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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度的对话
□刘绪源

■简 讯

前些天，和一位很著名的小说家闲聊，他是
儿童文学界老前辈，80多岁了。谈到该给儿童推
荐什么书，他可真是语出惊人：“我不认为儿童都
要看儿童文学，我推荐的都是成人读物。”

我觉得他比我大胆直率，其实我也有一些和
他相近的想法。儿童是分阶段的，我以为，在童年
期和小学低年级，应多让他们读儿童文学；从八
九岁起，成人文学、儿童文学都可以看，文学以外
的各类杂书也应该看；进入中学阶段，应以读成
人文学为主了，也可读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儿童文
学，但中外名著中的大部分作品在这段时间都可
涉猎——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读书时间”
之一，错过了就没有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和
重要性。儿童文学之亲切、浅新有趣、与儿童生活
直接相关，是成人文学所没法比的；尤其是低幼
阶段的儿童文学，那种充满奇思妙想、最能激发
儿童想象力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作品，更是
成人文学所不具备或很少有的。但现在，儿童文
学中似乎出现了一种“讨好模式”，无论多大年龄
的儿童，作家只一味讨好，要把故事说浅，要把内
容调得稀薄，口味要甜，笑料要多，纸要白，字要
大……谁读过张天翼童话《大林和小林》，谁就会
明白这正是他所讽刺的对大林的培养法，后来大
林成了很没出息的人。儿童在7岁前处于皮亚杰
所说的“前计算阶段”，那是一个玩的年龄（可惜
现在并不让他们好好玩）；7岁以后则到了“具体
运算阶段”，理性生成，可以接受教育了，思维复
杂起来了，审美中的理性渗透也不再是问题了。
到这时，还只让他们读“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作
品，这就像强使学龄前儿童接纳理性思维的教育
一样，也像让四五岁的孩子再唱“我是好宝
宝……”不仅别扭，也将使孩子失去许多美好的
东西，而有些失去是无法弥补的。所以，对这种

“讨好模式”，我是否定的。我以为多读儿童文学
之外的好书正可补其不足。

2012 年秋，明天出版社的徐迪南到上海组
稿，希望我能给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孩子編一套

“少年人文读本”，让他们看一些比较“深”的东
西。这和我上面的想法正好合拍。她很巧妙地动
员说：“回想一下自己怎么成长的，把你读过的好
书、好文章推荐给今天的孩子，用你的亲身经验
来帮孩子们作选择，看能不能编出一套有个性有
深度的书来……”我被这话打动了。

当时，我的眼前还浮现了一套小时候读过的
书：《青年修养通讯》。我大概是在念初一时读的，
那时读得如饥似渴。这样迫切专注的阅读，此前
只在读福尔摩斯和武侠小说时有过。为什么会那

般急切？因为需要。到那个年龄，人已经有思考的
需要了，年轻的心开始面对人生，青春期的寂寞
和迷茫时时袭来，所以，非常需要深度的对话。那
时常说，“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时期。”看
来是对的，人的世界观就是在那个年龄段形成
的。但那时的书都只发出相似的时代的强音，没
有个人的与众不同的声音。到我念完初二，“文
革”开始了。那些书中的不少观点，正是通向“文
革”之路的，也就是说，是缺乏人性之真的，是极
左的。但“文革”更极左，“文革”一来，那些谈修养
的书也都成了“毒草”。随后，我们进入了没有书
读的岁月……

现在，要是围绕少年们所关切的话题编一套
文章和作品的选本，那我想，这里既要有时代的
声音，也要有个人的声音，要有我对时代和人生
的独立思考，并且还要能激起少年朋友的独立思
考。我要把这几十年里有关时代与人生的阅读和
思考，如实地告诉今天的少年们。我要尽可能在
书中保存更多“由经验得来的老实话”。

