俩的和解，更预示
着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代际文化冲突的
最终弥合。

通观全文，不难发现，作家浓墨
重 彩 塑 造 老 叮 公 形 象 颇 有 些 意 味 深
长：生活如同浩荡的江流滚滚向前，
连 90 岁的老叮公都在新时代多元文化
的互动、交汇中逐渐跟上了生活的节
奏，更何况人生盛年的父辈和朝气蓬
勃的鼓嘎、嘎花、二弦们？事实也是
如此。小说里，除了老叮公，另一个
光彩照人的形象是爱侬。身世特殊的
爱侬是这个家庭的“异类”。她上过大
学，本来已在大城市成家立业。婚姻
失败后，她回到家乡散心、疗伤，却
不 经 意 间 发 现 了 生 活 的 另 一 种 样
貌 、 可 能 ， 由 此 开 始 了 全 方 位 的人
生 转 型 …… 与 爱 侬 不 同 ， 大 哥 杨 长
平、长嫂田绣花经历的则是另一种形
式 的 生 活 锻 造 、 文 化 塑 型 。 限 于 篇
幅，这里不做阐释。

总之，小说中，多元文化互动不
只是构建“我们家”幸福生活的核心
要素，也是每个家庭成员参与生活、
感知幸福、创造未来的主要依托。

其四，民间文化之于童年成长的
牵引和滋育。

诚如前文所述，与王勇英“乡土
童年”系列其他作品不同，《我们家》
中，儿童不是故事主角，童年成长也
并非小说主线、情节核心，而是仅作
为 家 庭 生 活 参 与 者 、 家 庭 文 化 建 设
者、家庭幸福见证者出现。这一方面
是“我们家”的创作定位所致 （三代
同堂家庭往往“长者为尊”，孩子通常
并非家庭核心）；另一方面，这也是生
活“完整性”的体现——儿童和童年
固然重要，但也只是社会文化的基本
构件，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其生命成
长、生活动态仅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基 于 此 ，“ 我 们 家 ” 的 生 活 图 谱
中，鼓嘎、嘎花、二弦等孩子对家庭
生活的参与、民俗文化的传承固然不
是核心、焦点，但也必不可少。毕竟

孩 子 代 表 着 民 族 的 希 望 、 家 庭 的 未
来。无论文化传承、发展，还是家庭
和谐、美满，都少不了孩子积极、主
动的参与，热忱、聪慧的贡献。小说
中，嘎花就是如此——率真、单纯、
好 奇 、 热 忱 、 聪 颖 、 能 干 。 适 逢 假
期，家庭生活的每个场景都活跃着她
的身影：调节画家时风与祖父之间的
尴 尬 气 氛 ； 随 祖 母 花 婆 水 上 漂 竿 弹
鼎 ； 去 医 院 照 看 受 伤 的 爸 爸 …… 彼
时，小姑娘既是大家庭的开心果、润
滑剂，也是家庭幸福的参与者、创造
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末尾，无
论是鼓嘎的民间文化采风，还是嘎花
的家庭责任承担，无不体现了少数民
族年青一代的主体意识与创造精神。

内容主题之外，《我们家》 在形式
表达层面也颇具特色。小说以画家时
风采风、作画为线索，通过时风入住
嘎花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层层推进、抽丝剥茧般渐次呈现出这
个 三 代 同 堂 多 民 族 大 家 庭 的 生 活 风
貌。小说细节生动、语言鲜活，情节
起承转合间悬念频出，读来颇为引人。

综上，《我们家》 通过一个少数民
族大家庭的生活图谱勾画出广西花山
地 区 民 间 文 化 的 发 展 脉 络 、 传 承 轨
迹，并由此浓缩且折射出时代变迁中
普通家庭、普通人的文化参与、文化
创造。小说中，作家写的固然是广西
花山地区一个普通多民族家庭，但这
个“小家庭”所映现的却是多民族融
合、国泰民安的“大家庭”幸福生活
图景。

基于此，就题旨内涵和价值取向
而论，《我们家》 已非单纯的儿童文学
作品，而是融民间文化传承、家庭文
化创生与童年成长表达为一炉的社会
文化小说。也由此，《我们家》 的出版
某种程度上不仅预示着王勇英小说创
作的新趋向，而且也表征着她“乡土
童年”文化表达的新高度、新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儿童
文学作家）

新时代民间文化的创生与绵延
——简评王勇英长篇小说新作《我们家》

□李学斌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由北京市东城
区委宣传部出品、中国唱片集团创制的东城
区形象宣传片《爱相融》日前正式发布。

《爱相融》 由始丰作词，王正一作曲，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王雷、李小萌夫妇演
唱，章孙游侑童声领唱，通过朗朗上口的旋
律和充满诗意、富有文采的歌词，形象地描
绘了东城区的历史地标和文化场景，如“正
阳门下、紫禁之东，闻听暮鼓晨钟。孔庙秋
色、贡院春风，书香气满城中”；生动地描
绘了东城区的地理和文化特色，如“胡同
灰、故宫红，天地坛一脉承，与君欢聚在东
城，爱相融”。

《爱相融》展现了城市的古老风韵与现
代脉动，巧妙地将东城区丰富的历史底蕴与
现代活力相融合，构建了一幅古今交融、传
统与创新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

中唱集团承制北京市
东城区形象宣传片发布

本报讯 （记者韩萌萌） 10 月 24 日，
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教委联合举办杨柳
青画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会，旨在
促进非遗可持续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好地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会议聚焦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承保护发
展，与时俱进地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现
代艺术、现代生活相结合，通过多样化呈
现、商品化开发、年轻化植入，努力把杨柳
青年画打造成为天津城市文化名片。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天津杨柳青
画社在现场展示了近期设计推出的文创
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画社传承人分别就

