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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梦想照亮生
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
校》获得了第 13 届“五个一工程
奖”。

去年6月初，当我来到邢台市
平乡县东辛寨村孟杰盲人学校
时，我感受到了一次心灵的震撼。

这是全国第一所由一位盲人
创办起来的农村特殊教育学校，
而且这位盲人自己并没有上过一
天学。走进这所学校，我没想到一
个盲人办的学校居然能够办成如
此规模和气派。更让我没想到的
是，在学校里读书的盲生既有四
五十岁的中年人，也有七八岁的
小孩，年龄参差不齐。然而，这 87
名在校生竟然无一例外地，每个
人都是整天乐呵呵的，似乎不知
道世界上忧愁和烦恼为何物。我
感到困惑不解：这可都是一群永
远生活在没有光明、只有无尽的
黑暗里的人们，然而，他们的心态
为何能够如此地开朗乐观呢？

当我走近这一群盲人，同他
们近距离接触、交流和生活时，我
又有了更多的新发现。我发现，他
们是同我的孩子一样的孩子，对
外来的陌生人、新事物充满了好
奇和善意。他们在学校里学习，所
有费用全免，包括住宿费、伙食
费。只要愿学，学校就管教，一直
到教会学成毕业。最难得的是，学
校招生不设任何门槛，只要你有
残疾证和身份证，就可以来校注
册入学。于是，盲人学校里就出现
了这样感人的一幕幕：一位 60 多

岁的老奶奶陪着自己的孙子求
学；一家3个盲人：40多岁的父亲、
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成为了同
学；十几岁的漂亮女孩毕业后留
下来，当起了一名特教老师……

这些盲人很幸福，很快乐，因
为有他们敬爱的校长穆孟杰管他
们吃喝，管他们教育，管他们生
活，而穆校长的梦想只有一个：不
要让盲人成为社会的累赘家庭的
负担，要让每一位盲人成才，自强
自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于是，247 名盲人相继毕业，
在社会上找到了工作，生活能够
自理，能够依靠自己养活自己，有
的还娶妻生子，有的甚至成为了
家庭的顶梁柱。

这是一个个人间奇迹，发生
在我们身边的当代传奇。在这里，
我被感动了。我感受到了一种高
尚、一种崇高的力量。我相信人心
是相通的，每个人彼此都是相互
关联的，我们是同胞兄弟，我们
是一个整体。这是我，从盲人穆
孟杰身上感受到的人生道理。

穆孟杰，曾经因为目盲而被
所有的学校拒绝，于是他便发愤
要为盲人创办一所学校，让他们
免遭自己当年的困厄，让他们的
生活共享阳光和蓝天。通过数十
年的流浪卖艺、苦心经营，他做到
了。他真诚地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影响了数百位盲人的人生，改写
了他们不幸的命运，因此深深地
感动了我。于是，我花费了近一年
的时间，创作了这部报告文学。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六一”在北京市海淀区民
族小学参加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座谈会上提出少年
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记住要求、
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的“16 字”要
求，一部 《核心价值观童谣 100 首》 于 9 月问世，
受到孩子们的欢迎，该书由全国少工委主编、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编辑出版，高洪波、金波、
曹文轩、白冰、樊发稼、萧袤等 40 余位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参与了创作。童谣是和孩子沟通的桥梁，
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养料。作家为孩
子写核心价值观童谣，以优质的精神食粮滋养孩子
的童年。

让孩子诗意地理解核心价值观

太阳红，月亮圆，
雨露滋润好河山。
小伙伴，齐声赞，
从小记牢价值观！

时代楷模认真学，
历史先贤记心间。
点点滴滴来做起，
中华美德代代传。
……
开篇童谣《从小记牢价值观》由中国作协副主

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创作，24行的童谣巧
妙融入了核心价值观的 24 个字。第二首 《献给祖
国满园春》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撰写，将习近
平总书记给少年儿童的“16 字”要求融入 4 段童
谣，语言朗朗上口，亲切通俗，好读好记。后面的98
首童谣，按照核心价值观 12个词分成 12个篇章，每
个篇章包含5-13首童谣，从98个不同的侧面，以小
见大、深入浅出地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
内涵，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高洪波深有感触地说，习总书记对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对于我们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很
重要，我觉得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是价值观的
实践者、也是宣传者和艺术的塑造者，还是一个打
底色的人，价值观的底色其实很重要的，因为我们
的文学要弘扬真善美，它具有普遍性、民族性、崇
高性。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童谣，是为了让
孩子们诗意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从
孩子们童年时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
孩子们的童年需要精神的引领，创作这些童谣对于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是一种尝试。让这
24个字在孩子的心中打下烙印。

