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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的信：窗·道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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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谷川俊太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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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道雄是
日本童谣诗人，也
是亚洲首位获得
国际安徒生奖的
作家，他创作的童
谣《小象》《山羊的
信》广为传唱。本
书收录的 162 首
童谣是日本国民
诗人谷川俊太郎
从窗·道雄诗歌全
集收录的近2000
首作品中遴选而
出的代表作，大致
依 创 作 年 代 编
排，以作者谈论创
作或回顾人生的
随笔散文开篇，有
助于理解诗人的
创作背景和精神
世界。诗歌语言极
富透明感，时常透
露出顽童般的狡
黠，深层却蕴含着
深奥的哲学问题。

《分类之书》

【英】尼尔·帕克 著

接力出版社

2020年12月出版

这是一本培
养孩子分类思维
和创造力的科普
绘本，从分类的
角度让我们重新
认识自己身处的
世界。书中通过
讲述男孩阿多一
天的旅程，巧妙
地介绍了不同的
分类方式。分类
影响着现代科学
的进展，有助于
获得重大的科学
突破，也与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能够帮助孩子们
从混乱的日常中
构建秩序，将复
杂 的 事 物 简 单
化。但这本书也
告诉孩子们，不
固守规则同样重
要，创造力并不
总 是 井 然 有 序
的，无序有时也
同样美丽。

■新书快递

本书是反映
中国东北留守儿
童生活现状的现
实主义题材原创
图画书，讲述了
大 雪 封 路 的 寒
冬，主人公小禧
默默等待着回城
的父母归来的故
事，深刻观照留
守儿童的心灵世
界，为其提供温
暖的心灵抚慰，
并让生活在城市
里的孩子们与之
产生共情。文字
余味悠长，画面
独特雅致，中国
传统剪纸和铅笔
线描相得益彰，
能为孩子们带来
视觉和语言的双
重体验。

《八音的秘密》

邹頔 文/曲

温艾凝 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

本书是为孩
子们了解中国民
族乐器而制作的
国内原创音乐绘
本，“八音”是中
国古代的一种乐
器分类法，已经
有 千 百 年 的 历
史，金、石、土、
革、丝、竹、匏、木
背后是博大精深
的传统文化。绘
本通过主人公和
爷爷的故事，按
照“八音”的顺序
为小朋友们介绍
了民族乐器的点
滴以及关于“八
音”的秘密。通过
文字、插图、音乐
和动画四位一体
的 全 新 创 作 方
式，让大家更立
体地了解民乐，
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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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吉·原野《乌兰牧骑的孩子》：

一部纯真而美好的草原颂歌
□徐德霞

迟慧的《慢小孩》以轻盈的文字讲述了一个
温暖的幻想故事，作者将自己对社会、心理、教
育等问题的思考融入其中，尤其可贵的，是将关
注点放在一类容易被忽视的“慢小孩”（这一词
汇并无权威性的释义，在幼儿教育领域多指那
些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慢的孩子）群体身上。这
是“从前的儿童文学没有写过的故事”，曹文轩
在序言中谈到，这些我们“难以注视的地方”或
是“我们看到了却又将目光挪移开的地方”，才
是文学的烛光应当照耀的地方。那么，“慢小孩”
究竟是怎样的孩子呢？

《慢小孩》的故事主旨在于“自我认同”和
“接纳他人”。作品把关注点放在了一群看似普
通却并不一般的孩子们身上：说普通，是因为这
些孩子不是特殊儿童，不是贫困留守群体，他们
只是平淡无奇的小学生；说不一般，是因为他们
看似普通，但内心时常与周围的人和环境保持
一种疏离状态，甚至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很需要关怀却
常被忽视，需要成长却常被误解。本书用一连串温暖又
童趣的故事，把人们的目光再次拉回到这些“不一般的
普通孩子们”身上，让我们认识到，他们比我们所认为的
更加“与众不同”，对关注与认可的需求比我们所给予的
更多，这是儿童文学作品应予关照的场域。