“老版复生”产品与文创产品的设计进行
汇报。

天津杨柳青画社社长刘岳表示，天津
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文化艺术事业
的发展，致力于推动文化创新和人才培
养。画社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
极探索合作新模式，为推动天津的文化教
育事业繁荣发展而努力。

会上，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与天津美术学
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艺术赋能产
业发展、产教结合、“新艺科”建设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合作。

杨柳青画社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推动会举行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出品的系列纪录片《雨花忠魂》
近日在央视九套播出以来，影响着一大批
受众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力量。该系
列片以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到1949年
成立新中国的28年奋斗历程为主线，将
雨花英烈的革命事迹贯穿其中，通过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理想信念，回答了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28年奋斗历程
再现雨花英烈史诗

《雨花忠魂》通过一系列翔实的史料
档案、权威的口述访谈、生动的情景再现
等多元手法，带领观众回到那段风雨如
晦、腥风血雨的岁月，似乎亲历了雨花
英烈们如何在逆境中挺身而出，为民族
解放和人民幸福英勇奋斗、抛头颅洒热
血的光辉历程。

《雨花忠魂》总编导张浩告诉《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该片以时间为脉
络，从大革命时期的洪流中缓缓铺陈开
来。“我们可以看到，雨花英烈们始终站
在时代的前列，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
救国救民的道路，引领革命潮流。”即便
在“四一二”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雨花英烈们亦未
曾有丝毫退缩，而是继续发扬着为民牺牲

的大无畏精神，前赴后继地为革命而斗
争。进入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
后，他们更是成为了抗击外侮、争取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流砥柱，书写了一段
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 《雨花忠魂》 在叙述英烈们个人
奋斗历程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时代背
景，使观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他们选择
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广电新视点中心常
务副主任、中国纪录片网总编辑张延利
说道。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司若

也认为，该片中一个个救国救民的感人故
事让人动容。施滉烈士，历经五四运动
的洗礼，毅然放弃海外博士深造的机
会，踏上职业革命者的征途，在华人华
侨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任天石烈士，
面对国难深重，意识到仅凭医术难以救
国，于是弃医从戎，成为人民抗日自卫
队即“民抗”创建人之一，矢志不渝地
投身于抗日斗争……

“这些烈士们，不仅仅是历史书页上
的名字，更是活生生的灵魂，用青春和生
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司若说。

英雄群像丰满立体
革命精神光辉闪耀

张延利谈道，《雨花忠魂》并没有将
雨花英烈们简单地塑造为高大上的英雄符
号，而是通过深入挖掘他们的生平事迹和
内心世界，让观众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塑造出了一批丰满
立体的英雄群像。

在纪录片温情且庄重的镜头语言里，
观众看到了这些革命烈士的多重身份：他
们是爱国青年、是革命斗士、是社会精
英，同时也是父母、是伴侣，更是让双鬓
斑白的父母望眼欲穿、却始终未能等回的
子女……新婚6天后便奔赴前线的晋夫烈
士，最终留给妻子的仅有一张被裁剪成枫
叶形状的单人照；由于长期从事秘密情报
工作，冷少农烈士面对母亲责备他“不忠
不孝、忘恩负义”只能有口难言。

“《雨花忠魂》中，这样催人泪下的故事
不胜枚举。这些英烈的故事，不仅是对个人
英勇牺牲的颂歌，更是那个时代无数仁人
志士为了革命事业，舍小家为大家的真实
写照。”司若说，尤为感人的是，该片并没有
刻意回避牺牲的残酷，而是直观地让观众
感受到英雄们在苦难中绽放的人性光辉。

有观众在网上评论认为，每一位烈士
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是亲人无
尽的哀思，但正是这些家庭的牺牲，汇聚
成了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

揭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回答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源——

《雨花忠魂》：追寻红色足迹 感受信仰力量
□本报记者 李雪昆 实习生 陈周行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10 月 26
日，由北京出版集团、新华书店总店主
办，各地新华书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承办的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山月照
征途，阅读助成长——《山月当归》新书云
首发”活动在京举办。据悉，截至10月26
日 17 点 30 分，《山月当归》首发订数达
10.1368万册。

新华书店总店执行董事任江哲表示，

《山月当归》云首发活动是新华书店总店倡
议发起的“共读一本好书，同上一堂阅读
课”阅读推广活动中首场重点读书活动。未
来，新华书店会继续发挥系统选书、荐书的
专业优势，向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推荐适
合青少年阅读的好书，通过互联网平台共
享首都及其他发达地区的名师、名家等文
化资源，助力书香校园和书香社会建设。

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周浩表示，

《山月当归》不仅是一部深刻反映当代农
村变迁的作品，更是对少年积极向上精神
的真实写照。本次活动采用多地同步首
发、同上一堂阅读课、线上互动等形式，
打破地理界限，让更多的人第一时间接触
到这部作品，感受到文学的魅力。

新疆、河北等7家新华书店分会场的
新华书店负责人及小读者代表通过线上连
线，从书香校园建设、作品情节设计等方

面与主会场互动。
与会嘉宾通过创作座谈、云课堂、主

题演讲等多种形式探讨《山月当归》的创
作思路和创作理念，讨论成长小说的发展
历程及其价值、意义。

“这部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些在逆
境中顽强生长的灵魂。”北京少年儿童出版
社社长刘卫弘表示，“‘山月’如明灯，希望
这本书能照亮每颗渴望成长的心灵。”

《山月当归》新书云首发 首发订数超10万册

雨花英烈之一周镐的日记。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