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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现实主义传统 聚焦新时代新生活
——河北儿童文学近作剖析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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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的现代性寓言 ——评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

□汪 帆

电影《谷魂》以河北省张家口市
农业科学院谷子专家赵治海为原
型，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赵治海团
队研发“张杂谷”的艰难历程和不懈
追求，这一成果是我国继杂交水稻
之后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又一重大
贡献。

被称为“五谷”的稻、黍、稷、麦、
菽，乃是中国古代耕种的五种主要
粮食。中国自古以来即有“民以食
为天”之说。所谓江山社稷，有谷为
安，粮食地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
斑。影片开篇便依历史年代次序推
出“黍”的甲骨文、籀文、小篆、隶书、
楷书，由“黍”叠化为今天的汉字

“谷”，并用一段中英文标出题旨：
“黍，又名稷，俗称谷子，为五谷之
神。它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我国已
有几千年的种植历史。”影片以跨越
五千年历史的镜头开篇，有其深厚
意味。从精神层面说，谷子以其耐
旱、耐瘠、耐贮存等生物学特性，映
衬出中华儿女艰苦奋斗、坚韧不拔
的优秀品质。而粟文化也深深烙印
在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深刻影响着
人们的思维和人文情怀。

进入新时代，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中央把解决好种子问题作为
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谷魂》紧紧
把握时代脉搏，着力塑造了攻坚克
难勇攀高峰的新时代农业科学家形
象，彰显了他们的使命担当。主人
公赵二生（原型为赵治海）大学毕业
后来到谷子专家崔文生门下，学习
培育杂交谷种技术。为了追寻梦
想，赵二生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始终
奋斗在一线，研发出“张杂谷”系列
高产新品种，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

“别人不愿意做的，我来做，人这辈
子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的诺言。
古时许多先贤圣哲之所以为后人景
仰，正是因为，他们为了使命不畏生
死，无怨无悔。影片中赵二生的人
生也闪烁着华夏文明的光芒。

影片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相统一
的审美思维。曾出演过《士兵突击》《热血之共赴国难》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的演员高峰，用一句话诠释了他
所饰演的赵治海：“谷子是道光，我愿意追寻光奋斗一
生，贡献一切。”高峰形神兼备的表演打动了赵治海一
家，赵治海的爱人说高峰“越来越像赵老师年轻的时
候”，赵治海的女儿见了高峰也会开玩笑地问：“我是叫
你爸爸，还是叫哥哥呢？”导演黄山表示，将一位享誉世
界的农业科学家艺术化地呈现出来是一件非常艰难的
事，编创、拍摄都是艰难的旅程。如何将赵治海身上那
种平凡中透着伟大、朴实中透着无私的精神淋漓尽致
地展现在影片中，对主创人员来说是一种考验。在尽
可能尊重人物原型的基础上，他们在创作中进行了艺
术化加工与处理。电影用一种朴素、真实的手法，再
现了赵治海研究谷子种植技术的心路历程。影片中
有许多杂交谷子研究的专业性画面，观众可以从中真
切体悟到农业科学家专注科研的奉献精神和无私
情怀。

影片中我们多次看到主人公俯身于田间，脸贴在
泥土与谷苗上仔细观察。为了解决演员身高和谷苗低
矮的问题，导演专门为演员设计了下蹲姿势和俯身于
地面观察的惯常动作。这个特意设定，让主人公贴近
了土地，贴近了人物性格，贴近了农业科技，更贴近了
广大观众。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曾说：“科学和艺术
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之所以这样
说，是因为科学与艺术之间有着共性和交融——对美
的追求。《谷魂》并不是一部依靠商业元素博得票房的
影片，而是一部需要用科学与艺术思维去获得审美体
验的专业影片。

