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工人员子女

成音乐会主角

景山小学开展

“防踩踏”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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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9日讯（记者 李
飞） 9日下午，作为济南市天
桥区的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定点学校，济南市锦苑学校举
行了首届新年音乐会。这不是
一场普通的音乐会，演奏的主
角全部是学校的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艺术原本是这些孩子的
短板，但台上的他们吹拉弹唱，
一定不比城市孩子差。

小号重奏《新年好》、萨克
斯二重奏《天空之城》、单簧管
齐奏《小苹果》、长笛齐奏《铃儿
响叮当》……15个节目表演者
全部来自学校小号、萨克斯、单
簧管和长笛四个管乐社团的成
员，他们最小的9岁，最大的16岁。

本报1月9日讯（见习记者
孙业文） 1月9日下午，济南

市景山小学与蓝天救援队联合
举行了“脚下有情——— 防踩踏
安全教育及疏散演习活动”，增
强防踩踏安全意识。

港港版版《《智智取取威威虎虎山山》》叫叫价价44万万多多
新版小人书现身大书店吸引老人孩子

传统小人书渐行渐远

想要就去旧书摊里淘

2014年最后一个周末的下
午，中山公园书市显得有些冷
清，老书商徐先生在书摊前与朋
友侃大山。

“上午人还挺多，下午人少
了，现在图书生意不好做。”徐先
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旧书
生意，算起来也有将近20年的历
史。

记者询问徐先生有没有小
人书，他随即从书摊内侧开始倒
腾，不久找出了七八本，这些小
人书有1976年出版的《农夫和
蛇》、1978年出版的《李自成》、
1984年出版的《西游记故事选
(三)——— 悟空巧遇三仙师》以及
1985年出版的《一代才女》等等。

徐先生特意给小人书的封
面都包上了薄薄的塑料封皮，所
以这几本小人书看上去保存比
较完好。“你要是全要，那就每本
5元，你要是只要一本，那就每本
最低10元。”徐先生说，这些传统
的小人书不好找了，很多书店都
不卖了，只能从旧书摊上淘。

在济南这个有名的图书市
场内，像徐先生这样从事旧书买
卖的并不在少数，他们也都保留
了一部分小人书。用他们的话来
说就是，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了，好多人都有手机了，看电子
书又简单又便宜，况且正版的书
还那么贵，又有多少人去买书看
呢？

徐先生称，来书市淘小人书
的一般都是中老年人等特定的
群体，而相对于现在花花绿绿的
动漫、童话书，“黑白”小人书也
很难吸引小孩子的注意力。

“小人书信息量太低，内容
比较简单，传递信息的能力有
限，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小人
书逐渐被边缘化。”山东大学社
会学教授王忠武说，改革开放以
前，小人书非常盛行，曾经占据
了城乡阅读市场的主流。

小人书刮起了怀旧风

《杨家将》、《李自成》、《智取
威虎山》、《铁道游击队》、《海霞》
等等，也许很多90后、00后对这
些小人书会感到非常陌生，但是
对很多60后、70后、80后来说，这
些看上去朴素简单的小人书承
载了这几代人心中的阅读记忆。

李先生是位80后，经常带着
孩子来中山公园淘书。他说，自
己有收藏旧书的爱好，尤其喜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书，并不
是为了以后增值，纯属乐趣所
在。

“这些小人书承载了我们那
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淘几本回家
翻翻看看，很是惬意，心灵能得
到抚慰。”李先生说，刚开始打算
给孩子看看，但是自己的孩子对
这些黑白的小人书很不感兴趣。

“现在的孩子就喜欢花花绿
绿的漫画书、童话书，这些书不
管是装帧设计还是故事性都比

较贴近孩子天性。”李先生说。聊
完后，李先生便又开始在旧书摊
上淘一些能看的小人书，而他的
孩子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读着
阿衰漫画。

小冯是为数不多的来此淘
书的年轻人，他对“文革”时期的
书籍特别感兴趣。他说，年轻人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那个
时代出版的书籍能相对真实地
记录当时的社会状况，阅读旧书
能够更多地了解历史。

山大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
为，小人书再度走进民众视野是
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中
国文化依次经历了传统儒家文
化时代、传统革命文化时代以及
现代文化时代，现存的连环画是
传统革命文化时代的产物。

“现在进入现代化的中后
期，我们的民族自信开始恢复，
传统儒家文化和革命文化被重
视，并会进一步升值。”王教授
说。

除了合乎中国文化发展的
规律，王教授称，小人书还满足
了民众阅读的需要。“现在人们
上网、玩手机现象很是普遍，也
会感到非常累，而民众都有呼吸
新鲜空气的需要，想阅读一些新
鲜的内容，因此对老人来说就是
怀旧，对年轻人来说，就是满足
自己的好奇心。”

港版《智取威虎山》

飙升至42000元

近期，电影《智取威虎山》非
常火爆，而大多数人没有觉察到
的是，一本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
小人书《智取威虎山》叫价到
42000元，其收藏价值可见一斑。
记者向该店主询问该小人书价
格如此之高的原因，该网店回应
称“品相，版次，大缺”。

据悉，上世纪90年代起，连
环画以收藏品的身份回到大众
的视野，一夜逆袭成为继字画、
瓷器、邮票、古玩之后的第五类
热门收藏品。也许很多人都没有
料到，小时候几毛钱买到的小人
书，如今价格可以翻上几千倍。

