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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汇报，一群8—12岁的小学生在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戏剧沙龙演出《山海经》；最小年龄3岁、最大
年龄13岁的一群孩子在“演艺大世界”长江剧场的舞
台上，撑起一部全英文演出的百老汇原版音乐剧

《ELF》……这些作品被作为“教育戏剧”和“戏剧教
育”的可见成果——— 过去的这一年，剧场演出受全球
卫生事件困扰，陷入循环停摆，“戏剧教育”和“教育
戏剧”的观念却愈发频繁出现在大众生活中。

近年来，戏剧从业者和越来越多的大小观众以
及为人父母者达成共识，“儿童”是儿童剧和戏剧教
育的主体，“把舞台交给孩子”和“成年人演戏给孩子
看”是同等重要的。更进一步，戏剧和教育相遇，追求
的最终结果并非镜框式舞台上的“汇报演出”，而是
如《山海经》现场给予成年观众的触动：在质朴活泼
的舞台流程中，人们看到孩子参与创作的“过程”。这
恰如资深编剧李婴宁所期望的，随着戏剧成为教育
中不可缺失的环节，戏剧从方框走向圆圈，这将重塑
一代人对戏剧的认知和体验。

让乡村游更具品质

据人民日报，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60条2020
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冬季)精品线路、187个精
品景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冬日休闲的好去处，也
为靠乡村游致富的农民助了把力。

乡村游如何升级？随着消费升级，游客更加追求
个性化、多元化体验，乡村游产业必须紧盯市场需
求，走精细化、差异化路子，深入挖潜，告别“一季
游”，走向“四季游”。

打造高质量的乡村游，要立足科学规划，优化产
业布局。乡村游的核心竞争力是“乡土味”，景点设计
应充分挖掘自身特点，充分保留农村特色，展示乡村
魅力，让游客能“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
还要打好“差异牌”，挖掘本地资源，凸显人文特色，
加强继承创新，与时俱进打造与众不同的“看点”和

“卖点”。
乡村游提档升级，应抓住乡村振兴新机遇。发展

乡村游，需要完善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离不开干
净整洁的农村人居环境，而这些是当前不少农村的
发展短板。因此，各地在政策和资金上应对发展乡村
游产业给予倾斜，集中力量补上短板。

中国国家画院

再奏新“黄河颂”
据中新网，“黄河颂——— 中国国家画院黄河文化

主题写生创作作品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
出，近200件展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种
形式，以艺术的方式再颂黄河精神。

从西藏的那曲到甘肃的刘家峡，从黄土高原到
入海湿地，经过数月的采风，艺术家们展出的作品
中，既有现实题材的宏大叙事，也有山川风貌的写意
呈现，既有黄河沿线的宏伟水利工程，也有一个个可
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介绍，中国国家画院
组织该院70余位艺术家，深入黄河流域九个省区的
48条线路采风写生，采集到丰富的一手素材。为了表
达黄河的历史感、厚重感、现实感和成就感，中国国
家画院的艺术家们运用不同的材质、手法、语言。经
过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的严格评审，此次共展出入
选的创作及写生作品近200件。“这些作品以艺术的
方式再现了新时代黄河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成果，展
现了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时代风貌。”

两大文化机构

合力打造“文化淘宝”
据光明日报，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与深圳文化产权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圳文交所”)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以全国各级文化馆(站)和“公共文化和
旅游服务产品采购大会”为线下平台，以国家公共文
化云“学才艺”和“赶大集”板块为线上平台，打造“文
化淘宝”和全民艺术普及服务体系，深化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侧改革，创新文化消费的新模式和新样态，推
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全民艺术普及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发
展中心将与深圳文交所合作组建“全民艺术普及文
创中心”，共同打造以数字资源、艺术培训、非遗文创
为重点的全民艺术普及文创产品开发及推广运营体
系，培育文化消费的新模式和新业态；筹备成立全国
文化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合作机制、文创中心产业
合作机制，筹备成立文创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公益基
金等，推动文创中心建设和发展。双方还将共同推进
乡村文旅融合、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民族民俗文化和
旅游示范区培育以及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数字创意
产业人才培养等工作。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首次全部整理出版
据人民网，历经15年编纂，由法国国家图书馆与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纂的《法
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日前首次全部整理
出版。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主编、西北
民族大学教授才让介绍，此套文献共35册，收录了
3174个文献编号、2 . 8万余幅高清图版。这些7世纪到
10世纪的古藏文文献，包括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
约文书、法律条文、书信等诸多内容，展现了吐蕃统
治敦煌时期的社会经济活动和民族文化交流历史。

