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汤丹文） 老报
人范伟国新书《海上语丝》昨天在
宁波书城举行签售活动，作者还与
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分享各自的
人生感悟。

范伟国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作品《用眼睛写新闻》曾获中国新
闻奖，多篇新闻报道分获浙江省、
重庆市、上海市与人民日报社新闻
一等奖。现为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

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志·报业
卷》副主编。

在 30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
范伟国经历丰富，先后供职于宁波
日报、宁波市委宣传部，后历任人民
日报驻宁波、重庆记者站站长。2005
年起，他来到上海，先后任人民日报
社华东分社副总编、国际金融报社
长、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兼
人民网上海频道主任。

散文随笔集《海上语丝》是范
伟国来到上海之后，在繁忙的新闻
采编领导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创作
的。这本写作时间长达十年的书
中，有他怀想亲友时的心音缭绕，
抨击流弊时的激浊扬清，思悟大事
时的家国情怀，感知生活时的风花
雪月。《海上语丝》 以丰富的生活
阅历作为感悟的生发之源，以平民
的视角关注思考现实的人生，文字
老到简练，体现了一位老报人深厚
的笔下功力。

范伟国告诉记者，《海上丝
语》付梓出版，是他人生一个阶段

结束的总结，报人职业生涯虽然结
束，但笔耕思考不会停止。他说：

“也许人生应该每十年对自己有个

小结，这本书对自己也算是个交
代，对读者若有助益，那也是一种
结缘。”

老报人范伟国新书《海上语丝》昨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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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范伟国与读者进行对话交流。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昨天是
国际瑜伽日，由宁波市体育局主办
的全民健身大讲堂第三站——瑜伽
专题活动走进了太平鸟集团。来自

宁波静缘瑜伽会所的印度瑜伽大师
Amarendra 为这里的五十余名瑜伽
爱好者现场授课。

在进行形体训练之前，Amar-

endra 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瑜伽的
重要理念。他表示，现代人最大的
问题是想法太多，无论是中国的太
极、气功还是印度的瑜伽，都是通
过形体的练习来控制思维，控制意
识。“不能把瑜伽狭隘地理解为身
体上的练习。”Amarendra 说，“瑜
伽练习是通过控制身体达到控制意
识的目的。当你能控制情绪和意识
的时候，很多压力就消散了。”随
后，Amarendra 教给大家一些可以
让意识更平静的呼吸的方法，之后
又教大家做了一些形体方面的练
习。

约一个小时的瑜伽教学活动结
束后，学员们踊跃提问，Amaren-
dra 则耐心地一一回答。有人问：

“怀孕了能不能练瑜伽？”Amaren-
dra 表示，有一种专门的孕产瑜
伽，有助于顺产和产后恢复，但是
孕期前三个月不建议做任何瑜伽练
习。有学员表示，自己上班时必须
经常坐在电脑前工作，肩颈劳损比

较严重，希望 Amarendra 能教几个
简单的动作以帮助缓解。Amaren-
dra 表示，这属于办公室瑜伽的范
畴，很多动作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完
成。在现场他教了大家几个简单实
用的动作。

据了解，Amarendra 毕业于印
度辨喜瑜伽大学，该校是印度政府
批准成立的唯一一所提供瑜伽理
疗，并研究瑜伽科学和医疗效果的
顶尖科研机构。

记者了解到，2016年 2月，太
平鸟集团成立瑜伽俱乐部，至今已
开课100多堂，吸引1500多人次参
加。“为继续提升广大员工参与瑜
伽活动的热情，今年 1月我们首创

‘瑜伽+公益’的开课模式，每名
员工参与一次瑜伽课程，俱乐部都
会 为 西 部 地 区 送 出 一 份 爱 心 礼
物。”太平鸟瑜伽俱乐部负责人徐
维娜说。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他们为
云南贫困山区的儿童送去了 716份
文具盒。

印度瑜伽大师授课宁波企业

图为印度瑜伽大师Amarendra正在授课。 （胡龙召 摄）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陈敏健） 昨天，宁波评话传人韩震
宇 （阿伟） 来到宁波市爱菊艺术学
校，为该校四年级的学生表演了一
段精彩的评话 《武松打虎》。风趣
幽默的表演乐翻了在场的 40 多名
小学生。

宁波评话被列入省级非遗名
录，传承人是宁波评话界的泰斗级
人物张少策，韩震宇是张少策的弟
子。虽然面对的是一群小学生，但
韩震宇不敢“怠慢”，大热天一袭
长衫在身，醒木、折扇、手帕等道
具样样齐全。他首先为学生简单介
绍了宁波评话的历史、现状，接
着，开始表演评话《水浒传》的经
典折子 《武松打虎》。只听“啪”
的醒木一声响，全场的注意力集中
到他身上去了。韩震宇一会儿站，
一会儿坐，说得声情并茂眉飞色
舞。在讲“三碗不过冈”的细节

