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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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词里话清明
◎ 王秀兰

清明时节，落花飞絮，春意阑珊。人间最
美四月天，却亦有“情哀婉，神魂断，泪眼望
穿”的伤感。且让我们“万般思情诗中看，煮
诗清明间”。

悲戚哀婉的祭祖诗。清明祭祖是中国传
统习俗，但祭祖时难免触景生情，悲戚哀婉。
那泪雨纷飞的场景，凝成一场诗雨，注入思
念，鲜活在清明的雨季。“乌啼鹊噪昏乔木，清
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
草绿……”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
描绘出一幅旷野坟冢间亲人泪雨祭洒清明的
场景。“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
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宋代诗
人高翥的《清明日对酒》，更加形象生动地描
述了这一祭祀习俗。清明这一天，南北山头到
处都是忙于上坟祭扫的人，焚烧的纸灰像白
色的蝴蝶到处飞舞；人们凄惨地哭泣，如同杜
鹃啼血一般。

清明诗中春和景明。春回大地，风和日
丽，万物复苏，正是踏青郊游的好时机。人称

“温八叉”的“花间词派”鼻祖温庭筠所写《清
明日》一诗，就妙笔生花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栩
栩如生的踏春图：“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
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在清明的晨曦
中，清蛾飞舞，色彩斑斓，宛若天公巧绘的一
把绝美画扇。满园柳绿花红，生机盎然，郁金
香也赶趟儿似的竞相开放。漫山遍野一片春
和景明，让人心生欢喜。又是一年青草绿，梨
花风起正当时，此时不赏春，更待何时？

清明诗中游子梦。元代散曲作家乔吉的
《折桂令·客窗清明》，则把客居他乡的遗憾和
孤独的思愁巧妙地勾画出来：“风风雨雨梨
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甚情绪灯前，客怀枕
畔，心事天涯……”都说叶落归根，可诗人晚
年却客居他乡，遗憾由此而生。恰逢清明节，
诗人思乡的情绪更加浓烈。风雨落下，梨花凋
零，窄窄的窗户，小小的窗纱。一个客居在外
的人，孤灯相伴，回想着五十年来的人生，如
梦般转瞬即逝，徒剩三千白发烦恼丝，挥之不
去。天涯漂泊，游子孤独，所以，当看到一片生
机的春日清明，不但提不起一丝兴趣，反而是
春天的景色愈美，游子的心中越忧伤，读来让
人心灵悸动，久久难平。

清明诗中酒香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
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一诗，使“杏花
村”名扬天下。“杏花村”具体指哪里，至今仍存
在争议，但并不影响一些地方的“杏花村”名垂
千古，有的地方甚至将自己的品牌酒改称“杏
花村酒”，许多文人骚客纷纷慕名而来，在“杏
花村”的酒香中赏杏论诗，留下佳作无数。

清明煮诗，人间最美。让我们沐着诗雨、
浴着春风，行走在清明诗词间，煮一壶春的
厚重或轻盈，品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感悟
生命的内涵，“清”生命之惑，“明”生活之理，
不辜负每个春和景明的清明天。

今年2月底，浙江省文明办发布2025年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十件实事，其中包括“我
陪孩子读经典”未成年人阅读项目，旨在通过
家长陪读、老师引读、名人领读、社会伴读以及
推荐书单、举办中小学校园读书节等方式，培
养未成年人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县新闻出版局开展“守护童心，悦读成
长——未成年人‘护苗’绿色阅读活动”。活动
通过讲解绿色阅读理念、诵读经典等方式，引
导未成年人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体现出对未成年人
阅读的重视。有业内人士指出，促进未成年人阅
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各
方协同合作，从阅读内容供给、阅读空间建设、
阅读服务等多方面着手，营造良好的阅读生态。

强化未成年人阅读内容供给

青少年阅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优质阅
读内容的供给。如何丰富青少年阅读资源，让
他们愿意读、爱阅读、读得进？福建师范大学校
长郑家建前不久指出，要加快研制符合青少年
认知规律、成长特点的推荐书目和专业规范的
中文分级阅读标准，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书目
审核和质量把关的首要依据。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认

为，阅读资源的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数量的增
长上，更要关注内容的深度与质量，引导青少
年通过阅读实现真正的成长。

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上海大
学教授谭旭东鼓励作家创作更多反映本土文
化、价值观和生活场景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
能够贴近未成年人的生活实际，让他们更能产
生共鸣，从而提高阅读兴趣。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炎龙表
示，数字阅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阅读时代，要
充分利用电子书、有声读物等数字阅读形式，
开发适合未成年人的优质电子阅读平台。例
如，一些平台可以推出青少年模式，精选推出
适合未成年人的数字阅读资源，也可利用数字
平台与亲朋好友实现实时联动，共同分享读书
带来的成长与收获。

