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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儿童电影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一个小镇读高
中。高中生活枯燥乏味，又面临高考压力，看
书成了解压方式之一。那时家里每星期给的
生活费微薄，根本买不起书，想看书时只好
去新华书店。

一次从书店回来的路上，我在一家副食
品店门外看到一张小桌，上面杂乱放着些书
籍。我好奇地走到桌前，禁不住拿起一本翻
了翻。“要租书吗？一本书五毛一天，随便挑，
押金二十块。”一位女店主从里面走出来
招呼。

我这才注意到，这都是旧书，有沈从文
的《边城》，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
记》，还有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刘震云、苏
童、格非的小说集，以及汪曾祺文集、琼瑶小
说等。我咬了咬牙，掏出二十块钱给店主，她
在一个本上写了书名和日期，我拿起那本
《活着》离开了。

福贵的悲惨命运在我手中两天就看完
了，晚上躺在床上，脑海中不断浮现家珍、凤

霞、有庆的名字，我震惊于小说可以如此撞
击心灵，文字还能这样自由组合。“那租书摊
是个宝库，明天中午还去。”我心潮澎湃，安
然入眠。

第二天中午，我到租书摊还书，双眼却
盯着其他书。店主迅速在本上划了下，抬头
看我:“还要租哪本？”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
思。我又选了一本苏童的小说和一本《刘震
云精品文集》。那个星期，我是靠借了几个同
学的饭票度过的。

此后，隔几天我就跑一次租书摊，交上
一两块钱，再带回“新”的书。租书，对想大量
阅读但买不起书的学生来说，比较划算，但
看书速度必须快，迟一天还，等于少吃一个
菜包。为租书，我只得从生活费里硬挤。我经
常一个人坐在床上静静看书，沉醉在文学世
界里，屋外的阳光照在书上，很暖。

寒暑假时，我在家也想念着租书摊，常
骑车去看有啥新书。店主会陆续更换些收来
的旧书，以便招揽顾客。后来，增加了一些文

学期刊，如《收获》《昆仑》《小说月报》等。租
书的人不多，除像我一样的学生，就是打工
的青年，还有老人。有时，两个人看上同一本
书，不免还要“争夺”。

高中阶段的前两年，我通过租书阅读了
几个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包括成名作、代表
作，感受了他们叙述的风格、语言的张力，给
我两点一线的枯燥学习生活带来了新的
乐趣。

高三时，面临高考这个人生关口，我无
暇去租书了。但每次回家或返校路过书摊，
总会下意识扭头看几眼。高中两年租书花费
的两百来块钱，给我日后的写作注入了丰富
营养。

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回乡工作，我又想
起小镇上那个书摊，于是抽空去了趟，店还
在，只是换了老板，门外空荡荡的。我在门口
站了好一会儿，心中一阵感慨。新店主不会
知道，在这里，曾经有个热爱文学的穷苦少
年留下过坚实的足迹和青春的美好回忆。

“小虫子”是童年
的最好玩伴

——读庞余亮散文集《小虫子》

◎ 杨方

善于挖掘生命富矿的作家庞余亮，继《小
先生》后又一本散文集《小虫子》，从他根植于
童年生活的“富矿”中脱颖而出，首次出版于
2023年2月。这本书写了近40种小虫子。作
家以第三人称“他”为视角，以轻松活泼的童
言稚语，用含泪带笑的叙述，把读者牵回到童
年的时空。那些温情的回忆，那些童趣和虫
趣，让我们尘封已久的童心重新长出翅膀。

回想起虫子的世界，每个人恐怕都有记
忆。尤其是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人，物资匮乏的童年生活相差无几。作家庞
余亮说，“穷日子给予我两个潮湿的翅膀：饥
饿和孤独。”童年寂寞，幸好，还有那么多虫
子可以陪伴——它们“是我的敌人，是我的
玩具，是我的食物，是我的零花钱”。

“蜻蜓们的悬停，蜻蜓们的盘旋，蜻蜓们
的警惕，都让他崇拜得不得了：他捉过很多
虫子喂老芦（芦花鸡），但他从来没有捉过蜻
蜓喂老芦……有人想捉蜻蜓的时候，他总是
站在一边，在心中暗暗为蜻蜓加油。”在《小
虫子》散文集之《被蜻蜓欺负的人》中，他说
自己最喜欢蜻蜓。

