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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萝卜浇浇成长奇遇绘本”系列，是保冬妮绘本创作的最
新力作。这几年来，保冬妮在儿童绘本的创作中不断努力着。从
早期的“北京记忆”系列、“虎年贺岁”系列，再到“水墨宝宝
视觉启蒙绘本”系列，她不断地将自己心中的那份对童年的追思
与对文化的热爱呈现给不同年龄段的小读者，也让一个会讲故事
的花婆婆成为孩子们阅读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陪伴者。这套以婴幼
儿成长为主题的绘本书，分为《小萝卜浇浇和睡婆婆》与《小萝
卜浇浇在幼儿园》两套，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小萝卜浇浇和睡
婆婆》 是专门为 0 到 3 岁的宝宝设计的，强调了对婴儿，对身
体，对情绪，以及基本概念的认知性。而另一套绘本《小萝卜浇
浇在幼儿园》，则是专门为幼儿园里3到5岁幼儿宝宝所准备的，
有很浓厚的生活气息。

《小萝卜浇浇和睡婆婆》的读者群是婴儿，表面来看这个时
期的宝宝只懂得吃和睡，而作家却精巧地让宝宝的成长历险发生
在睡梦中。中国人常说“梦周公”，可见做梦在人看来是多么神
奇缥缈，在绘本中保冬妮带来了一个专属于宝宝们的“睡婆
婆”。读过她的童话故事《小浇浇和睡婆婆的魔杖》的读者一定
还记得，那个“戴着小花帽，骑着甘蔗魔杖的睡婆婆，她在每一
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小屁股上都盖上她的印章，然后带他们到处
旅行，教他们学各种本领”。在绘本 《小萝卜浇浇和睡婆婆》
中，作家沿用了这位神奇和蔼的睡婆婆形象，她有着特拉弗斯笔
下的玛丽阿姨般的神秘，又如邻家外婆般亲切和蔼。她带领着熟

睡中的宝宝们探索成长中的秘密，教会小主人公浇浇如何笑何时
哭。作家的想象十分生动有趣，对于成人来说，婴儿在成长过程
中的惊人变化总是带来如此多的惊喜。婴儿的认知与语言能力的
习得依然需要研究，但是作家用她的奇思妙想编织出一个浪漫的
幻想。比如其中的一本绘本《怕怕不坏》，睡婆婆带着小萝卜浇
浇去体验“怕”的感觉，她知道了玫瑰怕剪刀、小老虎怕猎人、
鼹鼠怕太阳，而小浇浇怕黑暗。通过这些经历，让宝宝知道怕是
人的一种正常的情感表达。而且作家用浅显而温暖的语言，告诉
孩子们“害怕不是坏事情，害怕可以保护小宝宝不遭受意外；宝
宝怕怕的时候就该找妈妈，妈妈一抱，就没事啦！”目前，在原
创绘本中，可以兼顾到婴儿生理、心理、情绪发展的绘本还是凤
毛麟角，这套绘本开启了一个婴儿绘本阅读的多元化空间。

在读“小萝卜浇浇在幼儿园”系列时，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
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作品《窗边的小豆豆》。作为孩子成长的天
堂，“巴学园”的教育模式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在保冬妮的这
套绘本中，可以看出她为构建一个“中国式”的巴学园所做出的
努力。从一个美味的果冻班开始，这个幼儿园对于孩子来说充满
了新鲜感，胖老师和瘦老师教会孩子们规矩的意义，用巧妙的形
式让他们知道不要乱丢垃圾，用孩子与动物最自然的接触让他们
体悟生命的意义。特别是《没有坏孩子》这部绘本很值得幼师与
家长深思，浇浇在幼儿园撕书，还往大家喝的粥里倒沙子，拆开
音乐盒玩具。对待她的这些看似不正确的行为，很多成人都选择
声色俱厉地批评孩子一顿，再告诫她不要再犯错了。这样的教育
只能用恐吓震慑住孩子一时，却错失了走近他们的最好方式。通
过老师与小浇浇的对话，可以得知她之所以撕书，是因为书中有
一只很坏的狼，她往锅里放沙子是因为她以为玩过家家用的沙子
就是盐，而拆开玩具则是出于一个天真浪漫的孩子对美好的想
象。她所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因为“坏”，而是由于幼儿对真
实与想象之间的区别还不能清晰地知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
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好意。“好孩子”与“坏孩子”的词语本身
就是成人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强硬地贴在孩子身上的标签，而这
个好与坏的标准的确太过片面。成人没有走进儿童心里的说教必
然是毫无意义的，而当我们能够像作家这样理解孩子，才能用最
好的方式回应着他们。

