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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读者王静向青年报

记者反映，孩子的课外读物中现在各

类“ 另类童谣”十分火爆，这些童谣

将经典古诗词进行改编，极尽搞笑之

能事。“ 这不是糟蹋传统文化嘛！要向

孩子普及古诗词，也不能这么个普及

法。”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注意到，现

在这类“ 另类童谣”确实很有市场，

并且正在对孩子产生深刻的影响。这

也引发了不少家长和专家的担忧。

经典古诗背不出
另类童谣信口来

在“ 另类童谣”中，在读者中最有

人气的李白诗歌是重灾区。记者就看

到一首改编自《 赠汪伦》的童谣。“ 乘

舟将欲行，忽听扑通跳水声。一个猛子

扎下去，捞起一看是汪伦。”一首抒发

友谊的名诗，就这样硬生生成了营救

落水儿童的见义勇为之作。而《 春晓》

则成了“ 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打

上飞毛腿，不知死多少。”一首幽静之

作，瞬间弥漫着人蚊大战的惨烈。

此外，诸如“ 日照香炉烤鸭店，

鸡鸭鱼肉在眼前，口水流得三千尺，

一摸口袋没带钱”等“ 另类童谣”更

是比比皆是。福州路一位书店经营

者告诉记者，童谣一类的书本来没

有什么人买，但近年但凡“ 童谣”前

有“ 搞笑”二字的书，都卖得不错。

“ 孩子中好像很流行这类读物。”王

静 女 士 对 记 者 表 达 了 她 的 深 深 忧

虑。“ 自己诗都被恶搞成这样了，不

知道那些大诗人都会怎么想。那是

对传统的玷污。”

当然，这还不是忧虑的全部。王

女士表示，最近她发现儿子“ 另类童

谣”背得很熟，原诗倒是很多都背不

出来。这显然是“ 混淆视听”的结果。

而且有的童谣传统的价值观也很值

得怀疑。有一首改编自《 静夜思》的

童谣这样写：“ 床前明月光，学生睡得

香，一觉睡起来，铃儿响叮当。”“ 这

不 是 公 然 教 唆 孩 子 在 课 堂 上 睡 觉

嘛！”

“ 另类童谣”
普及诗歌是步入歧途

语言文字专家胡英琳对青年报

记者表示，在“ 恶搞精神”上，“ 另

类童谣”与去年的“ 杜甫很忙”是

一脉相承的。只是“ 杜甫很忙”的恶

搞仅针对诗人的形象，而“ 另类童

谣” 则直接破坏了诗作的内容，所

以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如果有朝一

日 孩 子 只 知 道 汪 伦 与 见 义 勇 为 有

关，而不知道与桃花潭水有关，那显

然是很大的悲哀。“ 习总书记最近

说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歌从教科书

里删去，而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孩

子的脑子里。所以最近诗歌普及很

热，但‘ 另类童谣’显然是走歪了路

子。”胡英琳说。

尽管家长和专家很反对，但这些

“ 另类童谣” 在孩子那里却很有市

场。相比负面影响，“ 另类童谣”为何

如此受到孩子青睐显然更值得反思。

评论人郑文最近谈到这个问题时颇

为尖锐地指出：“ 另类童谣” 的流行

恰恰是现实校园文化生态下结出的

一枚苦果。在惟分数论甚嚣尘上的驱

使下，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空间被挤

压到极限。学生们苦苦寻找情感和压

力发泄的方式。“ 另类童谣”如同一

抹灰色的阳光，让其眼前一亮，虽然

不能得到温暖，但会带来一丝丝放松

与快乐。

在郑文看来，在此情况下，一些

教育部门和出版机构更应该引导孩

子去读那些传统经典作品，但他们不

仅大肆宣传这类童谣，有的书还进入

了“ 推荐书目”，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 另类童谣”火爆 孩子伤不起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豆瓣、新浪微博人气美食

博主小白的新作《 四季蔬，小白素食

记录》前天在大众书局福州路店举行

了分享会。《 四季蔬：小白素食记录》

中，小白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分享了

她亲手制作的四十余种常见蔬菜的别

样烹制方法。她倡导吃当季蔬菜，用简

单的方法烹饪出属于它的味道。

《 四季蔬》：倡导当季食材当季吃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 纪念周信芳先生诞辰

1 20周年系列演出”演出发布暨开票

仪式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本次演出

汇集京津沪鄂名家，因此虽然距离演

出还有3个月时间，开票首日，逸夫舞

台售票处就排起了长队。半天工夫就

售出了540张票，足见该系列演出的

吸引力。

周信芳是京剧“ 麒派” 艺术大

师。201 5年1 月适逢周信芳先生诞辰

1 20周年，为纪念这位一代宗师，上海

京剧院在201 5年1 月策划了一系列纪

念演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海

京剧院艺术指导尚长荣当天表示，自

己也是个“ 麒迷”，“ 麒派”艺术是学

不尽的宝库，周信芳先生更是戏剧人

的楷模。

据悉，此次纪念演出将从201 5年

1 月1 2日正式拉开帷幕，将轮番上演

“ 流芳”—纪念人民艺术家周信芳诞

辰1 20周年主题晚会、传统大戏《 龙

凤呈祥》、《 秦香莲》、《 法门寺》。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董文华的《 十五的月

亮》、阎维文的《 说句心里话》、蔡国

庆的《 同一首歌》、王宏伟的《 西部放

歌》、雷佳的《 芦花》，这些都是家喻

户晓的明星和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

1 1 月1 1 日，总政歌舞团将登陆上海

大舞台举办演唱会，参与上海国际艺

术节“ 艺术天空”板块的演出，而久

违的董文华将4次登台献唱。

据悉，整台演唱会将分成“ 岁月

如歌”、“ 经典永恒”和“ 我们与时代

同行”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董文华将

在第3个节目登台，独唱《 十五的月

亮》，第二部分她将独唱《 今天是你

的生日，中国》，第三部分她则独唱

《 春天的故事》，并参与最终的全体

演员“ 经典歌曲联唱”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

团，在当代中国文艺舞台上具有令人

瞩目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是

著名歌唱家云集的文艺团体。几十年

来，这些歌唱家在全军乃至全国观众

心目中具有很高艺术地位，演唱的歌

曲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由此形成中国

文艺团体中首屈一指的显赫阵容。

《 名家与经典》 即是总政歌舞团老、

中、青三代声乐艺术家以及演唱的经

典歌曲的汇萃集成。

艺术节“ 艺术天空”上演重磅演出

总政歌舞团上海登台放歌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

板块之一———“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

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于上周末圆

满落幕，在7天的时间里，包括1 4部

“ 委约作品” 和约1 60项“ 邀约活

动”在内的近300场活动在上海戏剧

学院及活动分会场举行，除了文艺青

年，也让不少普通市民群众走进了校

园、剧场，感受了非同凡响的艺术创

想体验。

纪念周信芳诞辰120周年

京剧名角齐聚献演

青年艺术创想周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