作家金波说，习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说不一定能懂但要记
住，要实践，对于孩子们来说照顾了孩子的年龄特
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概念，并不具象化，我
们要从孩子的生活实际出发，善于运用生活中的素
材，写孩子熟悉的生活场景，把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融合其中，把概念变成形象的东西，变成感情体
验，让孩子爱读，记得住。另外把童谣作为形式体
现内容，用歌唱的形式传播出来，容易上口，有押
韵、有节奏，好记。

让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
根发芽

参与策划该书的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
长李学谦谈到，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
新的表述，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记住。习总书记今
年“六一”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少先队主

题队日活动时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符合孩子的学
习、成长规律。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孩子
中作传播，于是就想到童谣这种形式。这个想法得
到全国少工委的支持。

除了邀请作家创作，还有资深少先队工作者参
与创作童谣，习近平的小学老师陈秋影也参与了创
作。另外，还邀请了 50 多名中小学师生直接参与
了本书创作。出版社选派骨干编辑参与其中，两个
月，大家精益求精地完成了图书出版工作。

努力贴近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根据少年儿童
的年龄和特点，该书编辑的 100 首童谣内涵清晰，
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朗朗上口，适合孩子们阅读
和传诵。同时还邀请 13 位知名儿童插画家和绘图
工作室为童谣配上了风格多样、活泼生动的插图，
部分童谣配有动画、现场诵读等视频。采取新媒体
手段，增强图书的互动性。本书还配套设计了“读
童谣，讲故事，争当美德小达人”互动活动，邀请
孩子们自己编创童谣，讲述身边的美德故事，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该书出版后，受到孩子们和少儿工作者们的欢
迎，首印5万册如今已差不多售完。孩子们在升旗
仪式时读童谣，在少先队队课上读童谣，少先队辅
导员认为此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找到了一个好
载体。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知心姐姐卢勤
说，在少年儿童当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这本书用童
谣的形式传播核心价值观，顺口好记，形象易懂，
贴近生活，让孩子容易接受，如习总书记所说，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
芽。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的少先队员王萌说，一
拿到这本书，我便一口气读了 20 多首，非常吸引
我，我情不自禁地向其他同学推荐起来，书的开头
的两个作者，是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经常出现的，
像金波爷爷，我们以前学过他的文章，这样一下子
让我亲切了起来。这本书的童谣读起来非常好听，
琅琅上口，非常有趣，里面讲了非常好的小故事。
通过这些有趣的小故事，我明白了许多以前我不太
懂得的道理，比如说《雁歌》里说到自由，读了几
遍后，我对自由便有了新的理解，原来自由不是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先要学会一身本领，才能自
由地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作为少先队员，我们会记
住所有人对我们的关心，好好学习，多读这本童
谣，学会更多的道理。

责编：杨 鸥 邮箱：hwbwyb@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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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
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在
日前举办的“首都少数民族文学界学习习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座谈会”上，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的
老作家玛拉沁夫深有感触地说。

玛拉沁夫回忆了自己深入生活的经
历，30 多岁时他离开北京，到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住了3年，写出了长篇小说《茫茫的
草原》。他指出，我们这代人非常重视深入
生活。玛拉沁夫对如今的一些作家忽视深
入生活感到忧虑。

作家景宜说，习总书记的话对自己长
期深入生活、扎根边疆是一种激励，相信
自己这么做是对的。30多年前自己在文学
讲习所听玛拉沁夫讲的第一课就是要深
入生活，扎根生活。玛拉沁夫对她说，要想
成为大作家，就要回到大理，回到白族人
的生活中去。改革开放后登上文坛的一批
作家深入生活写出了一批好作品。少数民
族作家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要认真观察
了解发展中的民族生活，抓住民族生活特
点，书写伟大时代，真正成为铸造灵魂的
工程师。

