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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雯）由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有限公司、上影元（上海）文化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小苜标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等出品的喜剧动画电影 《浪浪山小
妖怪》 将于 8 月 2 日登陆全国院线。小猪
妖、蛤蟆精、黄鼠狼精和猩猩怪 4 个外表
与性格迥异的草根小妖，假扮唐僧师徒，
组团西行，踏上一段荒诞离奇、笑泪交织
的取经之旅。

《浪浪山小妖怪》在动画短片《中国奇
谭之小妖怪的夏天》的同一世界观框架下开
启了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全新故事，电影
以创新视角解构西游经典，将镜头对准那些
从未被详细书写过的“无名小妖”。

影片由王隽担任总出品人，陈廖宇担任
监制及艺术总监，於水导演。

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
开启小妖们的取经路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在中国传统民
间故事基础上改编的图画书《求五谷》，近
日由中国和平出版社推出。

《求五谷》讲述了很久以前洪泽湖一带
是上天眷顾的宝地，风调雨顺，沃野千里，
良田万顷，年年丰收。人们吃穿不愁了，渐
渐变得游手好闲，铺张浪费。水神娘娘看到
了很生气，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情况。玉皇
大帝大怒，立刻命令五谷神下凡，收走地里
长的所有穗子。眼看人间就要闹饥荒，小动
物们纷纷跑到五谷神面前求情。

该书文字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陈晖说，从成百上千的故事中选择它
来改编，是因为它的儿童性很突出，孩子
们感兴趣的幻想元素与认知物象皆在其
中。另外，故事线明晰，具有契合图画书
结构的空间与节奏。该书绘本作者田宇在
创作时，从中国传统视觉里，比如白、
青、黑、赤、黄这五色中寻找并获得给
养，运用剪纸拼贴技法，希望孩子们在翻
阅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图画书《求五谷》
编织孩子们的神话梦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7月12日，
安徽省作协原副主席石楠携传记文学作品

《画魂：潘玉良传》在安庆新华书店前言
后记劝业场店举办新书分享会；7 月 13
日，枞阳县文联主席、作家谢思球在合
肥新华书店安徽图书城店与读者分享

《程长庚传奇：从徽班领袖到京剧鼻
祖》 ……这两场活动标志着安徽新华书
店“皖人说皖事”主题活动正式开始。

“皖人说皖事”主题活动是安徽新华
书店基于安徽各市县特色文化、名家作家
开展的文化互动活动，凸显“本地人讲本

地事”的鲜明特色，本地作家、本地读者
在本地书店畅谈本地文化，深入挖掘和传
播安徽优秀文化，一同构建文化认同的

“在地化表达”。
在安庆新华书店前言后记劝业场店活

动现场，石楠与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展开跨界对话，
在潘玉良诞辰130周年之际，以石楠创作
的《画魂：潘玉良传》为核心，围绕“一
生所求，爱与自由”主题展开深度对谈。
活动开场特别呈现黄梅戏音乐剧《潘张玉
良》选段，由韩再芬等艺术家联袂演绎，

通过戏曲艺术再现潘玉良的传奇人生。
在合肥新华书店安徽图书城店举办的

《程长庚传奇：从徽班领袖到京剧鼻祖》
读者分享会现场，通过谢思球与知名编
辑、作家、文史学者马丽春的对谈，让读
者们更加真实地认识了京剧这一传统文化
的发展历程以及发生在安徽这片土地上的
幕后故事。

安徽新华书店通过“讲座+对谈+互
动”的形式，为作者和读者双方提供了一
个近距离接触、交流、反馈的机会，让读
者在阅读中汲取知识，让作者在交流中实

时得到反馈。
合肥新华书店安徽图书城店、安庆

新华书店前言后记劝业场店都精心布置活
动现场，用图书、相关周边营造出与图书内
容相匹配的浓厚文化氛围。安庆新华书店
前言后记劝业场店负责人表示：“这场活动
是新华书店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落
实，要继续办好每一场活动，就得让每一位
参与者都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与温暖。”

此外，安徽新华书店还会结合各类文
化活动，在门店设置“皖版皖事皖人”图
书专区。

安徽新华书店开启“皖人说皖事”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由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朱辉
长篇小说《万川归》首发式近日在京举行。活
动以“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故事”为主题，与会
嘉宾和现场读者共同追溯时代记忆。

《万川归》今年5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讲述
了一群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在改革开放
浪潮中四十余载的生命故事。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
示，《万川归》是朱辉创作生涯的代表作，深刻
书写了“60 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与社
会变迁。小说直面当代人精神病症，均衡融合
情节、结构与思想，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
获。《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为，该书
是“现实的朴素诗篇”，以高度艺术真实性完
成对时代经验的提炼。