《慢小孩》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这
既是一个冒险园，也是一个游乐园。人类世界的主人公
慢慢，遇见了来自精灵世界且同样孤单的呱呱，他们都
很苦恼于自己的与众不同——慢慢做什么事都比别人
慢，遭到老师同学的嫌弃；呱呱的头上没有精灵“标
志”，他不会发光，伤口愈合得慢，他无助又自卑。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们来到了画中世界，经历了一次奇妙之
旅，最后又带着爱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些“慢小孩”的共同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是“与众
不同”的，或孤独、或乖张，或胆小、或软弱，在这样的

“共同的与众不同”的人际环境里，大家都放下了包袱，
努力做真实的自己，释放真性情。在这个世界里，他们
经历风雨、相互认同，实现了心灵的成长、自我价值的
认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接纳。他们的心灵成长展示了
自我接纳与被接纳的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借此向“慢小孩”表达了一个真诚的建议，准备融入社
会生活时，不妨从爱自己、接受自己开始。

迟慧在书中以“慢小孩”的节奏牵引读者的目光，
在故事中帮助“慢小孩”们实现心灵成长。常新港在这
本书的封底推荐语中说：“迟慧用孩童的视角和丰富的
想象力烛照着这片心声的童话王国，字里行间既跳动
着欢快的文字，又流淌着爱与温暖，妙趣横生，不落窠
臼。”迟慧在这部作品里，站在儿童的立场，以儿童的视

角展开故事情节、铺陈叙事语言，以简练通晓的
文字、精到奇特的修辞，让故事随着想象力进入
画中、飞到天上，走到读者的心里。《慢小孩》的
故事，浸透着对同异的哲思，对优劣的辩证，对
每个人的宽容与接纳。

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可贵品质。处在一个
快节奏、竞争性的世界，“慢小孩”们在流水线式
竞争中的后段迷失着，成为他们无法自我接纳
的原因。孩子是不该遭遇孤独的，该反思的是社
会和成人。教育家简·尼尔森认为，应避免将孩
子类型化，尊重孩子的个性。常陷入“笨小孩”自
卑里的“慢小孩”们，只是被蒙尘的璞玉，需要有
人来引导他们认识和擦亮自己，让他们有自信
融入社群。

慢，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坐着慢火车，“脾气
古怪、越是追赶就越是追不上”的时间仿佛消失
了，“慢小孩”们融化在周围的世界里，感受着美妙。

“慢小孩”的心灵世界，应该更符合“慢生活”的理
念。从慢之中发现美，在快节奏中寻找平衡，发现
独特的自我，这种理念与谷口治郎充满诗意的

“散步美学”心意相通，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态度。
慢，是一种温情的力量。“爸爸妈妈总是太

忙，错过了美丽的家园。”树懒小根的抱怨让我
触动。为什么家长们不能少点奔忙，多陪陪自己
的孩子呢？“慢是轻柔的态度，有着温和坚定的力
量。”书中的精灵世界“要什么都有”，在我看来如
同“一无所有”，因为精灵们之间不会相互给予关
爱，也无从感受从无到有的幸福感。只有“慢精
灵”呱呱，选择逃离这“没有幸福颜色”的世界，因
为“精灵世界的房子再好也只是房子，不是家”。

阅读文学作品，就是和作者心灵沟通。迟慧
的作品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源于她用轻柔的
文学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令人怜爱的感性世界。

“让我来做你的妈妈吧——玲玲的声音像天使的
羽毛一样轻盈”，“米粥的香气在空中掀起暖融融的长
袖，在呱呱的脸上摩挲着”，“蛮火车很调皮，它会出其
不意地晃动”……迟慧的语言是舒缓的，与“慢小孩”们
的心灵保持同频的轻盈，轻轻放飞的想象、轻柔精练的
文字、轻松幽默的语言，像妈妈在讲述睡前故事。

“所有的魔法都比不上爱的魔法”，精灵呱呱在朋
友身上，在人类世界体会了“爱”、理解了“爱”，在爱的
环境下他重拾自信，对曾经的自我质疑作出回应：“我
是一个懂得爱的男孩，从哪里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要到有爱的地方去，我要爱自己、爱别人并且享受爱。”