作家降边嘉措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最
大的优势是扎根少数民族土壤之中，与民
族、民间文化有天然的本能的联系。习总
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
题以及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什么。民族文
学是民族工作的重要部分，文艺工作对祖
国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担负重要责
任，我们要静下心来，扎实写出好作品，奉
献给时代和人民。

作家高深指出，少数民族作家要扎根
本民族的生活，还要扩大自己的生活视
野。我的感觉是这样，老在这个山寨子待一辈子，不一定认识你这个山
寨，你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到了长春，到了哈尔滨，走完了以后再回这个
山寨，你对这个山寨的认识就深刻了，所以要扩大生活视野，要跳出自己
的民族来看自己的民族，来认识自己的民族，写自己的民族，我觉得才能
够写得更深刻。

作家郭雪波结合自己的长篇小说《蒙古里亚》的创作谈到深入生活
的体会，他写这部作品用了7年时间，调查五六年，写了一年。他说：“深入
生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本来就是分内的事，习总书记提出深入生活，
说明文艺界深入生活成了问题，习总书记的话起到拨乱反正和导航的作
用。”郭雪波对一些汉族作家不了解少数民族生活、写出的少数民族题材
作品曲解了少数民族提出了批评。

《民族文学》杂志主编石一宁说，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
素，少数民族文学是传播中华文化、中华美学的重要载体。创作优秀作品
需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评论家包明德谈到，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有
特有的品质和品格，以优秀的文化基因不断地为中华文化增添生机和活
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版图和内涵，补充了持续发展
的元素。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所以少数民族
作家应该凝视生活，扎根生活，深入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体验。尊重
本土的经验，这都是必须做到的。而他民族写兄弟民族的时候，则需要一
个正确的言说、正确的阐释的问题，要克服花边、猎奇，特别要切忌居高
临下、主观武断，没有一种理解的心态。

“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重在实践。少数民族作家要扎根民族土壤，
真正写出优秀的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是大家共同的
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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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同理心
李朝全

大作家为小读者

创作核心价值观童谣
杨 鸥

或许是生活条件好了，交通也方
便了许多，乡下人又热衷起庙会。一
时间，庙会竟成了乡下的一种时尚。

老家的庙会起始于 10多年前。开
始是村里几位爱好打扇鼓（一种拜神
的活动）的中老年妇女撺掇起来的。她
们说，村里曾经有过庙会，是三月初
六。有了这个说法，便起了一个庙会。

庙会刚起的头两年，我没当回
事，没有回去。谁成想，到了第三年
我就不得不回去了。乡下来人说，村
庙会的时候一定要来。去的人还挺
多。要说起来，第一年确实不行，第
二年可就红火起来了。就咱村里的那
几条街道，都被前来做买卖的人占满
了，人走路还得挤着肩膀过。

没几天，父母也打电话说，庙会
那天你们一家一定要回来，那时候，
咱家的亲戚们都来了，也该和大家见
个面了。父母之命，我觉得该回去。
村里过庙会，对乡下人来说，和过年
差不多。

从第三年起，我就开始回家赶庙
会了。庙会的场地距离村子有一里多
地，公路两旁占满了卖食品的小摊
贩。他们把包装精美的方便面、时兴
的饮料摞起来，把价格喊得也很便
宜。买的人还不少，赶庙会去亲戚朋
友家都是不能空着手的。年轻人或家
里条件稍好一些的，想着图省劲儿，
便在这里买些现成的，花钱不多，又
挺好看。尽管这里不少东西是冒牌

货，中看不中吃，可赶庙会拿的东西
本来就是个礼，并不过分讲究是否实
在。

村口边上，多了几个炸油条的摊
儿。眼见得路上车过人往，尘土飞上
了天，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意。很
多人提着一大串油条，沐浴在细微的
尘土里仍然吃得是一脸欢笑。

头些年，各家经济条件不太好的
时候，去亲戚家赶庙会，一般人家都是
蒸篮子馒头，有的还是包皮馍。到了庙
会上先在血缘上比较近的亲戚家吃了
饭，再到远房亲戚家走走，丢上两三个
馒头，就算来了。那时候是馒头当家，
提油条的自然让人高看一眼。现在呢，
提油条的人就不多了，如今三五块钱
的东西连乡下人也觉得拿不出手。

