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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是贵州
日报天眼新闻文化频道里的一组文
稿，集中介绍了贵州摄影界部分摄
影家的作品和创作历程。其中有他
们的个人简历、评介和专访以及代
表性作品，反映了他们的艺术追求
和艺术成就，阐述了相关贵州摄影
的历史探索，摄影作品的历史价值
和现实意义。文稿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颇有创意。

摄影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的
一种叙事形式，其最初显然只是为
了所谓“眼见为实”，具象地记录既
往事实，以确凿的真实性为其鲜明
特征。但由于摄影照片记录的只是
历史的某个瞬间，“缺乏深度”便成
了其与生俱来的宿命，必须要相应
的文字或音乐等其他手段来加以拓
展。因此，摄影人一直在努力探索
如何让照片变得有深度，增强照片
叙事的时空张力。那么，贵州的摄
影 艺 术 家 们 是 如 何 克 服 这 种 “ 宿
命”，让手中的摄影照片变成一首首
韵味十足历史诗篇呢？

只有以真实为本记录世界的摄
影作品，才能让人们去了解生活中
的真谛，体现纪实的动人之处。通
过 《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这组文
稿，我们可以看到，“真”，是贵州
这些摄影家们作品的基石。这些摄
影 家 们 大 多 从 事 过 “ 新 闻 摄 影 记
者”工作，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
实，是他们摄影作品的立足点和出

发点。摄影作品是摄影家情感的真
实 流 露 。 他 们 以 爱 为 本 ， 尊 重 生
命，深切关注社会和环境，极具责
任感和使命感，这使得他们的作品
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
义。他们追求的真实，不仅仅是时
间 、 地 点 、 人 物 、 场 景 等 等 的 真
实，而主要是最能反映当时历史社
会和人们生存状态本质的真实，使
观者能从作品中多层次的思考人与
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
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这种真实，
不仅要靠摄影家对生活的体验，对
现实的认识，还要靠对现场广泛的
选择和寻找，对稍纵即逝的瞬间准
确捕捉和把握。为了这种真实性，
他们不辞劳苦艰辛，甚至往往冒着
生命的危险。如摄影家拍湘黔铁路
120吨炸药定点大爆破时，就险象环
生。几乎每一帧作品背后，都会伴
随着有一段精彩感人甚至惊心动魄
故事。

艺 术 家 们 对 同 一 历 史 事 件 ，
关 注 的 角 度 总 会 有 所 不 同 ， 各 有
新 意 ， 皆 成 名 篇 。 作 品 虽 以 历 史
真 实 为 基 石 ， 但 并 不 意 味 着 真 实
只 是 唯 一 诉 求 。 鲜 明 的 个 性 和 关
照 生 活 的 独 特 性 ， 也 是 《老 照 片
里 的 贵 州 故 事》 中 摄 影 家 们 的 努
力追求。

大的方面，比如同一时代，同
一地域，同是贵州“告别贫困”这
一主题，摄影家们拍出的作品，出
于自身兴趣爱好和对生活的认知，
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点大不相同，选
材各异。有的摄影家以黄果树瀑布
和贵州溶洞作品，反映贵州的旅游
发 展 ； 有 的 摄 影 家 以 陇 戛 风 情 作
品，反映贵州少数民族的新貌；有
的摄影家则以贵州饭店等作品，反
映贵阳城建的成就，真实地展示出
贵州民族文化特色和社会历史发展
丰富样式。他们殊途同归，都从不
同的角度，艺术地解读了贵州“告
别贫困”这一主题。

摄影作品囿于“历史瞬间”和

“视域局限”，如何发掘作品深度，
实现时空延展，除了借助文字功能
之外，发挥自身滴水世界，以小见
大的视觉张力，也是摄影艺术的独
门绝技。《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中，不少作品具有了类似的特征。
比如 《鸭池河上的草绳溜桥》 这幅
照片，河水巨大的湍流和当年渡河
人敞开嗓门的那声“守桥人，过河
了——”叫喊，似乎至今仍在观众
耳边回响；南明河清淤现场，“穿着
解放鞋，拉起裤腿，披上蛇皮袋，
步子沉重，背着‘滴滴答答’流着
泥水的女背篼”被摄影家凝固在瞬
间 ， 作 品 也 像 一 尊 充 满 力 量 的 雕
塑，凝固在永恒的艺术画廊。这些
作品都能根据观众自身的历史知识
和社会认知，做深度的理解和延伸。

