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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文艺》《读者》《故事会》……提起这些耳熟
能详的名字，勾起许多人愉快的阅读记忆。岁月流
逝，那些陪伴我们一起度过青少年时代的读物，现在
是否依然安好？日前，记者对部分刊物的负责人和资
深编辑进行专访，一起回忆“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
青少读物”。

《少年文艺》：纯文学的坚守
提起《少年文艺》，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它被誉为

“作家的摇篮”，是培养文学新人的园地，许多著名作家
的处女作都曾在此发表。它于 1953 年 7 月在上海创
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之一。

据《少年文艺》执行主编谢倩霓介绍，《少年文艺》
以高小及初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刊登反映少年生
活和精神面貌的各类文学作品，不仅体裁丰富，还开
辟了“新芽”专栏发表学生的习作，在少年读者和家长
中具有广泛影响，是目前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儿童文学
刊物之一。

“现在《少年文艺》的作品，更加贴近当下孩子的心
灵，是他们成长的忠实记录者和文学描述者。”谢倩霓说。

《少年文艺》这份滋润几代少年儿童心灵的著名
少儿文学刊物，至今已走过59年的辉煌历程。“经过这
么多年的发展，《少年文艺》依然坚持纯文学的品质，
第一时间刊登最新创作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谢倩
霓说，“尽管现在孩子们接触面广了，《少年文艺》的影
响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但还是受到许多阅读力比较强
的孩子的喜欢。”

据谢倩霓介绍，原来是月刊的《少年文艺》已改为
半月刊，下半月刊主要刊登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美文
以及对经典儿童文学的品读。

《读者》：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有“大漠瑰宝”之美称的《读者》，可谓家喻户晓。

自1981年创刊至今，《读者》杂志取得了突出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上世纪 80 年代，《读者》主要介绍国外的文化精
品、价值观念、民俗风情等，给国内读者带来些新鲜的
东西，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启蒙的作用。”《读者》杂
志社资深编辑王祎说。

《读者》杂志以“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
开阔眼界”为办刊宗旨，发掘人性中的真善美，体现深
刻的人文关怀；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追
求高品位、高质量，赢得了海内外各个年龄段和不同
阶层读者的喜爱。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多，《读
者》逐渐从文化桥梁的作用，更多地转向关注当前社
会现实以及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王祎表
示，“我们会坚持一贯的办刊方针，为读者提供更多的
人文关怀和更好的精神食粮。”

《故事会》：故事与语言共生
曾经有一本小小的刊物陪伴许多人度过难忘的

青春岁月，它叫《故事会》。这本创刊于 1963年 7月的
小本杂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曾在 1998 年
的世界综合类期刊发行量中排名第五。

“故事与语言共生，只要人会讲话，故事就会一直
存在。而文化越丰富，好的故事就会越多。”《故事会》
社长何承伟说。

《故事会》面向普通百姓，贴近生活，它以发表反映
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故事为主，同时兼收并蓄各类流
传的民间故事和经典的外国故事。力求口头性与文学
性的完美结合，使每一篇作品都能读、能讲和能传。

“新时期，《故事会》的故事更讲究‘传’字，让大家
借故事记住观点、道理。”何承伟说，现在的《故事会》
的故事更加短小精悍、更适合口传，故事人的奋斗目
标是让故事成为人们口中的“传点”。

《故事会》是许多人相伴多年的亲密朋友。据何
承伟介绍，尽管数字化影像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故事
会》每月依然有 400 万份的印数，甚至出口到海外，成
为许多外国人了解中国风土人情和海外中国人寄托
乡情的刊物。

《上海故事》《故事大王》《童话大王》《乡土》《古今
传奇》……还有很多很多的读物陪我们一起成长，而今
他们或发展壮大，或已然消失，但不变的是那份阅读的
快乐和至今依然的挚爱。虽时光荏苒，却历久弥新。

以本土衍进为主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是

一个人类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而“走出非洲”
论认为，全球现代人从非洲走向欧洲、亚洲等处，
这种认识显示，地处东亚的现代中国人祖先，也
从那遥远的非洲而来。

“我们通过发掘老奶奶庙旧石器遗址发现，
这里有13个大的文化层，清晰展示出古人行为逐
渐优化的进程；遗址有用火迹象，其生产工具、生
活方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技法……这些都完整
地再现了距今3~5万年前嵩山东麓古人类文化发
展的历史进程，填补了这一阶段中国乃至东南亚
地区旧石器露天考古的空白。”市考古研究院院
长顾万发向记者简要介绍了老奶奶庙旧石器遗
址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这也表明，现代中国人
是多元、本土连续进化而来，以本土衍进为主、附
带杂交为辅，不是过去所说的，现代中国人起源
于非洲——这也为现代人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崭
新的视角。”