在两套绘本中，小萝卜浇浇是一直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她因
梳着小萝卜鬏鬏被叫为小萝卜浇浇，这个独特的造型也为图画中
的人物设计带来许多的灵动气质。这个活泼可爱、善良聪慧的儿
童形象是以作家女儿为原型的，其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也是源于真
实的事。例如 《小萝卜浇浇在幼儿园》 中的一部绘本 《种兔
子》，就是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有真实才有真情。这件事在她
的另一篇育儿美文《小孩儿，来了》中也有提及：老师让孩子们
带小兔子来幼儿园，于是浇浇妈妈和浇浇买来了一对小兔子：一
只小白兔妹妹和一只小花兔哥哥。但是，孩子们还不懂真实的兔
子与玩具之间的不同，他们表达对兔子喜爱的方式过于鲁莽，致
使两只兔子都不幸死去。在《小孩儿，来了》中，作家的写作重

点放在动物的死亡对于幼儿身心的影响上。但是在 《种小兔》
中，作家弱化了死亡的主题，她为这只兔子赋予了一个温馨的结
局。绘本中，小浇浇得知兔子死了很伤心，晚上她梦到了一棵兔
子树，上面长满了可爱的小兔子。第二天，当幼儿园给小兔子开
追悼会时，浇浇妈妈又带来了两只小兔，孩子们已经知道如何去
爱护动物了，在他们的细心照料下，小兔生下了小小兔。显然，
这样的故事结局更能得到孩子们的认同与欢心。除了能够准确地
把握儿童的阅读心理，在语言的运用上，作家也有极强的把握
力。为婴儿创作的绘本《小萝卜浇浇和睡婆婆》中，作家主动地
运用带有韵律的儿歌，比如在《睡婆婆来喽》中，睡婆婆教给小
浇浇微笑歌时，说的歌谣节奏轻快，明快易懂：“嘴角向上弯一
弯，哈哈笑声连成串。眼睛向下弯一弯，开心宝宝最好看。”对
于幼儿来说，语言的音韵与节奏最能激起他们在听觉上的兴趣，
这也是他们最需要儿歌、童谣的原因。而在写给幼儿的绘本《小
萝卜浇浇在幼儿园》中，作家更注重儿童的对话语言在作品中的
运用。在《男阿姨》中，故事的发展都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推进
的，而每一句孩子说出来的话，都符合儿童的思维习惯。让幼儿
在阅读中，感受到没有障碍的语言交流，也是幼儿故事需要把握
的关键点。

中国文化，也是保冬妮在儿童绘本创作中追求的重要方面。
可以感受到，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北京文化，作家是心怀热
忱的。保冬妮乐于将胡同文化、水墨情怀、儒释道的精神内核用
潜移默化的形式，根植于善于发现美的孩子的心中。在这套“中
国印象”的绘本中，作者将新水墨的画风诠释得十分得当。绘画
作者于洪燕将水墨写意的绘画风格与卡通画中形象的精致相结
合。对于儿童读者而言，他们既可以通过水墨晕染的笔触体会图
画在颜色上对情感与景物的表达，又能满足他们对于活泼生动的
形象的需求。在图画细节的刻画上，更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
的风格，从小浇浇的穿衣打扮，到孩子们的形象设定，甚至于一
把桌子、一把椅子，都源自于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当孩子们
读到、看到的是自己身边的故事，自然会身临其境般地流露出亲
切之感。这样的“中国印象”便不仅有历史和传承的印象，更有
时代和生活的印象。

此外，这套系列绘本还有一个新的亮点，作家添加了动手与
实践环节，书中附赠了两个小册子，分别是《大家一起玩水墨》
的画册，以及根据绘本故事改编的《10幕儿童系列绘本剧》。绘
本剧是伴随绘本的兴起而逐渐流行起来的儿童拓展阅读的新形
式，通过语言、动作、情感的表达，儿童绘本剧可以让孩子们更
深层地感悟生活，塑造健全的艺术审美品格。而在与不同孩子、
家长合作完成一个绘本剧的过程中，也是对儿童社交礼节的培养
过程。在“水墨宝宝成长奇遇绘本”系列中，针对两套不同书
系，保冬妮设计了与故事情节相关的绘本剧。无论是人物、场景
的设定，还是剧本的语言、动作都是极易操作的。随着儿童绘本
的不断进步，对于绘本剧的发展也必将日益完善和多元。从这一
点来看，作家在这套绘本中的绘本剧尝试有着重要的意义。