进到村里，大街两旁，挤满了卖
布匹时装的商贩。为了遮阳光，街道
上空他们也用篷布给遮起来了，像走
进了一个大商场。街上买东西的人一
个挨一个，走路都困难。

要说在这里用心的还多是女人
们，她们都看重身上穿的，脸上用
的。在庙会上能不能买件新衣裳，也
是她们赶庙会的一个重要目的。

父母早早就等在门口，他们盼着
在外面干活儿的孩子和亲戚们早点到
来。乡下人认为赶庙会，就是亲戚朋友
们相聚的日子，年年至少一次。因此，
他们都很珍惜这一天，尤其是年岁大
的老人，更希望多见见亲人们的面儿。

屋里屋外早被父母打扫得干干净

净。他们也知道，每次回家，也有朋
友同事一起去玩一天。就专门在屋里
摆好两桌酒菜，还挺丰盛。不长时
间，亲戚们就纷纷赶到了。看着不断
的来人，父母脸上满是笑容。他们喜
的是来人，来人越多心里越高兴。一来
是亲戚们来了就是走得近，二来外面
的人来得多了，说明我这个儿子结识
的朋友多。这两样是父母最在意的。

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父亲就要
点起灶火熬大锅菜了。大锅菜是乡下
人招待亲戚们的主打菜。村里人熬大
锅菜是很认真的，放的材料也是越多
越好，其中，白菜、粉条、海带、带
皮猪肉、豆腐等是主料。现在，有的
又多了西葫芦、茄子、蒜苔等。肉食有
加牛肉、鸡肉的。这大锅菜还真让人吃
不腻，很多城里人也喜欢吃大锅菜，可
就是做不出乡下的味道来。这大锅菜
香在柴火的熏烟，这是煤火和液化气
火所没有的。大锅菜的香是浸出来的，
柔柔的细火儿慢慢把油香、肉香、佐料
香还有蔬菜的清香融合在一起，发出
了丰收时节田野的馨香。

闻着大锅菜飘溢出的越来越浓的
甜香，我和城里来的同事们不用喝酒
心就醉了。

为了给庙会增添气氛，村里总会
演几出戏来凑热闹。老家村里人爱看
的是豫剧，找的戏团也都是河南来
的，很多中老年人看庙会就是冲着戏
来的。到时候，邻村有好多人也放下
手头的农活儿过来看戏。

故 乡 庙 会
董竹林

《黑白·白之篇》是作家储福金的长篇小说
新作，它延续上一部长篇小说《黑白》，写了陶
羊子、彭行、柳倩倩、小君四代棋手的棋路、心
路、人生路。小说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之久，塑
造了一组棋士群像，又将沧桑世事与枰间悟道
熔于一炉。4 位主人公的命运变迁也作为叙事
原点分别指向或辐射出上世纪 50 年代至“文
革”、“文革”期间、80年代以及市场经济当下这
4 个大的当代史段落，并串联起围棋在新中国

的命运史——由文化而生存、而情感、而利益
的转变，被评论家称为一部堪比《儒林外史》的

“棋林外史”。作者充分调动了自己对围棋、对
文化双重的精深见地，真正做到既入乎其中又
出乎其外，写出了中国棋文化的博大精深、象
天法地，刻画了四代棋王的心灵史，同时也是
新中国60多年围棋的现实主义史。小说以地道
中国小说“虚虚实实”的独有趣味自然流露着
倾向性，对围棋命运史进行着无声的反思。

长篇小说《浮生》展现乡村小人物命运

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举办的柳岸长篇小说
《浮生》 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品通过乡村小人物柳三
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乡村的变化。与
会评论家认为，小说借助柳三的经历使人们窥视到故事背
后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语境，刻画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典型
人物的人生轨迹，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对乡土中国文化心理
的深入探索。小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展卷如闻豫东泥土
的芳香，具有独特的民间韵味，展示了乡村丰富的生活图景
与鲜活的人物性格。

长篇小说《黑白·白之篇》写棋林外史

北方庙会
张富民摄
北方庙会
张富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