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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韵长篇小说《你好，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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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创作谈

在在《《你好你好，，安娜安娜》》中中，，蒋韵的笔触依蒋韵的笔触依
然诗意然诗意，，情怀也依然浪漫情怀也依然浪漫，，但这诗意和但这诗意和
浪漫的背后却有一种过去没有的紧张浪漫的背后却有一种过去没有的紧张
和激烈和激烈。。她不但公开亮明自己的姿态她不但公开亮明自己的姿态，，
而且在创作中全力实践而且在创作中全力实践，，那是蒋韵持那是蒋韵持
之以恒的完美旅行之以恒的完美旅行，，也是一个优秀作也是一个优秀作
家勇敢的文学历险家勇敢的文学历险。。

以更宽以更宽阔的视野审视灵魂阔的视野审视灵魂
□郭剑卿

蒋韵的小说具有出色的文体与形式感、诗意唯美的

格调、暗藏玄机的故事，以及一些很使“性子”的人物，在

晚近的作品中，她用温情感伤浪漫的笔触讲述生活本身

的“怕和爱”。打开《你好，安娜》，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河谷平原、绿皮火车、3个正当好年华的闺蜜的俄罗斯

文学之旅，一边是素心讲述安娜和沃伦斯基站台邂逅，

一边是现实版的安娜和彭在火车上惊鸿一瞥。故事背景

始于那个荒芜动乱的年代，巧合与暗合相遇，像在昭示

一个温情浪漫却又危机四伏的开始。小说中和作者差不

多同龄的人物以及内陆城市粗陋庸俗的环境，我们并不

陌生，但是读着读着，叙事渐渐偏向诗和远方——几个

青年男女营造的文学艺术世界。在《你好，安娜》中，蒋韵

是以重返、重建的姿态穿梭往返于历史现实间，从更宽

阔的视野审视灵魂，表达她对生活的重新想象，呈现出

纵深的人性把握方式和对灵魂的不懈追问。这使她的小

说有了新的元素：宗教意识、母性情怀。

如果说，蒋韵在《隐秘盛开》里的人物气质显现出宗

教色彩的话，《你好，安娜》中的宗教意识几乎成为一种

结构性的存在。首先，作品中以“附录”形式出现的两个

小说《天国的葡萄园》《玛娜》，其命名源自《圣经》故事。

“天国的葡萄园”开篇具有多重意蕴。在小说中是彭和小

薇的理想国，也是彭的初恋的秘密花园。安娜视为爱的信

物最终为之殉情，素心视为爱的背叛，人性中“恶之花”开

始萌芽。“玛娜”本是《圣经》中赐给犹太人生命的恩物，也

是警示世人贪欲的象征；小说中是教母赐给素心的教名，

素心却将其变异为占有和报复。在她的精神蜕变过程中，

与教母的一面之交启迪她隐秘的宗教情结，朝拜圣山促

使其发誓永不赦免自己。成为作家后以安娜为笔名书写

玛娜的“罪与罚”。不断的提醒与牢记、隐秘的自审与反

省，让她的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开阔强大，惟其如此，她才

有足够的力量自觉自愿一个人赴难。相比《隐秘盛开》中

“爱”的圣徒塑造，《你好，安娜》对“罪”的受难书写更鲜

明惨烈。接受安娜之死的重压、隐忍彭的不辞而别杳无音

信、承受三美的断然绝交、拒绝白瑞德的真爱，终其一生

孤立于人性的荒原不求谅解，这是多么深痛的抉心自食，

又是多么勇敢彻底的人性涅槃。蒋韵的小说告诉我们：好

的写作不是在修辞的冰面上花样溜冰，是打开冰窟窿钻

到冰水里。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这样的人物塑造

即使不是罕见，至少也属凤毛麟角。鲜明的宗教意识笼

罩之下，我们似乎看到了作者强烈的期待：想象一种超现

实的精神力量救赎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我想用一个未必

准确的词：可否称蒋韵为浪漫的现实主义？

这部作品副题为“献给我的母亲”。直接动因可能缘

于作家深入肌肤的亲情体验，但作者的情感视域远不限

于此，而是环顾于作品里形形色色的母爱。安娜母亲生

逢乱世而不择手段、蛮横愚直的本能之爱，晚年失忆蜕

变升华的无言大爱，素心母亲波澜不惊、理智温馨的“懂

你”之爱，素心教母无声传递的精神之爱，三美母亲晚年

回馈子女的腹欲舌尖之爱，有的汹涌澎湃、盲目强悍，有

的润物无声、绵延不绝，蜿蜒曲折汇入儿女们艰难多舛的

成长岁月，滋养着不同的肉体灵魂。这些爱孩子的母亲，

同时也在用盲目的爱伤害孩子。那些被母亲爱着的孩子，

同时做了惩罚反抗母亲的逆子。蒋韵书写这份母爱的悖

论，经常会让人在小说中体验到“疼痛”的滋味。在异性之