通过 《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这组文稿，我们还可以领略贵州摄
影艺术的发展源流。通过对遵义会
议纪念馆里一帧老照片 《1935 年遵
义老城旧貌》 的溯源，摄影家查阅
了大量翔实的文献史料依据，以及
实物图片、出版物，考证出其拍摄
时间并非 1935 年，而是清光绪六年
（1880年） 前后，为传教士布沙尔的
作品。并以此为契机，完成了 《贵
州 摄 影 史》 的 成 果 。 由 此 我 们 知
道 ， 发 源 于 1839 年 的 摄 影 技 术 ，
1846 年就传到了贵州。从 1924 年鲁
迅写的 《论照相之类》 可以看出，
1895 年之前乃至当时，中国人对照
相还有恐惧，认为照相的“威光”
会摄走人的精气神。可见贵州对新
生事物接受还是很快的。

摄影出现时间不长，从功能性
的 实 用 价 值 到 确 立 为 一 种 艺 术 形
式，它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其它，而
成为一种最“摩登”的艺术门类。
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的摄影，从
创 作 手 法 到 表 现 方 式 乃 至 审 美 观
念，都已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宽泛
的 延 伸 ， 并 且 仍 在 不 停 地 快 速 发
展。毋庸讳言，“新闻纪实摄影”虽
还在摄影艺术领域占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但摄影艺术的功能和范畴已
更为丰富广阔。过去，贵州不少摄
影家们凭超凡创意，才创作出的作
品：比如当年，彭香忠让人打着手
电筒在石板街上凭空绘画，并按下
快 门 ， 结 合 暗 房 技 术 ， 创 作 出 了
《石板寨记忆》《山村的灯》《小镇夜
色》 等获奖摄影作品；林坚的 《石
板寨》，为了突出石板古朴厚重的质
感，反复用刀片刮毛相片，然后进
行翻拍而成功获得大奖。摄影家用
这 些 手 法 ， 去 追 求 作 品 的 艺 术 真
实，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心目中石板
小镇的本质美。然而，这在今天来
看 ， 似 乎 都 已 经 有 点 “ 小 儿 科 ”
了。但是，作为艺术，无论是审美
还是创作手法，只有流变和发展，
而并不存在落后与先进。比如原始
岩画和现代美术，哪个落后，哪个
先进？原始岩画那种稚拙古朴的美
感，不仅现代美术难以模仿，而其
中蕴涵的丰富文化信息，现代美术
更是难以企及。所以我认为，贵州
摄影家们当年的艺术成就，都是摄
影艺术史上的一座座丰碑。不管今
天的摄影如何发展，这些摄影作品
的文化艺术价值，只会越来越厚重
而永远也不会过时。

贵州日报报刊社“天眼新闻文
化频道”是一个诞生不久的栏目，
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品位，而且办
得鲜活生动，很接地气，深受读者
欢迎。在短短的时间里，已为“唱
响贵州”奏出了响亮优美的乐章。
而“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显然是
其中的一个精彩小节。李白 《春夜
洛城闻笛》 诗云：“谁家玉笛暗飞
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
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我相信，
即使撇去我以上所说的种种陋见，
这组文稿，至少也足以能唤起读者
们“浓浓的乡愁”。

我衷心希望，“天眼新闻文化频
道”也像摄影艺术一样，日新月异
的发展，成为贵州“新闻文化”宣
传中的一个“摩登”栏目！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读《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苑坪玉

张劲先生的每一篇散文，都
力求用最严谨的态势来写作，因
此，他的笔下颇多精品佳作。

如 此 断 言 张 劲 先 生 的 散 文 ，
其 主 要 意 图 是 想 表 达 一 种 逻 辑
关 系 ： 写 作 精 神 与 文 学 作 品 的
关系。

举个小例子。有一次，快到
午 夜 12 点 钟 的 时 候 ， 我 家 里 突
然响起电话铃声，原来是张劲先
生在写作一篇文章的时候，遇到
了某个并非是必不可写的数据，
他一时吃不太准，所以打电话到
我 家 里 来 求 证 。 窥 一 斑 而 知 全
豹，这足以说明他的散文写作，
是怎样以一种严谨的学术精神来
对待的了。