在科学与艺术的审美思维中，赵二生等科研小组
人员在烈日炙烤下用放大镜观看籽粒成为一道风景。
放大了数十倍的“真苗”“假苗”跳上画面是美的特写，
系上红绳儿的不育株就像姑娘的发辫，而那排成巨阵
的自动化收割机采集丰硕谷穗的壮阔场面、蒙古族姑
娘在马头琴声中欢快旋舞的长镜头、联合国粮农组织
官员对“张杂谷”予以高度评价的场景，都是那么美妙，
展现的不仅是丰收的美景，还有“张杂谷”走向世界的
美好愿景。

□卢会发

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在燕赵大地呈现出
别样风采。今年年初，河北儿童文学作家翟英
琴与胖蛇合作的《雨靴》获评第七届“大白鲸”
图画书金鲸作品，张娟《失物旅行箱》、于玲《第
十场戏》获评儿童文学银鲸作品，耿彦红、齐海
潮《小象的牙丢了》获评图画书银鲸作品。回首
中国当代文学史，河北儿童文学创作成绩斐
然，特别是军事题材、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作
品，诸如管桦《小英雄雨来》、徐光耀《小兵张
嘎》、邢野《王二小的故事》等，真实描绘了革命
战争年代晋察冀边区儿童的生活和成长历程，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直以来备受读者喜爱。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河北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不
断扩大，体裁样式多种多样，内容涉猎广泛，地
域特色鲜明，呈现出活跃、稳健、多样化的发展
态势。

坚守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风格。现实主义
是河北文学创作的主流，也是儿童文学创作的
主流。最近一个时期的河北儿童文学创作，充

分体现了坚守现实主义传统又融汇创新的发
展路径。

展现现实生活图景，反映和表现儿童的生
活历程、心灵成长，在文学体裁上，小说因其更
具表现力成为河北儿童文学的主力。沧州作家
关义军撰写的长篇小说《支付宝》选取了现实生
活颇具代表性的一面，描述少年儿童在改革开
放大背景下的成长风貌，以少年儿童的视角反
映近年来我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改革开
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王军峰《没梯子上天的
君君》以淘气孩子君君的视角，讲述他与24种
小动物之间各不相同的故事。作者把童年的独
特经历和隽永感受，转化成翔实的故事，真实描
述了童年生活的本真面目。晓荪、景敏合著的

《“小鼻涕”和嘉妮的草原》套用想象的外壳，以
丰富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充满爱和悲悯的世
界，妙趣横生地记录下了“童年的成长”。

在文本题材上，作者们也有意识地进行探
索，拓展了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创作领域，军
旅、扶贫、乡土、探险、校园题材等多个领域均
有突破意义的佳作。王倩（九穗）《我的地下学
校》以抗战时期河北地道战为大背景，着重书
写一众历史单元中最微小且极易被忽略的群
体——少年儿童，他们于炮火中在校长的带领
下建立起一座“地下学校”，在苦难与艰辛中完

成现实与精神上的双重成长。在对历史的回望
中，作品摆脱了二元对立的战争叙事，从儿童
的视角展现战争，既直面了战争带来的苦痛，
又弥漫着人性的光辉和纯真的童心。翟英琴

“冒险岛”系列中，小主人公们历经艰险、克服
种种困难后实现了自我成长。关义军《少年军
校》讲述了一群小学五年级学生，参加少年军
校训练过程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李志刚《马小
波罗与地下宫殿》《马小波罗与国家宝藏》，故
事相对独立又一脉相承，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
的探险世界，旨在传播传统文化，普及考古知
识。翟英琴《李保国——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大山里的音乐会》分别讲述了河北农大教授
李保国扎根太行、治理荒山、科技助农脱贫攻
坚的先进事迹和共产党员邓小岚回报老区人
民养育之恩、用音乐改变大山里孩子命运的故
事，为青少年提供了解读时代英雄的文学
读本。

上述作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密切关注时
代发展与社会变革，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
物形象，对当下儿童的生活、精神进行了多角
度书写，并对儿童成长进行了深刻反思。

保持精神内核写作的艺术追求。新时期以
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观念的改变，儿童的主
体性和文学需求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和张扬，关