除了蜻蜓，给他挠痒痒的蝼蛄，也是他
最忠实的玩伴。作家在《蝼蛄鞭炮》中写道：

“每天出门，他都是一手一只蝼蛄，蝼蛄在他
的空心拳中。为了逃出去，蝼蛄总是用前足
拼命抓他的手……真是给他挠痒痒。”我记
得小时候的夏天，一到晚上就有好多蝼蛄跑
出来，我们就追着蝼蛄满院子跑，还从来没
有谁，敢像庞余亮笔下的他，抓在手里把玩，
让蝼蛄挠痒痒。

在《天牛、孙大圣和“抓一斤”》中，他把
手里玩的天牛，看成是武功高强的孙大圣，

“身披黑底圆星的铠甲，黑白相间的触须，如
同身穿战袍的孙大圣头顶上的两条长翎子。
孙大圣抓握一斤重树枝的样子，真的就像是
凤翅紫金冠造型的孙大圣抓握金箍棒。”在
文章中，“抓一斤”是他的天牛的第二个名
字。在他和伙伴们玩的“天牛游戏”中，看谁
的天牛臂力惊人，有些天牛抓东西能达到半
斤。抓到半斤的天牛就被叫作牛魔王。而他
手里玩的天牛是孙大圣，能“抓一斤”，孙大
圣比牛魔王厉害。

作家的童年与各种小虫子交往的点点滴
滴，都记录在《小虫子》这本散文集里，还有很
多很多有趣好玩的桥段值得品味。如，萤火虫
像母亲头上的银簪子、长了一口黄牙的蚂蚱、
被称为“天才裁缝”的袋蛾，还有虱子、牛虻、
蚂蚁、蜜蜂、瓢虫……有人说，《小虫子》是一
本中国式的《昆虫记》，我深以为然。

弱小、无助、孤独，作家的童年与小虫子
有许多相似之处，似乎有惺惺相惜的感觉。那
些小虫子虽然卑微，但和小虫子做朋友却很
快乐、很可靠。拥有小虫子的童年是幸运的。
想起我们的小时候，有小虫子陪伴的童年真
的很快乐。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童年的小虫子，
是最好的玩伴，是我们的“发小”，和一只昆虫
在一起能玩上一天，从来不会觉得无聊。再看
看现在的孩子们，真是可怜，成天就知道玩手
机打游戏，估计也认不得几种昆虫吧。

读完庞余亮的《小虫子》后，我就想，童
年的好奇心是创造世界的强大动力，得想办
法，让小虫子把孩子们的注意力拉回到大自
然中去。庞余亮在自序里说，“和小虫子交朋
友，真的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是啊，
小虫子的魔力其实很大。我想说的是，读读
《小虫子》这本书，尤其是家有学童的家长读
者，不妨带领孩子一起读。孩子学会观察虫
子，恐怕可以成为一名写作文的高手吧？

重阳节的“数字密码”

“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10月
23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岁岁重
阳，今又重阳。农历九月初九缘何是重
阳？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数字密码”？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
澍伟介绍，数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组成部分，重视数字含义有着悠久
的历史。“古人造字以纪数，起于一，极
于九”，而且在古老的阴阳观念中，偶
数代表阴，奇数代表阳，“九”是奇数中
最大的阳数。在《周易》中就有“以阳爻
为九”之说。

农历九月初九这一天，月、日皆逢
九，两个最大的阳数重叠一起，故曰

“重阳”，也叫“重九”，且“九”“久”谐
音。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里
说，“重九”系因“俗嘉其名，以为宜于
长久”。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将“九”视
为“天长日久”的象征。

据汉代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记
载，当年的九月九日已有“佩茱萸，食
蓬饵，饮菊花酒”的习俗，秋菊傲霜，用
以浸酒，可“辅体延年”。加之“久”“酒”
亦为谐音，重阳饮菊花酒遂流传至今。
后又兴起登高习俗，目的也是祈福
添寿。

作为阳数之极，“九”又被称“极
阳”或“老阳”，这就与老人联系起来。

“九九”与“久久”谐音，寓意老人健康
长寿。

很多人喜欢十全十美，“十”代表
“满”。“我们的前人非常注重把握事物
的‘度’，‘满招损，谦受益’‘月盈则亏，
水满则溢’，而‘九’恰好是在上升趋势
中的极点，是有限之极，可永存而不
衰。”罗澍伟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顺理成章
地把重阳节同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
良传统结合起来，并赋予了重阳节新
的内涵。