考古让人认知过去
“老奶奶庙旧石器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的动物

头骨，这说明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开始了对头骨的
偏爱，这也为现代人的‘头’文化作出了注解。”顾
万发提出，现代人称领导、顶端为“头儿”，或许就
是从这个阶段而来的文化延续；此外，“老奶奶
庙”这一名称是否是由过去母系社会的特点而
来、地处二七区樱桃沟烤鱼沟内的老奶奶庙旧石
器遗址文化层内，也有烤鱼的痕迹……

“人类有了解过去的本性，而考古就是让人认
知过去。”顾万发告诉记者，通过考古发掘，可以得
知某个地区曾经爆发的山洪因过度采摘导致；某
地出现的灾难，可能因过度种植某种植物有关
——考古不仅仅发掘出过去的器物，更重要的是
能从中得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经验和规律。

“全国十大”排名第一
2003年大师姑夏代城址、2007年新郑唐户遗

址、2008 年荥阳娘娘寨遗址、2009 年新密李家沟
遗址、2010年新郑望京楼夏商城址……这些不是
别的，都是郑州市考古研究院获得“全国考古十
大新发现”的项目。作为中国最权威、影响最为
深远的考古评选活动，一年一度的“全国考古十
大新发现”犹如璀璨的明珠，是每一个考古人梦
寐以求的珍宝。郑州市考古研究院已经连续 5
次、也是第 6次摘得了这一桂冠——这样骄人的
成绩，在中国八大古都乃至全国都是绝无仅有。

“今年‘全国十大’的竞争尤其激烈。”顾万发
介绍说，经过全国六七十家团体单位、百余名专
家的初评，从600多项考古项目中选出了25项进
入复评，最终由媒体代表、专家无记名投票选出
前十，老奶奶庙旧石器遗址以全票入选，且在十
大新发现中排名第一。

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不仅是一种荣
誉，更是一种认可。如今，尘埃落定，“五连冠”在
握的郑州考古人，还将就遗址的开发、保护，做进
一步的研究、发掘。

凭借《蜗居》《双面胶》《王贵与安娜》等作品走进大众视野的女
作家、编剧六六，18日在京举办新书《小情人》新书发布会。近期六
六在微博上爆料遭遇老公婚外情、“小三”打电话写信威胁，被指有
炒作之嫌，记者昨日通过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采访了六六，她回应
说：“我根本无需炒作，我在职业上的关注度足够高了。”

《小情人》大谈育儿经
六六说，新书取名《小情人》，其实和“小三”没一点关系，新书堪

称一部育儿经，书中记录了儿子偶得学龄前的成长点滴，“每个人记
录孩子生长的方式不一样，我选择了我的强项，用文字来记录，等他
结婚的时候，我交给儿媳妇最好的礼物，就是他厚厚的一叠成长史。”

“儿子让我的生命丰富，他让我懂得什么叫不需要回报的爱。
这本书里汇集了我跟偶得爹的教育之辩，我特别希望借助这本书，
和所有的父母沟通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六六说，她曾在新
加坡做了8年幼师，对待孩子非常有耐心，生活中她经常扮演一个捣
蛋妈咪的角色。

六六幽默地说，与现下的狼爸虎妈相比，她更像QQ，很憨厚，不
具有攻击性，“我不太认同虎妈。孩子是有独立发展空间的人，父母
要尊重他的个性、意愿，按照他喜欢的方向给予引导和支持，我忍受
不了残酷教育。”

人生四字“求之不得”
大多数名人都不愿将私生活公之于众，六六却将丈夫长达 5年

的婚外情在微博上公布并向“小三”摊牌，引发了众多议论，许多人
谴责其夫背叛婚姻的行径，并对六六长时间以来微博秀恩爱的举动
感到心酸，也有网友指六六是在拿“小三”的事情炒作，那么六六本
人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我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事，之前发布消息是跟他商量
的结果，现在没有他允许，我不会谈论这个话题。有人说我在借这
个事炒作，我对自己的认知是，我的作品是无需炒作的，书的销量是
有记录可查的，电视剧播出的收视率是无可非议的，我在职业上的
关注度足够高了。”六六说，她的工作已经排到后年，她的工作和生
活都是按部就班的，何来炒作之说？

不过，六六也隐晦地谈到自己的感触：“人生就有四个字：求之，
不得。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问题，有一次张嘉译告诉我，人来到
世界上，是用来体验的，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在帮助你成
长、进步，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和帮助，我相信一切都会朝
好的方向发展。”

随时可以放弃写作
六六是一个高产作家，她如何平衡家庭与写作的关系呢？“我随

时可以为了家庭放弃写作，写作只是副业，我对事业真没什么追求，
本是写着玩，谁知就成了。我每天花在家里的时间要远远多于我写
作的时间，我是效率极高的创作者。”

