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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维度，拓宽行业边界

瑞安是闻名遐迩的寓言故事《小马过河》作者彭
文席的故乡，有着“寓言大市”的美誉。

正值暑假，第二届中国 （瑞安） 儿童文学动漫
周吸引了众多小观众。在同步开展的“筑梦童趣
展”现场，不少孩子围坐在创意市集区的舞台前，
期待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展会期间，这里不仅有
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小马过河》《井底之蛙》 等改
编的舞台剧登台展演，也有融合多种数字技术的互
动体验令人耳目一新。在等待演出的间隙，绘画
墙、传统非遗技艺展示也吸引了不少孩子的注意
力。从优秀儿童文学动漫作品，到儿童文学的动漫
产业IP授权，再到相关的周边衍生品，这是一场属
于孩子们的文化盛宴。

而对于参加本次儿童文学动漫周的“大朋友”
们来说，这是一场业界交流研讨的盛会。如今儿童
文学出版的现状与传播趋势如何？怎样更好更高效
地完成儿童文学IP转化？儿童文学IP转化有哪些成
功经验？儿童动漫如何助力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
一个又一个专业议题被摆在与会者面前，来自相关
行业的从业者和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解答。

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大力倡导家庭阅读。她提
出，父母要为孩子树立爱读书的榜样并开展亲子阅
读，让孩子多与书籍亲近。另外还要充分发挥图书
馆、少儿活动中心等社会力量的作用，营造轻松舒
适的阅读与学习氛围。她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引
导，通过网站与媒体推介书目，予以阅读方法指
导，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离不开书香。在瑞安市
中心的明镜公园里，有
一座造型别致的城市书
房——瑞安寓言馆。数
千册书籍、云朵状吊灯、
长颈鹿造型的摆设、高30
厘米的沙发……这是专
为孩子们打造的阅读空
间。在多媒体交互区，
大屏幕上播放着 《小马
过河》 的寓言故事，孩
子们一边观看，一边听
着老师的讲解。

据了解，瑞安寓言
馆开展了“小蜜蜂采书
蜜”“魔法寓言故事会”等
系列活动，带领孩子们
了解寓言的意义，体验
寓言的乐趣，让寓言文
学之路拓得更宽、走得
更远。同时，瑞安市关

注未成年群体的阅读需求，不断增大少儿类图书资
源，提升城市书房和百姓书屋少儿图书藏书量，让
孩子们随时随地都能与心爱的图书相伴。

结对共建，助力乡村振兴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如今，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农村地区的文
化资源建设，助推更多优质图书资源走进田间地
头，让书香洋溢在华夏大地每一个角落。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优质儿童文学作品有助于
培养乡村儿童的审美、表达、想象等能力。在本次
儿童文学动漫周期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与瑞安
市曹村镇签署了共建协议，推动开设文学专题讲
座、建设儿童书屋、开展文学调研走访和寓言童话
进校园等活动，力求为地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
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曹村镇地处瑞安中南部，有“瓯越粮仓、东南儒
乡”之称，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史上出过80
多名进士。如今，这里的耕读文化依然绵延不绝。
走在风景如画、阡陌纵横的乡间，一条山水田园诗
路蜿蜒其中，道路两旁随处可见历代名家寄情山水
田园的名篇。这里已成为不少人游览的打卡地。

在曹村镇耕读广场，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读书
的雕塑和 3 幢连廊互通的江南庭院建筑十分醒目。
这里的文化长廊内，设有乡情展厅、东岙讲堂、百
姓舞台、视听室、书屋、农产品展示厅等十余个功
能场馆。其中在视听室还配置了 3D 影院，每天晚
上分时间段播放红色电影、喜剧片、文艺片、动画
片，可满足村镇居民的不同需求。

国家级的文学社团与村镇合作共建，为乡村振
兴带来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乡镇教育和产业发展的
一场“及时雨”。业内人士表示：“我们要发挥‘文学
轻骑兵’的作用和优势，把寓言带给孩子，让文学
变得具象，引导孩子热爱生活，培育优秀品质。”

磨练内功，更好走向世界

瑞安乡村教师彭文席将近70年前创作的《小马
过河》，如今依然被反复提及。这篇寓言故事发表
于1956年并于次年入选小学课文，凭借浅显通俗的
哲理故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还被译成英、法、
日等10多种语言流传到国外。

为什么《小马过河》将近70年后依然能有如此
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故事让人很感动，有人情
味，充满对生活朴素的爱。”儿童文学动漫周期
间，很多文学作者道出了这篇寓言故事长期“霸
屏”的重要原因。