当然，张劲先生之所以能够
写出令人读之难忘的散文，一定
是一个综合素质、整体修养的问
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他作
品的形成因素，便会对我们的写
作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 以 为 ， 张 劲 先 生 的 散 文 ，
可 以 说 是 历 史 、 哲 思 和 美 的 融
合。具体来说，大抵有以下的形
成因素和写作特色。

其 一 ， 以 艺 术 的 态 度 来 行
文，以学术的精神去构思。

张劲先生是一个作家，但张
劲先生的根本是一个学者，他的
散文带着一股书卷味。但，散文
写作是文学创作，如何使散文虽
有书卷味却无迂腐的学究气，他
的写作为我们带来了宝贵启示。

张劲散文那种形象生动的叙
述，那种或含蓄蕴藉或酣畅洒脱
的 表 达 ， 常 常 让 人 在 不 知 不 觉
中，就被带入了他所构建的意境
中，沉迷于他所营造的氛围中。

“氛围”一词，不但表现了散文
本身所蕴含的意境，而且，还囊
括 了 读 者 的 阅 读 体 验 和 审 美 感
受。这种“独坐敬亭山，相看两
不厌”的移情审美，的确是张劲
散文的一种高境界。

且看 《浙大那壶湄江茶》 的
开头：“那是一片依偎着苦涩的
芳醇，缠绵在历史的舌尖，再也
不 会 抹 去 。” 别 小 看 了 这 开 头 ，
通过几个特殊词语的巧妙组合，
他显然已经把全文的思想主旨、
审美意蕴、历史蕴含，都建构于
此了。

张 劲 散 文 的 学 术 思 索 和 拷
问，是通过感情抒发的载体来进
行的，故而除了醒人，还非常感
人！比如，他在叙述了浙大西迁
湄 潭 的 办 学 经 历 之 后 ， 返 而 论
茶 ：“ 茶 为 解 渴 之 饮 ， 疗 疾 之
饮 ， 也 是 和 平 友 善 之 饮 。 陆 羽
《茶经》 中就曾倡导饮茶人培养
‘精行俭德’品格。当它远涉重
洋，芳播亚欧，日本茶道大师千
利休又以‘和敬清寂’来概括饮
茶要义，推崇一种和睦互敬、守
志清心的饮茶境界。英国文学家
迪斯拉利，更以‘真理的发现’
来盛赞茶之伟大。治学之道与饮
茶之道何其相通乃尔！”

从 浙 大 在 湄 潭 的 办 校 治 学 、
建 场 植 茶 ， 一 直 到 陆 羽 、 千 利
休、迪斯拉利之论茶，一句“治
学 之 道 与 饮 茶 之 道 何 其 相 通 乃
尔 ”， 显 然 ， 历 史 、 人 事 、 哲
思、审美，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
散文中融合起来了。

张劲散文里的考据贴切而不
牵强，内含其中的哲理完全是真
诚的个人理性思考，而非夸大的
政要宣言。他弥散在字里行间的

感情是个人对历史文化事物的真
实感受而不是牵强附会地为谁代
言。因此，可以说，张先生的散
文做到了“美”与“真”的自然
展 现 ， 也 让 人 感 受 到 人 性 的 善
意 。 达 到 了 外 在 彰 显 “ 精 美 ”，
内在思索“深刻”的艺术境界。

