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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小学生“雷人”毕业留言令人深省
尹卫国

“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

“梦想将来有很多钱。”武汉市某小

学六年级学生毕业留言，不仅让校

长、老师及家长看得目瞪口呆，也

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为了金钱而努力谈不上错，可

是孩子稚嫩的心灵被金钱、钞票所

占据，未免让人担忧。我们不必过

多地责怪孩子一切向钱看，而需要

检讨的是整个社会及大人们，金钱

至上的世风岂能不对孩子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成人世界过于功

利的价值观岂能不让孩子耳濡目

染？小学生“雷人”留言正是根植

于势利的社会土壤。

孩子追求金钱虽无大错，但需

要引导。小小年纪需要有一种昂

扬向上的励志精神；有朝气蓬勃的

精神面貌；有报效祖国，奉献社会

的壮志豪情。如果小小少年就坠

入金钱、物欲难自拔，过于世俗和

玩世不恭，长大后很可能就是一个

过于拜金和自私的人。

孩子之间互赠“金钱梦”留言

或许是为了好玩，家长及老师没有

必要把他们看作是“坏孩子”。可

言为心声，透视一下这些拜金语言，

不难发现孩子们理想信念的迷失，

不难发现不良社会风气对孩子心灵

的影响。学校切莫只重视知识和分

数，而忽视孩子的价值观引导。“小

树不修枝，长大木弯弯”。享有“园

丁”之美誉的教师，需要常用勤劳之

手为孩子修剪思想上的“枝杈”，擦

拭品德上的“锈迹”，让孩子这棵幼

苗长成健壮挺拔的大树，成为祖国

的栋梁之材。

对 此 ，家 长 们 更 需 以 身 作

则 ，毕 竟 言 传 身 教 有 时 胜 过 学

校 教 育 。

文化“种子”撒满希望的田野
——来自第三届陕西省农民文化节的观察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实习生 雷 洁

本报讯 （记者屈菡）北京市

曲剧团近期推出的话剧《正南正北

一条街》将于 12月12日起在京连续

上演。该剧讲述了华尔街一家大公司

向中国企业出售“金融鸦片”的故事。

据介绍，该剧由曾推出过北京

曲剧《茶馆》、《龙须沟》等作品的顾

威担任导演。通过揭露当前社会

环境下金钱驱动与人性道德的矛

盾冲突，提倡人们应该坚守底线。

北京市曲剧团团长孙东兴表示，该

团计划借助这次机会积极探索和

拓展艺术形式，增强剧团活力。

本报讯 （实习记者孙丛丛）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山东省委

组织部、山东省国资委等部门摄制

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大道鲁商》近

日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首播。

纪录片《大道鲁商》由央视国

际中文频道导演王益平任总导演，

作家李延国、曲直任总撰稿，历时 3

年多创作完成。该片分为《源远流

长》、《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陶

朱 事 业》、《端 木 遗 风》、《经 世 济

民》、《商海追梦》7 集，全景式展现

鲁商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

“不吃苦，好日子怎能过？不努力，

光阴就错过，咱老百姓呀都懂这个理，

为了梦想不息奋斗着……”日前，在第

三届陕西省农民文化节西安主会场展

演的舞台上，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村民

简管琦，面对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民演员

及观众，唱响了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为了梦想不息奋斗着》。

在当晚以“希望的田野”命名的第

三届陕西省农民文化节新设的农民舞

台才艺展示专场演出的舞台上，众多与

简管琦一样的绝对“草根”登上了明星、

艺术家表演过的省城大舞台，对于他们

中的大多数而言，这是人生的第一次。

节日调动热情

第一次参加农民文化节的牛彩虹

是陕南宁强县人，绝活《变脸》让她一路

过关斩将登上了西安主会场展演的大

舞台。“我要把节目编排得更精彩，以后

还要来参加，要给观众带去更多新奇的

好表演。”

