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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世界

争分夺秒 丘盛琳（15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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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海外多家出版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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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是一种很好的图像媒介语言。但通常一

谈到绘本，很多人会认为，绘本就是小人书、连环

画，而其实它们之间有着不小的区别。

绘本是图文共同叙事或者表现同一主题，甚

至全部以图画来“讲述”故事的书籍，兼具文学性

和艺术性。插画书的重点落在文字上，文字是书

籍的心脏，插画仅仅起到补充说明和艺术欣赏的

作用。绘本则以图画为主要表意手段，图画之间

需要包含着一定的逻辑关系，而连环画无论是名

著改编还是原文创作，都既要求图画的连续性，又

侧重讲故事与叙事的完整性。同时，绘本的体裁

多样，区别于漫画中的图像起主导作用、文字辅助

图像、一般以对白或旁白的形式出现，绘本以图画

为主、文字为辅，不仅图像精美、童趣盎然，而且文

字精练、充满意趣。

有人认为绘本只适合在人们成长的低幼阶段

阅读，而台湾绘本出版人郝广才曾说：“绘本绝大

部分是为孩子做的，就算有成人的读者，也是给心

中还有童真的大人看的。”其实，绘本阅读不仅适

合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也适合成人。绘本研究

学者陈晖和台湾绘本作者林美琴在各自的作品中

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前者在对儿童绘本阅读的

观察实验中发现“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个性

的孩子对作品的理解、兴趣和反应明显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即使对

同一本绘本，每个年龄段孩子的感受和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绘本作为一种结合了语言文学和视觉艺术的新兴文本样式，是

一种“事无巨细”的艺术整体。除了文本中的文字和内容，作品的开

本大小、纸质类型、排版装帧、封面封底设计等也都经过精心地琢磨

和安排，并最终以和谐完美的最佳方式组合凝聚。读者在阅读绘本

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每一幅图片、每一段文字在背景气氛的营造、

节奏韵律的安排、道具伏笔的设置、视点翻页的技巧等方面独一无

二的风格。

绘本形式中的线条、用色、韵律、文字排版、书籍封面封底的设计、

镜头之间的运镜、页面与页面之间的布局等，绘本主题的人与自然、人

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文化、人与世界等的无限丰富性，都值得读者

去接触和理解。而了解更多的绘本创作艺术，能够提升读者的审美和

艺术鉴赏能力，不管是对于绘画、图像、还是电影等其他传媒的欣赏眼

光都有着积极意义。

日本现代“绘本之父”、图画书出版人松居直曾将图画书的地位提

升至“可以与诗、童话、戏剧等相并列的最为现代的儿童文学领域”。

在现实生活中身心俱疲、无处可逃的人们，难以找到情感宣泄的出口，

而在绘本中，那些简单、温馨、近乎孩子般天真的图画与文字里，人们

可以找寻到美好与轻松。郝广才曾在《好绘本如何好》中有着这样一

段表达：“抬头望着星空，世界变得好大好大。”他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源，

八成是因为小时候没有看过图画书，两成是因为长大没有看图画书。在

绘本阅读中，学生找寻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好和善良的初心。

如今，中国绘本市场已做大做宽，不像几年前只局限于儿童市场，

近年间，部分成人绘本作品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另外，很多插画师

也参与到绘本的绘制和创作过程中，作者群的多元带来绘本题材内

容、表现手法的极大丰富，很多优秀的绘本作品近乎于一种艺术品。

丹麦作家安徒生曾提及，自己的作品“与其说是为孩子写的，不如说是

为成年人写的”，他希望用自己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进行儿童文学创

作，但同时也没有忘记成年读者，他说：“当我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

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

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我想，绘本阅读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关 注

在《黑猫叫醒我》之后，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常笑予推出

了幻想小说新作《宇宙牙齿》。较之前作关注的儿童生活，

这本书的视野更为宏大，思考也更加开阔，直接落脚在人

类命运与地球的未来，但情节并不空泛。故事通过两个孩

子的“冒险”，穿梭于两个时代，最终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故事开始于作者虚构的“素钛时代”，此时，地球已不