2013年夏天，我放下手头各种工作，全力以
赴编这套书。我把我所认为少年们正面临的或即
将面临、终将面临的话题，分为三类，最后形成了
这样三本书——

第一本《见识》，这是离他们相对遥远的话
题，但从现在起，有些他们已在严重关注。内分五
题：见识一种美文；见识爱情奥秘；见识人的潜意
识；见识当年责任心；见识中西文化差异。

第二本《不要怕》，是谈少年读者最为切近的
话题，但有些恰恰是他们平时不愿涉及的（就如

《见识》一书所谈到的被放入“潜意识”中去了）。
共分六题：不要怕告别和消失；不要怕艰难生存；
不要怕孤立；不要怕“分裂时期”；不要怕内心里
的不情愿；不要怕怀疑和想象。

第三本《喜欢》，这是今日理想状态的少年所
需涉猎的各个方面，也分五题：喜欢最普通的日
常生活；喜欢读书；喜欢艺术；喜欢科学；喜欢独
立思考和平等探讨。

我以为，对于每个少年，这三个层面的思考
都是需要的——远景、近景、当前的理想状态。这
都有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和思想的成熟。

其中有些话题，不看到书可能不好理解。比
如，“见识一种美文”，我指的是胡适、吴晗、林汉
达那一路清浅明白的文章，朱自清、吕叔湘、费孝
通、季羡林等文章大家，乃至艾思奇、邓拓、胡绳
等等，其实都是这种文风的继承者。这是五四白
话文运动的不朽成果，在明白如话的文字中，其
实仍有高低雅俗之分。这样的文章能作非常细致
的感性描摩和非常深入的理性分析，这是笼统的

文言所达不到的。近百年来，这种高水准的清浅
已成为中国文章的“底色”。中小学生正值青春年
少，多喜欢华美奇崛的文章而不会喜爱平淡的风
格，但让他们了解这一底色，做到“心中有底”，对
他们今后的中考、高考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对
将来撰写学术论文时打破现已越演越烈的“学术
八股”，也会有好处。我编书时，是暗暗将一些美
好希望寄托在今天中小学生身上的，我希望将来
五四以降的文章传统不会像今天一样凋零，枯燥
乏味蛮不讲理或满纸概念言不及义的文章能不
再像今日一样泛滥，这就需要让今天的孩子早些
接触真正的好文章，也能对美文有更深一层的认
识。在“喜欢独立思考和平等探讨”、“见识中西文
化差异”、“不要怕怀疑和想象”等话题中，也都寄
寓着类似的美好希望。而“不要怕艰难生存”，则
是专门针对中学生自杀问题而编的。

本书所选作品，也突破了一般选本的框架，
或浅或深，十分驳杂。这里既有似浅实深的童话

（如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和汤汤的《假如还有
三分钟》），也有虽比较艰深但不难读懂的学术文
章（如费孝通之论爱情和庞朴之论中国文化精
神）。各类作品和文章围绕一个话题串起来，读时
由浅入深，由此及彼，会有一种融会贯通的乐趣，
也能引发小读者自己的思考。我还有意识地将一
些现在已不常被人提起、但却十分优美可读的佳
作选入书中，我相信它们会给小读者带来有意味
的启迪和美的享受。比如，在“见识当年责任心”
这章中，我想让今天的少年们知道，他们现在身
上较为缺乏的责任心，在他们父辈当年，却是扎
扎实实地拥有着的，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东西，
是今后工作、生活所必须拥有的。我所选的，是三

位大作家的三个短篇：艾明之的《群众丙》、陆文
夫的《葛师傅》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这都是

“文革”前“十七年”的作品，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
中最好的小说。在“喜欢科学”这章中，我选了达
尔文的回忆录、美国物理学家费曼和日本物理学
家汤川秀树谈科学发现的文章，还有关于“李约
瑟问题”和“爱因斯坦问题”的探讨，这些文章又
深又好看，一个中学生只要静下心来还是能看懂
的；要是拿给成人科学爱好者看，他们也不会觉
得太浅。我想，这就是本书的追求了：不是只给孩
子讲一些浅道理，把深的都抹去；而是尽其可能
把道理讲浅，但深的部分将仍在其中。所以，读这
套书如有所获，那所获很可能就是终身的。

