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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读者反感乏味的“鸡汤”
应该说，空洞一直是童书的一个

通病。很多作者以为给孩子看的书，
不需要有太多的内容，否则会“消化
不良”。而当近年“童书也可以给大
人看，疗愈他们的心灵”的观念深入
人心，图书的这种空洞便似乎更找到
了理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青年报
记者看到一本绘本，作者是要表达都
市人的孤独，结果整本书就变成了主
人公摆出各种姿势在都市的街道上

“享受孤独”，极为做作。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阿狸之父”

Hans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在接受青年
报记者专访时说，这几年各种“治愈
系”的作品越来越不受待见，这并不是
说读者不需要“治愈”了，相反，现在焦
虑的都市人很渴望“心灵鸡汤”，但是
他们不喜欢那些“无病呻吟”的鸡汤。

从2009年推出阿狸系列绘本以
来，Hans的书已经累计销售了300多
万册。这次他又由接力出版社推出
了个人第二本儿童绘本《阿狸和弯月
亮》。和过去的作品一样，Hans的《阿
狸和弯月亮》也来自于他的真情实
感。他告诉青年报记者，某天夜里下
班后回家的路上，他抬头看见了月亮，
他就忍不住想，也许每天我们看到的
月亮都不是同一个，这些月亮会住在哪
里？为什么有的晚上没有月亮？于是
在《阿狸和弯月亮》中，Hans希望每一个
人都仍然相信童话，希望每一个人，都
有机会遇到一个弯月亮。

在Hans看来，空洞永远是没有理
由的。任何一部作品要想感动读者，
作者本身需要被感动，但是空洞显然
是没有办法让作者自己也感动起来
的，所以空洞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错误。

作者永远不能脱离生活
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反思，为什

么会出现那么多“无病呻吟”的作
品？资深出版人吴洪一针见血地指
出，现在很多作者已经严重脱离了生
活，而当过去的生活经验写完之后，
剩下的也就只有编造了。可是要从
无到有地编造是如此不易，于是作品
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洞。

1980年出生的Hans创作阿狸系
列绘本也已有10年了，10年的不懈
创作足以让任何一个青年作家将以
往生活积累消耗殆尽，Hans向青年报
记者坦言，其实他也有过创作不下去
的瓶颈期。但和另外一些作家不同，
Hans并没有强迫自己写下去，而是走
出书房，来到了朋友们中间，“应该和
朋友们多聊聊天，记住那些感人的
话。”Hans对青年报记者说，做绘本就
是要找到最朴素的语言，而这最朴素
的语言，就来自于作者最真实的生活
体验。

Hans这几年又做起了阿狸系列
的大电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既当
导演又当编剧，还要拉投资。在《阿
狸和弯月亮》之后，Hans已经在筹划
《阿狸梦之城堡》。对于Hans来说，拍
电影与其说是新的一种生财之道，不
如说是他逼迫自己走出书房，接触社
会，寻找灵感的一种途径。也就在这
样一个过程之中，阿狸作品变得越来
越丰富起来。

吴洪说，抱怨“无病呻吟”的作品
越来越多，还不如问一个问题，为什
么有那么多作者宁可“无病呻吟”却
还要去写？这里面一定有商业利益
的推动，也一定有作者对于创作底线
的失守。这是需要反思的。

脱离生活的“鸡汤”谈什么“治愈”？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
由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的大
型秦腔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明后
两天将献演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

大型秦腔现代剧《王贵与李香
香》取材自李季红色革命长诗《王贵
与李香香》，展现了70年前宁夏盐池
周边地区人民走上革命的坎坷历
程。该剧由国内艺术大家刘锦云编
剧，张曼君执导，宁夏“梅花奖”获得者
柳萍、李小雄联袂主演。通过采用交
响合唱与传统戏曲相结合的手法，实
现了传统和现代、民族性和世界性的
有效对接，做到了革命题材作品的诗
意表达、地方戏曲剧种的当代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王贵与李香香》
堪称是一部西部民俗风情剧，除了秦
腔之外，剧中还加入了陕北民歌“信