记者也了解到，虽然42000
元并非网上《智取威虎山》的主
导价，但是小人书价格翻倍那是
确定的事实。目前，网上一本《地
道战》售价为320元，《两个年轻
人》为380元，上世纪60年代出版
的《 烈 火 红 心 》售 价 为 1 6 0 0
元……

在中山公园书市的书摊上，
记者发现这些卖旧书的摊主同
时是旧书收藏爱好者。在记者与
其中一位摊主砍价过程中，他拿
出了两本小人书，其中一本是

《智取威虎山》，为1969年10月的
演出版本。他说：“这本只卖25
元，本来不想卖，只是没有凑齐
八个革命样板戏才卖出去，否则
绝对不会卖的。”

当然，记者也发现并非所有
的小人书价格都如此之高，其中
也不乏一两块钱一本。“我的这
些书都是绝版的，现在市面上很

难找，只因为品相不太好，所以
便宜一点，网上的一些小人书能
卖到一二百，非常受收藏家的欢
迎。”摊主告诉记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系主任刘
运峰教授是一位资深书迷，他
称，传统的小人书在上世纪80年
代以后基本上已经绝迹了，淡出
了民众的视野，而对于小人书的
收藏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看作者，比如贺友直、
刘继卣、赵宏本，他们本来就是
著名的画家，他们画的小人书非
常精到，因此他们的作品非常值
钱；其次，看题材，比如古代戏
曲、革命战争以及阶级斗争等题
材，也很值得收藏；第三，与年代
有关系，应该是越早越好；最后
再考虑小人书的品相。”

新版小人书旧貌换新颜

虽然现在老版的小人书已
经不再出版，现在网上销售的也
有部分翻印作品，但是近几年来
小人书又旧貌换新颜，出现在了
大型书店的图书区。

从题材上看，记者发现新版
小人书的内容与老版相比并没
有太大变化，四大名著、《狄仁杰
探案故事》、《两汉演义》等成套
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以及历史
故事都很常见。除了成套连环
画，也有很多像《文成公主》、《青
年鲁班》、《白素贞》以及《木兰从
军》这样的单行本。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老
版本小人书相比，这些新出版的
小人书不管是在装帧设计还是
纸张质量都胜过老版本。按照

《水浒传》故事改编的“水泊梁
山”绘画本借用了古代线装书的
包装方式，外层由蓝色纸盒包
装，共分成了12本成套的连环
画，定价为65元。而且，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有些小人书价格也非
常贵，因为纸张质量不一样，宣
纸最贵，仿宣次之，普通纸最便
宜。

“小人书都有特定的读者
群，近几年推上市场后很受欢
迎，价格一般来说比较便宜，许
多中老年人购买小人书，有的是
给孩子看，有的是搞收藏。”新华
书店工作人员说。

新华书店负责小人书生意
的王先生说，小人书在传播文化
上仍然有其独特的功能，比如那
些红色经典对于宣扬爱国主义
就有很大作用，而且从近几年的
价格走势来说，小人书价格都保
持着上涨的趋势。

本报1月9日讯（见习记者
于悦 通讯员 张琳） 9日

下午，“共圆艺术梦”济南市基
层群众文化活动公益辅导点成
果展演，在济南市群众艺术馆
群星剧场拉开帷幕。来自槐荫
区、市中区、历城区、天桥区、济
阳县的12个辅导点参加了首场
展示演出。这一培训活动已成
为我市公益性文化品牌活动之
一。据了解，10日下午，该成果
展演将在群星剧场继续上演。

本报1月9日讯（见习记者
张九龙 通讯员 李成巍）
近日，舜耕街道舜华社区举

办了丝韵艺术团迎新春汇报演
出。丝韵艺术团目前有30多名葫
芦丝表演爱好者，均是社区居民。
这次活动上，他们演奏了《傣寨小
夜曲》、《金色的孔雀》、《月光下的
凤尾竹》等经典曲目，为邻居们奉
献了精彩的民族艺术大餐。

本报1月9日讯（记者 刘
雅菲） 9日，记者获悉，“觉之归
来——— 张觉之作品全国巡回展·
济南站”将于2015年1月10日至1月
12日在荣宝斋济南分店举行。

据了解，张觉之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文化部青联委员、
文化部青联美术工作委员会委
员。从事教师、编辑、出版工作十
余年,现为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
研究院画家、研究员，南京书画
院特聘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画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觉之擅画人物小品，本
次展览集中展出其近几年来的
精心之作约80余幅。书画爱好
者可前去免费观展。

公益培训让市民

共圆艺术梦

社区居民

吹响葫芦丝

想欣赏张觉之作品

快到西客站荣宝斋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小人书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记忆。

近日，电影《智
取威虎山》正在热
映，记者了解到，一
本上世纪70年代出
版的港版《智取威
虎山》小人书的价
格 已 经 飙 升 至
42000元。除了收藏
价值，对很多中老
年来说，小人书也
能唤起他们的童年
记忆。专家称，小人
书再度走进大众视
野，代表民族自信
的恢复以及对传统
民族文化的重视。
而近几年新出版并
热卖的成套小人书
也延续了这种艺术
形式，继续发挥着
传播知识、引导大
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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