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健康发
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的尊老美
德，2013年7月1日实施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
确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今年10月23日是我国第十一个法定
老年节。

罗澍伟表示，同重阳节一样，我国
很多传统节日均为“重日”，如正月正、
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
七等，古人曾赋予这些“重日”许多故
事和内涵，某种意义上也是解读中华
传统文化的“数字密码”。

（新华社周润健）

观众看到孩子心中的纯真美好

影片讲述了哈萨克族小男孩昂萨尔关于
骑马圆梦的故事，向观众传递了中华大地不同
民族之间相同的文化理念，向外界充分展现了
新疆各族人民安定团结的幸福生活和美丽的
自然风光。

影片上映后好评不断，一帧帧唯美的画面
描绘出阿勒泰地区的瑰丽色彩，大量非专业演
员纯真质朴的表演为影片增添了平实的笔触，
童趣的表达和真挚的情感走进了每位观众的
内心，各民族互帮互助的场景更展现出一个团
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新
疆。有观众表示：“画面美丽而震撼，当看到哥
哥骑着骏马、迎着阳光爬上山顶的镜头，仿佛
能亲身感受当地人骑马纵情草原的恣意生活，
不必远足即可领略大美新疆。”“影片充满了诗
意和治愈性，演员的表演真实而自然。”“大人
观看后也有所触动，观影过程是一次治愈的心
灵之旅。”

在早前进行的影片研讨会上，专家们也给
予《小马鞭》高度评价。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饶曙光表示，《小马鞭》回归了儿童片本色，通
过趣味性表达，诗意性地描写了孩子自身对周

围人和周围世界的认识，更能与观众产生共
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皇甫宜川认为，影片在成人的世界里构建
了一个儿童世界，通过描写一个草原上的男孩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伙伴的愿望作出的种种
努力，让观众看到了孩子心中的纯真美好。

放低姿态，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小马鞭》获好评引发业界思考：孩子们需
要什么样的儿童电影？

近年来，儿童电影创作者意识到不能只求
说教功能、不顾艺术规律，只有平等而真诚地
面对小观众，蹲下来与他们对话，作品才可能
走进他们的内心。

今年5月28日，以“电影很精彩，一起向未
来”为主题的第21届成都儿童电影周在蓉启
幕。本届成都儿童电影周，《远山花开》《我要
赢》等8部优秀儿童影片被集中展映。

《远山花开》是一部全龄化视角的儿童剧
情片，电影聚焦留守儿童，扎根于现实土壤，将
镜头对准乡土中国、基层干部和乡村儿童。它
通过讲述支教老师和留守儿童之间教学相长、
互相救赎、情感治愈的故事，引导社会关注山
村留守儿童和支教老师，聚焦农村教育话题，

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具有现实意义和鲜明特
点。电影中的很多故事，都来自秦巴山区大山
深处儿童的生活与学习作为原生态的故事。导
演刘全玮直言，随着小观众们对电影的需求和
口味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儿童电影的创作需要
更好地洞察观众需求，提供多样化、有趣且有
教育意义的作品。

《我要赢》的导演林毅认为，儿童电影要从
孩子的角度出发，来展现儿童眼中的真实世
界，用孩子可以看得懂并且喜欢的方式来讲故
事。“创作者的初衷很重要，一定要从孩子的语
境出发，让孩子说孩子的话，而不是小大人讲
大道理。作为导演，应放低自己的姿态，用孩子
的眼睛来看世界。”

儿童真人电影应与动画比翼齐飞

在一些国产儿童电影引发关注之余，不少
观众期待打造更多优秀儿童真人电影。一位业
内人士表示，如今儿童动画电影异军突起，儿
童真人电影在总体上却是日渐凋敝的。

这位业内人士说，真人饰演的儿童片《鸡
毛信》《宝葫芦的秘密》《小兵张嘎》《闪闪的红
星》等，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深刻
影响了很多人的人生。孩子们通过观看儿童真

人电影，更能拓宽人生的视野，积累应对挫折
的经验，培育强健全面的心灵，为一生铺展明
亮的底色。

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儿童真人电影《皮皮
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连续6天夺得国庆档
儿童电影上座率及场均人次第一，最终票房为
5784万元。这一票房成绩虽不能与同档期的
《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相提并论，但作为一
部儿童真人电影已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了相
对不错的成绩。