在 16 个话题前，我都精心撰写了“编者的
话”。我希望这是我和孩子们之间的真诚的对话。
这里且节选一段，取自《不要怕》一书中的“不要
怕‘分裂时期’”——

什么是“分裂时期”？这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
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创造的词汇，但又和我们每个
人密切相关。当一个人渐渐长大，他的人生会面临
一个突变的时期。在这之前，大家把他当作孩子，
他也把自己当作孩子，不管家庭环境多么不如人
意，他总还是在“温室”里长大的，父母和大人们总
是尽其可能呵护孩子。可是到了青春期，他不愿再
被当作孩子了，他的眼光越来越锐利，他能看出成
人社会的种种虚假、不公、黑暗，他也从父母、师长
的言行中看出了哄骗自己或不够真诚的成分，这
种惊讶、怀疑和愤怒积累多了，压抑久了，一旦遇
上内心不平的契机，他就会爆发，会反抗，甚至会
一发而不可收。这时候，他的眼光是偏执的，他所
看到的黑暗面是夸大的，因此，他的反抗也是盲目

的、过分的，却又是不易平息的。
别林斯基是从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

特》中引出这个概念的。这个剧本写的是丹麦宫廷
里的一场争斗：哈姆莱特王子从国外留学归来，宫
中的一切都变了，父亲奇怪地死亡，叔父继承了王
位，母亲改嫁给叔父了，当晚，父亲的亡魂托梦给
他，说自己是叔父杀死的，要他为父报仇，扭转乾
坤……他承受不了这样的变化，也不肯相信这样
的现实，于是半疯半傻，拖延不决，并在“活着还是
死去”、“行动还是不行动”的意念中痛苦徘徊。西
方文学史上，对这一人物，各种评述多到汗牛充
栋，但别林斯基独具慧眼，一下子抓住了这个人物
的最重要的特性——这正是一个身处“分裂时期”
的青年的典型。别林斯基有几点说得极为精彩。
如：“一个人精神越崇高，他的分裂就越是可
怕……”这里的“崇高”指的是童年时期的精神状
态，这不难理解，因为越是幸福和充满信赖的孩
子，一旦信念崩溃，那痛苦必然是加倍的。还有一
段，意思正可相接：“这种心情是精神幼年时期的
心情，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分裂；这是一切正派的人
的共同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可是，通过内心斗争和
自觉，摆脱不和谐的分裂而达到灵魂的和谐，却仅
仅是优秀的人的命运。”他告诉我们，在经过“分裂
时期”以后，大多数人的这种“精神崇高”不复存
在，孩童时代的单纯美好的心境一去不返，过去几
乎都是“崇高”的孩子，此后则大多成为庸碌之辈，
而只有少数优秀的人，才会在走出“分裂时期”后，
仍然并更为崇高——这时的崇高才是真正的崇
高，因为此中已经没有了童年的虚幻。别林斯基的
论文很长（长达七八万字），我们只能从中截取两
段，请少年读者“尝鼎一脔”吧。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短篇小说《家庭女教
师》，是“分裂时期”的又一极好写照。作品中的两
个小女孩才十一二岁，她们的“分裂”提前到来
了，因为她们看到了成人世界的惊人的内幕，她
们儿时的心灵被轰毁了。正如作者所写：“她们现
在已经不是在为她们的小姐而痛哭，也不是在为
她们从此失去了父母而痛哭，而是一阵猛烈的恐
惧震撼着她们。对这个陌生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
切，她们感到害怕。她们今天已经心惊胆战地向
这个世界投了最初的一瞥。她们现在已经踏入的
人生，使她们望而生畏……”

