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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通过诵读更好地
缅怀先烈，珍惜当下

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小选手们
饱含深情的朗诵将无声的文本演绎
成可视的画面。从决赛的作品内容
来看，既有歌颂革命先烈的《不朽》
《吹号者》《我的战友邱少云》，也有传
唱中国传统诗文的《将进酒》《满江
红》《岳阳楼记》，题材多样，表演形式
丰富。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积极参
与朗诵大赛对他们语言能力的表达、
事物的理解、自信心的树立、综合素
质的培养都有极大的助益。

来自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的
白景升获得了本届大赛的特等奖。
时值“七七事变”87周年，白景升特
意选择了诵读《在欢呼的人群中》，
讲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一位老兵
对牺牲的战友们的怀念，“选择这样
的作品，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缅怀先
烈，珍惜当下的幸福”。为了准备这
次诵读展示，白景升花了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反复练习，在诵读时有意增加
了一些表演的细节，比如站在山坡上
向战友们呐喊、脚踢敌人等等。

小学组获得特等奖的周辰睿来
自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在诵读
时，他对作品做了情感丰沛的演绎，
走下台，他却显得严肃、腼腆。“我

能获得特等奖，离不开对作品的深
度解读，还有长时间的努力，以及家
长和老师的支持。”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戎子萱、
张梓恒获得了中学组的一等奖。戎
子萱是第二年参赛，去年获得了中
学组三等奖，面对自己的进步，她非
常高兴。她说，大赛带给她的收获
是遇到优秀的选手，开拓了眼界，锻
炼了个人的表达能力，且在面对大
场面的时候能够镇定从容，相信对
以后步入社会都有帮助。与一年前
相比，她很欣喜自己能够更投入地
表达感情，更放松了。

张梓恒是今年首次参赛，他说
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展现自己，
是自己多年朗诵学习中鲜有的机
会，通过这次比赛，锻炼了自己随机
应变的能力。而两个人的默契配合，
则依赖于他们的共识——根据文章
自然流露情感，规避眼神、动作、走位
的死记硬背。他们选择了端木蕻良
的散文《土地的誓言》作为诵读篇目，
传递出作者饱满、深沉的爱国热情，
以及对故乡的深深眷恋，用诵读讲述
中国故事，赓续中华文脉。

专家：“六个更”助力选
手讲好中国故事

由业内著名播音指导、国家级

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专业主持人组
成评委团队，均对本届大赛的参赛
选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一致
认为：小选手们的表演没有“拿腔作
调，而是有腔有调”，对于作品的理
解是到位的，很好地诠释了作品的
内涵。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
江苏省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姜虹在点评中对选手
们的表现高度赞誉，称赞他们用激
情澎湃的诵读，展现了朝气蓬勃的
风采，讲述了振奋人心的中国故
事，传播悠远厚重的中华文化。

同时，姜虹也从专业上对选手
们的表现提出了“六个更”的建
议。

第一，语音要更精准、更动听。
声音是表达的载体，字音正确是基
本要素，她提醒选手们遇到疑难字
时多查字典；第二，仪态要更自然、
更优美。姜虹指出，有些选手在走
上舞台的过程中比较拘谨，要从上
台开始就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
第三，细节要更注重。比如朗诵到

“歼灭敌人”，手掌应该朝下压，而不
是向上抬；第四，重音要更适当。重
音来自对比，重音不等于重读，虽
然选手们的诵读抑扬顿挫，很有张
力，但是她提醒技不能大于情，应
该化技于无形。技巧要适度，不能

假；第五，组合要更加分。一起合
作选手应该同频，在对方诵读的时
候，也要保持沉浸，不能走神，达到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第六，停
顿要更合理。不能为了停顿而停
顿，应当遵照自己的内心感受合理
停顿。

最后，姜虹给所有的选手送上
自己的寄语：“让我们一起说好中国
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
化。”

引导青少年立志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

本场活动由江苏省教育厅、江
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作为主办，江苏
省全民阅读促进会、江苏凤凰新华
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图书馆、
《画刊·国学》杂志社联办。旨在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据了解，今年“‘典耀中华 赓续
文脉’全省中小学生诵读大赛”于

“4·23世界读书日”正式开启，大赛
共吸引了全省小学、中学阶段 9万
多 名 选 手 参 与 其 中 ，征 集 到 了
12000 多个精彩作品，参赛选手及
作品较往年相比再创新高，取得了
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大赛通过线下