注儿童成长更要提供精神向度的满足。童话、
散文、儿童诗和绘本因其体裁特点，以儿童直
观可感的视角，更适合展现丰富多彩的精神
世界。

童话不只是一个美好而缥缈的故事，也可
以具有强大的精神内核。吉葡乐《小珠人找影
子》以魔幻的故事，意图帮助孩子应对生活中
遇到的烦恼，教会孩子如何面对爱和友谊，如
何独立思考。贾为《织水》展现了生活中的美好
和斑驳的人性投影，启发孩子对生活、交际以
及人生历程进行自己的思考。妙妙猫（张娟）

《米多多的逆流时光》中，主人公的善良、执着、
智慧与勇气使他实现了愿望，也使小读者感受
到成长的力量。张玉清《懵懂童年》以散文的形
式提炼了童年生活的难忘细节，记录了记忆深
处真挚的情感。鲁克的图画书《桃花谣》记录了
一个富有诗心童心的作家，对生活中点滴事物
的敏感捕捉和细心发现。

在河北儿童文学欣欣向荣的表征之下，我
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今少年儿童视野宽
广、知识丰富，精神世界更加复杂、多元。这就
要求儿童文学作家进一步发挥工匠精神，在创
作中紧跟时代步伐，赓续优良传统，持续探索
创作技巧，挖掘地域特色，强化作品的审美体
验，不断焕发新的创作活力。

□张燕峰

《纸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是贵州作家冉正
万的长篇力作。这部作品以乡村的
衰落和消亡，展示了在城镇化浪潮
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的转变，既有
对人性贪婪自私的抨击，又有对高
贵善良的赞美，更多的是对环境被
破坏的深切忧虑。

纸房是黔地一个偏僻落后的小
山村，河水清澈，树木葱郁，人们过
着安宁恬静的日子。一天，平静的生
活被勘探队的到来打破。黄金公司
疯狂地占地开采，村民失去了土地，
但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环
境被破坏，河水干涸，树木遭砍伐，

庄稼无人问津，牛羊失去草地，甚至
祖先的骸骨都被挖出、抛弃。纸房变
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村民不得不
背井离乡，集体迁移。

纸房，这个名字具有隐喻意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故乡是单薄、脆弱
的，在纸房，是因为黄金，在其他地
方可能是煤矿、石油、稀土……只需
要一把工业化的火焰，此前的一切
都会换了模样。在作者的笔下，我们
目睹了在神性消失和城镇崛起的过
程中，原住民的迷茫、挣扎、坚守以
及突围，这种与自我的纠葛较量，也
是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承受着的
生命之重、人生之轻。

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
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独具特色。

首先，寓言性的开头使整部作品具
有了魔幻色彩。鱼多垛的独特作用，
一束光柱的神秘出现，蚂蚁和老鼠
的大规模迁徙，都使纸房这个小村
庄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使整部作
品亦真亦幻，带给人无限遐想。其
次，作品线索清晰，结构宏阔。以少
年周辛维的成长为主线，折射出小
村庄的人情伦理和沧桑巨变。再次，
作品人物众多，个性鲜明突出，彰显
出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独特功
力。作者着力刻画了两个与其他纸
房村人不同的另类：辛维和德云老
汉。他们眷恋逝去的家园，对故园的
爱质朴而深沉。他们为纸房的现状
忧虑，在追逐金钱和利益的群体中，
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可贵的理想情

怀，更代表的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希
望。与其他纸房人的失落、茫然、无
措相比，他们更愿意身体力行，为修
复纸房的生态做出牺牲和各种努
力，虽然力量微薄，但带给人无限希
冀和温暖。作品的语言风格冷静而
不失幽默，是一种含泪的微笑，让人
忍俊不禁而又黯然心酸。客观冷静
的叙述、丰富的联想、绝妙的比喻，
使整部作品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和
非同寻常的艺术感染力。

