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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文艺，是文学和艺术的总称，

是人们对生活的提炼，升华和表
达。文艺作品是丰富多姿的社会
关系，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在艺
术家头脑中长期孕育并激发他们
将心目中的形象表现出来的
结果。

本报开设《文艺天地》版面，
内容设置为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文
艺作品鉴赏（包括但不限于影视
作品、书画作品、儿童文学等）。
欢迎给我们来稿交流。请在文末
标明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

邮箱：jswmt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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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最浪漫的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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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分支，儿童
剧以剧情浅显易懂、气氛活泼、互动性
强、教育性强等特色备受家长和孩子
们喜爱。如何给孩子们创演更多优秀
儿童剧？如何通过儿童戏剧节的集中
展演剧目获取优秀儿童剧创演经验，
从而找到儿童剧未来创演方向？带着
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几位戏剧领域
专家。他们认为，儿童剧是孩子们接触
外界的一个重要媒介，由于这群特殊
观众年龄小、辨别力弱，儿童剧无论是
立意、剧本创作，还是角色塑造、舞台
设计以及演出环节，都需细细打磨，从
而给孩子们以正向影响与引导。专家
们也建议，多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
化中寻找素材，打造更多展现本土风
格的儿童剧经典。

◎ 好剧可以引导孩子进
行一次“心灵上的长征”

儿童剧，顾名思义是以儿童为服
务对象的话剧、舞剧、歌舞剧以及童话
剧等不同类型剧种的统称。根据现在
儿童剧的受众来看，进入剧场观看儿
童剧的观众多为学龄前儿童或者是小
学生，年龄在14岁以下。孩子的文化需
求就相当于全家的文化需求。带孩子
看一场儿童剧，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
并且孩子看剧要有家长陪着，少则一
位，多则全家出动，因此，在当下的戏
剧演出市场，儿童剧成为一个十分火
热的演出现象。

对此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
究所所长宋宝珍表示，2011年至今，中
国儿童戏剧节已举办了11届，而这十
多年也正是儿童剧演出市场不断扩大
的时期。从儿童剧演出类型看，话剧、舞
剧、歌舞剧、木偶剧等可谓花繁叶茂。儿
童剧演出市场，观剧人次、演出场次和
票房等数字也不断攀高。据疫情之前的
数据可看出这种趋势，如，2018年儿童
剧观剧人次为652.9万，2019年为680
万；2018年演出场次为1.65万场，2019
年约为2万场；2018年票房为5.72亿
元，2019年约为10亿元。

儿童剧演出市场的前景广阔，但

也出现了不少让人忧虑的问题。宋宝
珍说，由于儿童剧演出市场火热，一些
草台剧团、演出公司纷纷进入儿童剧
演出市场。通过绚丽的舞台、吸引眼球
的装扮、夸张的表演，虽能让孩子们喜
欢，但这样的演出并不符合儿童剧演
出引导孩子向善向美的初衷，粗制滥
造的剧本与演出没有任何艺术性
可言。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二级编剧
刘雪说，儿童剧的剧本创作也存在很
多问题。一些剧团为追求市场效益，压
缩制作成本，轻视儿童剧编剧，甚至一
些儿童剧根本没有编剧，情节和故事
是导演或是演员随便“攒”出来的，根
本未思考过要演出的内容对儿童身心
健康成长的影响。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说，
在儿童剧业内有这样一句话“儿童剧不
是儿戏”。这句话既点出了儿童剧的重
要性，又揭示了儿童剧的创作并不是像

“儿戏”那么简单，一部好的儿童剧要有
思想内涵，有教育引导意义，既让儿童
喜欢，又要兼顾成人的欣赏要求。

目前，国家对于儿童剧的发展十
分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帮扶政策，近
期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儿童剧
《听说过没见过》就是国家艺术基金舞
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作为一部精心
创作的儿童剧，既具观赏性、艺术性又
具有教育性，观看过此剧的专家一致
认为，好剧可以引导孩子进行一次“心
灵上的长征”。

◎ 重新创排后仍大受欢
迎，经典儿童剧是可以流传的

我国儿童剧的起源要追溯到新文
化运动时期，萌芽自20世纪20年代黎
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小小画家》
等，20世纪50年代后，国内相继成立
了儿童剧院团。1960年7月，辽宁儿童
艺术剧院成立，成为我国第三个专业
儿童艺术院团。

佟春光说，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创
作的经典儿童剧非常多，著名的有《小
红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大栓的小