来自陕北清涧县的 72 岁老人白明

理参加过 2010 年的第二届陕西省农民

文化节，他对记者说：“我们农村的文化

活动越来越红火。现在农民生活有了

保障，也有时间搞文艺了，个个精神饱

满，爱唱爱跳，并且搞得很有特色。”作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清涧道

情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正向徒弟们传授

这一技艺，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爱上

“道情”。

“《秧 歌 操》是 我 们 自 编 自 排 的 节

目，花了近 3 个月的时间。”在舞蹈《秧歌

操》赢得满场掌声之后，《秧歌操》主演

之一、来自宝鸡市岐山县的付福会向记

者表示，这次农民文化节的好多节目不

仅质量高，而且关注农村实际，如关注

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作品不少。

生活需要歌唱

“山东的‘大衣哥’朱志文是养鸡养

鸭，我是种花。”简管琦说，“农民过去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除了写歌、唱歌

外，简管琦还自学了打架子鼓、弹电子

琴等，并且在周边村庄举办公益巡回演

出。在为实现自己的音乐梦不断努力

中，他也希望公益演出能够活跃农村文

化生活，给广大农民带去欢乐。

“举办农民文化节，是政府对农民

艺术的重视，也为农民艺术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展示平台。”第二次参加农民文

化节的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铺的汪世

发感到很荣幸，也对乡亲们近年来参与

文化活动所起的变化颇有感触。“以前

农民的生活状态很懒散，而现在大家的

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了。”汪世发说。

表演完小戏《农家情》后，渭南市临

渭区的倪新年对记者 说 ，现 在 不 管 是

唱戏，还是广场舞，乡亲们的积极性都

很高。

梦想更要支持

“为了准备这次来省城的演出，岐

山县文化站为我们排练专门安排了场

地，还提供了服装、音响等。”对此，付福

会很是感激。不过，对于今后的文化活

动，她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都是四五

十岁的人了，虽说大家喜欢唱唱跳跳，

也常凑在一起编排节目，但毕竟自编自

排，不够专业。”付福会希望文化站或其

他专业老师能够更多地指导她们，能够

为她们编排一些大型的、适合自身特点

的专业节目。

“唢呐在陕北很受欢迎，年轻人都

爱学。好多人不认识乐谱，死记硬背也

争着学。”汪世发告诉记者，对于唢呐的

传承，他非常有信心。绥德县文化馆每

年都会组织唢呐培训班，一年能培训

100 多人。但他还是觉得培训的次数太

少了，希望一年能举办六七次，让更多

的爱好者有机会接受专业辅导。

渭南市临渭区文化站十分支持倪

新年的戏曲自乐班，并为他们提供了场

地、音响、灯光及少量的资金，对此，倪

新年很知足。“毕竟文化站的资金也有

限。”倪新年说，“我们是社会团体，由会

员交点会费和文化站给的资金共同维

持。希望政府能够对这样的社会团体

给予经济和物资上的支持，让我们更好

地坚持下去，更好地为繁荣农村文化做

出贡献。”