顽皮娃娃的优美天地顽皮娃娃的优美天地
□山 丹

保冬妮水墨绘本“小萝卜浇浇成长奇遇绘本”系列：

■短 评 《从海底来的爸爸》：

不仅仅是一次冒险
□孙卓然

这本书我是和孩子一起读的，我读，他听。遇上
好故事，我喜欢这样的亲子共读。因为用声音传递
出来的故事，更生动、立体，并富有温情。这样充满
感情的朗读，毕竟辛苦，时间不能太久。遇上像《从
海底来的爸爸》这样情节环环相扣，把孩子的好奇
心调得高高的故事，我在孩子一次又一次“后来呢”

“然后呢”的追问下，强力坚持到声音近乎嘶哑。
这是个冒险故事，小孩子去海底寻找爸爸，当

然是一次冒险。这次冒险非比寻常。
说起来唐可可不算幸运。他的妈妈早逝，他

自小就跟着爷爷生活，可还没等爷爷告诉唐可可
关于爸爸的事，爷爷就带着这些秘密永远地离开
了。对于爸爸，唐可可脑海中的印象全部来自据
说是爸爸亲笔写给他的信中。“我在迷海！”这是
唐可可的爸爸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上的话。胆子不
算大，在学校还要受女生欺负的唐可可，坚信爸
爸还活着，他下定决心去寻找爸爸！冒险之旅由
此揭开帷幕……

被小读者亲切地称为魔法姐姐的作家葛竞有
着丰富的想象力，多年的魔幻题材创作经验呈现给
我们的故事奇异、惊险、不可思议。身为北京电影学
院动画系的教师，她的作品有着极强的画面感。阅
读作家精心编织的文字，一个个场景在我们的眼前
次第展开，扣人心弦的情节召唤着我们加入他们一
起去冒险。我们看到，作品中的现实与幻境切换得
合理又巧妙，海怪婆婆的小店，可以听到来自海底
神秘声音的潜水头盔，能够通往迷海的天花板小
门，还有午夜 12 点驶往海底的大船……这些神秘
物件是要带领读者进入奇幻世界的，它们极大地吸
引和调动着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读者跟随主
人公一起冒险，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机关，
千奇百怪的事物，读者参与其中，有互动，有代入，
这样的故事是最受当下孩子喜爱的。但，这些还不

是我最想说的。
《从海底来的爸爸》最打动我的是主人公唐可

可的精神成长和弥漫在文字间的爱与关怀。作为魔
幻冒险类题材的作品，不以刺激、恐怖、惊险博人眼
球，而让爱与关怀的调子舒缓地铺陈开来，成为故
事发展和延展的主基调，这在同类作品中不多见。

唐可可，一个瘦瘦小小不算胆大的男孩子，为
了寻找自己不曾谋面的爸爸，登上午夜 12 点开往
海底的大船。那个欺负唐可可，而且不相信唐可可
爸爸是潜水员的同桌米坦坦，为了证实事件的真伪
赌气陪同唐可可一起去冒险。他们智斗海巫婆，遭
遇乌贼“埃拉”，与样子怪异的船长周旋……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不再是冤家对头，他们学会了彼此保
护，彼此信任。友情和关爱引领他们战胜重重困难。

海怪婆婆是个巫婆，她自私、贪婪。海怪小店是
她的，大船是她的，她想让迷海和迷海里的宝贝都
是她的。她用美丽的迷海做诱饵，诱骗人们购买昂
贵的船票来到迷海，她想获得无尽的财富，她控制
了船长，永远地剥夺了他的自由，她甚至毁了迷
海……这样的巫婆是否应得到悲惨的下场和无情
的审判？

爸爸，唐可可想象中慈祥可亲的爸爸，在种种
猜测和验证中被证实，他真的就是样貌丑陋，已经
被海怪婆婆变成了鱼怪兽的船长。在船长为了挽救
大家的生命提出建议而遭到质疑的时候，唐可可几
番犹豫，最终勇敢地告诉大家：“他就是我爸爸！”为
了解救被困在冰球里的爸爸，唐可可勇闯海底，他
对爸爸说：“你是非常勇敢的船长，我也应该是一个
很勇敢的人。”在唐可可的帮助下，爸爸从冰球中逃
出，但不得不永远留在大海。告别时，爸爸拍拍唐可
可的胸口，那是心脏的位置，告诉他，“我会永远在
这儿！”唐可可大声喊，他会当一个最棒的潜水员回
来找爸爸，可是，“唐可可没有来得及想清楚，以后
他真的来了，还能找到爸爸吗？海这么大啊，又没有
边际，没有坐标，甚至比陆地上的世界还要大……”
读到这里，真的读不下去了，哽咽、流泪……同时，
我也看到了孩子眼里噙着的泪花。