适宜人居，人类无法星际移民，也难以居住地下，就在地球

表面数千米处包裹着一层合金，重塑生态以供人类生存，

而合金之下被废弃的地球就被称之为“尘埃时代”。“素钛

时代”是一个崭新的高科技时代，“尘埃时代”渐渐成了“古

代”，被形容成为一个肮脏、可怕、恐怖的地方，即将彻底封

堵起来。故事主人公牧耳受到念念不忘“尘埃时代”的曾

曾祖母影响，选修了考古学，有机会前往合金之下的世界

进行实践考试。考试过程中，他与同学马尾进行了一次大

胆的探险，没想到却意外从中了解到某些真相，并做出了

大胆的决定。事实证明，人类从没有凭空的命运，通向未

来的道路始终连接着遥远的过去。

幻想的境界

《宇宙牙齿》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幻想”的升级，如上

所述，常笑予的叙述直接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又创造了一

个新时代——“素钛时代”，这就是人类幻想中的一个可能

的未来。从虚构思路上来看，这种写法与郝景芳的《北京

折叠》似乎不无相合，但比起将地球本星进行分层，作者更

为直接地用一层“合金钛皮”重构了“地球”。

在故事里，这个时代不仅有一个高级的命名，更在于

有了一个极为匹配的生存逻辑。这个时代酷炫、高效、洁

净，总之，人类之前构想的那些美好愿景悉数实现。举一

个极小的例子，即使是人们最为日常的刷牙与沐浴，也有

了更多的模式，并且一切都可以自动化，“细毛刷和激光牙

刷在身体表现和嘴里驰骋”。更不用说作为城市交通线路

的“光缆槽”，还有“睡眠收集舱”，可以修补胶原蛋白的“美

容舱”，作为食物的“肉蛋白营养条”等。无须多写这个世

界本身的架构，只要从这些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就能看

到这个时代的高端与先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尘埃时

代”的破落与罪恶，是末日废土般的黑暗与无望。

当然，所有这些日常生活想象也并没有过分出奇，终

归是立足当下的生活瞻望。真正体现作者幻想的境界，却

是对这样一种幻想出来的现实的反思。“素钛时代”固然有

其优越性，但在这优越之下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人际状

况与生活景象。这个时代酷炫却冰冷，高效却无情，洁净

却脆弱。单是在主人公牧耳的家中，他就有不少困惑，

“仿佛他和曾曾祖母守候在一个车站，家人来来往往，偶

尔相遇”。无菌化的生活环境让人的健康机能日渐退化，

此外，更残酷的是这个时代的“基因检测”，人出生以后，

绝大部分的人生就已经被规划与认定，而面向“尘埃时

代”的背叛与谎言，通过宣传达到洗脑效果。诸如此般，都

让人深深困惑。

从局部幻想到全面创造，从全面创造再到深入反思。

《宇宙牙齿》里的幻想，既是故事成立的前提，又是故事不

断审视的对象，实实在在形成叙事的张力。“素钛时代”很

前沿，却十分虚幻；“尘埃时代”苟延残喘，却异常真实。当

马尾第一次见到真的河流时，书中寥寥几句表述让人颇为

感慨，人是自然之子，这一点亘古不变，不管身处哪一个时

代，如果代价是牺牲自然、远离自然，还能称为是好的时代

吗？《宇宙牙齿》里的幻想，既有一路狂奔，也有必要时的停

顿与反思，两者合在一起，回答了这个问题。

纯真的力量

故事结束时，“尘埃任务”开启，牧耳和马尾取得了不

起的胜利，很多人都夸他们“有勇有谋”。牧耳和马尾的勇

气与智慧有目共睹，但有意思的是，“素钛时代”与“尘埃时

代”的问题最终趋向解决的动力，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大

人，而是这两个小孩。有了纯真的孩子，两个时代100多

年的隔断，才有了和解的可能。

牧耳之所以选修考古学，是由于他能感受到曾曾祖母

内心的哀伤，他坚定了学习信念，想方设法也要替曾曾祖

母完成夙愿。曾曾祖母的后辈们，也就是牧耳的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们早已习惯“素钛时代”的生活，甚至在妈妈