其二，张劲散文的总体艺术
特色，我认为是：文字简洁，却
将内容演绎得淋漓尽致；语言生
动，行文却沉稳厚重。

我以为，文字达到这样一种
逻辑反转的效果，是不容易的。
张劲先生的散文，开合自如，灵
动鲜活，没有多余笔墨，但表达
的意蕴却饱满丰厚。

比 如 ，《牛 卧 在 牛 市 外 边》
的 起 首 文 字 ：“ 牛 卧 在 牛 市 外
边”，“我们不想打扰牛的沉思。
牛 是 很 文 化 的 动 物 。” 只 此 一
段，就体现了语言的含蓄蕴藉和
内涵的饱满强大。一句“牛卧在
牛 市 外 边 ”， 直 截 了 当 ， 画 面 ，
诗意，都出来了！而“我们不想
打扰牛的沉思。牛是很文化的动
物。”两个并列的单句，毫不拖
泥带水，所蕴含的厚重文化意义
早已超出了字面的表意。

不仅是一两篇文章，他的每
篇散文的开头，都具这样的效果
——不但是文章的“起势”，而
且是音乐的“序言”。至于开头
过后的全篇行文，读来则若欣赏
如歌行板。请看 《浙大那壶湄江
茶》 的 结 尾 ：“ 远 眺 那 一 盏 青
灯，那一壶清茶，胸中有清景无
限 。 鲁 迅 先 生 说 ：‘ 有 好 茶 喝 ，
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面对

‘ 好 茶 ’， 我 属 于 ‘ 会 喝 ’ 一 族
么？我握住了这种‘清福’么？
清夜扪心，我追问着自己。”连
用 四 个 “ 清 ” 字 （除 “ 青 灯 ”
外 ， 还 有 “ 清 茶 ”“ 清 景 ”“ 清
福”“清夜”），两个反问，内含
的信息量虽大，却举重若轻，余
味无穷。

其三，张劲散文的语言，讲
究节奏韵律，却又把各种修辞技
巧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美妙
而流畅自然。

比如 《镜桥之鉴》 中的这段
文 字 ：“ 平 台 修 长 、 阔 直 、 规
整 ， 像 一 条 横 空 平 伸 的 肌 肉 隆
起 的 胳 膊 。 胳 膊 两 端 紧 紧 抓 住
了 悬 崖 峭 壁 ， 蜿 蜒 起 伏 的 驿 道
从 那 里 带 子 般 地 伸 入 翠 微 深
处 。 胳 膊 中 间 则 跑 得 了 人 ， 走
得 了 马 ， 行 得 了 日 月 ， 载 得 了
春 秋 。 就 这 样 ， 江 流 在 桥 孔 下
急 一 阵 、 缓 一 阵 地 淌 过 。 日 子
在 桥 面 上 重 一 脚 、 轻 一 脚 地 迈
过 。 胳 膊 上 走 过 了 明 ， 走 过 了
清，走过了民国……到我们把自
己 的 这 份 久 仰 和 崇 慕 亲 自 送 上
时，石桥已是近 400岁高龄了。”

200 多 字 的 一 个 短 小 段 落 ，
除了“对仗”“排比”“张弛”等
手法所造成的节律外，其中还融
合 了 “ 比 喻 ”“ 拈 连 ”“ 拟 人 ”

“通感”“顺借”等修辞技巧，自
由切换，游刃有余，美妙而无刻
意 打 造 的 痕 迹 。 好 似 咀 嚼 巧 克
力，从舌尖自然化开，进而浸润
了你整个身心。

想 起 了 京 剧 界 一 句 老 话 ：
“ 角 儿 不 累 ， 周 瑜 才 累 得 起 来 ；
角 儿 累 了 ， 周 瑜 就 累 不 起 来
了。”说的是艺术家背后的修养
功夫与在台上表演的关系。这也
恰是张劲散文背后的学术修养与
写作艺术的关系。

历史、哲思与美
—— 张劲散文一瞥

申元初

毕节，我生于斯，长于斯，说
是“老毕节”，也并无夸张之意。我
对毕节的生活应该算是熟悉的。但
如果让我写毕节，我很怕写不好这
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人文故
事、发展进步。正因为怕写不好毕
节故事，所以也很乐意多读一读作
家笔下的毕节。

当我读到由毕节市作家协会主
编、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 《写意
乌蒙》 这本毕节 2021 卷散文集时，
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写意乌
蒙》 囊括了一部分毕节作家所写的
毕节，选编为“乌蒙飞歌”“守望故
园”“人生世事”“山水之旅”四
辑 ， 这 些 创 作 ， 以 生 活 的 、 当 下
的、熟悉的和“接地气”的创作视
角和手法，介入现实生活，描摹生
活世相，抒写人生况味，在写毕节
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好

