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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
北！保卫全中国！”铿锵有力的《黄河
大合唱》在雨中的橘子洲头唱响，韩
磊和锦瑟合唱团坚定有力的歌声，唱
出了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家国情
怀。还有《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战 歌》《神 圣 的 战
争》……这些经典歌曲响起，熟悉的
旋律和歌词让观众忍不住全程跟
唱。网易云音乐首届村民联欢晚会

《我们的村晚》，数十首百姓耳熟能详
的歌曲引发老中青观众的共鸣。

晚会邀请新生代音乐人和实力
歌手对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进行了
全新的改编和演绎。以《宝贝对不
起》为例，这首歌风靡于上世纪90
年代，以直抒胸臆的歌词和热情的

舞曲节奏表达爱意。此次改编加入
民族乐器唢呐和葫芦丝元素，为原
本欢快的旋律增添了几分诙谐，同
时表演中融入戏腔、二人转等元
素，使之成为一首层次丰富又具有
戏剧张力的中国风作品。晚会还别
出心裁地设置了橘子洲头外景，专
门演绎振奋人心的红色经典歌曲，
现场情景交融，演员和观众互动共
情，格外感人。

网易云音乐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音乐市场对经典音乐内容的需
求越来越大，听众喜爱的优质原创
作品将更受欢迎。无论是卫视还是
互联网平台，能够点燃民族文化自
信，更有情怀，才是各家晚会脱颖
而出的“法宝”。

当奥运健儿在北京冬奥会赛场
上挥洒青春时，一部以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和越野滑雪3个冬奥比赛项
目为背景的电视剧《冰雪之名》，正
在北京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
以及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三大
网络平台同步热播。

该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我们
的新时代”主题电视剧展播活动，
运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采用上
下篇的结构，讲述了严家两代人对
冬奥精神和冰雪梦想的传承。该剧
上篇以严振华为主视角，讲述老一
辈冰雪人在上世纪90年代的奋斗历
程，下篇以严振华之子严阳为主视
角，讲述新时代年轻人对上一辈冰
雪人梦想和情怀的继承，从而用历
史视角展开中国人的冬奥征程，把
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以
圆梦冬奥侧面书写大国崛起中的众
生相，做到从体育出发却不局限于
体育竞技，让当代青年跟随故事主
人公跨越时间的长河与鸿沟，感受
中华儿女奋勇拼搏的冬奥精神和为
祖国而战的崇高信仰。

为了挖掘我国冰雪运动发展背
后的感人故事，展现中国当代冰雪
健儿的精神风貌，该剧主创团队辗
转北京、长春、吉林、哈尔滨、黑
河等多个城市，采访了众多运动员
和教练等，融汇各地历史文化特
色，以大量鲜活的真实素材为该剧
创作蓄能。不少观众表示，通过该
剧不但学习了冰雪运动知识，而且
仿佛亲历了从冬奥会筹备到场馆修
建等过往，参与了冰雪运动员汗水
与泪水交织的奋斗历程，同时也被
细节满满、氛围感十足的服化道和
雪乡冰河的真实场景打动，仿佛与
体育健儿们一起，梦回曾经的拼搏
岁月。

由江苏卫视、锋味控股联合出品
的美食纪实类真人秀《百姓的味道》，
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食之旅，讲
述了动人的百姓故事，描绘了一幅质
朴却浪漫的中国百姓生活图卷。

节目由美食寻味官谢霆锋和嘉
宾一起，带领观众去往中国不同地
区，探索各地美食。东北密林、理
塘草原、贵州深山、上海弄堂……
在野趣横生的自然和充满烟火气的
城市中，节目不仅为观众带去美食
美味，也呈现了不同地域、不同人们
的生活面貌。与各地美食一样活色
生香的，还有一步一景的大美风光、
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以及勤劳、好
客、达观、坚韧的中国百姓群像。节
目中，中国式的浪漫是一桌二椅，三