1900年，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五六万件文献。其中
古藏文文献约有上万件，出土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
不幸的是，大量敦煌文献流失海外。敦煌古藏文文献
主要保存在法国、英国和中国，其中法藏部分集中在
法国国家图书馆。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儿童剧和戏剧教育

从方框走向圆圈

□文/图 本报记者 肖芳

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了当时不其县
的“盛况”：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净，牢
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徒居两万余户。
意思是：不其县内耕种织作井然有序，清明太
平，狱中连续多年没有囚犯，相邻县域流亡者
竞相前来，迁入者达到两万余户。在当时一个
村庄不过百十户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口迁移
规模可谓“壮观”。

当时，这片土地的主政者，正是童恢。
如今，在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傅家

埠 社 区 ，有一座 童 真宫（ 原 名 “ 童公
祠”），便是为纪念童恢而建。童真宫始建
于汉代，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现为青岛市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省文物保护单
位。穿越千年历史风云，童真宫历经宋、
元、清多次修葺屹立不倒，将童恢其人其事
静静流传了下来。童恢，也因此有了“两千
年不倒的清官”的美誉。

那么，童恢这个好官，到底是怎样炼成
的？记者近日实地探访童真宫，并专访了童恢
研究专家，试图寻找答案。

家风传承

童恢的事迹，主要载于三部书——— 范晔
的《后汉书》、谢承的《后汉书》、贾思勰的《齐
民要术》。其中，范晔在《后汉书·循吏列传》中
记载最详，一共375个字。

开篇首段，点明了童恢籍贯所在（“琅邪
姑幕”，今山东省安丘市一带），介绍的却是他
父亲童仲玉的事迹。寥寥十几字，勾勒出一个
仗义疏财的侠义形象：遭世凶荒，倾家赈恤，
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意思是，遭逢凶荒
之年，童仲玉把全部家产拿出来，赈济穷苦
之人，帮助九族和乡里好几百人活了下来。
童仲玉虽然早早过世，却给两个儿子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成
长起来的兄弟俩，都成为留名青史的一代良
吏。

童恢的弟弟童翊，当时的名气比童恢还
大，宰相府先征召他出来做官。但是懂孝悌、
知礼仪的童翊，却装聋作哑，不愿上任。直到
哥哥童恢出仕为官后，他才参加了孝廉的察
举考试，当上了须昌县的长官。上任后，童翊
以身作则，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
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政绩，当地官员和百姓还
因此为他立了碑。后来，听说举荐他的人将
死，童翊也辞掉了官职。不久，他又被举荐为
茂才，却没去上任，最终死在了家里。

不难发现，无论是童恢的父亲还是弟弟，
都是德行高尚、重情重义之人。“仁德施政，以
德化民”，是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教师李伟
刚对童家家风的总结。他对童恢研究多年，并
完成了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
划项目《鉴史问廉——— 东汉循吏童恢研究》一
书。在为惜福镇街道主笔编写家风手册时，他
特意把童恢家族写了进去。“国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良好家风的传承不是小事、私事，
而是利家、利民、利国的大事。童家父子三人，
造福乡里和一方百姓，便是很好的例证。”李
伟刚说。

步入仕途的童恢，一开始做的是州郡小
吏，因“执法廉平”而名声在外。时任司徒杨

赐，是个仗义执言、敢说真话的名臣。他听说
童恢后很是赏识，便征召他来做了辅佐的掾
吏。

说起这个杨赐，也有良好的家风传承。他
是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市)人，其祖
父杨震便是“却金暮夜”故事的主角。