海选、线上评审的方式面向全省中
小学生进行选拔，以13个设区市为
赛区，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展开角
逐。经过学校、区县、市级层层选
拔，共有54组中小学选手站在了第
十四届江苏书展比赛总决赛的舞台
上。

本届大赛以“典耀中华 赓续文
脉”作为主题，从切实增强历史自觉
和文化自信，创新开展中华经典诵
读活动入手，实现对青少年学生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立志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的引导，也是

“第四届江苏青少年阅读季”的重要
活动之一。

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韩
松林，江苏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陈晔，江苏省书香全民阅读基金会
理事长汪维宏，江苏省教育厅语言
文字与教材处副处长陈金鑫，江苏
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副处长陈
刚，南京图书馆副馆长许建业，凤凰
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徐
海，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俊俊，江苏凤
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
（国际拓展部）副主任卞清波，江苏
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耿建兵等，为获奖的小选手颁发
荣誉证书。

7月 8日上午，《〔康熙〕苏州府
志》新书发布会在第十四届江苏书
展中心舞台举办。

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目前正在
实施旧志整理工程，计划从2022年
开始到2049年，完成苏州市境域内
现存283种旧志的点校出版和数字
化整理。作为四部清代《苏州府志》
之一的康熙《苏州府志》，是其中的
重点整理项目。康熙《苏州府志》，
〔清〕宁云鹏、卢腾龙等修，沈世奕、
缪 彤 纂 ，修 成 于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1684），刻 成 于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1693），是清代第一部苏州府志，也
是历代苏州府志中记述地域范围最
大的。作为承前启后的一部府志，
上距明代中期的正德《姑苏志》170
余年，下启乾隆、道光、同治3部苏
州府志。八十三卷（含卷首《巡
幸》），从建置沿革、山川地形，到经
济发展、文化教育等，卷帙浩繁，记
述详备。“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
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
盛”，水利、赋税、科举等在康熙《苏
州府志》中的占比远超宋、明诸志，
是明代中期以来苏州社会发展、财
赋渊薮、人文荟萃的真实体现。康
熙《苏州府志》主纂沈世奕为顺治年

间进士，官翰林编修；主纂缪彤为康
熙年间状元，官翰林修撰、侍讲。

新书发布会上发布的《〔康熙〕
苏州府志》（上、中、下），为康熙《苏
州府志》的整理点校本，由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锋
总校，广陵书社 2024 年 6月出版。
全书217万字，简体横排，首度挖掘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的彩色胶卷版以
弥补通行影印本（《江苏历代方志全
书》本）的不足，并本着“以志校志”
的原则，参考宋、明至清初纂修的苏
州府志及府下各属县县志修订文字
错讹，是一部质量上乘的点校整理
本。

整理期间，身为苏州人的总校
张学锋，以对苏州历史文化的血脉
深情，在三年时间里，和他的团队一
起，付出了大量心血；南京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研究员、《江苏文库·史
料编》主编江庆柏，江苏省地方志学
会顾问、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旧志
整理中心主任、《江苏文库·方志编》
执行主编张乃格，南京大学教授、人
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
无，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东南大
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王华宝等
专家学者参加审读。

在分享座谈环节，张学锋、江庆
柏、张乃格、王华宝，以及方志专家、
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二级调研
员、《〔洪武〕苏州府志》点校者陈其
弟，《〔康熙〕苏州府志》责任编辑、广
陵书社副社长孙叶锋等嘉宾现场交
流，逐一发言。

张乃格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此

次《〔康熙〕苏州府志》的发布，可谓
填补历史空白，打通了筋脉，续下了
血脉，传承了文脉。“苏州历来就有
整理古籍旧志的传统，起步早时间
长成果丰硕，体量巨大，体系完备，
传承有序，这一部《〔康熙〕苏州府
志》专家广泛参与亲自操刀，品位截
然不同，成果质量有保障。且精校

精勘，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整理
本价值优于原刻本的价值。”

王华宝则表示，《〔康熙〕苏州府
志》的点校出版，对江苏文脉、江南
文脉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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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诵读讲述振奋人心的中国故事
7 月 8日上午，2024“典

耀中华 赓续文脉”全省中小
学生诵读大赛总决赛在第十
四届江苏书展举行。《回家》
《永远的九岁》《在欢呼的人群
中》《不朽》……选手们或优美
或昂扬的朗诵，瞬间让现场观
众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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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历史空白，《〔康熙〕苏州府志》发布

《〔康熙〕苏州府志》 康熙《苏州府志》之《巡幸》卷

中学组特等奖获得者白景升 小学组特等奖获得者周辰睿 中学组一等奖获得者戎子萱、张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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