天游”及西北富有民族特色的“花儿”
的演唱手法。让作品更有地域特
色。这是时隔70年后，《王贵与李香
香》再次被搬上戏曲舞台。在导演张
曼君看来，不仅是让秦腔剧坛再现两
个红色恋人的纯真爱情，更重要的是
用今天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当年的建
国大业，从中体味那一代人激情燃烧
的苦乐年华。

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创排的秦
腔经典现代戏“三部曲”之一，该剧
2017年在第15届中国戏剧节开幕
式上精彩亮相后，以鲜明的主题、唯
美的唱腔、独特的手法得到国内专家
一致好评，当年就入选西部及少数民
族地区创作提升计划重点原创剧
目。在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创作扶持工程评选中，该剧从全国报
送的170余部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
成功上榜“十大重点扶持剧目”，并作
为“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开
幕演出剧目在北京演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市民文化节“神话
与神画的世界——上海‘创世神话’
少儿版画创作大赛作品展”，日前在
虹桥当代艺术馆开幕。同时，由上海
市群众艺术馆编撰的《“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市民读本及
青少年读本首发。

自2018年 6月启动，大赛共收
到来自全市六十余所学校、艺术机构
以及个人投稿的作品近400件，经过
初评，专家复评等环节，最终107幅
中外小朋友作品入选。征集过程中，
主办方开展了暑期“创世神话”版画
培训课程、版画艺术进校园、“小手
印”少儿版画体验等活动，以阅读、思
考、创作、交流和展览的形式激发当
代青少年对中华创世神话的探究动
力，并运用版画——这一有着特殊创
作手法和特别面貌的艺术样式，将青
少年心中的所思所想艺术化表现。

而作为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工

程的“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的成果，由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编撰的《“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市民读本及
青少年读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市
民尤其是青少年普及、传播创世神
话。市群艺馆向百家中小学图书室
赠送2套《中华创世神话》读本，让更
多的青少年和教师有机会不出校门
就可以阅读和了解中华创世神话丰
富的内容体系。

长宁艺术中心展览部主任熊友飞
对青年报记者表示，从此次展览来看，
上海青少年版画创作水准很高，这与
多年来坚持版画推广，在全市设立30
余所版画特学中小学有关。而上海还
建立了版画人才长期培养机制，这些
脱颖而出的青少年，将可以进入虹桥
半岛版画艺术中心继续深造学习。

本次展览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局主办，上海长宁
文化艺术中心承办。展览将持续至
11月17日。

“创世神话”少儿版画
创作大赛作品展开幕

现在“无病呻吟”的书越来越多，在目前的出版
市场上青年报记者也注意到，有的书打着“治愈系”
的招牌，其实内容是空洞乏味的。有的作者甚至认
为这种空洞就是一种“治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无病呻吟”的创作风格应该为“心灵鸡汤”备受反
感负责。而这也反映出现在有一些作者严重脱离
了生活。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时隔70年
《王贵与李香香》再登戏曲舞台

由中国话剧协会、北京市文化局
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
季13日晚在首都剧场开幕。开幕剧
《大国工匠》以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独手焊侠”卢仁峰为原型，
表现了中国历史洪流中三代兵工人
的理想、亲情、友情、爱情。

据主办方介绍，为期约 2 个月
的展演季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主
题，来自 16 个省份的 25 个剧目将
在京上演。其中紧扣 40 年来国家
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的剧目有：展现

兵工精神的《大国工匠》、赞美塞罕
坝精神的《塞罕长歌》、讲述劳动人
民勤劳致富故事的《太阳照在南洋
河上》等。

此外，本次展演剧目既能体现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又
具备良好的艺术美学和市场号召力，
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小井胡同》、
江西省话剧院的《哭之笑之》、浙江省
话剧团的《新新旅馆》、北京央华的
《犹太城》等作品。

据新华社电

《大国工匠》揭幕全国话剧展演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