将经典动画翻拍成真人电影，如今成为国
外很多电影厂商的一个新选择。今年7月 21
日，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真人电影《芭
比》在我国上映。该片导演格蕾塔·葛韦格表
示：“我想在保留芭比娃娃原有特色的同时，赋
予芭比乐园新鲜、活力和现代感。”

该片讲述了一个住在芭比王国的娃娃因
为“不够完美”而被驱逐，在现实世界展开冒险
的故事。在片中扮演男主角肯的瑞恩·高斯林
说：“这个故事既有趣又悲惨、既简单又深刻，
可以说剧本包罗万象。”影片凭借精心设计的
服装、化妆、道具，呈现了梦幻般的芭比日常，
大到粉红海滩、房屋建筑，小到梳子、化妆镜，
精准还原了芭比娃娃的所有玩具细节，将一个
栩栩如生的芭比世界搬上银幕。最终，该片取
得了可观的票房。

有业内人士认为，能够让孩子们在电影院
看到更多真人儿童电影，似乎更显得弥足珍
贵，期待像《小马鞭》那样的儿童电影更多
一些。

（综合《北京青年报》《成都日报》《北京日
报》等）

主旋律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正在燃
情上映。该片由陈凯歌执导，唐国强、王砚
辉、刘劲、辛柏青、张颂文、黄晓明、章子怡、
朱亚文、张子枫等主演，全景式呈现了抗美
援朝战争，生动地再现了志愿军战士们英勇
顽强的战斗精神，让观众感受到这段历史的
沉重与伟大。

1950年10月，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跨过
鸭绿江，奔赴战场。为什么要打这场硬仗？彭

德怀总司令说：“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
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儿子付，孙子
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
付吧。”一句气定神闲又饱含悲壮色彩的话，
道出了那代人奔赴朝鲜前线的使命，引出了
银幕前这代人的热泪。

影片还原了七十多年来感动无数人的
松骨峰战役的残酷。在松骨峰战役中，以百
人之力阻敌数小时，一百多人战斗到仅剩7
人。试想，世界上有几支这样的军队？志愿军
战士们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凭借着
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压倒一切强敌的信心和
勇气，创造了“一个连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
达十几小时”的奇迹。他们舍生忘死，用血肉
之躯筑起一道道“钢铁”防线，面对敌人的疯
狂轰炸、进攻，战士们毫不畏惧，战斗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一个平凡的山峰，却见证了一
场非凡的战斗。

再看113师接到的紧急任务——必须赶
在美军前穿插三所里，切断美军退路。这就
意味着，113师必须在14个小时内强行军
74公里山路。在敌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师长江潮发出誓死的决心：“死也要死在
三所里。”行军路上，战士们跑到体力透支，
半路倒下再也没有醒来。呼叫卫生员，卫生
员也倒下，再也醒不来……多少战士因疲劳
超越了人体的极限而倒在异国的雪地上。终
于，他们比敌人早五分钟赶到三所里，抢占
了至关重要的战地。是什么让他们用生命奔

跑？是捍卫祖国尊严的勇气，是保家卫国的
坚定意志！

除了战争戏，影片还有一场“外交风云”
重头戏，张颂文饰演的伍修权在联合国上慷
慨陈词，痛斥美国对我国领土的侵犯和威
胁：“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如果以为这
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现，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人民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者！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情况变
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听着那慷慨激
昂的陈词，我心潮澎湃，泪水，夺眶而出……
伍修权将军的发言，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
的渴望，对侵略者的谴责。

在观看电影过程中，我的耳边仿佛多次
回响起初中时学过的课文，魏巍的那篇《谁是
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
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
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
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计划
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嘴里塞苹果
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
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我们应该铭记那段历史，记住那代人，
正是他们那代人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太
平盛世。我们要记得，而且要让我们的后代
也记得：曾经有那样一群“最可爱的人”，是
他们的付出与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

这盛世，如你所愿！

这盛世，如你所愿
——评《志愿军：雄兵出击》

◎ 武跃宾

记忆中的租书摊
◎ 姚孝平

10月16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
拍摄的儿童电影《小马鞭》公映。10月15日，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
单公布，《小马鞭》获得最佳儿童片、最佳音乐两项提名。此前，在德国开姆尼茨第
28届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小马鞭》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儿
童电影中心授予的最佳影片奖，该奖属于本届电影节的大奖。

今天今天 什么什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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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