《慢小孩》是个温暖的故事，随着阅读的进行，仿佛阳光
一点点照进黑箱，也由此阐释了迟慧的教育观：“只要
有足够的耐心发现孩子、肯定孩子、等待孩子，充分地
尊重孩子的成长方式，每个孩子都了不起。”

儿童文学不代表情节结构的简单化。书中不但为
主人公慢慢添置了许多伙伴，呱呱、树懒小根、小谷等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单线故事，交织成多声部立体的
故事框架，还精心设计了许多迂回、荒诞、夸张情节，很
好地将形象性、教育性、趣味性融合在故事中。作者在
文学世界中创设理想条件，让小孩、父母、老师都得以
补救和成长，让欢快的启示代替现实的遗憾，这就是童
话的妙处。

作品以开放式结尾收束全篇，慢慢和呱呱带着爱
心飞往了缺少“爱”的精灵世界，读者很期待他们还将
遇见什么新的困难和烦恼，又如何实现自己的进一步
成长？这本书似乎还没讲完，很多奇妙的情节没有尽情
展开，许多感情尚待完全释放。正如本书的终章标题所
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会结束的故事”。

乌兰牧骑，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在20
世纪闻名全国、人人皆知的名字。乌兰牧骑是蒙
古语，泛指一支支活跃在草原上的文艺小分队，
当年他们的歌声不止回荡在广阔而美丽的大草
原，很多歌曲被广泛传唱，甚至流传至今，成为
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只可惜随着时代更迭，今天
的孩子对乌兰牧骑所知甚少。好在它并没有被
彻底遗忘，一旦被重新打捞，便会焕发出夺目的
光彩。感谢作家鲍尔吉·原野，以《乌兰牧骑的孩
子》这部长篇小说，带领我们再一次走近乌兰牧
骑，并随他们走进草原的深处，走进那难以忘怀
的纯美岁月。

真正优秀的作品从来没有违和感，哪怕你
并不熟悉作品里的生活，也能很快地随着作家
的笔触，走进书里的场景，走进故事内容，并深
切感知作品里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曾有学者
说过，一部真正的好小说反映的就是世道人心。
这部作品反映的是大情大义，关乎一个民族真
诚的历史，关乎中国共产党对刚刚翻身解放的
草原牧民的深切关怀。不然怎么会想到这么好
的政策，组建一支支人数不多、轻便灵活的文艺
小分队深入到草原深处，一方面送文化、送知
识、送文明，另一方面送医送药，开展暖心工作，
真正把党的温暖与关怀送到最偏僻的草原深
处，送进牧民的心中。这是乌兰牧骑组建的初
衷，也是乌兰牧骑的神圣职责。

这部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真实再现
了20世纪60年代的草原生活，彰显了人与人之
间单纯朴实的情感，刻画了一群淳朴善良、坚强
乐观的草原儿女，不露痕迹地歌颂了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的草原生活不同于当代。那
时牧民刚刚获得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当家作主，
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党和政
府怀着最真挚、最朴素的感恩之心。说起北京，

一种神圣的向往油然而生，到北京去看看天安
门，是草原人终生最大的愿望。

那时的草原水肥草美，牧民们很好地保留
着本民族的独特习俗和独特文化。自带包房，逐
水而居，夏季转场，冬季抗寒保羔——传统的生
活方式使得牧民们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一顶
蒙古包容下了全部家当。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
牧民的幸福感，特别当听说乌兰牧骑来了，方圆
几十里的牧民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地赶过来
看演出。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牧民的生活和
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的演出。草原上没有电，一
盏汽灯与其说给草原带来光明，不如说给牧民
带来了惊喜和欢乐，这样的新鲜玩意儿他们从
来没有见过。而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那简
直是一件神物，他们想破脑袋也搞不懂声音是
怎么来的。每当演出快要结束时，演员们就把收