或许是因为志同道合，杨赐成为童恢在
仕途上的“伯乐”。后来的事实证明，童恢没让
杨赐失望：当杨赐被弹劾罢免时，那些曾经辅
佐他的属官纷纷留下名帖、解职告退，唯恐惹
祸上身，只有童恢前往朝堂为杨赐争辩。后
来，杨赐冤案昭雪，属官们又全都回来了，童
恢却拄杖离去。自此以后，童恢便有了知恩图
报、仗义执言的美名。

后来，童恢再次被征召，任命为不其县
令，由此开启了主政一方、造福万民的人生篇
章。

唯人为贵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
心”，此话出自《管子·牧民》，强调的是政务兴
废的关键在民心。童恢在不其县的施政历程，
正是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最好写照。

在童恢到任之前，不其县是什么境况呢？
《后汉书》中对此并无记载。到了宋代，即墨县
令孙彭年感慨自己与童恢相隔千年同县为
官，心生仰慕之情，于是专门为童公祠做了一
篇《童府君祠记》。孙彭年在这篇祠记中记载，
童恢到任之前，不其县是出了名的“难治”之
邑，因为“不其地渐海卤，民性犷愎，不修礼
让，沿世多故寇。襄射讼，襄息无由。屯庾、杼
轴空七八。”意思是，地处沿海一隅的不其县，
百姓粗野，不懂礼让，多年有盗寇，难以平息，
谷仓空空，织机闲置，生产废弛。

对于这样一个“烂摊子”，作为地方官的
童恢，是如何着手整治的呢？梳理史料可以发
现，承袭父亲向善遗风，和他的弟弟童翊一
样，童恢的基本理政思路也是德政。

《后汉书》记载，童恢在不其县期间，“吏
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

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意思
是，如果官吏和百姓有人违禁犯法，童恢就根
据情况张贴告示、予以告诫；如果有官吏表现
称职或者有百姓做了好事，童恢就举行隆重
的乡饮酒礼，对他们进行公开激励。

可以看出，童恢奉行的不是严刑峻法的
酷吏政治，而是和风细雨式的教化之治，即通
过激发人的羞耻心或向善心来引导官员和百
姓移恶趋善。此外，童恢还担当起“教民稼穑”
的责任，对于耕种、织布和养殖等农业生产活
动极为重视。据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
记载，童恢率领不其县百姓每家每户“养一
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确保生活衣食无
忧。

善施仁政、以民为贵的童恢，很快在不其
县官民中间树立了威信。其教化、感化力量之
强大，甚至让山林野兽也为之折服，著名的

“童恢训虎”故事便由此而来。《后汉书》也记
载了这一故事：不其县有百姓被山林老虎所
害，童恢便安排下属设木围栏，抓住了两只老
虎。童恢斥责老虎说，“天下万物，唯人为贵”，
虎狼应当只吃六畜，你们却残害百姓。按照王
法，杀人的要偿命，伤人的要论罪。谁是杀人
的老虎，应低头认罪，没有伤人的，就大声喊
冤。果然，一只老虎低头闭目，看起来很害怕，
像是在认罪，童恢当即命人杀了它，另一只老
虎大声吼叫，又蹦又跳，像是在喊冤，童恢便
下令放了它。这一场景震撼了现场的官吏和
百姓，大家争相“为之歌颂”。

李伟刚认为，“童恢训虎”的故事虽然在
民间流传已久，也在正史中有所记载，但以科
学观点分析，老虎既不可能通人意，也不会悔
过，但是童恢是个治理有方、关心百姓疾苦的
地方官，则是没有异议的。明朝张允抡在其所
作《童公祠记》中认为，伏虎一事，应属偶然，
童恢之所以是一代循吏，并不倚仗这一典故，
而在其劝农桑、重宣教。还有后世研究者认
为，《后汉书》记载“童恢训虎”的传说，也可视
为一个政治隐喻，是史官在以此引导后世为
政者以天下苍生为上，像童恢一样勤政爱民、
以人为本。

