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去看春天》、精缩音乐剧《闻香识女
人》、器乐联奏《风情组曲》、芭蕾手语诗《我的
梦》……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精彩节目，
在重庆鲁能巴蜀中学礼堂里引起阵阵掌声。
尤其是 21个平均年龄 21岁的聋哑演员将舞

蹈《千手观音》演绎得美轮美奂，震撼人心。
日前，由中国残联指导，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主办的
“共享芬芳”中西部地区百县百场公益巡演巡
展走进重庆，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活动。他

们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展示出残疾
人特殊艺术才华，使更多残疾人实现精神生
活有寄托，融入社会有尊严。

丹青溢彩别样美

“在我日常教学中，接触过很多热爱书画
艺术的残疾人。他们身上自强不息的力量让
我动容，我希望尽所能地帮助他们成长。”在

“共享芬芳”中西部地区百县百场公益巡演巡
展活动上，中国著名书画家、中国花鸟画研修
院院长徐湛说。

“仁美”书画展巡展不仅展出了国内 80
多位优秀残疾人的百余幅书画作品，还以“公
益大讲堂”的形式，邀请到中国书画名家，为
残疾人朋友传授绘画技艺，吸引近百名书画
爱好者参与。今年 74 岁的徐湛是专攻写意
花鸟画和书法的书画教育家。从曾经的课堂
教学到近几年登上中央电视台做电视教学，
再到现在“试水”网络教学，徐湛说，希望自己
能够在教学中给残疾人学生更多帮助，自己
也甘于成为“文化助残”的助力者。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白崇然认为，虽然
残疾人艺术家伤残程度不一，但绘画书法水
平不容小觑。近年来，在“文化助残”活动中，
展览、讲堂等公开平台为残疾人提供了新的
学习渠道，有利于他们成长。中国残疾人事
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副秘书长徐钢表示，残疾
书画家作品形式风格各异，他们于残缺中寻
求完美，于逆境中奏响强音，以精湛的艺术创
造、独特的审美视角，讴歌了生命的意义、表
现了坚强品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递着
对艺术的追求，诠释着对生命的认知。

百花盛放逐梦来

在重庆市奉节县永安街道新竹社区，一
位绣娘正在卧室里刺绣。过了一会儿，她才
停下手里的针线，来到客厅。

眼前这个有说有笑的姑娘，名叫石胜
兰。12 岁那年，她意外从悬崖跌落，导致高
位截瘫。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她不屈服于
命运，20岁那年决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和
家人。自此，石胜兰就和蜀绣结下不解之
缘。2010年，石胜兰绣的《绝美三峡》在重庆
第三届工艺美术展上获得了银奖。2015年，
她绣的《荷花》又获得四川省美术展金奖。今
年，石胜兰的名字出现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

彰名单里。
“这是我专门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此次

巡演绣的‘我的梦’，还没来得及装裱”，“‘平
针’绣起来简单一点，而‘乱针’绣起来就要求
比较高”……说起摆放在客厅里大大小小的
刺绣作品，石胜兰不停晃动着轮椅，用手指指
点点。那些看似油画一般的精美作品，一针
一线间，都是她对自己家乡山山水水的诗意
表达。

勤学苦练，努力改变命运的，不止石胜兰
一人。2016 年 12 月，中国残联与全国政协
书画室联合举办“放飞梦想，共奔小康”首届
全国残疾人书画展，脑瘫患者孙国栋的画作
广受好评。“我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觉
得自己有价值了，不用再什么都依赖父母
了。”孙国栋对自己的画能入选首届全国残疾
人画展感到特别荣幸。

集善仁美绽芳华

“在我们共同生息的美丽家园里，有
8500万残疾兄弟姐妹，他们的生命闪耀着同
样的光辉，他们与我们同样渴慕赋予生命同
等的价值和尊严……”2015 年 12 月 3 日，在
第24个国际残疾人日来临之际,一份关爱残
疾人的《芬芳誓言》深情发出，呼吁社会各界
关心关爱残疾人。

“十三五”以来，中国残联在各地开展“共
享芬芳”巡演展览活动，搭建残健融合文化交
流平台。据初步统计，2015年至2017年，全
国共有 17 万余人参与“共享芬芳”巡演展览
活动。