一花独放不是春。如今，寓言文学的种子在瑞
安生根发芽。近年重新复刊的儿童文学刊物《小花
朵》、每年举办的儿童文学征文活动、100多位老中
青少四代寓言作者组成的“作家群”、8个寓言文学
创作基地、30多部儿童文学专著的出版……作者队
伍的壮大和地方文学沃土的深耕，正在瑞安达成一
场儿童文学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中国儿童图书发展迅速，主题鲜明、
风格独特、绘制精美的图书不仅为中国儿童带来丰
富的精神食粮，更不断走向世界，在各大国际书展
上频频斩获大奖，为版权输出打开了一片天地。今
年6月召开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多部中国童
书实现版权输出。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塑造一个个带有中华文化特
色的鲜明角色形象，让这些可爱有趣的形象带着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走向世界，把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
的孩子们听，这是童书出版人的共同心愿。

本报电（记者赖睿）“追梦十五
年”——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
15 周年主题展览日前在北京国家体
育场 （鸟巢） 举行。本次展览由北
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是纪
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 15 周年的系
列活动之一。

展 览 在 前 期 公 开 征 集 的 基 础
上，精选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15 位

（组） 代表性人物，通过图片、文
字、音视频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
生动讲述他们 15 年来的成长故事，
以此展现北京乃至中国在成功举办
奥运会后发生的变化。这些人物包
括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姚
明、将奥运圣火带上珠峰的奥运火
炬手王勇峰、奥运制服设计师贺阳
等。他们曾参与北京奥运会的筹办
工作，并在 15 年间将奥林匹克精神
融入到工作和生活中，是亿万追梦
人的代表。

据悉，观众在展览上还可以继
续参与“追梦”北京奥运会代表性
人物征集，分享自己的奥运故事。

据新华社电 （记者古一平、沈汝发）
古都南京，中华门外，秦淮河畔，坐落着晨光
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创建于 1865年的
前身金陵机器局到金陵兵工厂，再到新中国
成立后的南京晨光机器厂……在这里不仅
可以欣赏近现代工业建筑，还能够了解近现
代工业发展变迁。

随着企业生产布局调整，2007 年这里
设立了晨光 1865 文化创意产业园，对老厂
房进行改造利用。如今，置身绿树掩映的
园区，清代建筑改建的展览馆、民国建筑
为主体的艺术长廊……不同历史时期的工
业建筑在这里相映成趣。

工业遗产承载着工业发展历史，展现
了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园区内完好保存
了 9 栋清代建筑、23 栋民国建筑，还有 20
多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筑。据园区工作
人员介绍，园区严格规范对历史建筑的改
造，保留历史风貌，除了不能在内部装修

时更改结构外，甚至连空调外机也有指定
的安放位置。

2018 年金陵机器局被认定为国家工业
遗产。这里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永银
钱币博物馆、江苏金陵智造研究院有限公
司等一批科技文化创意企业入驻。据介
绍，目前已有300多家企业入驻园区，70%
是文化科技融合企业。今年，这里成为第
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挂牌单位。

同时，晨光 1865 文化创意产业园还利
用工业文化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2021年举办了“礼赞百年·辉煌有宁”城市
摄影展；2023年，“在这里读懂长江——长
江大保护科普图片展暨青少年长江流域生
态调研活动”在园区启动……如今，这里
已经成为工业旅游热门打卡地。

时代变迁，但这里的工业印记一直没
有改变。每座建筑都有自己的故事，见证
历史，也承载着未来和希望。

在香港的太子花墟道附近，有一处以
中式庭院设计的雀鸟花园。走入花园高低
有致的树荫里，首先听到的是阵阵鸟鸣，
映入眼帘的则是摆放着许多雀笼的小径。
来到尽头，身着灰色背心的老人戴着老花
镜，正不疾不徐地为竹丝雀笼刷漆。

夏天的香港潮湿闷热，这位老人依然
气定神闲，不受干扰。老人名叫陈乐财，
今年 81 岁，人称“财叔”。他 13 岁开始跟
随舅舅学习制作雀笼，师从制笼名家，从
此与雀鸟结下半生之缘。

“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做手工，雀笼
也是最具有艺术感的手工艺品之一。”谈到
为何入行，陈乐财娓娓道来。

陈乐财坦言，虽然当时年龄小，但是
看到精美的雀笼挂在高处，感觉心里痒痒
的。“当时我蹦出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制
作雀笼的师傅退休了怎么办？谁来继承这
门手艺？想到这里，我坚定地选择了学习
制作雀笼。”陈乐财笑着说。

为了谋生，陈乐财尝试过其他行业，
但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制作雀笼的行
业中。他说，最爱的还是制作雀笼，无论
做哪行，始终放不下。