爱中，蒋韵特别善写女性对男性流露的怜惜疼爱之情，

造成充沛丰厚驳杂的母性情感冲击力。但我更看重的是

灌注全篇的一种母性情怀，超越血缘、亲情、爱情上升为

作家对世界、对人类的感情方式：对历史悲情的理解释

然、对人性之罪的悲悯知会、对世相人心的慈悲宽容。而

对温情善良的疼惜怜爱、历经沧海桑田，凝练为返璞归

真的一声“你好，安娜”。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拔节、灌

浆，生长着，成熟着，原野上有一种生机勃勃壮阔的安

静。”文学是有年龄的，这的确是镌刻有蒋韵人生历练烙

印的一道文学风景。而且这种情怀在我看来恰与滋养作

者及其主人公的俄罗斯文学交相辉映，绵延包容深邃博

大，格外深沉动人。

蒋韵的小说是讲究形式感的。小说时间跨度从上世

纪60年代直达当下，上篇“天国的葡萄园”是小说中的

小说。这是属于彭的初恋秘密，也是一个推动人物命运

的“梗”；既是一个爱的悲剧，也是导致新悲剧的罪魁。下

篇“玛娜”也包含多重意蕴和功用。玛娜是小说中教母给

素心的教名，也是素心的小说题名，记录着她秘密的罪与

罚，成为三美发现真相与素心绝交的“梗”。此外，安娜、素

心和三美的“三角结构”也颇值称道，暗含“三美”之誉：作

者赋予她们不同的文学艺术天赋（素心的写作才华、安娜

的唯美艺术、三美的音乐才能）是她们赖以对抗平庸生

活，照亮灰暗现实的神奇力量。在人性表现方面，安娜、素

心仿佛是人性的一体两极，一个活在文学世界沉默敏感，

一个活在现实生活超凡脱俗。蒋韵写了又一个爱的悖论，死

去的安娜、活着的素心，是人生的失败者，却都有贯彻到底的

人性毅力，她们以螳臂挡车之勇反拨命运却不可避免地惨

遭失败。相比较而言，三美是人性居中的倾听者，也是审判

者与见证者。小说在这样的架构下试图展现丰富的含蕴：

文学与现实、艺术与宗教、复杂的人生、多样的心灵、狭隘

和专断、慈悲与宽容，显示出可贵的艺术追求。

蒋韵叙写一代人的故事，其寓意又超出了那一代

人。她不无执著浓墨重彩地描绘她们存在的合情合理，

一个基本的用意就是要向读者显现生活的无限可能、爱

的无限多样、人性的无比丰富。从《隐秘盛开》到《你好，

安娜》，从对“爱”的信仰到对“罪”的背负，身负十字架殊

途同归，其所作所为直逼人类精神的高度。这样的小说

既是针对身外的恶劣和麻木，也是针对心内的沮丧和悲

哀，进而以此回应现实生活的巨变，在更深的层次上挑

战庸俗与苟且。重返和重建，这个蒋韵式的文学动作意味

着什么？归根结底，建构对“罪”的审视自剖关乎现代人的

精神救赎、现代认同，重新想象和刻画生活，“打开不止一

道洞察当代中国人精神生存状况的审美门户，开辟不止一

条能据此深思我们的现在、将来和过去的精神思路”，这正

是《你好，安娜》提供的新视野：以“洞穿和澄明”的姿态，

为以往文学创作提供一种“遍扫视野”。

蒋韵始终是一个对人生怀着温情和善意的作家，她

的笔触依然诗意，情怀也依然浪漫，但你从这诗意和浪

漫的背后却能感到一种过去没有的紧张和激烈。这种极

致的、近乎“冒险”的人性书写极富挑战性，由此，蒋韵的

写作走向又一个孤高的领域，这需要素养和勇气，她借

“罪人”素心不无夸张地重复：“我永不会对你说出这三

个字：请原谅！请原谅！请原谅——”我似乎听到一个拒

绝苟且、把自剖进行到底的声音，一种对于文学写作使

命的新领悟。她不但公开亮明自己的姿态，而且在创作

中全力去实践它，那是蒋韵持之以恒的完美旅行，也是

一个优秀作家勇敢的文学历险。

最后有必要指出，作品对民间智慧的重新认识，对白

瑞德为表征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俄罗斯文学

情愫的投射和刻意彰显等等，也是饶有意味的写作现象。

年轻时，曾有过一次“朝台”的经历。

那是 1977年 5月，五一劳动节，也是星期日，因此那

一年的假日是连休两天，我和厂里的两个小伙伴，又请了

一天假，准备用3天的时间，去一趟五台山。

那时的五台山和今天的旅游胜地，完全不可同日而

语。只有一趟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去往台怀镇，还不是

每日发车。所以我们选择了乘火车出行。查看列车时刻

表，有一站就叫“五台山”站，时间也合适，于是懵懂无知

的我们，兴头十足地踏上了一辆错误的列车，来到了一个

错误的地方。

那是一个叫“砂河”的小镇，地处繁峙县，由于和这趟

线上另一个叫砂河的河北小镇重名，于是就把它改为了

五台山站。

而真正的五台山，还在近百里之外。

近百里路程在今天也就是几脚油门的事，可在上世

纪 70 年代，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的处境下，在已经过午的时分，前进还是返回，那是一个