但我们知道了“分裂时期”的概念，并不是为
了“生畏”，而是要更好地把握自己，既不害怕这
样的时刻到来，还要能够自觉地走出“分裂”，重
建内心的和谐。虽然别林斯基说“通过内心斗争
和自觉，摆脱不和谐的分裂而达到灵魂的和谐，
却仅仅是优秀的人的命运”——可是，我们为什
么不能做这样的作秀的人呢？

今年六一前夕，三册《少年人文读本》已由明
天出版社出版。希望这样的书能成为桥梁，让今
天的孩子们在踏上桥身的那一刻，就眼界大开；
跨过这桥，他们能接触到许许多多大作家、大艺
术家、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从而进入更为广阔
的精神世界。

今天的少年不应躺在“讨好模式”的童书中
浑噩度日，他们正在长大，他们应自觉迈向人类
精神的高峰！

■短 评

拿起这本书，你会看下去。因为你是真
正的读者，你想通过文字描述进入形象世界，
从中汲取美感和启悟，而非仅作为娱乐，追求
感官刺激。或许，你已经读过 2013 年获得第
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木棉·流年》，那
么自然该接着读她的姊妹篇。若未曾读，就
两本书连续地看。在儿童文学园地里，李秋
沅的作品，以其题材之特异和文采之精美，别
具一格。它们都蕴含着殷殷寻觅的意境和韵
味，读来你会油然感喟，轻轻发一声叹息，默
默洒几滴清泪。

看过这本书，你将意识到：每一位作家都
有各自的领地，那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
家园，那是给予他们艺术灵感、创作资源的
沃土。李秋沅的领地，在福建海边的名胜岛
屿。进入小说世界，作家以被称为英雄树的
木棉命名。木棉树高大挺拔，开满红花，神
采奕奕。《木棉·流年》所歌赞的，正是抗日义
勇战士的雄伟民族精神。作家再一次以“木
棉”领衔，标识《木棉·离歌》近似《木棉·流
年》，同样是为她熟悉和热爱的这一方圣土抒
写人物的传记和往事的传奇。

这两部书，都是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木
棉·离歌》里的这一个“我”，名叫“薇薇”。独
立的章节有机串联，分散的情节殊途同归，
使 《木棉·离歌》 成为作家对自己从幼年成
长为青年的回忆：4岁到18岁，人一生最纯
美的年纪。李秋沅设定的读者对象，就在10
岁左右最纯美时期，自然能够拨动同龄人的
心弦。由“我”来讲述见闻经历，更见生活
的真实，更显艺术的魅力：“薇薇”的眼光
和意念，是童稚纯真的；作家的描绘和开掘，
是老到深沉的。

小说要给读者提供未曾见闻的境界，《木
棉·离歌》把你带上了唤醒耳目的木棉岛。那
里四处可见老屋，爷爷的老屋楼上有一架钢
琴。“奶奶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木香，我曾从箱
底翻出奶奶的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证书。”爸
爸妈妈上班去，“我”就跟爷爷玩中英文互译
游戏，“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体验过“我”
家的环境，你会了解“我”的素质和品性：出身
书香门第，擅长人生叩问。对人情事理的变
异，“我”总要问一句“为什么”，这也正是提示
读者关注的课题。

随即，岛上几个人物的悲惨命运，逐一撞
击你的心扉。先是残疾人“衡宇”，虽然不无
文化，但是只能卖鱼，却会拉一手迷人的大提
琴，身患重病仍坚持演出，“几次被疼痛打断，
在如雷的掌声中继续下去”。他曾告诫“我”：

“叔叔这代人荒废了好时光……以后，你们，
要有出息……”再看归侨疯女“曼茹”，每天都

带女儿到渡口广场去唱歌，唱老歌《东方红》
《国际歌》《共青团员之歌》……如果有人讪
笑，她的女儿春燕就狠狠盯着那人，“两眼
冒火”。

《谢园之殇》讲“我”到“鬼屋”去探险，如
泣如诉的“南音”萦绕其间。屋里的东西早被
造反派拿走了，只留一幅守园阿公藏起来的
小画。画上的园主人，目光穿透层层黑暗。
谢家兄弟都是南音演奏高手，老二当上抗日
血魂团的一名首领，老大因受不了日寇酷刑
自尽于自家楼顶。他们死得很惨，“却到死不
敢承认自己是血魂团的人”。“我”想知道这是
为 什 么 ，阿 公 却 只 吟 哦 ：“ 山 险 峻 ，路 斜
欹……”南音悲怆的曲调和阿公远去的背影，