雀笼是竹器和木工的结合，依靠的是
竹、刀、漆和“一双手”，雀笼师傅更要做
到“手中有竹，心中有数”，才能为雀鸟缔
造新天地。

制作一个普通的雀笼最少要用 48 支竹
丝，每一根竹丝都要经过精雕细琢，做到
均匀对称。其后，再将竹子用煤油灯加
温，形成适合造笼的弧度，之后逐条穿过
雀笼底部笼圈上的小洞。笼底、笼脚的花
纹则需要找专业的师傅雕刻，实现“笼上
生花”。因此，完成一个周正、扎实、通透
的雀笼，少则几个月，多则数年。

陈乐财曾为自己的爱鸟花费近两年时
间制作雀笼，谈起这款雀笼时他笑意盈
盈。“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陈乐财
说，一般的雀笼只有一层，但考虑到它喜
欢跳跃的习性，所以在设计时增加了一层

“小阁楼”，让它生活的空间更大。
近年来，惜雀之人在茶楼已难得一

见，雀笼制造工艺也逐渐式微。进入耄耋
之年的陈乐财，依然坚持每天营业，现在
仍有不少熟客、旧雀友找他修理雀笼，他
的工作重心也从制作雀笼变成维修雀笼。

竹丝破烂或者是掉漆，每个损坏的雀
笼各不相同。在修复过程中，陈乐财首先
研究造笼师傅的手艺，自己再模仿其工艺

后进行修复。修复过程中，他可以看到不
同师傅的制笼风格，学习同行的优点。“如
果一味按照自己的风格修缮，那么雀笼将
失去美感。”陈乐财说。

2014 年，雀笼制作技艺被纳入香港非
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传统手工艺”类
别。奇巧的雀笼制作技艺，吸引了不少年
轻人慕名来学习。陈乐财说，做笼需要耐
心和定力，自己学到很多技巧，如果后继
无人，这门手艺就会消失，只要有人愿意
坚持学习，他一定倾囊相授。

近几年，陈乐财陆续收了8位徒弟，他们
来自设计、金融、舞蹈等不同专业，经过正式
的拜师仪式后开始学习。每周四、周六的下
午，他们来到陈乐财的店铺，学习雀笼制作。

从事舞蹈工作的徒弟何嘉露表示，雀
笼在以前的香港电影里经常见到，现在有
机会可以学习制笼，非常难得。

“身边很多人都觉得雀笼是父辈甚至是
爷爷辈才会感兴趣的东西，不理解我们为
什么要学习制作。”何嘉露说，真正开始学
习之后，切实体会每一道工序，看到一个
雀笼从无到有，这种成就感是无法言说的。

设计师郭达麟也是陈乐财的徒弟之
一。他偶然接触雀笼制作后，意识到自己
需要进一步探索这门技艺背后的美妙。他
从头开始学起，从如何选择合适的配饰与
雀笼相应，再进阶到磨刀、拉丝等技巧。

对于这几位徒弟来说，除了要克服技
术上的困难，还有“心理关”。何嘉露坦
言，他们都有自己的主业，在学习时保持
全神贯注的状态并不容易。对此，陈乐财
在收徒前会让他们先观察制作流程一段时
间，确认他们是否有恒心与耐心坚持学
习，之后再学习技巧。“一旦形成这种耐
心，在学习的时候会觉得身心愉悦，好像
在做‘头脑瑜伽’。”何嘉露说。

在特区政府“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
划”的帮助下，郭达麟将香港养雀文化、
雀笼制作工艺等领域的研究出版成书，并
在今年的香港书展上展出。他说，希望更
多人能够通过这本书重拾对雀笼制作工艺
和文化的关注。

上一代倾心相授，下一代有心接力，
让陈乐财对于雀笼制作工艺的未来有了信
心。“每天有很多爱好相同的朋友找我聊
天，交流心得，徒弟们也很用心学习，非
常舍不得放弃，这门手艺我会继续坚持

‘守护’下去。”陈乐财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谢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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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雀笼技艺：

老手艺觅得新传人

陈乐财 （左） 正在指导徒弟。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位于江西省景德镇的古窑民俗博览区，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
绝。图为小学生正在体验学习制陶技艺。 王须中摄 （人民图片）

位于江西省景德镇的古窑民俗博览区，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
绝。图为小学生正在体验学习制陶技艺。 王须中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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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

从金陵机器局到文创园区

孩子们在“筑梦童趣展”现场参与互动。
黄敬惟摄

孩子们在“筑梦童趣展”现场参与互动。
黄敬惟摄

曹村镇远景。 主办方供图

日前，以“传承创新·友好童行”
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瑞安）儿童文
学动漫周在浙江瑞安举办。多位儿
童文学作家、学者和出版业从业者
齐聚一堂，共话儿童文学产业发
展。瑞安立足文化优势，致力于推
动更多儿童文学转化为舞台剧、动
漫等形式的文化 IP，推动“一米高度
看城市”理念融入城市发展，让儿童
文学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