问题。询问过的老乡，人人都劝我们坐火车折返。因为

从这条路去往五台山要经过一个叫“黄毛野梁”的地方，据说，那里农历六月天

还下大雪。当年，从内蒙古来朝山的信徒们，很多人在那个梁上遇到大雪，迷

了路，冻死在了风雪之中。老乡们说，看这天，阴得厉害，是要下雨的天，山下

下雨，野梁上就是下雪，下雪天翻黄毛野梁，十有八九会迷路。

我们3个20出头的姑娘，在人们谈虎色变的黄毛野梁面前，最终，还是选

择了前进。

前进，不是因为无畏或者勇敢，而是怀有隐衷。

我们仨都是那种所谓的“文艺青年”，现实人生让我们失意、苦闷、看不到

希望。而生命则是卑微、屈辱而灰暗。我们不珍惜这样的生命。我觉得死不

稀奇，亦不可怕。在全民旅游热潮到来之前，青春年少的我们去朝拜一座寂寞

的杳无人迹的圣山，或许，隐隐地、懵懵懂懂地，是期待发生一些什么。我们不

管不顾，投奔它而去，就像投奔一个归处。

近百里陌生的山路，我们从当日下午两点左右，一直走到次日的傍晚。中

间，在一个叫“伯强”的乡镇留宿一夜。我们借宿在公社的大院里，躺在窑洞的

炕上，夜半时分，被雨声惊醒，知道此时黄毛野梁上一定是大雪纷飞。早晨，雨

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自然又引来了人们更强有力的劝阻。人们说，梁上的路

一定被雪埋了，还说那雪怕是厚得要埋住人的膝盖。我们不顾所有人的相劝，

一意孤行，选择了一条岭底小路，冒雨直奔黄毛野梁而去。

总之，一切如同人们所预料的，我们在风雪弥漫没有人烟的黄毛野梁上迷

路了。

风裹着雪片，打在脸上，睁不开眼睛。四周白茫茫一片，厚厚得没住了小

腿的积雪，抹杀掉了路的痕迹。千山万壑，沉寂着、静默着，横亘在我们脚下。

我们如同站在世界之巅，也是生命之巅。“死”在我们身边飞舞，触手可及。那

一刻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留恋生，留恋活着，我们原来是那样热爱渺小的自己，

热爱这个被我们嫌弃、诅咒的世界和卑微的生活。在巨大的恐惧和慌乱之中，

我们想起了一路以来所有人的一句忠告：“千万不要在梁上停留。”于是，拼命

地、不管不顾地，我们朝雪坡下连跑带滚带滑，狂奔而去。朝着生的希望，狂奔

而去。

那一天，午后三四点，当我们又饿又累，拖着起泡的双脚，爬上最后一个小

山坡，忽然看见远处台怀镇那一片金顶时，我们震撼到说不出一句话。那一片

肃穆和辉煌，那巨大的慈悲和仁厚，如同一个奇迹。太阳钻出了云层，照在这

一片奇迹之上，让我们流下眼泪。原来，我们选择这样一条错误的道路，誓不

回头，一错到底，冒雪翻越黄毛野梁，在山巅之上迷路，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一

刻，为了和一个奇迹相遇，为了让我们一生铭记，这世界上，有神圣在。为了提

醒我们，这世界上，有东西值得我们珍惜。

近年来，父母的病痛和失忆让我迫切感到，记忆是多么可贵又是多么可

疑、脆弱。而我们所经历过的某些时刻是多么弥足珍贵。我终将会失去它们，

我终将会一无所有。只是在失去它们之前，我想重温那一切。我想穿越而去，

慢慢地、珍惜地，逆时光而上，与曾经的我、我们，与青春、与爱、与纯真的快乐

和痛苦，与轻薄的激情或者深深的罪孽，与诗或者恶灵一般的歌哭，重逢、相

遇。对它们说一声，你好，过往。