“在我心间留下苍凉的印记”。
《有一片田野》讲“华美书院”消失，回旋

着“是非对错界域之外，我在那里等你”的诗
意。“木棉岛沦陷，沈先生忍辱负重在日本人
监控下继续任校长”，掩护抗日活动。但当风
雨来袭，此事不被认可，纪念他的启明亭匾上
的字被凿掉。沈夫人是画家，“我”跟她学绘
画，看不出她脸上有愁苦痕迹。“也许画画是
她的庇护所？”却见她怎么也画不好藏在心里
的沈先生。斗转星移，市场兴起，为修商业
街，拆掉了启明亭，这里再也无所寄托，沈夫
人遂寂然离去。

现实的际遇，也多有唏嘘。《穿白纱裙的
美伦》里，“我”很好奇，想弄明白美伦为什么
不称呼阿珠为外婆，而直接叫她的名字。后

来从大人们的交谈中得知，阿珠是“收房丫
头”，美伦母亲是丫头养的。奶奶为此警告：

“有的真话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随便说。”这
又是为什么？人与人如此不平等，真话却不
能随便说？而阿珠爱美伦，为外孙女缝制了
好看的白纱裙。美伦没能穿上，阿珠躺进新
坟。看到阿珠的墓碑，“我”才感悟：世上有的
真相，要等人死才能大白。

《虞美人》里二姨婆的下场也是如此。她
离经叛道，抗婚外逃，父亲因她病故，大姐跟
她绝交，乃至她弥留之际，都不肯见最后一
面。她是德高望重的医生，出殡时许多人来
送葬，大姨婆终于现身，“姐妹俩隔着生死喁
喁低语”。“我”跟二姨婆则亲近，独自到她家
去取她送给“我”的红高跟鞋。那年我上初中
了，“对美异常敏感起来”，曾在镜子前模仿二
婆姨“低首抬眼、桀骜不驯的神情”。而“我”
心目中另一个“虞美人”，是在渡口广场径自
坦然跳舞的女学生。

李秋沅把两个故事扭结一处，对比对照
凸显意蕴：美在对世俗桀骜不驯，美在对创新
执著追寻。作家是美的使者，也是美的守护
神。

《乡下来的淑芳》中，淑芳到“我”家当保
姆，拒绝自己不中意的“猫仔”求婚。那男人
用金钱打通她家门路，迫使她不得不屈服。
无奈嫁给了商贩，便置身于生意经，但她坚持
要了一架钢琴，说是给未出生的孩子准备
的……

《别了，老屋》中，书到结局情未了，“我视
若珍宝的东西，汩汩地从被风洞穿之心的窟
窿里流淌出来，挡都挡不住”。

金钱万能，美在消融。作家为守护，用文
字的钢琴弹奏叹惋的心声，以唤起国人警
醒。回首往事，几度血雨腥风造成历史伤痛，
李秋沅虽未亲身体验，但她童年的记忆里保
存着受难者的信息和身影。审视当今，膨胀
的物欲正在污染淳朴的灵魂，李秋沅极为忧
虑深感痛心，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为让
孩子们对历史伤痛与现实弊病能有切合年龄
的清明认知，她没有直接正面地铺陈凝重，而
是把答案镶嵌于“薇薇”的回忆，交织进小朋
友相亲相爱的情谊之中。

“我”同情春燕，将身陷困境者引为好
友。“我”尊重谢家兄弟、启明先生，将遭受误
解者认作可敬的故人。“我”怜惜淑芳，只能把
美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我”羡慕二婆姨、