“紧赶慢赶还是没抢上先，只好

坐在后边的土堆子上”。11 月 12 日

一大早，吉林省公主岭市八屋镇五

家子村的杨晓玲领着全家老少 7 口

人赶到了村口，庄稼地旁新蹚出来

的 一 片 平 地 上 ，已 经 来 了 上 千 人 。

吉林省戏曲剧院民间艺术团送戏下

乡的大篷车布置妥当，好戏马上就

要开演。

“小妹 妹 送 情 郎 啊 ，送 到 那 个

大门东，偏赶上老天爷刮起了西北

风 ……”一 曲《小 妹

妹送情郎》拉开了吉

林 省 戏 曲 剧 院 民 间

艺 术 团 送 戏 下 乡 的

大 幕 。 观 演 人 群 中

有开着农用车来的，

有开着轿车来的，老

乡们站在土堆上、坐

在大车上，好些人肩

头上还扛着孩子。

刚 从 台 上 下 来

的 老 演 员 尹 为 民 和

孙晓丽向记者 介 绍 ，

以 前 演 出 多 是 到 乡

镇 ，为 了 让 最 基 层

的 百 姓 看 戏 方 便 ，

近 几 年 的 演 出 直 接

到村屯。

吉 林 省 戏 曲 剧

院 的 民 间 艺 术 团 成

立于 1980 年，作为省

级艺术团体，成立之

初 他 们 就 将 服 务 对

象定位在农村，确立

了送戏下乡、为农民

演 出 的 宗 旨 。 从 最

早 的 50 多 人 增 加 到

276 人 ，该 团 演 出 足

迹遍布吉林省 9 个市

（州）县的各个村屯。

“30 多年一共用

了 3 台大篷车，最早

的大篷车是手摇的，

十几个人 3 个多小时

才能搭起来，而现在

的大篷车是全自动的，5 分钟就搞

定。”在剧团成立的第二年，从部队复

员的徐子辉来团开大篷车。徐子辉

戏说自己都是半 个 农 民 了 ，“ 为 了

赶场子，经常是早上 3 点多钟就出

发 ，早 先 大 篷 车 需 要 用 柱 子 撑 起

来 ，刮 风 下 雨 经 常 把 油 毡 布 刮 跑 ，

大伙儿经常下到泥水里去捞，捞出

来再绑上。”

老演员们谈起当年送戏下乡的

经历深有感触。董玮回忆说：“10 多

年前，我们下乡演出就住在乡村的

小学校里，8 张桌子搭成一个床铺，

住在吹气褥子上，下雨天赶上防雨

不好的教室，一夜要换好几个地方，

不注意小蛤蟆还会跳到被子上。下

雨天观众打着伞披着塑料布看戏，

演员就要顶着雨演出。不论怎样艰

苦 ，只 要 掌 声 一 响 ，演 员 就 不 想 下

台。”

吉林省戏曲剧院副院长丁洁告

诉记者，正是艰苦铸造了辉煌。在

吉林省 70 多个送戏下乡的艺术团体

中，吉林省戏曲剧院是一面旗帜，这

个集体为吉林省的文艺舞台赢得了

众多的荣誉，涌现了

一 批 优 秀 剧 目 ，如

《梁 祝 下 山》、《离 婚

夫 妻》、《猪 八 戒 拱

地》等 ，以 及 一 大 批

深 受 百 姓 爱 戴 的 艺

术 家 。 记 者 在 公 主

岭 市 八 屋 镇 五 家 子

村 七 队 演 出 现 场 采

访时，一位叫李晓峰

的 小 伙 子 居 然 一 口

气 说 出 了 吉 林 省 戏

曲 剧 院 十 几 个 演 员

的 名 字 。 他 还 拉 着

记者去问他的爷爷，

老爷子 70 岁了，能叫

出的演员更多。

围着乡村转，演

给农民看，吉林省戏

曲 剧 院 受 到 了 农 村

广 大 群 众 的 欢 迎 和

喜 爱 。 林 加 占 是 一

家媒体的副总编，同

时 兼 任 吉 林 省 艺 术

剧 院 送 戏 下 乡 的 副

团长。他说，当年许

多 艺 术 院 团 处 于 低

谷 时 ，没 钱 拍 戏 ，没

戏可演，他们团在农

村 的 演 出 就 已 经 红

红 火 火 了 。 上 世 纪

80 年代，为了能订上

一场演出，许多乡镇

干部要跑到城里剧团

来排队。丁洁说：“送

戏下乡是在田间地头的演出，30年来

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编排了不同的

节目，内容上接地气，所以非常受百

姓欢迎。”

近些年，吉林省把送戏下乡纳

入政府文化惠民工程。政府买单让

广大农民免费看戏，仅吉林省戏曲

剧院每年送戏下乡演出就有 400 多

场。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苏威说：

“作为一个省级艺术剧团，必须有着

明确的定位，吉林省戏曲剧院正是

定位准确，30 多年来才一路高歌，闯

出一条国 有 艺 术 院 团 长 盛 不 衰 的

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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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付远书）继成立全国副省级城市首