还好，我们的唐可可长大了，他的心里装着爸
爸，装着爸爸的爱和爸爸教给他的坚强和勇敢。永
远陪在他身边，给予他力量的，还有爸爸留在他手
心里的独一无二的、漂亮的小海星，那是爸爸留给
他的爱的印记。

魔幻冒险类图书目前是很受孩子们喜爱的一
种题材，多个品种长居畅销书榜。这类作品满足了
孩子们的好奇心，给了他们不一样的视野和体验，
让他们感受到异于平常生活的新鲜和刺激。但是作
为文学的一种类型，仅仅带给孩子们这样的感受还
远远不够。文学是滋养心灵的，是引领我们向善、向
美的。如果剥离情节的热闹和感官、心理的刺激，什
么应该是核呢？什么是能够让孩子们向往，可以留
给他们思考和回味的东西？孩子们阅读此类作品，
如果在经过锻炼和磨砺，在收获坚强和勇气的同
时，还能有精神上的成长，还能感受到脉脉的人文
关怀，明辨是非，感悟美善，体味到关怀和温暖，那
应该再好不过了。

■新书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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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前 的 人 没
有纸、录音机、录
像机或计算机，该
怎么记事情呢？有
了！古代的人类用
草绳打结来表示
打 猎 的 成 果 ；可
是，如果猎到很多
动物时，结越打越
多，就记不清楚到
底每一个结代表
的 是 什 么 …… 人
们不断地创新，也
为了各种需求，继
续寻找更好的记
事情方法。《记事
情》将横跨几千年
的文字和记录演
变精华，浓缩成图
画故事，让孩子从
故事中了解文字
与记事的演化，并
从中学习到解决
问题的思考方式
与科学态度。

当我们在睡觉
时，还有一部分的
脑神经细胞正在忙
碌着。它们在造梦
工房，负责导演出
不同的梦境，有时
候是坐飞机旅行的
梦，有时候梦到被
鸟追，有时候梦见
自己不停地工作，
有时候还会梦见天
空下起了冰淇淋
雨……但是，为什
么会做这些梦呢？
《做梦》用幽默简洁
的笔调，将关于做
梦的大小知识介绍
给孩子，说明了人
会做梦的原因、现
实世界与不同梦境
变化的关联，也介
绍了大家对梦境的
看法。漫画式的插
图更轻松呈现着许
多细节，让人读来
不禁莞尔。

这是一套低幼
图画书系列。在米
克·英克潘的笔下，
小猪威比的一举一
动都是那么的活泼
可爱。画风淡雅、清
新，淡淡的水彩墨水
线条勾勒出小猪威
比憨态可掬的形象。
这套书涵盖幼儿生
活、学习、情绪的方
方面面，陪伴幼儿快
乐成长，通过将0-3
岁的基本认知知识、
情绪心理融合进小
猪威比的一些经历，
在生动活泼的情境
中，让孩子学到知
识，而且为孩子打开
一扇想象思维的门
和一扇兴趣的窗。

《小猪威比情绪绘本》

米克·英克潘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年11月出版

这套书汇集中
外名家精品动物小
说，包括外国名家西
顿、比安基、椋鸠十、
查尔斯·罗伯茨、恰
普利娜等数十位作
者，以及国内作者，
除了沈石溪、金曾
豪、黑鹤、朱新望、蔡
振兴、李传峰等传统
动物小说名家，还有
池莉、宗璞、严歌苓、
李娟等写的为数不
多的动物篇章，风格
各异。每本配有至少
20 幅手绘黑白插
图，兼具艺术性和观
赏性。将故事性、趣
味性和知识性融为
一体，充满哲理内
涵，风格独特。丛书
情节生动，描写细
腻，读来十分引人入
胜。

《中外动物小说精品》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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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眼儿的巨人》：