你
好
，过
往

□
蒋

韵

本报讯 近日，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的“今夜，我与茅盾文学奖有个约会”系列活动之首场在

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梁鸿鹰、梁鸿、杨庆祥等茅奖评委与高校

学生及文学爱好者们围绕“文学的力量”展开交流。活动由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嘉宾们朗读和分享了

对自己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书籍片段，并从茅盾文学奖及诺

贝尔文学奖谈起，点评了海内外文学奖项的文化影响力，分析

了中国当代文学原创力与世界的距离。据悉，该系列活动将

陆续举办10场，首场活动“茅奖评委、文学教授谈：文学的力

量”通过茅盾文学奖评委、文学教授及当代作家之间的深度对

谈，引发广大读者对茅盾文学奖的了解和思考。（教鹤然）

“今夜，我与茅盾文学奖有个约会”

本报讯 10月25日，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在京

揭晓，得主为作家黄昱宁，获奖作品为2018年 8月出版的

《八部半》。评委会认为，黄昱宁展现了很丰厚的文学修养，

以洞澈的世情与人情观察，使短篇小说的形式深度生动展

现。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华语文学领域为发掘和鼓励45周岁

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的奖项，旨在发掘富有潜力、有长期创作

的自我预期与动力的文坛新锐，支持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推广

兼具文学性与可读性的中国当代文学。本届评奖由戴锦华、

黄子平、贾樟柯、路内、张大春担任评委，班宇、郭爽、黄昱宁、

杨好、远子进入决选短名单。 （李晓晨）

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揭晓

本报讯 10月25日，微众银行联手黄庆军、陈明强、戴

丹丹、康好贤等11位艺术家打造的“我们的家当 All We

Love”艺术展在北京798艺术工厂开幕。此次展览由11位

艺术家和9位个性、职业、年龄迥异的故事当事人共同创作，

旨在通过艺术再创作，将当事人的“家当”以全新视角呈现给

观众。有形的故事与抽象的视觉装置结合，让人沉浸在不同

形态的“家当”魅力中。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表示，展览从

“家”的概念引申出“家当”，希望以小物件反映中国家庭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寄托，引发观众对“家当”的共鸣。（欣 闻）

“我们的家当”在北京798开展

本报讯 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主办的“行远同梦——华侨华人与新中国特展”，将于10月