“写这本书经历了很多辛苦，也是我人
生中特别重要的一本书。”《万川归》一书作
者、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朱辉回顾了自己的创
作历程，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创作沉淀 18
年，耗时10个月，修改两年半，重写10万
字，将故事终点从2022年改为2019年；增
写3万字水利专家丁恩川章节，将“国之重
器”白鹤滩水电站与人物命运融合；每人万
字以上的人物小传和“若有若无的线索”设
计保障了结构精密性。

长篇小说《万川归》
追溯知识分子心灵史

本报讯 （记者徐平）由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主办、知识出版社承办的《文心跋
涉》新书发布暨阅读分享会近日在广东深圳
举行。活动以“文心观万象·跋涉见古今”
为主题，该书作者林居正与现场读者分享了
对历史文化的追忆与现实生活的感悟。

《文心跋涉》是林居正近几年创作的散
文合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
书作品多以山水为载体，赋予自然以文化生
命，构筑了自然、历史与哲思的三重交响。
全书将游记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的作品分为三
辑：第一辑“游·阳光惊梦”以游记为主，
描写了作者游览洛阳、浏阳、长沙等地的见
闻与感受，展现了各地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风
光；第二辑“人·在民族脊梁之上”聚焦历史
人物与事件，探讨了刘邦、魏徵、武则天、林则
徐等历史人物的生平与影响，以及对民族精
神的思考；第三辑“悟·归却闹市悟繁花”以感
悟为主，通过对自然与人生的观察，表达了对
生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思考。

林居正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
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其
作品以古典意蕴与现代哲思的交融、自然景
观与人文精神的深度对话为特色，形成了以

“景载道、史明理、文融哲”的学者散文写
作风格。

散文合集《文心跋涉》
展现人文学者新哲思

本报讯 （记者李国生） 7月15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度论文
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主编邱华栋表示，《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 年度论文奖倡导重“问题
驱动”而非“史料堆砌”，重“学术创
新”而非“范式重复”，重“现实关怀”
而非“空疏玄谈”。今年的获奖论文展现

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可能与蓬勃生
机，特别是学术方法的“新度”上，既
扎根传统文学史脉络，又引入跨学科视
角，为经典作家研究与新兴文学现象分
析提供示范。

获 得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研 究 丛 刊》
2024 年度论文奖的论文共 7 篇，包括中
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石岸书的 《试论超大
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

性》、苏州大学教授张蕾的 《“历史小
说”的创生：从吴趼人到德龄》、复旦大
学青年副研究员刘天艺的 《从 〈广州事
情〉 到 〈俄英若交战〉 ——1927 年左翼
郁达夫形象的生成、发展与消散》、中国
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鲁太光的 《思想·生
活·艺术·热情——丁玲文论的四个关键
词》、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的《“人需要
什么样的生活”——王安忆九十年代以

后小说中的城乡社会》、复旦大学副教授
康凌的 《分化世界中的劳动者：脑体分
工与当代中国的打工题材非虚构——以

〈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无尘车间〉〈我
的母亲做保洁〉等文本为例》、中国人民
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刘晓钰的 《再造农
时：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物候与自然》
等，其中康凌、刘晓钰的论文分获新作
研究奖和博士生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度论文奖颁奖

本报讯 （记者韩阳） 第 35 届香港
书展于7月16日开幕，本届书展以“饮食
文化·未来生活”为年度主题，四川展团
以主题省身份亮相，通过一系列优质出版
物，生动描绘“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
独特风貌，通过优秀出版物展示展销、新
书发布等活动，促进川港出版业交流合
作，让香港市民和境外读者深入了解底蕴
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川主题馆以“巴蜀文脉润香江，川
港书韵共流长”为主题，以“流动的巴蜀
文化长河”为贯穿始终的意象，精心布
局。从古蜀文明的神秘悠远，到现代文明
的蓬勃发展，再到新时代的崭新风貌，四
川主题馆将三星堆—金沙文明的璀璨、蜀

道文化的坚韧、三苏文化的深邃以及众多
历史名人的风采逐一精彩呈现。

香港书展上内地展区面积共 537 平
方米，其中四川主题馆 120 平方米，分
为图书区、融合区和活动区。四川主题
馆以“熊猫书店”为亮点，搭配丰富文
创产品吸引读者，主门头巧妙融入了川
西建筑的独特风格，成为展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新华文轩此次带来500余种、近3000
册精品好书，满足多样化阅读需求。重点
包括《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
的故事》《寻找甘宇》《苹果花开》等获得
国家级出版奖项的图书，《遇见三星堆》