吹梦的巨人
□彭 懿

说了那么多小人的故事，再来说一
个巨人的故事——不过你还真别说，描
写巨人的童书，还真是没有描写小人的
童书那么多。

这本书也是《女巫》的作者罗尔德·
达尔写的，书名叫《好心眼儿的巨人》。
达尔的书，孩子照单全收，没有一本不喜
欢的，但大人可就要挑剔多了，他们常常
会批评他的作品太迎合小孩子的口味。
不过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大人一
片赞扬声。约翰·洛威·汤森在《英语儿
童文学史纲》中说：“在达尔先生的著作
中，我最喜欢的是《好心眼儿的巨人》。”
安妮塔·西尔维在《给孩子100本最棒的
书》里说：“《好心眼儿的巨人》成了达尔
最成功的作品。”

达尔的想象力，真是打败天下无敌
手，这本书就是一个明证。

你看，在这个关于巨人的故事里，他
首先把巨人分成了两个阵营：好巨人和
坏巨人。好巨人只有一个，势单力薄，坏
巨人一共有9个，而且个个都比好巨人
高两倍。好巨人名叫好心眼儿巨人，坏
巨人的名字可就要恐怖多了，听多了夜
里你都会做噩梦：嘎吱嘎吱嚼骨头巨人、
啃姑娘巨人、喝血巨人、吃人肉块巨
人……好巨人吃素——吃一种极其难
吃、味道如同青蛙皮的大鼻子瓜，坏巨人
吃人——他们不但吃人，把人叫做人豆
子，还挑食，有的喜欢吃土耳其人，说土
耳其人豆子多汁，有一种迷人的香味；有
的喜欢吃英国人，说英国人豆子有呱呱
叫的鹦哥味。

其次，他安排这10个巨人住在一个
远离人间的不毛之地。荒凉倒还算了，
问题是它相当遥远，远到什么程度呢，远
到连地图上都没有标出来。远有一个好
处，就是可以避人耳目，所以这么多年来
巨人国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可也有不
方便的地方，就是9个坏巨人要吃人的
时候，他们必须赶很远的路。不过，坏巨
人不怕，他们个个跑起路来都像飞一样，
从巨人国到某一个国家，不过是几个小
时的工夫。他们白天懒洋洋地躺在地上
晒太阳，天一黑，就全都跑到住着人豆子
的地方去吃晚饭了。于是，偶尔就会有
人在黑夜里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
的情景——

在月光下，她看到了9个半裸的巨

大野兽，一块儿轰隆隆地从前面跑过。
他们成群地跑，脖子向前直伸，双臂在手
肘处弯曲，最可怕的是他们的肚子都鼓
了出来。他们的步子真叫人不敢相信。
他们的速度真叫人不敢相信。他们的脚
在地面上踏得像打雷一样响，在身后留
下滚滚的灰尘。不到10秒钟，他们就不
见了。

可怕吧，这时他们已经吃饱了，正在
往家里跑呢。你说，还能让这样的坏巨
人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为非作歹吗？当
然不能。

《好心眼儿的巨人》说的就是好巨人
和小女孩联手消灭这些坏巨人的故事。

索菲是孤儿院里的一个小女孩，一
天夜里她睡不着，看到有个巨人在“巫师
出没的时刻”沿街走过来，一路上不停地
把一把长长的小号伸进有小孩睡觉的房
间。他发现索菲在看他，便把她从窗口
抓了出去，用毯子裹着，翻山越岭，拎回
到了巨人国。他告诉索菲，因为你看见
巨人了，所以你只好在这里和我一起度
过你的余生了。这个巨人是好巨人，他
吃素不说，还专门搜集好梦，把它们分门
别类地装在一个个玻璃瓶子里，晚上再
挨家挨户地吹到孩子们的梦里去。聪明
的索菲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调配了
一个梦，然后吹到了英国女王的梦里，让
女王知道是巨人杀死了那么多可爱的孩
子。于是，女王派出军队，抓住了9个坏
巨人，把他们用最粗的缆绳捆住，吊在直
升机下边运回了英国，场面十分壮观。

达尔擅长写机智又搞笑的对话，在
这本书里，好心眼儿的巨人和小女孩索
菲的对话占了一大半的篇幅，但读起来
都像下面这一段这么好玩：

“我妈妈！”好心眼儿巨人叫起来，
“巨人没有妈妈！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不知道。”索菲说。
“谁听说过有女巨人的！”好心眼儿

巨人叫着，把那大鼻子瓜在头顶上旋转
得像个套索，“从来没有过一个女巨人！
也永远不会有。巨人都是男的！”

索菲觉得有点糊涂。“那么，”她说，
“你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巨人不是生出来的，”好心眼儿巨
人回答说，“巨人是冒出来的，就这么回
事。他们只是冒出来，跟太阳和星星冒
出来一样。”

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