历经童恢数年励精图治，“难治”之邑不
其县，“翕然化行，遂成乐土”，耕织有序、狱无
囚徒，邻县之民纷纷迁徙而来。《后汉书》因此
以“政畏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众瘼自
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赞誉童恢，称他施行
仁政、不乱折腾，能够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去
除人间疾苦，让百姓安享太平、鸣弦欢歌。

廉吏典范

因政绩卓著，在不其任县令数年后，童
恢被擢升为丹阳太守，后因突发疾病而亡。
童恢死后，不其县百姓深为感念，为他筑衣
冠冢，又立了童公祠，以示永世敬奉。童公
祠此后历经多次修缮，历代文人墨客前来吊
唁缅怀，留下的颂扬诗文更是数量众多，不
可枚举。

元初，全真教华山派道士进驻童公祠，尊
童恢为“童真人”，使童公祠变为道教观宇，并
更名为童真宫。这座童真宫，一直保留到现
在。1982年，童真宫被列为青岛市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9年，城阳区筹资300余万元重
修童真宫，并在大殿西侧增设两间“不其文化
展室”，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不其古城的文
化风貌。

作为一个海邦之滨的地方小官，童恢的
事迹能够记入《后汉书》《齐民要术》等
书，已属十分难得。他的事迹还被记载在
《齐乘》《莱州府志》《崂山志》《即墨县
志》《莒州志》等地方志里，其塑像被即墨
吏民祭祀于八蜡庙、九贤祠、名宦祠之中。
关于童恢的各种野史，更是在民间流传甚
多，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2012年，“童
恢传说”被青岛市政府列入第三批青岛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随着青岛市和城阳区反腐倡廉
工作的深入推进，童恢作为一代廉吏的典范
形象被强化，非遗“童恢传说”中关于惩恶
治贪的故事被挖掘出来。其中，流传最广的
便是童恢智斗贪官的故事：相传不其县盐税
官员王佟贪赃枉法，收了两大笔赃款，童恢
到任不久，王佟便生了怪病，常觉胸闷，屡
治不好。童恢听说后，便给他开了两个药方
让人送去。第一个方子上写着二乌、过路
黄、香附子、连召、王不留行、法夏、毕
拔、朱砂八味药，第二个方子上写着常山、
乳香、官桂、木香、益母草、茯苓六味药，王
佟看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俩药方其实
是藏头诗：“二过相连，王法必诛”，“赏汝棺木
一副”。王佟赶紧到县衙负荆请罪，童恢见他
言辞恳切，便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没了

“心病”的王佟顿觉浑身轻松，怪病竟然好了，
从此再也不敢贪了。

这些传说的真假已经不可考证，人们一
代代口口相传，传递更多的是百姓对于为政
者的冀望。正如清代即墨诸生周瀛文所言，

“邑令存恶心，人比虎更烈”，“虎害犹可为，苛
政肝肠裂”。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后被《汉
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
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
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童恢
以小小县令之职载入《后汉书·循吏列
传》，说明正史对其高度认可。”李伟刚说。
为了研究童恢，李伟刚曾和同事们多次在童
真宫周边走村入户，进行田野采风，不止一
次听到老人们虔诚地诉说对童恢的敬仰。“在
老百姓口中，童恢被称为‘童大老爷’，他是身
边的一位长者，是一位守护者，是一个理想
的好官。”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乱世之中，齐鲁大地上曾出现一片“乐土”：不其县。耕种织作井然

有序，清明太平，相邻县域流亡者竞相前来，童恢———

两千年不倒的清官是怎样炼成的

始建于东汉的童真宫，历经多朝修葺，现为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王文珏

华人导演赵婷的作品《骑士》即将引进内
地，而去年9月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的

《无依之地》据悉也在洽谈中。这个奖项在近年
华人导演作品里属于很好的斩获，新华社在介
绍该片时说：讲述一位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一
切的成年女性，成为住在货车里的现代游牧民
穿越美国西部的故事。