艺术世界里没有残疾。中国残联文化
处调研员冷卫新表示，“共享芬芳”巡演展览
活动的目的是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残而有
为、心灵手巧的正能量，展示特殊文化艺术
的魅力，让全社会了解残疾人和残疾人事
业，唤起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格外关
心、格外关注和格外支持，展示融合艺术的
魅力，更是全社会了解残疾人精神世界，感
受残疾人顽强拼搏、自强不息意志品质的重
要窗口。

为探索康复新途径，2015 年 9 月，垫江
县残联与县教委携手在兰兰小学探索开展
7至17岁残疾少年儿童“康复＋教育＋托养”
结合试点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试点，目前已
率先形成一套残疾少年儿童“康教托”机构建
设评量标准，今后有望在重庆全市推广。

艺术天空下“共享芬芳”
□ 李万祥

艺术世界里没有残疾。于残缺中寻求完美，于逆境中奏响强

音，残疾人艺术工作者以独特审美视角讴歌生命、表现坚强品格和

对美好的向往，传递着对艺术的追求，诠释着对生命的认知

大家都知道京东是一个电商平台，但京
东近日却评起了文学奖。获奖作品有著名作
家王安忆的新著《红豆生南国》，也有外国的
作品。京东为什么设立文学奖？评奖评出了
什么？答案富有深意。

京东文学奖设立于 2017 年，单项最高
100万元的奖金。写作并不是为了评奖拿奖
金，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以丰厚奖金重奖优

秀文学作品，有助于改善纯文学创作环境，鼓
励作家保持不刻意讨好市场、专心从事创作
的初衷。通过重奖优秀文学创作者，推广普
及优秀文化，进而推动全民阅读，正是京东文
学奖创设的初心。而鼓励更多的优质内容创
作，让大家有好书读，是读好书的前提。

京东文学奖的特殊之处，在于依托京东
作为文学产业链条的深度参与者和连接器的
地位，有效扩大公众参与，推动全面阅读。在
评选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这一点尤为明
显。今年的评选先是由读者投票选出20部
入围作品，再由专业评委团进行评选，最终由
评委、媒体和读者共同评出获奖作品。历时
三个月评选，得到了公众广泛关注和参与。
评选结果其实就是一份书单，获奖作品能够

获得平台的有力推荐，方便读者接触和购买，
更好地连接图书和读者。

获奖作品中，王安忆的《红豆生南国》分
别讲述了上海、香港和纽约三座城市的“都市
移民”故事，作家用开阔又细腻的笔触，带读
者感受人性的美丽与温情。年度传统文化图
书奖获奖作品《我在故宫修文化》，是对深藏
宫墙之内、用几年时间修复一件文物的工匠
情怀的讴歌。年度科幻图书奖获奖作品《驱
魔》是一部未来病人简史，表达了对当下前沿
科技人工智能的忧思。年度儿童绘本原创作
品奖获奖作品《翼娃子》，表现了都市异乡人
对精神故乡的深情守望。

这些作品创作背景、写作手法全然不同，
但从人文关怀出发，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则是

它们的共同点。如评委团所言，“最终获奖的
作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凛冽，也看到
了生活的温存”。

颁奖典礼上还公布了基于京东大数据生
成的2017最受大众欢迎书单。书单的公布，
是对这些作品的“加强版”推荐，为读者挑选
图书提供了参考。

阅读，能让人静下心来，能消弭现代人的
焦虑与不安。在这个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
时代，纯文学阅读的稀缺价值愈加凸显。京
东文学奖评选推介了优秀文学作品，体现了
企业的社会责任，展现了丰富国民精神文化
生活的文化担当。这也给我们新的启示——
社会力量参与或主办文学奖评选，于倡导全
民阅读颇有功焉，于坚定文化自信颇有荣焉。