30日至11月29日在国博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分为家国情

怀、心系中华、赤子丹心、共创辉煌、砥砺同行5个单元，270

余件（套）珍贵展品集中展现了广大华侨华人的赤子情怀和为

祖国作出的卓越贡献。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展览带领观众

重温华侨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感人过往。 （王 觅）

“华侨华人与新中国特展”将展出

本报讯 10月 26日，首届“廉砖颂”全国廉政

诗歌创作大赛颁奖活动在江苏太仓举行。此次大赛

由《上海文学》杂志社、江苏省太仓市文联主办，汪

政、李烨、杨喜良、张予佳、胡弦、周占林、龚璇、陆健、

何言宏、方文、王学芯等主办方和评委代表参加。

大赛以太仓历史人物陆增祥的“廉砖”故事为题

材，以“廉俭方正，端谨厚重”的“廉砖精神”为主题，

以诗歌的形式倡导清廉之风。经评选，王太贵的《一

方廉砖，或人生航船的压舱石》获特等奖，胡云昌的

《廉砖里收藏的落日比人间厚重》、吴伟华的《一块砖

的重量》获一等奖。另外还评出二等奖3名，三等奖5

名，优秀奖10名，鼓励奖20名。获奖作品将于《上海

文学》“廉砖颂”增刊集中推出。颁奖仪式后，诗人们

参观了沙溪古镇和百竹园廉政教育基地。（黄尚恩）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

古作家协会原秘书长李廷舫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

10月2日在呼和浩特逝世，享

年77岁。

李廷舫，中共党员。1963

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美妙

的旅行》《迷人的河套》《降伏恶

魔的人》，剧本《黄敬斋》《老冒

小传》，散文集《昨日情缘》等。

曾获索龙嘎奖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

回族自治区文联党组原副书

记、副主席，自治区作协原副主

席张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在银川去

世，享年81岁。

张武，笔名金川，中共党

员。1961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0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小说《罗马饭店》《看点日

记》《瓜王轶事》《红豆草》，散文

集《行路集》等。曾获宁夏回族

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等。

张武同志逝世

李廷舫同志逝世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言实出版社主办、

北京昌平南口镇居庸关村委会协办的《祖国万

岁——多民族朗诵诗选》新书发布暨诗歌朗诵

会在居庸关长城脚下举行。邱华栋、李满意、石

英、赵晏彪、李林栋、高若虹、李硕儒、贺平、刘

春声等诗人、艺术家参加活动。

《祖国万岁——多民族朗诵诗选》由中国

言实出版社近期推出，赵晏彪主编，精选了全

国多个民族优秀诗人的朗诵诗佳作，以70人

70首的面貌呈现。全书共分“祖国万岁”“英武

军魂”“精英风采”“山水颂歌”“激情梦想”五

辑，入选诗歌朗朗上口，或激情满怀、或深情无

限，凝聚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爱，是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上的文学厚礼。 （尹 超）

《
祖
国
万
岁
》
在
京
首
发

“廉砖颂”诗歌创作大赛颁奖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第71届德国法兰克福

书展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艺术之桥”项目再度

亮相。主办方携手4位“艺术之桥2020年度系列”艺

术家开展了文化交流活动。这些艺术家立足中国本

土文化，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同时又有着开

放的国际视野。他们的新书在本届书展上首次亮相。

徐冰的《徐冰：从天书到地书》通过艺术作品寻找使

西方人深入了解汉字文化的途径，杨明洁的《解构东

西——杨明洁设计实录》收录了其从德国回到中国

的10多年间在设计中的实践、发现与思考，朱哲琴

的《发现中国之美》讲述了关于作者及其所创立的品

牌的故事，许刚的《本土创造》以视觉方式再现了“本

土创造”的过程。书展期间还举办了“万物循环：跨越

东西方的艺术设计趋势”主题论坛。 （王 觅）

寻求中西艺术交流新路径

本报讯 10月 26日，由《作品》杂志社和

广州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办的2019年优秀评刊

员颁奖仪式在广州举行。阿探获得金奖，萧肖、

赵文获得银奖，石凌、洪艳、熊焕颖、张翠云获得

铜奖。2018年初，《作品》杂志成立评刊团，现已

有评刊员200余人。评刊员中除了学者、作家、编

辑、文学工作者外，还有很多是文学欣赏水准较高

的普通读者。评刊团自成立以来，已为19位作家举

办了15场线上研讨会。此外还举办了主题摄影、

线上分享会、作家线上讲座等活动。（粤 闻）

营造文学批评新生态

本报讯 近日，“美丽中国·乡村振兴”全国

农民诗歌邀请赛颁奖典礼在“中国农民丰收节”