时，他把武松讨酒喝的情景惟妙惟
肖地进行了模仿。学生听得聚精会
神，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讲到武
松与老虎激烈搏斗时，韩震宇生动

形象的表演，让现场没有一点紧张
的气氛，大家反而笑得前仰后翻。
40 分钟很快过去了，当韩震宇讲
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的时候，学生们意犹未尽，齐
声挽留。

表演结束后，大家纷纷跑去与
韩震宇合影，并围着韩震宇问东问
西，好奇地触摸着醒木、折扇、手帕，
久久不愿离去。一位叫陈溥凯的小
朋友说：“没想到宁波评话这么有
趣，希望以后经常有机会听到宁波
评话。”另一位叫刘欣瑜的女同学也
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喜欢宁
波评话，经常听他们讲起，没想到今
天听了，确实很有趣，阿伟（韩震宇）
老师讲得太精彩了。”

据市文化馆有关负责人介绍，
推动宁波评话进校园是非遗传承活
动的重要内容，希望通过这种形
式，让非遗文化能在孩子们心中播
下种子，将来成为非遗文化传承的
主力军。

据悉，韩震宇接下来还将前往宁
波集士港小学推广和传播宁波评话。

宁波评话走进爱菊艺术学校

图为表演现场。 (崔小明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徐
良） 由《中国油画》编辑部、浙江
省油画家协会、浙江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联
合举办，“学院传承”第二届全国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名师邀请展
昨日在宁波美术馆开展，100 件作
品展现了当下师范院校美术教学和
创作的整体风貌。

据介绍，“第二届全国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名师油画邀请展”距上
次邀请展相去 10 年，是全国师范
类油画教师作品的第二次集体亮
相。本次展览邀请的油画家，都是
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实力派画家，
无论是在实践教学还是在艺术创作
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来自不同
院校的美术教师以其各自不同的艺

术语言呈现出多样的作品面貌，传
达出不同的艺术观念和画面精神。
展出的作品既有以追求严谨造型、
视觉真实为目的的写实性艺术表
达，也有注重表达个人情绪的抽象
表现风格，同时还包括以综合材料
来进行画面形式探索的作品，所涉
及题材和内容十分多样。其中，戴
士和、杨劲松、杨参军、贾涤非、
孙景刚、王坤等名家的加盟，使得
展览的层次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
阔。

当天下午，来自浙江师范大
学、江西师范大学等的油画教师还
针对“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研究生油
画教学与创作”这一课题展开整体
性思考和专题性讨论。

展览将持续到7月2日。

全国师范类油画教师作品亮相甬城

图为市民在宁波美术馆观看第二届全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作
品。 （周建平 摄）

冷 枫

“六一”节的时候，我去书店
买童书。发现为小孩子挑书比为
我自己挑书可难多了。倒不是因
为当下儿童书籍的种类和品种不
够丰富，设计和装帧不够精美，
而是现今出版市场上的童书里，
真正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故事不
多，外国童书倒是堆叠得到处都
是。

这种境况不由得让我想起了
自己的童年。那时候，我也爱看
迪士尼绘制的 《米老鼠和唐老
鸭》，热衷于日本的 《一休的故
事》，痴迷美国童话 《花仙子》，
更希望大人抽空给我讲讲 《一千
零一夜》里的“飞毯”“阿拉丁神
灯”。后来长大了，识得些许字
了，就在家中备齐了 《安徒生童
话 》《 格 林 童 话 》《 豪 夫 童
话》 ……然而我翻看最多的还是
那些讲述原汁原味华夏故事的连
环画。《封神榜》《西游记》《太平
天国》《孟丽君》 ……里面有字，
也有或彩绘、或素描或工笔的画
图。那时候，有一大批艺术造诣
精深的画家从事着连环画创作。
现在回忆起来，有苏西映画的古
代“刀马人”题材，画风直线如
帘，具有木刻般的效果。王叔晖
画的古代仕女，一派典雅瑞丽，
欣美悦目。还有一位叫徐余兴的
画家，笔触儒雅，气势却大度、
抑扬。这些连环画无不带有中华
文化的精魂……小孩子即便不甚
明了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徐徐翻
阅间，也已受到了艺术的熏陶，
文化的启蒙。而且我尤其欣赏的
一点是：那些故事，仅止于故事，
像一朵美丽的花，一株清新的草，
相当自然。尽管它们的阅读对象是
儿童，但里面并不夹杂“醉翁之意”
般的教义，所以不是生硬的教化工
具。《神笔马良》《渔童》《长歌怀采
薇》《三毛流浪记》……孩子会在自
己的理解中获取一些东西。也许初
看时是草草过眼，仅觉得滑稽有
趣，但伴随着孩子们心智的成长，
他们会领悟到这些故事在岁月中
发酵出来的深意。这也许是一个缓
慢的过程，却也是一个相当美好的
过程。