音机高高地挂在白桦树杆子上，一群人围坐在
收音机前，个个伸长脖子，两眼放光，带着新奇与
兴奋，虔诚地聆听来自中央的声音，这便是乌兰
牧骑的保留节目。那时的牧民真是单纯得可爱。

作者不仅展示了草原牧民的真实生活，同
样满腔热情地描述乌兰牧骑队员的生活。其实
真实的乌兰牧骑，大多靠一辆简陋的大篷车，由
几个或十几个能歌善舞的年轻宣传队队员组成
一个文艺演出小队，常年奔波在草原上，顶风冒
雪，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从一座蒙古包走向又
一座蒙古包，不仅让从来没有看过歌舞戏剧演
出的牧民，享受到文艺的滋养，更是通过这种方
式把党的温暖传到草原深处，传遍四面八方。从
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文艺战士，更是党的方针
政策的宣传队，同时还是草原工作队，是真正扎
根基层，和牧民心贴心的文艺战士。

而该作品中的乌兰牧骑，是由两个家庭带
着5个孩子与其他队员组成的一支文艺演出小
分队。他们前往草原深处条件艰苦的白银花草
原，家长们本不想带孩子，可是孩子们挖空心
思、想尽办法追了上来，其中同一家的3个孩子
为了穿过沙漠还差点送掉性命。他们来到白银
花草原，以最真诚、最朴素的阶级情感，和牧民
同吃同住，真心实意地关心热爱着牧民。晚上演
出，白天帮助当地牧民劳动，送医送药。一个妇
女生孩子难产，他们赶紧借出大车，帮忙送到几
十里外的旗医院，成功地救了一对母子。几个孩
子除了帮乌兰牧骑干活，还帮当地牧民捡牛粪、
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为了给偏瘫的老奶奶
买一剂“再造丸”，孩子们到处收集脱落的羊毛，
把挂在树枝上、落在洗药浴的水池里的羊毛都
收集起来，终于实现愿望，帮助老奶奶站了起
来。同时，他们还意外发现了日本人留下的防御
工事，为当地排除了一大隐患。作者通过大量真
实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很好地塑造了一群善良、

纯真、朴实、厚道的草原孩子形象，成功地把我
们带进了20世纪60年代的草原，热情讴歌了纯
真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的淳朴情感，就像水晶一
样，不染纤尘。另外，也通过孩子的视角反映了
最普通、最本真、最传统的草原生活，写出了这
个民族独特的生活习性、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
特的性格，褒扬了草原牧民乐观、开朗、坚强、勇
敢的精神，整个作品从始至终闪耀着温暖、明
朗、和谐、自然的光芒，同时又深具浓郁的生活
气息和时代气息。正因如此，读这部作品时总有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代入感很强，我仿佛随乌
兰牧骑一起走进了纯净的草原，身心愉悦，从头
到脚透着一种平和自然的舒适感，这是读任何
一部儿童小说都没有的奇妙感觉。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站在客观的角度，既写
足了乌兰牧骑与当地牧民的真诚情感，也很好
地表现了孩子们在与牧民的相处过程中，自然
而然地受到当地传统文化的滋养，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知识，受到精神上的陶冶。比如，他们听
当地牧民讲蒙古族民间故事，从中体悟传统文
化的魅力；从猎人那里习得狩猎常识，对真正的
蒙古族人流露出真诚的崇拜；在捡拾牛粪的劳
动中，感受草原独特的生活习俗，懂得粪便也有
很大区别，牛粪最干净，而人的大便则很脏，不
可与牛粪放在一起。而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在
猎人的眼里，人是丑陋的，老虎则是真正的兽中
之王，是值得尊敬的可汗。这种随时随地获得的
蒙古族独特的自然史观，深深影响着孩子们的
成长，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深深植下天
人合一、自然至上的传统观念。可见，不只是乌
兰牧骑辅助教育了当时看似落后的草原牧民，
草原牧民也在无意中为孩子们启蒙。这是一个
正向交往、互相给予，而双方各有所得的过程。
相信你读了这部纯真而美好的草原颂歌般的著
作，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翻阅绘本《木兰辞》（叶
露盈绘），每一页、每一笔都
令读者惊喜、感动。