京东为啥要评文学奖
□ 木 亦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期间，在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
创美好未来》的演讲。他向包括纳扎尔巴耶
夫总统在内的现场数百名听众讲述了这样一
个故事：1941 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
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
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
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很多人并不熟悉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
这个故事。为纪念冼星海，今天的阿拉木图
市有条专门以他名字命名的大道。而与冼星
海大道毗邻的便是拜卡达莫夫大道。冼星海
与拜卡达莫夫的友谊成了中哈关系的历史佳
话。受这个故事召唤，我产生了将它拍成电
影的念头，2016年专程赴哈考察取材。

我了解到的是一段感人的历史。1940
年，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
星海和著名导演袁牧之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派
前往莫斯科，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首部纪录
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和配乐。一
行人皆化名前往，冼化名“黄训”，袁化名“李
涛”，出发前毛泽东在杨家岭为他们饯行。冼
星海等人辗转抵达莫斯科后，通过第三国际
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交给莫斯科有关部

门洗印，不料几个月后纳粹德国发动了对苏
联的突袭，冼星海一行不得不启程返国。但
是，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冼星海他们被挡在
国门之外。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走散，只身
于 1942 年底流落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
克首府阿拉木图，处境险困。

一天，拜卡达莫夫在一家音乐厅门前发
现了怀抱小提琴孤坐在皮箱上的冼星海，不
由分说将他带回家中。当时阿拉木图属于
战时后方，大量人员从前线来此躲避战乱，
拜卡达莫夫家里已接纳了数位来自莫斯科
的音乐界友人，日子十分艰难。拜卡达莫夫
将冼星海安顿在姐姐达纳什家中，而达纳什
的丈夫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清洗中遭错误
镇压，达纳什和一双儿女挤住在只有一个房
间的居所里。冼星海的到来无疑给他们带
来巨大压力，但也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去了
欢乐。达纳什的女儿卡利娅当时只有六岁，
刚读小学，每天教冼星海俄文，冼星海和孩
子们感情日深。

我在阿拉木图拜访了已 80 高龄的卡利
娅老人。老人见到我如见亲人，我向她转达
了冼星海女儿冼妮娜的问候。卡利娅回忆起
和冼星海一起生活的岁月，数度流泪。她说：

“直到我自己长大并有了孩子才能体会，冼星

海当年有多思念他自己的女儿，他把对自己
女儿的爱都转给了我。我将冼妮娜一直看作
亲妹妹。”卡利娅告诉我，上个世纪80年代她
和冼妮娜第一次见面，两人紧紧拥抱，“那一
刻真正成了一家人”。

直到战争结束后，阿拉木图的人们才知
道“黄训”的真实身份。冼星海因在哈萨克斯
坦的经历被写
入 哈 国 音 乐
史，在那里的
知名度并不比
在中国低。

我们决定
将冼星海在哈
的经历拍成电
影，取名就叫

《音乐家》。剧
本创作历经四
稿，电影拍摄
经历数年，现
在进入了后期
制作阶段。

冼 妮 娜
老 人 看 过 剧
本后对我说，

“希望我在《音乐家》里看到的不仅是位人民
音乐家，更是我亲爱的父亲，我非常想念
他”。冼妮娜和卡利娅这对异国姐妹期待着
能在《音乐家》首映礼上与他们共同的父亲
冼星海“重聚”。

（作者系闪亮影业董事长、电影《音乐家》
的发起人、总策划和中方出品人）

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 沈 建

这本蔡德华烈士使用过的笔记本，用
道林纸订成，64 开，长 12.5 厘米，重 10
克。现尚存二十六页。分别用毛笔、钢笔
和铅笔书写。

蔡德华，原为江西宁冈县柏路乡蔡亚
村的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却在毛泽东引
兵井冈山后积极投身于革命队伍。

那是 1927 年 11 月，工农革命军根据
前委指示，在宁冈县龙江书院中厅“明道
堂”开办了军官教导队，学员100余人。蔡
德华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地方党组织派遣参
加了这次教导队培训，学习结业后先后担
任宁冈县第三区赤卫队队长、宁冈县赤卫
大队副大队长等职。1929年 1月，井冈山
失守后，蔡德华将自己经历和保存的材料
用油纸包好，装入竹筒内，藏在自家的屋檐
下，以防不测。随后，他抱着献身的决心和
战友们一道坚持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不
幸被捕，宁死不屈，在宁冈新城遭敌杀害。