优化未成年人阅读空间环境

引导未成年人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阅
读空间的打造是重要方面。社会各方面应如何
建设阅读空间，构建人人、时时、处处可读书的
阅读新场景，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这个问题
值得思考。

有学者调研发现，一直以来，乡村地区的
青少年阅读是全民阅读的短板。虽有配套的学
校图书馆和农家书屋，但由于场地小、藏书有
限、开放时间短的限制，很难真正满足乡村儿
童课后阅读的需求。

因此，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教师
张琼丽提出了“支持建设乡村图书馆，打造乡
村‘儿童之家’”的建议。她认为，“升级后的乡
村图书馆既是优质的阅读空间，还是能承担一
定托管功能的乡村儿童之家”，她希望孩子们

能在此参加课后学习、读书分享、民俗体验、手
工制作、趣味科学实验等多样化的活动，让乡
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在课后有地方可去、有
事情可做，减少缺少陪伴、缺少娱乐活动、缺少
社交空间的孤独感。

在“2024上海少儿阅读与服务创新研讨
会”上，与会专家达成了一个共识：新时代的儿
童阅读空间建设，必须从“儿童视角”转变为“儿
童的视角”。“儿童视角”强调成人对儿童世界的
理解与共情，“儿童的视角”则指儿童自身对生
活的体验与感受。上海图书馆原副馆长周德明
强调，过去许多少儿阅读空间往往是成年人空
间的简化版，缺乏专门针对儿童的空间设计和
视觉系统，这极大地影响了对儿童的吸引力。

当下，有不少城市社区正在积极打造儿童
友好阅读空间，推动社区阅读空间建设。万家
书房是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打造的儿童友
好城市阅读新空间，其名称取自“万家灯火”，
阅读空间被分为悦读馆、绘本馆、自习室、蛙心
漫游馆、多功能活动室五个功能区，从空间布
局、精选图书等多方面吸引儿童读者。

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未来学习空
间研究中心主任廖文指出，以家庭书房为代表
的家庭阅读空间建设也不容忽视。他建议家长
从空气清新、光线合适、氛围宁静和桌椅舒适
等方面布置家庭阅读空间，主动为孩子精选图
书、开展亲子阅读活动等。此外，组织家庭全体
成员的阅读活动、打造微阅读空间等，都是让
家庭书香浓郁的有效途径。

提高未成年人阅读服务水平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齐虎指
出，当前青少年阅读服务指导存在明显短板，
尤其是在乡村地区，许多青少年面临“不会选

书、不会读书”的困境。他建议，必须加强阅读
指导服务，建立全方位的阅读支持体系，确保
青少年能够真正从阅读中受益。

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温儒敏指出，青少年的阅读面最好宽
一些，历史、文学、科普、社会科学类读物等，多
少都要有所涉猎；应有意识地读一些深一点儿
的图书，一些可能超越自己理解能力的经典图
书，从而让“智识”得到训练和成长。他建议，各
地均应建立优质的阅读推广人队伍，向青少年
传递正确的阅读观、推荐优质书目。

出版家聂震宁提出，提高未成年人阅读服
务水平，可以从提升专业服务人员素质、提供
多样化的阅读指导服务、建立阅读服务反馈机
制等方面着手。

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以和谐的
亲子阅读推动书香家庭、书香社会的构建，家
庭阅读指导服务不可或缺。3月18日，2025年
湖南省“向阳花行动·家庭健康年”十项实事发
布，开展家庭亲子阅读指导服务活动1000场
就是重要内容之一。

校内直接指向青少年的阅读指导也十分
关键。3月17日下午，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
发区第一小学邀请阅读指导师周镜开展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课程《七色花》，为书香校园
增添了美丽色彩。

当下，还可结合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开展
多元化、创新性的阅读服务。例如利用AI生成
智能书单、搭建虚拟阅读社区、担任智能阅读
辅助工具等。

多位专家强调，推动未成年人阅读，不仅
关乎个体成长，也关乎国家未来。只有政府、学
校、社会、家庭多方合力，多维度营造积极的阅
读生态，才能让阅读成为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
灯塔。

窗外的玉兰正舒展着象牙白的花瓣，我在
书页间翻动的手指忽然停住。余华作品《文城》
里的一句话叩击人心：“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
和他人的序章。”在五十八岁的春天，当工作退
居二线、社交主动瘦身，我忽然发现生命正从
喧哗的河流转向静水深潭，而书卷恰似春汛，
漫过新生的滩涂。