个文艺志愿者协会后，四川省成都市文联近日推出“成都市

文学艺术成就年度专业认证”，鼓励群众向文联提出认证申

请，进而发掘群众中的优秀作品和人才。

成都市文联初步确定认证对象包括成都市域范围内年

度文学艺术作品、文艺人物和有影响的文艺活动或事件、单

位或机构。

据介绍，成都市文联按照专业协会会员和非专业协会会

员予以区分。前者申报艺术成就认证，由各协（学）会报市文

联核定、颁发证书；后者申报艺术成就认证，报市文联进行专

业评定后颁发证书。值得一提的是，对获得专业认证的个人

和机构，成都市文联将优先与其开展项目合作，在作品转化、

展演活动、宣传推介等方面给予支持。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11 月 26 日，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

委统战部、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在

郑州召开河南省推进民营企业文化

建设会议。会上宣布建业住宅集团

（中国）有限公司等 53 家企业为首批

“ 河 南 省 民 营 企 业 文 化 建 设 示 范

点”，并将 2014 年定为河南省民营企

业文化建设促进年。

近年来，河南省广大民营企业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推进企

业文化建设，为企业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文

化支撑和精神动力。但是，河南民

营企业文化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

题，如一些民营企业对企业文化建

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不够明确，企

业文化和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管理

脱节等。

据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席赵

纯武介绍，经过近3个月的认真筛选，

这 53 家企业从河南省各地市以及省

直属商会推荐的 76 家民营企业中脱

颖而出，接下来河南将努力把示范点

建设成为特色鲜明、文化气息浓厚、

示范带动作用较强的优秀典范。

本报讯 （记者杨晓华）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近日在

北京大学颁发，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和波兰著名诗人亚当·
扎加耶夫斯基荣膺这一荣誉及 8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评委会认为，痖弦的诗歌“在以对小人物具同情心的书写来表现

现代中国历史变迁上，在对诗表示严肃和敬畏，维护诗歌独创性而拒

绝成为诗坛‘流行歌星’上，在确认自身才能又深知其限度上”继续为今

天提供宝贵经验；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中“最富于启示性的，

是在历史道德的担当和审美愉悦之间达成的那种奇妙平衡。”

耄耋之年的痖弦亲临授奖现场，并在获奖词中表露心迹：

“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我深深感到一个诗人对中国命运的责任，

我把一生都交给了诗歌，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诗歌中。”亚当·
扎加耶夫斯基通过视频发表了获奖感言：“你们的中央之国，的

的确确乃是世界诗歌的主要中心地之一。”

文化纪录片《大道鲁商》开播

河南公布首批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示范点

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揭晓

本报讯 （驻 北 京 记 者 王 晓

风）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

获悉，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熊

希 龄 墓 园 的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已 完

成。下一步，将对墓园进行保护性

修复并建设熊希龄先生陈列馆和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熊希龄曾当选中华民国第一

任民选总理，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

帝制被迫辞职，是杰出的爱国者、

教育家。熊希龄的墓地位于北京

香山，由于长期失管，外来户因此

盘踞墓园，肆意搭建违章建筑，使

墓园环境遭到重度破坏。为恢复熊

希龄先生的墓园，海淀区历经 4 年

多艰难协调，今年 10 月终于将最后

的钉子户迁出。

由民间自发举办的“中国·罗城县第二届仫佬族依饭文化节”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广场举行。

依饭节又称“喜乐愿”，是仫佬族人民感恩还愿、庆祝丰收、驱灾祈福的传统节日，每 3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有 500年历史。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仫佬族群众表演舞凤凰。