1979 年 11 月，蔡德华的儿子蔡官妹
在拆除老屋盖新房时，发现屋檐下压着一
个竹筒，打开一看，里面用油纸包着的全是
些写有字的本子和纸张，当时有些匠人，还
拿了几张薄一些的用来卷烟抽。蔡官妹发
现后立即将这些东西归拢起来，放在家中，
后交给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经过整理，发
现里面有记录教导队授课内容的笔记本、
宁冈县赤委会制订的《教练士兵教官之注
意》《宁冈县赤卫连点名册》《宁冈县第三区
赤卫队点名册》等珍贵革命文物。但大家
对那只虽然陈旧却不失精美的笔记本感到
纳闷：一部分内容是蔡德华在红军教导队
所做的听课记录，但另有一部分是大事记
载、感慨咏叹、诗歌、对联、自画像都有，文
字中不乏反动的观点。其内容所及决不会
出自蔡德华之手，两部分文字的字体也不
相同。用过这个笔记本的人是谁呢？

带着这一问题，井冈山的党史专家和
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的研究人员找到了在宁
冈县民政局工作的老苏区干部苏兰春，把
笔记本给苏老阅看。苏老翻到一张自画
像，猛然说：“这不是张开阳吗？”

经仔细考证，苏老判断是正确的，依据
有三：1、内中有以张开阳的名和字为头作
的对联：“建制维新勘大业，开诚善道见真
阳。”2、内中有表明身份的文字：“一月二
十日到达宁冈新城，卷土重来，不尽感慨，
居民逃亡殆尽，寂寞萧条，瞩目伤心……余
为一县之主，不能有所振拔……”3、内中
有张开阳两次“抵宁冈城”的情形记载，与
1928 年 1 月张率敌军一个营进剿宁冈的
历史相吻合。

张开阳的笔记本为何到了蔡德华手
上？苏老说：红军教导队参加了攻打新城，
破城后对县公署和敌营部进行搜查，蔡德
华发现了张的笔记本，见只写了一半左右，
觉得丢掉可惜，于是带回教导队接着使
用。所以，本子上记录了很多教导队讲课
的内容，其中有“吕赤所讲”，特别是写到了
1928年2月24日，毛泽东讲的7个问题。

张开阳，是 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2
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任命的宁冈县长。

张开阳赴任的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
革命军正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造成了轰
轰烈烈的革命声势。江西军阀朱培德急忙
调集重兵扑向遂川，同时又派第二十七师
七十九团一个营，伙同宁冈县长张开阳操
纵的靖卫队，共500多人，占据了宁冈县城

（即新城）。在笔记本中有“卷土重来豪气
豪”“稳把龙泉斩毒蛟”的诗句，就是张开阳
从吉安返宁冈途经永新时所写。张开阳在
笔记本上写了从吉安出发，途经高塘、瓦庙
前、永阳、天河、永新、七溪岭至宁冈城的路
线。他在《逆旅即事一哭》的打油诗中描
述：“一官一太乘破轿，两位股长坐短车，一
个师爷又走路，无数士绅脚如飞……”

张开阳到达宁冈后，就紧锣密鼓部署
反革命行动，伺机捣毁井冈山根据地。他
在笔记本最后写有“偶记一则”，记述的时
间是“1928年2月13日午后一时于宁冈城

（新城）”，他大骂革命“是犹洪水泛滥于天
下”。令张开阳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毛泽东
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遂川收拢返回茅坪
后，于 2月 18日清晨突然袭击了新城。反
动县长张开阳被生擒后在一次公审大会上
被处决。

这本得之偶然却极为珍贵的敌我人员
共用过的笔记本，不仅见证了岁月沧桑，而
且还见证了烽火岁月中我军最早进行干部
培训、举办教导队的史实。现由井冈山会
师纪念馆珍藏。

二十六页的笔记本
□ 何小文

写作并不是为了评奖拿

奖金，但以丰厚奖金重奖优秀

文学作品，有助于鼓励作家不

刻意讨好市场、专心从事创作

上图 石胜

兰在家中刺绣。

右图 中国

残疾人艺术团演

出《千手观音》。

李万祥摄

图为《音乐家》电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