乍看上去，前外封面画的
是身穿盔甲的男儿，红黄的配
色浓墨重彩，细看，那飘飞出脸
庞的眉毛与盈盈含泪的清眸，
好像泄露了什么。后外封面是
团扇掩面的女儿，三绿底色上
绽放着无数粉白玉兰的淡雅，
熟悉的是与前图如出一辙的细
眉。打开封面，首先看到的是
团扇掩面的女儿，如果不急躁
地翻开封底，才会看到又是身
穿盔甲的男儿。接着是环衬，

曙红底色上绘制着花青与赭石融汇而成的蜿蜒虬枝，枝头绽放着朵朵粉白
玉兰，右下角有一枚五瓣桃花的发簪。扉页上，无论是隶书的作者印章、行
书的“木兰”二字，还是军牌样的“木兰辞”，都呈现出浓浓的东方传统文化
色彩。绘者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千古传奇的故事也在这精细的描绘中，
徐徐拉开序幕。

故事的第一页，是从小孩子们能脱口而出的“唧唧复唧唧”开始。跨页
图大面积的留白，只有右下角的小小圆形里有一个低眉女孩。这个女孩到
了第二张跨页里，改为高抬一条腿的织布坐姿，也许可以瞥见她并非中规
中矩的内心。接着，类似于国画连屏的第一个跨页图出现了，它以大小不
一的六幅连屏，展现了木兰的幸福家庭生活，和她无人能诉的内心烦恼。
接着是第二个连屏，大小变化的四幅图画，木兰手捻发辫，盈盈泪水，骑马
奔向山头，继续展现出女子思忆的内心波澜。接着用的是格外巧妙的折页
处理，正面暗蓝色背景是无数卷飘飞的军书，背面却是木兰手执白刃，挥泪
斩断飘飞缠绕的长发，坚毅而又决绝。第三个国画连屏呈现的是“东市买
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场景，移步换景，如电影画
面般生动淋漓。

滔滔黄河，浪花拍岸，家成了千里之外的遥遥思念。独立岸边山头的
小女子，无助凄凉，细腻的绘者让诗歌中的两只兔子一直陪伴。除此之外，
还有一只一直在传说中翱翔的凤凰，作为木兰的精神陪伴和灵魂呵护。战
争必须用折页来凸显，混乱、狰狞和暗黑里，却幻化出自然的男神女神。女
神落泪，为战死沙场的生命，男神挥手，将战死的生命带到天堂。绘者浪漫
的悲悯情怀，令人感喟！

四幅跨页的反面，色彩一下子从沉郁暗蓝转为清新淡绿。半幅留白的
寥廓天宇下，人们在回乡的河边恬静喂马、休憩，暗示木兰的回乡选择，让
读者的心也一下子转向明朗，这是绘画带来的艺术力量。

高高在上的可汗又怎样，偏居一角的木兰，归心似箭，两幅大片留白处
理，表现空间的距离，也表现心理的距离。

回家，我要回家，走时屋旁虬枝绿叶，归来时满树玉兰怒放。最后一个
连屏，呈现“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的欢欣活
泼。“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与“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图画遥相
呼应，相映成趣。“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又与前后环衬和前后封
面呼应。嗯，忘了说，后环衬：曙红底色，花青与赭石融汇而成的蜿蜒虬枝
上，绽放着朵朵粉白玉兰，唯有右下角，一枚宝剑，剑上桃花花瓣的装饰，一
如战士木兰头盔上的花瓣。

传统里忠勇孝义的木兰，其实也是现代社会里无数个坚强、独
立、内心强大的现代女性。她是“女”，也是“木兰”，还是“我”。她
爱国爱家，却不迷失自我。她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出了现代女性最喜欢
的模样。

最后，借用被选为“国宝守护人”的绘者叶露盈的一句话作为结束，
因为，再也没有比这句更好的表达了：每一个淳朴、善良、坚毅的灵魂都
是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