湖北主会场咸宁市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举

办。此次大赛由湖北省作协、咸宁市文联等主办，

收到投稿一万余件，按新、旧体诗分为两类，共评

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

19名、组织奖3名。河北农民诗人张凡修、湖北农

民诗人许上银分别获得新诗和旧体诗类一等奖。

此次诗歌赛纳入农民丰收节活动，旨在激励更

多的农民诗人抒写乡村振兴伟大实践，讴歌新

中国70年来的沧桑巨变。 （周航 周益民）

咸宁举办农民诗歌邀请赛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一轻研究院、北京乐

器研究所主办的“预见·未来——首届乐器创新

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乐器行业的中外专家学

者共议新时代背景下国际乐器宽领域的创新动

能、产业趋向和前景未来。会上发布了《中国乐器

行业调研蓝皮书》，对乐器行业整体发展态势及

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成果概述。与会者还就“新

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对乐器产业的影响及乐

器科技创新的趋势与未来”展开交流。（范 得）

专家研讨乐器发展创新

本报讯 10月26日，由贵州省文联和三品

美术馆主办的“正大气象——全国正书六家展

第四回巡回展”贵阳展在三品美术馆贵阳馆开

幕。此次展览以“突破”为主题，共展出王友谊、

王学岭、刘颜涛、张建会、张继、管峻6位书家的

66件书法作品，形成了“正大气象”的多元面

貌。展览将持续至11月4日。 （黔 文）

“正大气象”巡展亮相贵阳

本报讯 日前，由北京市朝阳

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第五届北京

新舞蹈国际艺术节在京举行。在尤

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艺术节开

幕式上，艺术家们表演了为艺术节

特别创作的舞蹈，呼应正在这里举

办的美国艺术家马修·巴尼作品展

“堡垒”。艺术节期间，西班牙GN |

MC舞团、阿尔巴尼亚舞蹈剧场、四

川现代舞团、以色列罗伊·阿瑟夫舞

团、北京9当代舞团带来多部佳作，

所有演出门票全部免费向市民发放。

以色列艺术家还走进望京社区，与居

民共同开展工作坊活动。（王 觅）

荟萃中外舞蹈佳作
本报讯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10月18

日，广东卫视大型全新原创音乐文化节目《劳动号

子》正式开播。该节目以特定素材为主题，用劳动

人民的歌曲来歌唱劳动人民，以微纪录片结合音

乐展演（舞台秀）的形式传播歌曲的精神内核。

《劳动号子》紧紧围绕“奋斗、梦想、力量、青

春、爱情、荣光、喜悦、希望、团结、幸福”十大主题，

邀请王宏伟、戴玉强、陈思思、霍尊、萨顶顶、刘力扬

6位实力派唱将化身“时代号子手”，并联袂20多

位歌手唱响劳动金曲，借此向新时代的奋斗者致

敬，倡导和传承新时代的奋斗精神。同时，节目首创

了以“一呼百应”“歌舞情景剧”“流行音乐混编”等

方式演绎劳动号子，配合节目播出的微纪录片也

将从号子的人、史、景等方面加以解读。（粤 文）

《劳动号子》点燃奋斗激情

本报讯 自1986年至1989年，杨先让作为

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组建者之一，率领考

察队14次深入黄河流域考察当地民间艺术，此行

积累的文字和图片汇集成《黄河十四走》一书，对

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进行了全面记录。日前，由

建投书局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黄河回

响——《黄河十四走》艺术回顾展”开幕式暨分享

会在京举行。《黄河十四走》作者杨先让与杨阳、王

庚飞、李水等与会交流。《黄河十四走》1993年由

台湾汉声杂志社首次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期推出的大陆首版该书还特别增加了十余篇杨

先让撰写的“《黄河十四走》背后的故事”。同期开

幕的展览回顾了“黄河十四走”每次考察的情况，

并展出了山东、河北等地的数十件民间艺术作

品。展览将持续至11月19日。 （范 得）

本报讯 10月18日，由中国海员建设工会、

北京市建筑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联合主

办的“工会和职工心连心 慰问冬奥建设者演出”

在国家速滑馆施工现场举行。北京冬奥会工程的

建设者代表、北京城建集团的劳模代表等近千人

观看了演出。来自全总文工团的60余名演职人

员与国家速滑馆参建单位的职工文艺爱好者同台

演出了18个精彩节目，涵盖声乐、器乐、舞蹈、相

声、京剧、杂技、快板、口技、魔术等艺术形式，谱写

了一曲奋发向上的劳动赞歌。主办方还向劳模代

表赠送了《劳动模范风采录》一书。 （龚 雯）

以文艺演出慰问冬奥建设者

展现民间艺术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