餐四季；是一个人一口炉，一生做好
一件事；是不论远行到哪里，背后总
有家可牵挂，行囊里都装满了家的味
道和家人给予的力量。

节目邀请的嘉宾有为国争光的
奥运健儿苏炳添、巩立姣，有四川文
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丁真，还有杨千
嬅、高圆圆等对不同地域有着自己独
特生活记忆的演员。节目弱化了嘉
宾本身的光环，以衬托百姓故事本身
的动人之处。形式上，节目以纪录片
的叙事手法和具有电影画面感的镜
头，呈现出真人秀、纪录片混搭的全
新质感，考究的拍摄角度和光线、写
实镜头和写意镜头、嘉宾的动作和内
心情感流露，营造出美食、人物、空间
的多重质感，加深了“味道”的内涵。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一叠字迹
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面用日文详细
记载着时间、地点、出席人数、作
品名称、作者、刊期、报告者、内
容介绍等信息。在“作者”一栏，
我们可以看到耳熟能详的中国作家
的名字，如王蒙、高晓声、史铁
生、苏童、关仁山等。

这是日本“《人民文学》读书
会”的会报。1976 年 《人民文
学》复刊不久，一群对中国感兴趣
的日本读者就自发组织起来，成立
了读书会。45 年间，“ 《人民文
学》读书会”的成员不断更迭，把
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始终是这份来
自中国的文学期刊。

1 月 22 日，“ 《人民文学》 读
书会”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办了
成立 45 周年纪念活动，并邀请中
国作协外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
代表及作家代表参加。新老朋友
因中国文学相聚云端，畅谈感
想，其乐融融。

因热爱而相聚

现年 82 岁的横川伸曾长期执
教于日本东洋大学，现为日本中央
大学名誉教授。他还记得读书会刚
成立时的情形：“读书会是由日本
日中学院的几个教员发起的，他们
希望通过阅读刚刚复刊的《人民文
学》，了解中国社会的最新情况。”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读书会
的活动形式固定下来，每月一次例
会，从一期《人民文学》上选一个
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进行阅
读，先由两个报告人分别撰写提
纲，介绍故事梗概，发表读后感，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并从作品的难
易度、趣味度等方面进行打分，最
高五颗星。比如王小波 1995 年在

《人民文学》 上发表的短篇小说
《南瓜豆腐》，被评为易读度四星、
有趣度五星，反映了会员们对这篇
作品的喜爱。迟子建的中篇小说

《草地上的云朵》也得到会员们认
可，大家打出了易读度五星、有趣
度四星的分数。此外，会员们有时
还会临时增设评价尺度，比如对蔡
骏的《戴珍珠耳环的淑芬》，就设
了个“怀乡度”的指标，会员们打
了四颗星。“我们不是专业的研究
者，而是非常纯粹的读者。很多会
员的本职工作和文学无关，参加这
个读书会就是因为喜欢文学，觉得
中国小说好看。”会员樋口裕子说。

饭村直子是老会员，参加读书
会30年了。她大学读的是中文系，
但由于工作和文学没关系，一度与
中国文学形同陌路，“直到参加读
书会，才让我又接触到中国文学”。

从成立至今，“ 《人民文学》
读书会”会员最多时近百人，现有
的十几名会员中，有教师、邮局职
员、医生，也有翻译工作者。读书

会没有章程等规定，也不收会费，
“能存在至今，靠的是会员的积极
性。”横川伸说：“大家的共同爱好
是阅读中国文学。通过 《人民文
学》了解日新月异的中国，是一种
享受。”

从业余到专业

“能和樋口裕子在线上见面，
太高兴了！她是我的作品 《小姐
妹》的日文译者。我觉得她的翻译
非常严谨，她多次通过邮件就文中
的一些词句、地名和我探讨，向我
求证。”视频会议上，作家黄咏梅
说。《小姐妹》是发表在2018年第
10 期《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
樋口裕子读后，很喜欢这个作品，
便着手进行翻译，最终发表在《灯
火》（《人民文学》日文版）上。