相对于外国童话，中国的民
间小故事往往更具诗意，能唤起
孩童懵懂的审美感觉。我不知道
今天拥有太多电子玩具、高新物

件，并早早就被纷乱的网络世界
所包围的孩子们是不是真的如一
些大人所认为的那样：很幸福也
很幸运！他们最熟悉的不再是折
纸、绘画甚至玩泥巴，而是“触
屏”。笔者承认，现在的小孩确实
比他们的祖辈父辈拥有更宽阔的
眼界，拥有更多的文化选择。但
反过来思之，没有多少分辨和取
舍能力的幼童和成年人一样暴露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网络年代中，
手机、电脑等物件对孩子和对大
人“一视同仁”——如果孩子自
己不拒绝的话，根本就没有比较
好的办法为他们进行“设防”。好
在我们还能引导孩子们去阅读，
阅读能够让幼小、稚拙的他们置
身一个相对平静的文化氛围中。
好的童书对孩子的意义，可见一
斑。

然而，当下中国孩子最喜欢
的是外观看上去更有噱头的外国
漫画书。笔者曾留意翻过几本这
样的童书。且不论有些书里存在
粗浅、暴力、低俗，暗黑的内
容，就是那些故事情节和含义还
不错的作品，若和中国的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相比，怕也相形见
绌。这不是我敝帚自珍，而是确
有现实理由。举个例子，古希腊
神话，北欧创世故事，应该算是
既精彩也经典的了。但希腊神话
里有非常强烈的宿命论观点，奥
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一个比一个富
有诡谲的身世。北欧神话中战天
斗地的氛围也不是孩子弱小的神
经所能承受。而且，由于历史背
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心
理不同，中国故事和西方故事在
骨子里存在着极大差异。西方故
事总喜欢告诉读者一定要去战胜
邪恶，要去获得一种压倒性的胜
利，这才是英雄。中国的故事却
有上善若水的气质，有一种天地
同道的和解精神在里面。就好比
莎士比亚的悲剧大多给你玉石俱
焚的结局，可中国的传说，《梁山
伯和祝英台》 也好，《孔雀东南
飞》 也罢，到尾声处，会自动稀
释掉故事本身存在的那些冷而硬
的元素，留给读者值得流连和回
味的凄美感，而非撕裂感。我个
人觉得这样的故事更适于培养孩
子宽厚的性格和积极的心态。

好的童书，是以“平起平坐”的
态度来和孩子进行真诚沟通，阐述
人生中的丰富况味，并尽量呈现比
较澄澈、明亮的一面，从而传达出
中国式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所以，也许可以这样说吧：只有读
着中国故事成长起来的孩子才具
有中华气质。

（本栏目欢迎赐稿。投稿邮
箱：yxq@cnnb.com.cn）

让孩子们阅读
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邵旭姣） 生动逼真的道具、古朴
典雅的服饰、栩栩如生的人物、
丰富细腻的故事情节……昨日，
作为北仑区“非遗特色月”系列
活动之一，上海皮影戏来到北仑
校园进行巡演，先后走进戚家山
中心幼儿园、小浃江学校、北仑
区中心幼儿园、北仑区阳光学校
等，带来了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盛宴。

《猪八戒背媳妇》 《鲤鱼跳龙
门》 《龟 兔 赛 跑》等 精 彩 的 剧
目, 随着乐器伴奏和唱腔配合，

在白色幕布上轮番上演，吸引了台
下一双双好奇的眼睛。演出现场，
在皮影戏传承人尹志平的指导下，
小朋友们纷纷上台扮演起了“孙悟
空”“猪八戒”“白骨精”等皮影形
象，让现场师生再一次回望经典、
感受非遗魅力。

皮影戏又称“牛皮影戏”“灯
影戏”，是长期流传于我国的一种
别具特色的民族戏剧形式。作为
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
集剪纸、绘画、雕刻于一体，既
是中国造型艺术的结合，又是传
统表演艺术的融合。

皮影戏巡演北仑校园

图为活动现场。 （邵旭姣 摄）

●中国马术协会消息，中国
马术协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理事
会，根据中国马术协会章程的规
定，选举张小宁为协会新主席。

张小宁说，马术是一项国际
化、职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程
度较高的运动。我国一大批马术
运动倡导者和社会马术爱好者、

参与者共同努力，为推动我国马
术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与欧美等发达马术国家相
比，我国的马术运动仍属于新兴
小众运动项目，存在竞技水平较
低、普及程度不高、项目基础薄
弱等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