“虞美人”，向往穿上红鞋到渡口去跳舞……
“我”怀有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因而，《木
棉·离歌》叹惋又赞颂，赞颂对美的追求、珍惜
与传承。在正能量发挥上，它可谓《木棉·流
年》的延续和补充。这两部书相辉相映，弘扬
一种高尚坚挺的“木棉”精神，以启蒙小读者
鉴古识今，纯净心灵。

艺术总有思想，儿童文学更重营养。因
其读者主要是孩子，德育的贯彻讲求美育的
熏陶。给孩子讲什么故事，怎样给孩子讲故
事，题材与技巧应融会贯通。李秋沅的木棉
岛，就属于这一类萦绕爱国爱美情怀又焕发
感人魅力的精品。

李秋沅的《木棉·离歌》：

木棉赞 离歌叹
□崔道怡

正值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作为法国小朋友最
爱的卡通形象之一，《小毛毛无字故事书》已由接力
出版社在 8 月引进推出。8 月 30 日，在中国青少年
阅读体验大世界的小舞台，孩子们正拿着自己的画
作认真地讲述着法国“小毛毛”的中国游。

小毛毛系列图画书由法国著名漫画家皮埃尔·
巴伊和编剧塞琳娜·弗莱朋共同创作。2004年的时
候，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塞琳娜开始为小女儿阅读
各式各样的图书。她一直想找一本适合女儿年龄阅
读的不用文字也可以读懂的故事书，但是一直没有
找到合适的。于是她和她的先生就创作了小毛毛系
列图书。他们有两个孩子，孩子们是他们创作灵感
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对阅读小毛毛的小读者们
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对于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孩子来说，无字故
事书比有字故事书更容易阅读，孩子是用想象来理
解世界的，图画的方式更符合他们的接受能力，也比
文字语言更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小毛毛无字故事
书》图画连贯性强，便于孩子的理解，因为没有文字
的限制，又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成为让孩子发挥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媒介。

据悉，此次为了欢迎这位法国的“小毛毛”来到
中国，接力出版社和欧漫达高文化传媒（上海）有限
公司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小毛毛在中国”的绘画大赛
活动，让小朋友的画笔带领“小毛毛”畅游中国。《小
毛毛无字故事书》系列作者皮埃尔·巴伊也将在 11
月份上海童书展期间莅临上海，并亲自为南方赛区
获奖者颁奖。 （李墨波）

2014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当天，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举办国际版权推介会，《熊猫的故事》以
聚焦“国宝”的题材、铅笔画的朴素表达和高品质的
艺术水准吸引了众多海外出版社、版权代理人以及
读者和媒体。

《熊猫的故事》特别之处，在于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组织了一支国际化的强强联合的创编团队。日本
福音馆资深图画书编辑、旅日华侨华人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会长唐亚明先生是本书的文字作者，而“国
宝”的那些憨态可掬的形象和温驯可爱的神态则出
自日本著名铅笔画家木下晋先生之手。喜欢图画书
的读者一定能从画面的光影和笔触中捕捉到木下先
生的另一本图画书《阿春奶奶的手》的神韵，跟那本

书一样，《熊猫的故事》的装帧设计同样由国际知名
平面设计师杉浦康平先生担纲。图书责任编辑则是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黄金搭档、曾合作编辑过《图画
书：阅读与经典》的魏钢强和彭学军。

为了还原真实的大熊猫，作者专程前往四川大
熊猫基地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创作写生。在熊猫的
故乡与珍贵的大熊猫亲密接触，画家木下晋按规定
情境完成画作后，仍然无法抑制创作的冲动。一幅
幅精彩的画作让唐亚明难以割舍，不得不考虑重新
调整故事。

该书引起了海外出版商、版权代理以及众多图
画书爱好者极大的兴趣，已经有国外出版机构表达
了版权购买意向。 （童 文）

让孩子的画笔带领法国“小毛毛”畅游中国

向世界讲述《熊猫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