故事的关键词是失去。2011年，由于需求下
降，美国石膏公司关闭了位于内华达州恩派尔
88年历史的工厂，小镇的邮政编码也被停用，一
粒沙般被抹去。失去公司曾提供的房子，丈夫多
年前病逝，弗恩孑然一身，失去了与这个世界的
维系。年轻时她在工厂打工，还当过几年老师、
超市收银员……如今天光黯淡，灰白头发迎风
飘乱，让人无法想象那些有爱情、有未来、有温
暖的日子。

内华达的白雪随时能把人吞没。能送的都
送出去了，车里还剩弗恩少女时父亲的餐碟收
藏、丈夫生前最爱用的钓箱。她不知道此去何
处，也没想过停驻何方，放任自己跟随车轮漫无
目的向前方开去——— 她和她的车，成为当代社
会新的“游牧民”。

镜头始终追随着弗恩行驶在广袤大地，在
所经之处打打零工维持最低生活，车停在哪里，
哪里就是今晚的家。她在“流浪汉聚集地”遇到
许多相似的人，星罗棋布的聚集地散落在高速
公路边缘，寒夜的篝火让人们倾诉曾经的幸福，
以及那些骤然而至的断崖。

这是新游牧民的群像，他们都是被时代抛
下的人。有人做过政客，有人勤恳一生，无论曾
多么热爱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被经济大萧
条洗劫一空后，前无可奔赴的希望，后无可归去
的家乡。老太太斯万基成为弗恩的好友，肺癌向
她脑部扩散，只剩七八个月生命却仍坚持向阿
拉斯加进发。在她温柔的回忆里，年轻时驾皮划
艇畅游那么快乐，一路看过温柔的麋鹿和江河
上空万千燕子飞舞，带着美好决绝而行，她已可
以随时熄灭。

故事呈现了一个甚至一群特别有生命力的
人被剥夺热量时，那种灵魂的亏空与痛楚。黑洞
吞噬了一切光热，回不到原来的轨道，生命只是
被无限破坏。不断停留，不断告别，去内布拉斯
卡收甜菜、到沃尔玛打工，在暴风雪的夜里裹上
一切祈祷别被冻死……弗恩独自载着对丈夫的
爱和思念，也保护着珍贵回忆不致被世界彻底
抹去。对自我的放逐、对规则的弃绝、与现代社

会的渐渐告别，成为对悲伤最无为的谅解。
故事呈现着个体的经历和情感，但不止于

情感，这也是《无依之地》能在更深层扫描社会
元素的力量。导演对弗恩乃至整个游牧民群体
的刻画带着强烈的被遗弃感，遗弃来源于正
常——— 弗恩并不特殊，不是瘾君子也没犯过罪，
她和每个普通人一样勤勤恳恳，爱和被爱，拥有
过一切寻常光阴。而这样一个人，随时可能被生
活彻底抛下。“后伤心时代”的人们回忆着金融
危机时的恐惧、家园的萧条，而流浪正是他们对
现代秩序的不信任与彻底放弃。从一个人的伤，
到底层社会的群殇，不断加深的阴影与试图向
外出走的苍茫，是创作者对美国社会内在被深
层破坏后的观察。

导演赵婷用一种温柔寡言的残酷，注解了
备受创伤的人们最后的倔强坚持，放旷无羁。当
弗恩回到小镇作最后的告别，曾是“家”的房子
早已荒芜，屋后荒草漫坡，河流吟游，它们映照
并延伸进所有美好与失去之间最深邃的一秒。
与2007年西恩·潘的名作《荒野生存》相比，同样
是波西米亚式流浪，《无依之地》的主角和群像
彻底褪去了某种理想主义的透彻，取而代之的
是晦闷向下的消解与更加灰暗的现实，且绵绵
不绝，望不到尽头。

《无依之地》：灰色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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