尾巴》《人参娃娃》等，题材丰富，反响
强烈。今年的中国儿童戏剧节期间，
《大栓的小尾巴》赴北京展演。

在中国儿童剧的历史上，红色历
史题材儿童剧作品曾影响了几代人。
宋宝珍说，儿童剧可以分为红色历史
题材、现实生活题材、童话寓言题材、名
著改编题材几个类型。每种题材都有很
多经典作品，一些经典剧目虽然创演时
间较长，但历久弥新；很多经典剧目经
过重新创排后仍大受欢迎，从中可以看
到，经典儿童剧是可以流传的。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原创的《大栓
的小尾巴》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儿童剧，
该剧根据寓言故事改编，于1989年首
演，几十年来多次重新排演，演员换了
一批又一批，但每次演出都受到热烈
欢迎。

当下，全国各地院团也开始复排
经典剧目，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复排
的《马兰花》《报童》等，辽宁儿童艺术
剧院复排的《大栓的小尾巴》等。

谈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复排的儿
童剧《马兰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
长冯俐认为，《马兰花》之所以家喻户
晓、让几代观众记忆犹新，外部因素是
舞台艺术片的巨大传播力；内在因素
则是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品质。“马
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
的人儿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马
兰花》中的台词成了几代中国人终生
难忘的儿歌，在每个小观众心中种下
勤劳和善良的种子。

中国儿童剧发展史上曾创编了许
多经典作品，塑造了很多美好形象，这
些作品蕴含的中国味道，彰显着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儿童剧未来发展的方向
还是要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于中华文
化土壤中寻找优秀元素，创作符合儿童
心理，反映真善美的经典作品，让孩子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魅
力，也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 立足本土文化，创作
更多具有中国韵味的儿童剧

近日，沈阳京剧院排演的儿童剧

《三打白骨精》是在传统京剧基础上
改编的。《三打白骨精》属于京剧版儿
童剧，是为儿童观众专门定制的，简
化了唱词，对白风格充满童趣。在演
出现场，小观众还可以走上舞台参与
惩治懒惰又可爱的猪八戒的互动
环节。

沈阳京剧院的儿童剧《三打白骨
精》改编自经典名著，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的儿童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取
材于同一个故事。佟春光认为，儿童剧
的创作需要多从我们的经典中寻找素
材。除了取材经典，《人参娃娃》《大栓
的小尾巴》等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
的题材也是创作方向。儿童剧就是要
探索如何创作立足本土文化、展现地
域文化风格的优秀作品。

作为一部经典儿童剧，《大栓的
小尾巴》是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根据我
国寓言故事改编创作的。为呈现本土
文化元素和地域文化风格，该剧编剧
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冬天的东
北，小观众走进剧场就会被白雪皑皑
的舞台设计所吸引。赶集是东北乡村
的民俗，在大集上，大栓和二栓让小
观众们了解到东北的民间文化，“冰
糖葫芦”“剪纸”“房檐下倒挂的玉米”
等元素的设计，不但将家长们带入童
年回忆中，而且让生活在城市的孩子
们感受到浓郁的民俗风情。这些标志
性的东北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在剧
中 ，是 对 地 域 文 化 最 好 的 展 示 和
传承。

随着时代发展，儿童剧的演出方
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宋宝珍说，当
下的儿童剧发展变化速度很快，从表
现方法上，新式投影技术、高清荧屏、
VR技术的应用、全新的声光技术等
都逐渐出现在舞台上，这些高新科技
手段应用于儿童剧演出中，对于孩子
们来说是很新奇的，孩子们天性活
泼，想象力丰富，在观剧过程中接触
到各种科技元素，对培养孩子们的创
造力都会发挥重要影响。好剧本是儿
童剧的根本，多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和
文化中寻找素材，才能创作出富含中
国韵味的经典。

（《辽宁日报》王岩頔）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月夜》刘方平

夜静更深，朦胧的斜月撒下点点清辉，映照着家家户户。
天上，北斗星和南斗星都已横斜。

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题龙阳县青草湖》唐珙

醉卧扁舟，只见一片星光璀璨的世界，似幻似真、缥缈
迷离。不知道是天上的星辰倒映在水中，还是我身处梦境
呢。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
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纳兰性德

寂寞独处，不停地饮酒，竟至沉醉。颓卧帐中，抬头仰
望，只见满天繁星摇曳，仿佛就要从天空飞坠而下。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旅夜书怀》杜甫

微风吹拂着江岸的细草，那立着高高桅杆的小船在夜
里孤零零的停泊着。星星低垂在辽阔的天际，月亮倒映在
江面上，随波涌动。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舟夜书所见》查慎行

黑夜中的河面上，只有渔船还闪烁着点点萤光。微风
拂过，水面上泛起层层波澜。灯火散落河中，好似繁星洒落
在人间。

早雁忽为双，惊秋风水窗。
夜长人自起，星月满空江。

——《水宿闻雁》李益

耿耿长夜难眠，起身坐起，透过船窗向外望去，只见空
寂辽阔的寒江中，撒满了繁星与残月的倒影。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
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
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