《东坡美学》《蜀道遗产丛书》等以巴蜀文

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
《大成昆》《万桥赋》《符号时代：信仰与
早期中国》等川版精品图书，“人文巴蜀·
大美天府”文旅丛书、《一双筷子吃四
川》、《蜀绣图集》等展示四川文旅、品味
烟火民俗的图书。

四川大学出版社携手科幻世界杂志社
共同举办了中国科幻创作与出版交流活
动，聚焦川籍科幻作家、“银河奖”得主
严曦、谢云宁，深入探讨川地川人特有的
松弛感与乐观包容精神如何为科幻作品增
添独特魅力。

当天下午，由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主办、四川天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承办的“人文巴蜀·大美天府”文旅丛书

分享会现场，成都的烟火气从书页中漫溢
而出。四川非遗传承人、川剧变脸艺术表
演者王盼攀瞬间变换了脸谱，引起现场观
众一阵惊呼。

现场互动环节，读者们尝美食、聊
戏曲，不亦乐乎。据悉，7 月 16 日至
22 日，四川展团准备了多场精彩纷呈
的活动。

香港市民陈女士在蜀绣展台前驻足，
“这些纹样让我想起祖母的嫁衣。”

新华文轩工作人员表示：“通过丰富
的书籍与精彩的活动，我们想引领香港读
者深入体验巴蜀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韵
味，同时，也为川港两地的出版合作搭建
起一座全新的桥梁。”

巴蜀特色文化点亮第35届香港书展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近日，《松原日
报·查干湖副刊》携手吉林省松原市作家
协会，发出了“铭记抗战历史，弘扬爱国
精神”主题征文启事，优秀征文已经在

《查干湖副刊》陆续刊发，并在读者中引
发反响。

2020年1月7日，松原日报社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
重要指示精神，决定把原有的文艺副刊
改名为 《查干湖副刊》。5 年来，《查干
湖副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弘扬松原地域文化，逐渐将其打造
成了一块文化的净土、文学的圣土、精

神的高地。
“查干湖是一个地域名词，是一种文

化符号，是一座精神家园，更是松原通向
世界的一个窗口、一张名片。”《查干湖副
刊》主编、松原市作家协会主席王立民对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说，查干湖
是松原人民的母亲湖，查干湖的表情就是

“母亲的面孔”。
《查干湖副刊》 在发表松原本土作

家、诗人原创的散文、诗歌、小小说、随
笔等文学作品同时，以海纳百川的姿
态，通过举办“查干湖笔会”等活动，
让全国各地知名作家参与到查干湖主题
文学创作中。

与此同时，松原日报社把《查干湖副

刊》优稿优酬作为提高办报质量的改革办
法，由此激发了诗人、作家创作的热情与
投稿的积极性。

王立民告诉记者，作为地市级党报
副刊，无论发行量还是受众范围都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为 了 将 《查 干 湖 副
刊》 办出特色，他们瞄准地域文化，
开辟 《名家美文》《黄金诗卷》《金小
小说》《书香润德》《圣湖漫笔》《乡村
记忆》 等灵活多样的栏目，力求百花
齐放。

截至7月6日，《查干湖副刊》已经出
版269期，共刊发查干湖主题诗文1500多
篇 （首）。其中，不仅有本土作家发表的
查干湖春捺钵及查干湖渔猎文化的诗文，

还有国内知名作家积极参与查干湖主题诗
文创作的作品，生动形象地打造了查干湖
地域文化。

从 2020 年开始，《查干湖副刊》 邀
约作家、吉林省文史馆馆员张顺富创作
查干湖主题系列散文，并以 《美丽查干
湖》 为名结集出版。鲁迅文学奖获奖作
家任林举的散文《冰上》、小说家孙正连
的 《查干湖冬捕三题》 等均被国内各大
报刊转载。

“我们的副刊一直坚持干净、健康、
好读、不低级、不媚俗、不空洞。要通过
办好《查干湖副刊》，推动查干湖生态旅
游高质量发展，用文学擦亮查干湖‘金字
招牌’。”王立民对记者说。

《松原日报·查干湖副刊》深耕地域文化

用文学擦亮查干湖“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张席贵

7月16日，江苏南通，如皋市如
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学生来到
如皋市图书馆，开展“牵手古籍”暑期
书香研学活动。学生们聆听古籍版本知
识讲座、学习古籍修复知识、进行拓印
体验，提高对古籍保护和传统文化传承
的认识。

图为学生在图书馆体验古籍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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