声音在基层，好故事在路上。《写意
乌 蒙》 里 有 以 “ 一 个 村 、 一 个 地
方”着墨的，描写生动人物故事、
浓郁生活气息，反映时代变迁和发
展热望。黎道忠的 《乡愁馆里说乡
愁》，写在黔西素朴镇古胜村乡愁馆
里，睹物想事、睹物思人，极具代
入感，看到古胜村“过去与现在”，
以及黔西明亮的未来。王杰的 《母
亲的申家街》，讲述金沙西洛小镇申
家街村“仿佛高原腹地一块熠熠夺
目的宝石”，给人以心灵深处的温
暖，即便作者已不住在申家街，但
对申家街的情怀和感念始终不变。
杨春考的 《城南城北》，则表达对七
星关城南和城北的想象、体验和感
受 ， 品 评 包 容 这 一 城 市 的 文 化 品
格，很是值得回味与珍藏。

历 史 文 化 是 文 艺 创 作 重 要 源
泉，优秀的作家通过深入挖掘历史
文化精髓，创新表达赋予蕴藉其中

的人、事、物以新的生命。《写意乌
蒙》 里有一定比重的篇幅是挖掘历
史文化的，既展现对土地热爱，又
凸显人文情怀，引起情感和价值共
鸣。张晓佳的 《织金古桥》，寥寥数
笔，描绘出悠悠古桥见证勤劳与智
慧，穿梭其下的流水所编织的浪漫
生活，令人心向往之。许再晶写就
的 《塔与井》，绘就一幅迷人的生活
图景，生动地告诉读者，塔与井闪
烁着文化的光泽，荡漾着历史的涟
漪，沉淀着智慧的结晶，浸透着古
朴的民风，折射出大方历史文化的
某 些 特 质 。 再 看 看 张 菊 的 《在 古
镇，邂逅一场前世的梦》，她从织金
平远古镇的文庙与城隍庙、城门、
亭等入手，诠释“烟雨古镇是阅不
尽曲水流觞，诉不完人文情怀，是
织金人的梦里故乡”。

艺 术 来 源 于 生 活 ， 又 高 于 生
活 。 以 高 于 生 活 的 标 准 来 提 炼 生

活，是艺术创作的更高一个层次。
读 《写意乌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
刘 靖 林 、 叶 光 良 等 先 生 立 足 于 生
活、感悟于生活的真情书写。写日
常生活趣事，刘靖林的 《福脚》 可
谓 滋 味 绵 长 ， 激 励 热 爱 生 活 的 人
们：“这世间有千条路、万条路，都
是靠脚走出来的。无论到哪里，要
达到目的，都必须脚踏实地走路”。
叶光良的 《光头十年，把盏人生》，
从“我的‘光头’并非‘秃’如其
来，只是因为头发花白而自行剃成
了‘光头’”的另类起笔，幽默的
笔触和话语，一下子便拉近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增强亲切感，感悟生
活的真谛。再仔细翻读其他一些作
家的作品，很容易感受到毕节人发
自内心热爱生活，也不难发现毕节
的无穷魅力和迷人之处。

毕 节 人 写 的 毕 节 ， 存 留 于 纸
上，也弥漫在我的心间。

毕节人写的毕节也迷人
——读散文集《写意乌蒙》

刘国琪

潘 自 力 《道 真 里》 田 园 牧 歌
似 的 颂 词 ， 是 道 真 仡 佬 族 人 对 原
乡 的 精 神 眺 望 ， 也 是 划 时 代 背 景
下 诠 释 “ 黔 蜀 门 屏 、 银 山 之 乡 、
仡 佬 故 土 、 傩 戏 王 国 ” 的 又 一 种
艺术表现形式。