——《宿山寺》贾岛

透过清澈缓流的水，看见夜空的点点繁星，云在移动，
看起来却是月亮在走。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节选自《长恨歌》白居易

细数迟迟钟鼓声，愈数愈觉夜漫长。遥望耿耿星河，直
到东方吐露点点曙光。

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
能就江楼消暑否？比君茅舍较清凉。

——《江楼夕望招客》白居易

杭州城万家灯火，在江的四面闪烁着。灯火倒映在江
面上，宛若一道璀璨的银河。

雪照山城玉指寒，一声羌管怨楼间。江南几度梅花发，
人在天涯鬓已斑。

星点点，月团团。倒流河汉入杯盘。翰林风月三千首，
寄与吴姬忍泪看。

——《鹧鸪天·雪照山城玉指寒》刘著

面对闪烁的点点繁星，普照的朗朗圆月，我独自
一人痛饮不休。喝着，喝着，仿佛那银河都摇曳在我的
杯中。 文华

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早在千百
年前，古人面对浩瀚的星空，就曾发出过万千感慨。他
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汇成篇篇诗章，凝聚成一个个
不朽的经典。沏壶热茶，抬头仰望，领略星空的千般姿
态。轻翻书卷，低头冥想，品味诗中的万种情怀。

夏 日 时 节 ，
夜短昼长，倘是
为着纳凉避暑，
日子自是好打发
得很。尽可酣眠
醉卧，把扇邀风，
叨闲言絮语，听
蝉噪蛙鸣，不觉
中，已逍遥走一
日时光。但这样
便甚是可惜了，
因为炎炎夏日，
大可用作两字，
读书。

古人都是惜
时如金的。曰为学当利用三余，哪
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
阴雨者时之余。”此言非谬，而其
首要者就是强调了寒冬苦读。不
过，清人张潮却以为夏亦有三余，
所言绝妙：“晨起者，夜之余；夜坐
者，昼之余；午睡者，应酬人事之
余。”其要旨，在于信乎了李昂的
一句话——“人皆苦炎热，我爱夏
日长”。

的确，漫漫夏日，从来吸引了
天下读书人不忧反喜，只为其中
的颜如玉了。盛夏读书，其趣多
多，其乐融融，以今日之见，又较
古人为胜，粗略点来，起码有四。

其一，时宽。不用多说，夏读
最大的优势肯定是时间足够宽
裕，少了孙康映雪或匡衡偷光式
的烦恼，也不须像闻鸡起舞那么
辛苦，尽可顺其自然，高卧徐醒，
只要不浪费时间，充分发挥利用
效率，再对比张潮的标准参考一
二，这收益也就颇为可观。

其二，境雅。得益于现代文
明，我们有了古人无法企望的优
势。空调、电灯、网络，构筑起舒
适便捷的读书空间。古人虽有宽
榻雅居，环山池水，却奈何不了
自然的短处。酷热难当，蚊蝇滋
扰，地卑砖湿，如此等等，都不是
什么雕窗画屏可以遮掩的。现在
好，同样可斜倚竹簟，口品清茗，
甚至还可归情山水，却少了诸上
各种烦恼，得享一方清宁空间。

其三，检促。这里有两层意
思，均跟夏季特性有关。一是夏
日衣襟短，取书查书阅书等最是
方便，如此可趁机检查反思自己
的读书状态，不足如何，改进又
如何。二是为防虫蠹鼠噬，古人
就有利用烈阳晒书的传统，当此
时际，整理盘点既有书目，同样
是对自己的肚子里的那些“书”
进行晾晒的好机会。

其四，心凉。这也是最核心的
因素。若想让心凉下来有多种办
法，读书则是一妙法。还是张潮
说得好：“读史宜夏，其时久也”。
当沉浸于历史的大波澜里，个人
的荣辱得失、身世浮沉尽皆度
外，小我早已消融于大我的宇宙
世界里，哪里还会想到什么炎凉
寒暑、变幻沧桑！当然，除了读
史，不管什么书，只要钻进去了，
同样会起到一样的效果，凉。

黄庭坚有诗云：“清风明月无
人管，并作南来一味凉。”他写这
首《鄂州南楼书事》时，还有点揶
揄，有那么点不平。其实，对普天
下读书人而言，这是多大的幸福
啊。独坐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
秋冬，钱财若粪土，富贵如浮云，
我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无处不
在，无往不复的凉意和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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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第十一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于7月15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戏剧节共汇聚了中外25家

儿童戏剧团体的45台展演剧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报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
儿童艺术剧院）的《大栓的小尾巴》等经典儿童剧参加展演。与此同时，正值儿童剧演出
传统旺季的暑期，国内的各大剧场每周亦有多台不同类型的儿童剧正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