这个春天，我的阅读清单像智能算法推荐
的歌单般充满惊喜。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
的代表作品《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躺在晨光
里，这位从未上过学的女孩最终戴上剑桥博士
帽的故事，让我想起自己上师范校时在学校图
书馆抄书的岁月。数字时代的年轻人或许难以
想象我们这代人获取知识的艰辛与执着。合上
书页时，露台外的樱花正簌簌飘落，我忽然懂
得：人生永远存在重塑的可能，就像枯枝总能
等来春天。

午后常伴刘瑜的《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
治学30讲》，这位政治学者将深奥的政治学
化作星斗，指引读者在历史长河中辨认航向。
当短视频正在捕获现代人的专注力，我反而
享受这种缓慢而系统的思考。书中提到的“慢
变量”概念尤其触动心弦——就像退休不是
终点，而是生命形态的缓慢转型。那些在名利
场匆匆赶路时错过的风景，此刻正以新的光
谱显现。

暮色里重读毕淑敏的游记《破冰北极点》，
这位七旬作家笔下的极地探险，让书房的暖光
灯都染上了冰川的凛冽。她在书中写道：“衰老
最残酷的，是让我们误以为时间已经停止。”这
让我想起年前开始学英语时，面对视频上老师
的问话目瞪口呆，想起女儿让我学习使用
DeepSeek，我被这个看不见的大师的“深度思
考”水平所震惊。时代的潮水不会为任何人停
留，但书籍始终是摆渡的舟楫，载着中老年人
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春雨绵绵的夜晚，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
里那些倔强生长的金色花盘，与窗外霓虹灯下
的车流形成奇妙互文。当整个城市浸泡在ki-
mi和DeepSeek的热议中，这位女作家用最

朴素的文字守护着生活的本真。这让我想起父
亲生前爱读的《三言二拍》，想起年轻时在田埂
上背诵《岳阳楼记》的清晨。或许我们这代人注
定要在传统与现代的裂隙间架桥，而阅读正是
最好的建材。

智能音箱偶尔播报着AI写作的新闻，我
却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里触摸到文字的
温度。这位当代华文文学大师回望离乱岁月，
将苦难熬成珠玑一般的文字。这让我惊觉：在
算法推送的信息茧房外，始终存在着更恒久的
精神原乡。

这个春天，我在书页间播种新的年轮。
当年轻人用VR设备漫游虚拟图书馆，我依
然相信纸质书上蜿蜒的批注是最诚恳的生
命轨迹。那些与伟大灵魂的对话，那些从字
里行间获得的顿悟，恰似窗外经冬复历春的
香樟树——旧叶飘零时，新芽已在看不见的
地方悄然萌发。

合上《活着》的最后一页，余华说“活着就
是为了活着”，而我想说：活着，更是为了在书
卷中不断重生。玉兰花的影子在书桌上摇曳，
恍惚间分不清是春光在阅读我，还是我在阅读
整个春天。

2025年春节档，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
的续作《蛟龙行动》上映，我在大年初二就观看
了这部电影。

《蛟龙行动》以中国海军在深海作战为背
景，阐述了保卫国家海洋安全的重要性。作为
一部军事题材的影片，它给观众带来的深刻体
验无疑是多方面的，视觉体验、角色塑造、军事
新科技等都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影片蕴含的
家国大义、爱国情怀动人心弦。影片展示出的
中国海军的高水平作战能力，与勇士们视死如
归的大无畏精神，让我仿佛看到了70多年前
中国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
英雄壮举。

“蛟龙出海，使命必达！”随着这句震撼人
心的台词在耳畔响起，电影将我们带入一个危
机四伏的深海战场。影片的视觉效果堪称一
绝，开场的海洋景观波澜壮阔，通过高科技拍
摄手法，海洋的壮丽与神秘被展现得淋漓尽
致。逼真的核潜艇内景，从复杂的仪器到狭窄
的通道，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深海中的
鱼雷大战光影交错，爆炸声震耳欲聋，水花与
火光交织，将战争的残酷与激烈展现得淋漓尽

致。此外，蛟龙队员们的海上作战场景，枪林弹
雨、近身搏斗，动作设计行云流水，极具视觉冲
击力。

在人物塑造上，黄轩饰演的蛟龙小队队长
孟闯冷静果敢，面对危险时的沉着冷静令人印
象深刻，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决策，都展现
出军事指挥者的风范；于适饰演的突击手韩骁
身手矫健，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又不乏细腻的
情感表达，让角色有血有肉；杜江饰演的副队
长徐宏作为技术专家，凭借专业的爆破技术多
次化险为夷，凸显了团队中不同角色的重要
性；张涵予塑造的舰长形象沉稳大气，将舰长
的威严与对任务的坚定执行诠释得恰到好处；
蒋璐霞饰演的机枪手佟莉英勇坚韧，展现出中
国军人的热血激情……影片的每个角色都个
性鲜明，共同构成一个团结且强大的深海作战
集体。