的眼中，选修考古是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牧耳则不同，

曾曾祖母对他讲了那么多话，他能够理解“尘埃时代”的经

典儿童文学《小王子》，对于画成帽子一样的“蛇吞象”更是

如数家珍。这大概是向读者暗示，牧耳确实有着“纯真之

眼”，他能看到那些往往不是一眼可见的珍贵的东西，比如

曾曾祖母的情感，比如“尘埃时代”可能还活着的人。穿过

密奔井时，他的头脑里想着的是曾曾祖母以前居住的街

区。与他一起的马尾同样纯真，她爱冒险、爱挑战，在她看

来再没有比到“尘埃时代”更危险又充满挑战的了。

若不是这两个孩子，“素钛时代”上那么多人，轻易就

放弃了“尘埃时代”，这是一个重要隐喻。凡是与孩子有关

的故事都是这样，无论在哪一个世界，孩子总是未来的希

望。教育学者马克斯·范梅南在《教育的情调》一书里写

道：“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发生许

多的错误。然而在感觉无望的时候，恰恰是脆弱的孩子又

一次让我们体验到了希望”。这句话与《宇宙牙齿》这本书

的内容高度相符，孩子代表着未来，希望来自孩子自身，也

同样来自于成人的行动。

乡愁的余绪

曾曾祖母是《宇宙牙齿》里重要的线索人物，除了故事

因她而起，作者还花了相当的笔墨写了她的回忆——直到

牧耳来到花格贝母街，我们才明白原来曾曾祖母就是伍

暖，那个等待多年一再失望的“钛皮”监护师。所有的线索

就连接起来。为什么似乎所有人都抛弃了“尘埃时代”，曾

曾祖母总是谈论；为什么别人脑子里的“尘埃时代”污浊不

堪，她则回想着“苍翠如盖的树、翻卷着浪花的海，火山喷

发的烈焰”——作为澜沧江环境监测员，这些就是她每天

的工作。

“宇宙牙齿”这个听起来极为古怪的书名，至此才略能

有所解释。曾曾祖母始终保留着自己那颗烤瓷牙，在她看

来，这颗牙连着她身体的神经，她是来自“尘埃时代”的人，

这颗牙也就连着“尘埃时代”的神经，就是她的亲人、亲情，

还有“地底的岩浆、树木的根须、连接湖海的河流”，如果没

有这些执著的记忆与追寻，感情联系被切断，故事也就不

会发生。

“我这颗牙死了，尘埃时代就没了”。曾曾祖母执意留

着的牙齿，是她对“尘埃时代”全部的乡愁与思念，这才是

她生活着的真正宇宙。而这一点，牧耳是真的理解她的，

他问过马尾，当一个人对未来完全失去兴趣，还能给他什

么礼物，马尾说是“过去”，他同意。回忆不灭，“尘埃”不

死，生活不止。假如未来真的如创作者所幻想，或者“折

叠”，或者是不同的生存时代，能够让不同的人依然共存

的，就是那些对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的共同记忆。人类未来

的命运，就藏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这回忆的珍惜中。

《宇宙牙齿》有一个短短的“尾声”，混沌朦胧、浩瀚深

邃，或许这几节文字、这一本书，都可理解为作者奉献出的

她对地球、对人类的乡愁。因为一颗牙齿，她朝着宇宙深

处张望了几眼，发现地球也是一颗需要更多保护的牙齿。

作者是给了孩子希望的人，换句话说，其实是她身上的纯

真一直没有完全褪去。

她的幻想，她的乡愁，都如此纯真。至少这一次验证

了作者本人的话：“未来，在这张望中”。

一部以喀纳斯湖为主要抒情对象的儿童诗集《梦想在喀

纳斯的湖里》，从遥远的新疆来到了我所生活的烟雨江南。

我的心情，也在朦胧烟雨中随之激动。这激动源于我知道诗

集背后的不少故事。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快速发展的美好年代，当

时兴起的文学热潮，激起无数青年想当作家、想当诗人的

梦。而诗人裴郁平的梦想，恰好产生于此时。那时，我有幸

走入文学院，接受了正规的文学写作教育。而诗人裴郁平，

却在寻师访友，在追求写诗的路上艰难跋涉。

谈及那年，得知我们曾同在一个城市做着成名成家的美

梦，虽从未谋面，却有了很强的认同感，我们同为20世纪60

年代生人，都是在中国文学最兴盛的时候，成为了文学的爱

好者。现在他仍在写诗，通过网络，我们每天都在聊诗。他

写，我看。每天，他都有新诗出现，他的高产令我惊讶。好像

那些诗就是小溪中的朵朵浪花，一掬手，就会跃上来。我开

始鼓励他投稿，并多次推荐，还在我主编的杂志发了几首。

很快，他的诗作陆续见报，也越来越有影响。恍然间，半年的

时间匆匆而过，有一天他告诉我即将出版诗集的消息。得知

这个消息，我和他一样兴奋、激动。因为我相信，出一本诗

集，是每个诗人从写诗的那天开始就有的愿望。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快餐文化盛行，纸媒阅读也遇