《纸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它是现实性和寓言性的有机统一。
它启示着我们，失去家园意味着人
们的生命被连根拔起，即使享受着
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心灵也将漂泊
无所依。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宁晋供电：助力线损管理提质增效

今年以来，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通
过设立纪委书记热线、张贴监督二维码
和暗访检查等形式，强化对供电所线损
管理工作的督导检查，把监督执纪融入
到日常线损管理各环节。 （陈士钊）
柏乡供电：纪检监督助供电保供暖

11 月 30 日，国网柏乡县供电公司
纪委工作人员到固城店供电所开展安
全生产突击检查。为确保冬季取暖电网
运行安全可靠，该公司认真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 （赵江波、路晓红）

威县供电：惩防并举促廉洁
今年以来，国网威县供电公司纪

委办精准把握“惩、治、防”辩证统一关
系，前移监督关口，从“防”入手，严肃
惩治，严格筑牢廉政建设“第一道防
线”。 （尚守正、谷印尚）
黄骅供电：开展冬季保供暖监督工作

随着冬季供暖季开始，为更好地服
务社会民生，国网黄骅市供电公司纪委
开展冬季保供暖专项监督工作。从“组
织、设备、服务”三个方面入手，确保冬
季取暖用电安全可靠。 （王朝霞）
无极供电：保障蔬菜大棚安全用电

12月6日，国网无极县供电公司积
极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主动上门服务。
他们到东侯坊村蔬菜种植基地，义务帮
助菜农检查维护蔬菜大棚用电线路，提
醒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马元凯）

鹿泉供电：开展景区供电设备安全检查
12月6日，国网鹿泉区供电公司服

务人员到土门关驿道小镇，对景区供电
设备开展安全检查。该公司配合西部长
青滑雪场等“全电景区”建设，为乡村振
兴注入充足电能。 （李毅、张静）

栾城供电：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
近日，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纪委组

织公司纪检人员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通过网站等多种形式传
达学习全会精神，用全会精神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做到入脑入心。（卞策）

赵县供电：改造农村电网保供暖
12月1日，国网赵县供电公司对西

河村实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安装
柱上式高压隔离开关，更换架空绝缘
线，确保农村群众温暖度冬。（侯西果）
无极供电：服务进社区 保障暖人心

12月6日，国网无极县供电公司城
郊供电所工作人员对辖区内负荷较大
的台区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全面检查，并
深入客户家中开展安全用电服务，帮助
用户解决实际问题。 （马元凯）

黄骅供电：强化廉洁风险防控
为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拓展防控方

式及成效，国网黄骅市供电公司围绕实
用性、创新性，开展“一册一法一码”廉
洁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王朝霞）
阜平供电：靠前监督绷紧“保供弦”

国网阜平县供电公司纪委主动靠

前监督，重点对管理人员上岗到位、生
产物资储备使用等开展监督，确保顺利
完成冬季保暖保供工作。 （胡亚凡）

博野供电：开展“清单式”约谈
近日，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纪委积

极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清单式”约
谈工作，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
任，全力推动基层党组织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 （刘静）
曲阳供电：强化供暖保电监督职责

供暖以来，国网曲阳供电公司纪
委不断强化监督职责，对各供电所值
班情况及供暖保电落实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李斐）
高阳供电：积极开展廉政约谈工作

国网高阳供电公司纪委积极开展廉
政约谈工作，扎实开展“清单式”约谈，持
续加强职能部门和供电所“一把手”监
督，坚持严在日常、管在经常。 （程斌）
曲阳供电：做好专项排查治理工作

为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积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国网曲阳供电公司纪委对
经营中可能出现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严
格排查治理。 （尹晓宇）
高阳供电：对供电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国网高阳供电公司纪委对今冬明
春保供电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决

守住“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两条底
线，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霍斌野）