本报实习记者 冯永宇/文 通讯员 吴耀荣/摄

北京将建熊希龄陈列馆

简 讯

成都向市民开展文艺成就认证

话剧《正南正北一条街》12月上演

（上接第一版）

同日上午在重庆师范大学，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赵仁珪作《苏轼诗词的情

商》专题讲座。赵仁珪先生的斯文形象

和文人智慧深深捕获了学子的心。

至此，6 场专题讲座以高密度的知

识含量、高智慧的精神引导赋予“走进

重庆”系列活动饱满的质感，成为浸润

重 庆 特 别 是 5 所 高 校 学 子 的 多 维 营

养，也彰显了“中华文化四海行”的内

在品质。

尚长荣助阵文艺联谊

11 月 19 日晚 7 时 30 分，“中华文化

四海行——走进重庆”文艺联谊晚会在

重 庆 市 川 剧 院 川 剧 艺 术 中 心 剧 场 举

行。歌舞、诗词、戏曲等 10 余项精彩纷

呈的文化节目，赢得全场 700 余名观众

的喝彩。陈进玉，冯远，重庆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刘光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民建重庆市委主委沈金强，重

庆副市长谭家玲等出席了联谊晚会。

晚会在铜梁龙舞《龙行九天》中拉

开序幕。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蒋

彦带来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让现场

观众领略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中国歌剧

舞剧院青年舞蹈家唐诗逸用古典舞蹈

《碧雨幽兰》将舞台变成了“梦幻天堂”；

著名播音员、《话说长江》的画外音朗诵

者虹云激情四射地再现了“长江”风采；

古典诗词界大师周笃文一则短章吟诵

令人浮想联翩；重庆川剧院院长、梅花

大奖获得者沈铁梅演唱的《李亚仙》唱

段叫人如醉如痴；上海昆剧团老团长、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意外出现

在舞台上，一曲《长生殿》迷倒了现场观

众；中国剧协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尚长荣精神抖擞地献上了《自己的队

伍来到面前》……这场自谦为“联谊”的

文艺晚会素朴而高雅，绝无奢靡之风，

却叫人回味无穷。

尚长荣、蔡正仁在后台休息室畅叙

的画面更是难能可贵，在中国文艺舞台

上，可以同时请来这两位艺术大师，从

侧面反映出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

研究馆的号召力。

冯远坐镇书画论坛

11 月 20 日 下 午 ，“ 中 华 文 化 四 海

行 ——走进重庆”系列活动之“中国书

画精品联展”在三峡博物馆开幕，展品

包括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家作品，共展

出中央文史研究馆、17 省（区、市）文史

研究馆及重庆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精

品 120 余幅，使重庆书画家有机会零距

离与中华文化四海行的优秀书画家相

聚。当晚，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艺术家

联合举办笔会，为山城重庆留下了巨幅

画作，算是对重庆各界给予“走进重庆”

系列活动有力支持的回报。

11 月 21 日下午，作为“中华文化四

海行——走进重庆”重要组成活动的书

画艺术研讨会在重庆天来酒店举行，冯

远主持研讨会。在 3 个小时的研讨会

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薛永年、马振

声、程大利，《中华书画家》杂志社总编

王镛以及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钟纪明、凌承纬等围绕中国书画的传承

与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冯远在会上表示，传统是一个具有

巨大包容性的概念，不要简单地将其理

解为不变的传统，所有在传统基础上探

索得来的成功经验都可能构成新的“传

统”。他希望艺术家们能在创新思潮迸

发的当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计划中的系列活动一一如期高效

举办过后，参与活动的馆员们踏上了文

艺采风道路，大足石刻的深邃和钓鱼城

的神秘鼓舞了见多识广的大伙儿，他们

把触景生情的种种收获一并献给了关

于重庆文化建设的最后一次论坛。这

支队伍由如下人士组成：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舒乙、程熙、马振声、王立平、薛

永年、赵仁珪、赵德润、仲呈祥、程大利

和谢维和、于丹、尚长荣、周笃文、虹云、

蔡正仁等特邀专家学者，重庆、北京等

18 个地方文史研究馆的负责人和馆员

代表参加活动。

他们共同的感受是：不枉此行。正

可谓：步步“精心”，处处“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