作为“《人民文学》读书会”
成员，樋口裕子在阅读的过程中，
也从一个业余读者转型为成熟的译
者。她曾在中国留学，除了黄咏梅
的作品，还翻译过陈丹燕的《上海
的红颜遗事》、姚鄂梅的《母亲大
人》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樋
口裕子的翻译，让小说中我出生
的马王街，出现在日本读者面
前。她还在地图中找到了这个地
方。”黄咏梅说。

“《人民文学》读书会”中，
不少会员也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工
作。已故会员田村年起翻译过谌容
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1984年
由第三文明社出版，日文名称为

《北京的女医生——人到中年》。
北村亮介的《中国成语入门》

2012 年由风咏社出版，收词 852
条，每个词下面列举的 5 个例句，
都是从 《人民文学》 中收集来
的。通过他们的巧手巧思，中国
当代文学作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在日本传播。

别看“《人民文学》读书会”
标榜“兴趣”“业余”，会员们的提
问可非常专业。在视频会议的交流
环节，蔡骏、邵丽、潘向黎和黄咏
梅4位中国作家分别就自己的《戴
珍珠耳环的淑芬》《黄河故事》《荷
花姜》《小姐妹》与日本读者展开
交流。“小说中的这个情节，反映
了男女主人公想要接近又互相排斥
的心理，我这样说对吗？”“主人公

起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吗？”日
本读者的热情和细致，让作家们
觉得遇到了异国知音。蔡骏说：

“他们会关注小说中人物潜在的心
理和逻辑，说明他们可以关注到
海明威所说的水面之下更大的冰
山部分。日本读者非常认真，也
特别注意细节。”

见证中日友好

45 年来，“《人民文学》读书
会”与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缘分，也
成为中日友好的见证。

得知日本有一群热心读者自费
订阅《人民文学》，并持之以恒坚
持阅读，2003 年和 2004 年，时任

《人民文学》主编的韩作荣和副主
编李敬泽在访日时，分别与“《人
民文学》读书会”部分成员进行了
座谈、交流。杂志社从 2004 年开
始向读书会主要成员赠阅刊物。

2008年11月3日至9日，是读
书会老成员印象深刻的一段时间。
应中国作协邀请，由日中文化交流
协会组派，以辻哲也为团长的
“《人民文学》读书会代表团”一
行7人来到了中国。

代表团成员高木晶子至今保
留着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与编辑们
的合影。她说：“我们去了北京、
杭州、绍兴和上海，见到了倾慕
已久的王安忆、刘庆邦、邱华栋
等作家，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
馆、鲁迅故居博物馆等，还游览
了杭州西湖、北京京郊爨底下
村。”在北京，高木晶子把读书会
活动资料赠送给人民文学杂志
社，代表团成员马雪峰还将她阅
读刘庆邦《美满家庭》《回家》等
短篇小说的体会赠给刘庆邦留念。

横川伸说：“《人民文学》是
我们的命根子，没有它，就没有
我们的读书会。作品如果不好
看，我们的活动就没法继续下
去。”他代表读书会成员说的话，
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
学》 主编施战军既温暖又忐忑：

“有这么好的读者，我们感动极
了、温暖极了；也鞭策我们一定
要把刊物办好，把作品质量当作
刊物的‘命根子’。”他表示，今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而
“ 《人民文学》 读书会”已经举
办了 45 年，读书会的存在为中日
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贡献，同
时也证明，无论世界怎样变化，
中日两国的文学交流都会汇聚成
一股热流。

刚在立春那天看完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春天的第二个节气雨水又要到
了。古书上说：“东风解冻，冰雪皆散
而为水，化而为雨，故名雨水。”可见