曲阳供电：加强人员岗位培训
近日，国网曲阳供电公司纪委对新

任纪委委员进行业务培训，并提出勤勉
履职、言行合一的职责要求，帮助他们
尽快进入角色。 （付少辉）

徐水电力：确保居民温暖过冬
国网徐水区供电公司将“党建引

领、纪委监督”纳入保供暖服务“123”专
项行动，全力做好设备运维、安全用电
检查工作，及时消除隐患缺陷和薄弱环
节，确保居民温暖过冬。 （史超）
定州供电：开展大排查严防“三指定”

近日，国网定州市供电公司纪委开
展业扩报装客户受电工程“三指定”问
题排查。该公司纪委对照受电工程廉洁
风险，查找问题线索，堵塞制度漏洞，严
防“三指定”问题发生。 （王世卿）
唐县供电：“三全”监督护航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国网唐县供电公司积极
构建全员、全域、全程“三全”监督体系。
前移监督防线，建立长效机制，严肃考
核问责，将治标成果切实转化为治本成
效，护航企业发展。 （李伯骏）
徐水电力：精准监督供电质量稳提升

今年以来，国网徐水区供电公司把

农村老旧线路改造、提升供电质量作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具体行动抓紧抓实。
把纪检监督融入电网建设、供电服务全
过程，让群众用上满意电。 （史超）

黄骅供电：建立监督员评选机制
国网黄骅市供电公司建立党风廉

政建设监督员评选机制，严格监督执
纪，抓典型、严惩处。针对客户投诉、业
扩报装等问题，以“三个坚持”确保供电
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王朝霞）
新乐供电：“红马甲”助力经济发展

国网新乐市供电公司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定期组
织党员服务队走进大棚西瓜种植户，
询问用电情况及需求，帮助其检查用
电线路及设备。 （张蕾）

高阳供电：对重点岗位进行监督
国网高阳供电公司纪委将“一把

手”工作和生活情况纳入重点监督范
围，盯住班子成员权力责任，发现苗
头做到及时提醒、防微杜渐。（程斌）
曲阳供电：对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

为加强履职尽责管理，国网曲阳
供电公司纪委将日常管理与日常监
督相结合，通过不定期抽查等形式对
履职尽责情况进行检查。 （付少辉）

高阳供电：严抓作风建设
国网高阳供电公司纪委严抓作风

建设，积极开展廉洁文化进班子、进部
门、进站所等活动，引导公司员工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程斌）
曲阳供电：开展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近日，国网曲阳供电公司纪委组织
党员干部开展“讲美德树新风”系列主题
教育活动，多举措、多形式提高干部职工
凝聚力和增强企业向心力。 （付少辉）
高阳供电：充分发挥纪检监督职责

国网高阳供电公司纪委充分发挥
纪检监督职责，及时发现和整改供电服
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确保电网
稳定、电力充足供应。 （霍斌野）
国网河北营销中心：拓展网格化协作

“您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5-8
元的电费优惠券了！使用网上国网App
交电费时能直接抵扣。”近日，国网河
北营销中心党员服务队在北国超市某
店为驻足的顾客详细介绍网上国网推
出的各种福利活动。国网河北营销中心
紧紧依托“网上国网”指尖办电服务举
措，谋划“电费优惠券大放送”线上活
动，将“网上国网”下沉至商业实体店购
物现场，实现双方客户置换导流。下一
步，国网河北电力将继续促进供电企业

“互联网+营销服务”模式的拓展应用，
积极推进与本地商超、社区、物业的网
格化协作，进一步提升用户一网通办、
一站优惠的服务体验，助力用户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让更多的用电客户都能
享受到线上交费带来的方便及贴心服
务。 （付立衡、柳长发、高朋、黄玉龙）

□钟 芳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
过……”这首传唱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典
老歌，唱出了西北人对黄土高原的恋恋深情。
时隔三十多年，作家狄马凭借文化随笔《歌声
响处是吾乡》（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
版），用文学的方式，以饱满、厚重的笔触，同样
表达出对这片黄土地的深情。