六六说，虽然她写作效率很高，但要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没有时
间的积累，没有自己的沉淀，没有一切归零重新开始的决心，是不可
能成功的。酝酿、搜集、组稿，从提出问题到寻找答案，到最终给出
答案的过程，一本好书的问世还是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六六深为
赞同“天才就是 1%的天赋加上 99%的努力”这个说法，多动笔，才可
能会有好的作品问世。

“我个人认为，一个创作者如果是把个人的感情生活涵盖全社
会的感情生活，不会成功，真正的作家善于捕捉观察有代表性的人
物，这些代表性的人会打动每个人的心。”六六说。

老奶奶庙旧石器遗址考古发掘表明——

现代中国人
并非起源于非洲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六六新书面市回应质疑——

我的作品无需炒作
本报记者 秦 华

本报讯（记者 秦华）4月 25日、26日，绿城将
迎来一股彝族风——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民族艺术剧院倾情打造的彝族大型风情歌舞《太
阳女》将登陆河南艺术中心。

《太阳女》创作于2005年，集结了国内顶尖艺
术家精心编排的歌舞，展示了彝族特别是楚雄州
彝族悠久的历史、舞蹈、音乐、民歌、民俗、服饰
等。《太阳女》自创作伊始便获奖无数：2005 年荣
获第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作品银奖，2006年荣
获全国歌舞杂技主题晚会优秀剧目展演一等奖，
2007年入选云南省第四届精品工程，荣获文化部
第十二届“文化剧目奖”，2008年作为云南省唯一

一台文艺节目，被选调参加北京奥运会优秀剧目
展演，被誉为“活态的民族风情博物馆”、“活态的
彝族服饰博物馆”。

据介绍，“太阳女”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表征
之一。彝族人尊崇太阳，由此演绎出独特的太
阳女文化，蕴含着彝人对蒙昧时代、洪荒时代的
记忆，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太阳女》由
序篇《生命之歌》、上篇《享受生活歌伴人生路》、
下篇《创造生活巧手织彩虹》、尾声《太阳女之
歌》组成。整台歌舞使用的彝族服饰多达 500多
套，涵盖了近 70 种款式，可谓一次大型的彝族

“服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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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继3D版《泰坦尼克号》和《超级战舰》后，又一
部好莱坞大片与观众见面——今日起，3D动作片《灵魂骑士2：复仇
时刻》在奥斯卡电影院线旗下大上海等多家影城上映。奥斯卡影帝
尼古拉斯·凯奇重出江湖，再次化身灵魂骑士，火力全开，惩恶扬善。

《灵魂骑士2：复仇时刻》由《怒火攻心》的导演马克·耐沃尔代和
布莱恩·泰勒联合执导，二人比较追求镜头的运用，一些看似平常的
场景，他们总是能拍出不同的味道。《灵魂骑士2：复仇时刻》采用全新
的高难3D拍摄手法，场面火爆。为了捕捉到灵魂骑士在公路狂飙的
效果，导演运用了高速轮滑跟拍的手法，此外，威亚高难摄像也被多
次使用，后期制作还加入了大量的电脑特效，大大提高了观看效果。

《灵魂战车2：复仇时刻》根据漫画改编，本集故事延续上集，尼古
拉斯·凯奇饰演的强尼再次走上了对抗恶势力的道路。凯奇在片中
的表演十分卖力，不用替身，自己挑战飙车、打斗、爆炸等危险场面，
使得许多观众在看完预告片后就大呼过瘾。

那些年，我们一起
看过的青少读物

新华社记者 沈汝发

场面火爆 不用替身

凯奇挑战“灵魂战车”

《灵魂战车2：复仇时刻》剧照

4 月 18 日，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吉
尔·雅各布在巴黎宣布，法国黑白默片《艺术家》女主
角贝雷尼丝·贝若将担任第65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
开、闭幕式主持人。

贝雷尼丝·贝若1976年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
斯艾利斯，3岁时随父母迁居法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
其职业演员生涯，因出演丈夫米歇尔·阿扎纳维修执导
的黑白默片《艺术家》而荣获 2012年法国恺撒奖最佳
女主角奖。图为贝雷尼丝·贝若获颁恺撒奖。

新华社记者 高 静 摄

作家六六

老奶奶庙旧石器
遗址发掘现场

“关于现代东亚人包括我们现代中国人
的起源问题，世界大部分专家依据 DNA 检
测，都认为是从非洲走出来的，而我们在二
七区樱桃沟老奶奶庙旧石器遗址的发掘，改
变了这种认识——至少也对这种说法提出
了反证。”日前，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发掘的老奶奶庙旧石
器遗址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对于遗址
发掘蕴含的意义，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