“雨水”的含义就是天气转暖，降雪改
为降雨。二十四节气中反映降水现象
的节气名称不少，比如谷雨、小雪、
大雪，但它们都不如雨水有那种空蒙
的诗情画意。

今年雨水的交节时间是2月19日
北京时间 0 时 42 分 50 秒。为什么要
精确到秒？原来，天文学上规定，太
阳在天上走到黄经 330°的那一瞬
间，就是交雨水节气的时刻。按历法
原理，节气的交节时刻每年都会有一
些变化，但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天。比
如雨水，一般是在每年2月的18日至
20日。

到了雨水节气，太阳的直射点由
南半球逐渐向赤道靠近，北半球接收
的日光每天都在增加，所以气温逐渐
回升。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开始活
跃，逐渐向北进发，与北方的冷空气
相遇，在内地形成降雨。这时的降雨
多为小雨或毛毛细雨，正如唐代诗人
韩愈所写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
遥看近却无”。

农谚云：“雨水有雨庄稼好，大春

小春一片宝。”“大春”指春播作物，“小
春”则指上年秋季播种、今年春夏收获
的作物。无论是“大春”的播种发芽，
还是“小春”的返青拔节，都需要下雨，
因此雨水节气有雨，不论对夏熟作物
还是对秋熟作物，都是有利的。

节气的交节时刻是一个时间点，
但节气也常被看作一个时间段，比如
从雨水开始，到下一个节气惊蛰的15
天左右，都算是雨水节气（时段）。一
个节气大约是15天，古人把一个节气
分为三候，一候5天，24个节气共72
候，每候都用一种特定的物候现象来
表示。雨水三候是“一候獭祭鱼，二
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意思是
说，一进雨水，水獭开始捕鱼，捕得
太多便摆在岸边排起来，5天后，大
雁开始飞回北方，再过5天，草木随
大地阳气的上腾而抽出嫩芽。

冬去春来，天气转暖，各种花卉
次第开放，这也是可靠的物候标志。
古人把从小寒到谷雨这8个节气的24
候，每一候用一种花作为代表，称
24 花信。南朝 《荆楚岁时记》 中记
载雨水的花信为：一候菜花，二候杏
花，三候李花。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
差别很大。雨水时节，南方大部分地

区平均气温大多升到 10℃以上，江
南已是一幅早春景象，华南地区更是
春意盎然。但西北、东北还比较寒
冷，华北则是冷暖交锋、忽冷忽热，时
有春雨降临。现代诗人左河水《雨水》
诗云“南湿北冷两交锋，乍暖还寒斗
雨风”，正是表现了华北这一景象。

雨水节气的民俗也很有意思。一
些地方有在雨水那天认干爹干妈的习
俗。过去，把孩子健康养大很不容
易，父母便想给孩子找个命运好的干
爹或干妈，护佑孩子平安健康成长。
而选择雨水这天，分明有“雨露滋润
易生长”之意。

有的地区在雨水这一天，出嫁的
女儿要回娘家，女婿要给岳父岳母送
节礼。礼品通常是一丈二尺长的红
带，称“接寿”，意为希望岳父岳母长
寿。女儿则送上一罐自己做的红焖
肉。如果是新婚女婿送节礼，岳父岳
母还要回赠雨伞，有为女婿遮风挡
雨、祝女婿人生顺利的意思。

（作者为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研
究员）

题图：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将
至，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镇大
吕各庄一村农民在管理西瓜苗。

张 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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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二十四节气

日本“《人民文学》读书会”

与中国文学结缘45年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北村亮介的《中国成语入
门》。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北村亮介的《中国成语入
门》。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田村年起翻译的小说《人到中
年》日文版。

视频会议中，横川伸介绍日本“《人民文学》读书会”情况。

经典歌曲引发观众共鸣
张 唯

经典歌曲引发观众共鸣
张 唯

展现中国百姓生活图卷
张 毅

电视剧《冰雪之名》海报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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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味道》节目中，谢霆锋（左）与丁真在探讨美食。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