作 者 以 饱 满 的 激 情 歌 唱 自 己
的 家 乡 ， 所 写 歌 词 热 烈 高 昂 ， 主
题鲜明。读罢 《道真里》，似有孟
浩 然 《过 故 人 庄》 的 意 境 。 在 孟
浩然的笔下，“故人庄”“绿树村
边 合 ， 青 山 郭 外 斜 。 开 轩 面 场
圃 ， 把 酒 话 桑 麻”，而 《道真里》
则是天下“美食”“美景”翘楚之风
物总是家乡好。

一缕缕思乡，带君去远方：
远方的朋友我问你

天下美景在哪里
朋友啊，我来告诉你
天下美景道真里

玉溪河、大沙河、凌霄河、梅
江河，流淌梦里；

云顶山、平模山、石人山、插
旗山，山山秀丽。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道
真里》 情深意切，具有浓厚的生活
气 息 ， 场 景 描 写 真 实 、 深 刻 而 细
腻，字里行间浸润着绵绵无尽的思
乡之情。叙事手法新颖独到，深具
艺术魅力。

远方的朋友我问你
天下美食在哪里
朋友啊，我来告诉你

天下美食道真里

鲊海椒、糟海椒、莽海椒，酱
海椒，飘香千里；

苏麻饼、芝麻饼、椒麻饼、香
麻饼，饼饼 （酥脆） 甜 （如） 蜜。

细咀慢嚼，谁个不因此在心中
涌起一片片浓烈的乡愁？毕竟，“乡
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啊！

作者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无限眷
恋，用自己熟悉的歌词语言，道出
深厚的内涵与意境，赋予一种独特
的 韵 味 ， 给 人 一 种 苍 茫 、 悠 远 之
感，充满深情的词素无疑会激发人
们的爱国热忱和爱家情愫，同时展
现出道真之大美和道真人之大美的

魂魄。
“朋友啊，我来告诉你”，一问

一答，真情倾诉，作者期待与人共
赏精神原乡韵味，共度岁岁年年中
那些已经远去的，以及正在向我们
款款而来的温情时光。透过“家家
堂屋门打开，三幺台宴恭候你”的
一再吟唱，散发出作者对家乡的热
爱和自豪。

“鲊海椒、糟海椒、莽海椒，酱
海 椒 ， 飘 香 千 里 ； 苏 麻 饼 、 芝 麻
饼 、 椒 麻 饼 、 香 麻 饼 ， 饼 饼 （酥
脆） 甜 （如） 蜜。”一句道白词，道
尽仡佬族同胞生活的安然、舒坦和
享受……“黔蜀门屏、银山之乡、
仡佬故土、傩戏王国”，自然之景与
人文之景交映生辉。

歌词里的故乡
史崇高

本报讯 （记 者 向秋樾）近
日，毛南族作家孟学祥长篇儿童
小说 《雏鹰飞过山》 由辽宁少儿
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入选 《中
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第二辑”，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扶持。

《雏鹰飞过山》 取材于改革开
放后现实生活中毛南山区孩子们的
成长经历，通过对一群孩子生活的
描写，挖掘出毛南山寨在历史发展
变化中的典型生活场景以及现实生
活材料，反映毛南族少年生活的本
质。主人公雨林生活的纳料寨，是
毛南族聚居山寨，也是一个相对封
闭的深山区。雨林和他的小伙伴们
成长的道路上，毛南族人的纯朴，
以及与自然环境、山里动物们和谐
共融的那份善良，在他们的身上得
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小说从儿童视角观察记叙生
活，让描写更加生动，场景更加真
实，生活更充满童趣，而偶尔穿插
的成人视角评点生活，使文字含义
更清晰更深刻，更富有思想性和哲
理性。全书语言朴实生动，场面描
写栩栩如生，读后给人一种身临其
境之感。此外，小说还关注毛南族
同胞的新生活在新时代里的新发
展，写毛南族少年在新环境中的新
成长，呈现了新时期以来贵州边远
毛南山寨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
和生活变化。

知名儿童文学评论家张锦贻在
序言中说，“此书对于推动、促进
中国民族儿童文学的进一步繁荣、
发展，对于充实、兴旺中国当代儿
童文学创作实践，对于丰富、加深
儿童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具有开
拓意义和美学意义。”

孟学祥长篇儿童小说《雏鹰飞过山》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