《歌声响处是吾乡》是狄马游走陕北，边行
边吟中写下的艺术哲思。作者怀着对故乡的
神往，深入当地乡村，执着地走进民间文化的
乐园。当高亢雄浑的信天游、韵味悠长的说
书、质朴生动的秦地方言，一次次萦绕在耳际
时，这一切对狄马来说，竟是那么熟悉而亲
切。作为与这片土地相依相伴、生活了五十年
的陕籍作家，狄马认为，有责任把盛产在这里
的“民歌、说书、方言”等民间艺术，精心采撷出
来；把蕴涵其间的历史典籍、活跃在民艺园地
里的优秀传人，一并介绍给读者。

随着探访的深入，狄马欣喜地发现，广
袤的黄土高原宛如一个硕大的艺术摇篮。
秧歌、腰鼓、劳动号子以及各种风俗小调，激
越的唢呐、意蕴深长的酒曲，各类弥漫着黄
土气息的民间艺术珠联璧合，共同构成了多
元、开放、进取的陕北文化。其中，陕北民歌
大胆率直、敢爱敢恨的风格，完全打破了汉
语文学“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美传统。
陕北说书则完整保留了自明清以降，北方鼓
词系统的讲唱曲目和表演形式，被誉为“民
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而老腰鼓堪称古时
军阵演练的民间孑遗，演变流传至今。至于
陕北方言，至今还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
汇，人称“听见古代”。这些摇曳在黄土高原
上的陕北文化，无不蕴含着鲜明的地域特
色，饱蘸着浓烈的西北风情，彰显着陕北人
粗犷、豪迈的性格……

狄马探寻着这些文明因子，连通古今中
外，生动还原出陕北文化的演进过程。他盛
赞质朴、凝练的信天游是西北劳动人民的“生

命歌谣”。那些情深意长的歌词，展现了陕北
人的真性情，唱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一咏三叹里充分体现出语言之美。他意趣
盎然地分析《水浒传》里的陕北方言，大胆推
演，当时的说书人操的是普通百姓人人能懂
的“官话”，类似于现在的普通话。至于这些

“官话”，为什么偏偏能在陕北地区流传开
来，狄马认为，由于地域制约所造成的封闭和
贫穷，反而促进了秦地“官话”的传播，让流
传至今的陕北方言，有幸承载了许多古代的
词汇，从而铸成黄土高原上一道独特的文化
景观。

书中，狄马热切追溯着陕北文化的来路，
对其未来的发展，亦表达出深切的忧思。采
风中，他发现以黄土高原为代表的陕北文化，
尤其是那些土生土长的陕北民间文化，在当
代语境下，正发生着日益深刻的蜕变。信天
游，山里人唱得少了。唢呐，传统曲目早已被
换成现代流行歌曲。腰鼓由“敬神”改为“娱
人”。酒曲从颂赞历代英雄好汉，变为歌颂凡

夫俗子……这些渐次出现的文化现象，发人
深省，也为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提出
新的研究课题。

在表达对陕北文化强烈关注的同时，狄马
也专门辟出一个人物板块，对那些民间文化的
佼佼者和非遗传承人，予以宣介。他们中有陕
北民歌歌王王向荣，陕北说书集大成者贺四，
描摹黄土风情的油画家郭庆丰等。这些文化
传人，在各自的领地，辛勤耕耘，通过不懈努
力，将陕北文化及其流传久远的民间文化，较
好地传承下来，让这些宝贵的文化基因，扎根
肥沃的黄土高原，开出一朵朵娇艳的艺术之
花。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传帮带，我们的民间
艺术、非遗文化，才开枝散叶，长成了一排蔚为
壮观的文化丛林。

《歌声响处是吾乡》是唱给黄土高原的
一曲颂歌，也是唱给黄土高原人的一曲恋
歌。用歌声表达乡愁，用文化赓续中华血
脉，这样的歌声，悦耳动听；这样的传承，亘
古悠长。

黄土地上的深情吟唱 ——评《歌声响处是吾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