《蛟龙行动》通过展现中国军人在面对巨
大危险时的坚持不懈，强烈传递出当代中国人
民为实现民族复兴所做的努力与付出。蛟龙小
队成员在战斗中相互配合、不怕牺牲，体现出
强烈的团队精神和使命感。他们为了完成任

务、保护国家和人民，在深海中与敌人殊死搏
斗，使观众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军人的担当和家
国情怀，引来掌声不断。

震撼人心的《蛟龙行动》大大激发了观众
的爱国情怀，让人们对国家安全和军队的重
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时时提醒我们，如
今的和平生活是无数军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应当倍加珍惜并为之共同努力。我们每个
人都应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贡献自己
的力量，正如影片所展现的，勇者无惧，英雄
无敌。

流淌在“幸福里”的
生命尊严与暖意

——读长篇儿童小说《幸福里》

◎ 张崇员

作家吴洲星的长篇儿童小说新作《幸福
里》，以一只黄猫“米线”的消失、被寻找、与
人重逢为主线，推动欧小桃、艾扬、黄豆瓣、
浅草、灰树5个来自不同成长环境的孩子，在

“幸福里”动迁片区形成一场命运的交集，通
过孩子们救助流浪猫、关怀孤寡老人、保护
历史古迹、参与城市建设等内容，讲述了他
们懂感恩、知敬畏以及关爱陪伴他人、救助
生命的感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
精神风貌。

《幸福里》通篇洋溢着生命意识，充盈着对
生命尊严的敬畏与守护。小说中浓厚的生命意
识，既体现于孩子们对“猫奶奶”和“老李头”等
孤寡老人的关注帮助，也体现于“猫奶奶”对流
浪猫狗的无私救助和悲悯关爱，还体现在社区
网格员邹小亮和孩子们对动物生命尊严的敬
畏、珍视、呵护、怜爱，给读者带来深深的温暖
与感动。

欧小桃“在街上看到‘米线’那惹人心疼的
眼神”，便将其带回家，但“米线”因抓伤妹妹而
被家人所不容。她在打算还给主人时将“米线”
弄丢，便心疼地开始了长时间的寻找，从未想
到放弃。在社区网格员邹小亮看来，“动物和人
类一样，都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我们的家园变
得越来越好了，它们却失去了家园”，为此他主
动做起流浪猫生存状态调查，每天都随身背着
包，包里装着为流浪猫准备的猫粮等。

“猫奶奶”则每天都到“幸福里”废墟的流
浪猫聚集地喂猫，风雨无阻。她自己每天的饭
食很简单，经常是“一锅白粥”，而她给流浪猫
准备猫食的工序则要繁复得多，对菜场捡回来
的鱼肠要清理干净，对小鱼都要刮净鱼鳞、对
猪肝要切成条状，再拌入米饭一起煮烂，等晾
凉了才倒进塑料桶去喂食，她护猫爱猫的爱意
与慈悲在浅草看来，“大概是把猫们都当成了
小姑娘”。而当我读到“有时候遇到坑坑洼洼的
路，‘猫奶奶’也要下车，她怕把猫食颠洒出来”
等情节时，禁不住为其内心的柔软与慈悲感怀
泪目。

小说不仅表现了5个孩子在成长中的家
庭关系、生活境遇、快乐忧虑，也写出了他们
在融入新的城市、新的关系中面临的烦恼与
忧愁，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他们在直面困难、悯
物爱人、团结互助中的身心成长，那些爱意善
举、温暖感动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滋润和
感化着这些新时代的“小大人”成长。比如灰
树因心爱的红星球鞋被偷，像丢了魂一样拼
命寻找，经过“老李头”对其假腿的展示和思
想点拨，灰树认识到自己“丢的是鞋，不是
脚”，即使没有好球鞋，一样可以踢好球，也就
不再纠结和苦恼。

《幸福里》不仅以儿童视角来观察成人
世界、讲述儿童的喜乐忧伤，而且聚焦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将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与时
代发展紧密相连，将孩子们关心救助流浪猫
狗、关怀孤寡老人，参与保护历史古迹、改造
更新城市、建设养老疗养场所、推进文物赋
能出新等内容同步讲述，使这些孩子成为城
市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通过共建共享美
好家园，成功塑造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感恩善
思、敬畏生命、爱老助人、敢于负重、团结进
取的感人形象。

今天今天 什么什么看看

专家建议从多维度优化未成年人阅读生态

让阅读点亮成长的灯塔
◎ 宋雨霜

我与春光相互阅读
◎ 施崇伟

勇者无惧，英雄无敌
——电影《蛟龙行动》观后感

◎ 汪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