到了瓶颈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版一本诗集，背后有着太多

辛劳和汗水。幸运的是，诗集《梦想在喀纳斯的湖里》很快就

和我见面了。随后，诗人裴郁平又告诉我，这本诗集获得了

2019年十佳华语诗集奖，是获奖诗集中唯一的儿童诗集。

这本书顿时在我的手里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那是荣誉背

后的艰辛。

诗集后面的故事，通过和作者之间长时间的交流，我知

道的更多。或许这些故事比诗集本身更让我感慨，这里有诗

人一路行走的艰难，有不被世人理解的痛苦，有失败后的沮

丧。诗人在喀纳斯湖的美景里，在母亲殷殷目光的期待下，

笃定地走了下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远方，踏上了一条实现理

想的道路。裴郁平的诗歌语言灵动，想象奇特。在这本诗集

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幅美丽的新疆画面，看到了博大的母爱

在徐徐呈现。新疆的美景、母亲的爱、诗人对生命和自然的

赞美，都会让你读得不忍放下。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诗

与画、诗与美、诗与母爱的纯美故事。

在喀纳斯湖，你会看到冬雪的泪水、春风的雨滴、湖水里

的鱼儿摆出的美丽队形。在布尔津的白桦林，你会看到妈妈

喜爱的土房子、玩耍嬉戏的野鸽子、站在雪野里的野兔子，就

像是童话里的世界。在阿尔泰山的早晨，你会看到山雀在抖

着翅膀，野鸽子对着红嘴鸟叫，松鼠甩着大尾巴跳跃，牧羊犬

在山间奔跑。在额尔齐斯河畔，你会听到清澈的河水潺潺作

响，在夜色里玩耍的两只小狐狸在夏风里寻找着狐狸妈妈。

这些景致叠成一幅幅美丽的新疆风景画。

还有一些诗，饱含了诗人对母亲的爱与怀念：

妈妈用柔软的手指

点醒了睡梦里的我

孩子，你笑什么

妈妈正坐在阳光下

眼睛里闪动着对我的期盼……

妈妈柔美的目光

让摇摇晃晃的我学会了奔跑

沿着长大的视野

寻找故事里的风景

成了我的梦想……

在梦里

我变成一只小山羊

跟着去冬牧场的妈妈

一路上，听秋风唱着草原的歌

梦里的妈妈

给我做了一个摇篮……

站在母亲的墓碑前

雪房子就住在了眼睛里

母亲在雪野里模糊

阿尔泰是山，是城

它是母亲的家……

儿童诗是美好的，儿童诗的世界挂满了鲜花和礼物，挂

满了微笑和祝福，挂满了春天和秋天的美丽风景，挂满了白

雪覆盖的童话城堡，它会成为孩子们最爱的阅读文本。诚

然，童年是短暂的，孩子终有一天会变为成人，正如诗人笔下

的《童年远去》所写的那样：“长大是一个烦恼的事情/这个春

天和下一个春天/童话也走得越来越远”。虽然童年会远去，

但诗歌永在，文字仍有朝气，有热望。它会让我们一如既往

地热爱下去，让文字的美好成为我们生活中最温暖的阳光。

让我们坐下来，迎着窗外暖阳，静静地读一首诗，在诗里领会

文字之美，阅读之美，来一次心灵上的旅行。

·
第
四
八
〇
期
·

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幼儿画报编辑部

编著、聂辉等绘者共同打造的专业少儿防疫科普图

画书《新型冠状病毒走啦！》电子版已于 2月 13 日

顺利和全国小朋友见面，全网线上免费阅读。值

得一提的是，本书在尚未出版时就引来了众多海外

出版商的关注，在新书面世不到两周内，就已经实

现了7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很多海外出版商表示，

本次疫情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他们出版本书的

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病毒，并做好有

效防护。

中少总社此次编辑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走啦！》

一书，以冠状病毒自述的形式讲述了冠状病毒是什

么，病毒从哪儿来，病毒是怎么传播的，人和人之间又

是怎么传播的，冠状病毒会给人带来什么危害，科学

家、医生、护士怎样对抗病毒、治病救人以及怎样远离

和消灭冠状病毒等等问题，语言浅显，内容充实、有趣

又生动，用图画书为孩子讲清楚这些问题，从而让孩

子学会保护自己，勤洗手、出门戴口罩、好好吃饭、按

时睡觉，养成生活卫生好习惯。该书编辑团队与时间

赛跑，自组稿到面世仅仅用了19天的时间，除电子版

免费阅读外，相应的纸质版也将随《幼儿画报科普玩

具书》套书免费赠送。

自该书完成后，中少总社国际合作部第一时间整

理出了该书的书讯及英文版审阅材料，并及时向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出图书中英文PDF文件。疫情

之下，各个国家都迫切需要新冠肺炎的科普图书，少

儿出版机构在海外能做的不仅是推动中国原创图画

书的版权销售，更大的意义在于向世界各地对新型冠

状病毒还不了解的人们，尤其是给孩子们送去科学防

护的专业知识。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国际儿童

读物联盟（简称“IBBY”）主席张明舟于2月29日向中

国童书出版人发起了“中国原创童书解困世界儿

童——抗疫‘世界大战’里的中国童书募集函”，恳请

出版人捐出新冠肺炎童书国际版权，恳请译者免费将

新冠肺炎童书译成外文，中少总社作为国际儿童读物

联盟中国分会主席单位，积极响应号召，目前已捐出

该书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