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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特别的儿童诗双语
绘本。

说它特别，首先是因为面对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的特殊背景，作者力图寻找一种中国儿童
诗歌的新精神——这当中有着普通中国老百
姓善良本性的流露，有着诸如“知恩图报”“结
草衔环”等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精神的体现。我
相信，它会给所有热爱美好与和平的人们带来
情感共鸣。

其次，它的特别还在于一种新的“儿童交响
诗”的概念。诗歌作者萧萍首次尝试用交响乐
的结构创作儿童朗诵诗，将音乐性灌注于诗歌
中，这也是我一直倡导和力主的。我想，这是她
对中国儿童诗写作的又一次突破性尝试与奉
献，值得肯定和赞赏。

图画作者马小得的图画绘制也充满灵气，
唯美写意，和诗歌可谓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极
大地丰富了绘本的表现空间。尤其是形似玩具
的小汽车在图画书后半段反复出现，这一细节

处理看似不经意，实则细腻动人，
形成一条暗线的贯穿，将图画独
立的叙事视角展示出来。

我还特别赞赏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的“融媒体”出版思路：孩子们在阅读图
画书时，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听到作为朗诵
背景音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经典的乐曲凸显出诗歌的恢宏气象。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据说古典音
乐发烧友、编剧姜原来先生热心地为录音师张
治先生推荐了上个世纪二战时期，由富特文格
勒指挥、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
曲》的现场演出版本。后经过40年代的现场效
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朗诵的时候，会听
到有些微咳嗽声的缘由。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穿越时光的贝多芬乐曲和燕子姐姐声情并茂的
朗诵完美相融，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独属于儿童
交响诗的音乐会现场感。

徐鲁的导读文字也让我印象深刻——是真

正的诗人评价诗人，彼此心灵相通、惺惺相惜。
尤其是关于苹果爷爷的部分，文字素朴隽永，令
人动容，让我们对作品的故事背景有了更清晰
的了解，便于孩子们理解和诵读。

在我目前读到的国内原创绘本中，采用双
语并存诗歌形式的不是太多。我注意到这本绘
本的中文和英文在儿童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上，
都有着自身的语言考究和音乐华彩，这让我十
分惊喜。

只是真的非常遗憾，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
候，听闻苹果爷爷上个月在他家乡的洒渔河不
幸去世，年仅61岁。我只能在心里默念，愿这位
可爱的云南好人安息，愿他在天上也能听到孩
子们满怀赤诚的美好童声——

“亲爱的，你好，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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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有话说》（全4册）

懂懂鸭 著 杨遆峰 审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小脑袋装的大哲学》

高浩容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2年4月出版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未来是什么样
子？”“宇宙有多
大？”“什么是爱？”
在这本写给好奇
小孩的哲学启蒙
书中，这些问题都
可以得到解答。小
学生顾守愚意外
发现外婆养的边
境牧羊犬菲拉、百
灵鸟苏菲亚，在夜
深人静时会用人
类的语言讨论哲
学问题，从抽象的
知识论谈到与生
活息息相关的伦
理价值，小读者可
以在涉猎广泛、包
罗万象的对话中
找到面对生活境
遇的“幸福良方”。

《你看月亮的脸》

李秋沅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5月出版

本书是李秋
沅“寻找自我成长
小说”系列作品之
一，是一本寻找自
我、看懂世界的心
灵成长书，也是一
本唤醒青春、走向
成功的励志故事
书，更是一本生命
教育、成长教育的
生动指南书。少女
金杏逐渐破除了
对成人世界的盲
目崇拜和依赖，从
内心寻找到自我
成长的自信与力
量，在懵懂中实现
了蜕变。作品情感
细腻，节奏舒缓，
蕴含了诗意的个
性和古典的气韵，
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新书快递

该系列包括
《古人这么吃》
《古人这么穿》
《古人这么玩》
《古人这么用》共
4册，囊括32家馆
藏机构的 100 件
稀世国宝，真实
还原古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全景
再现古人的生活
场景。丛书以近
16000个知识点，
让孩子积累丰富
的学习素材，打
破学科壁垒，顺
利完成综合性学
习。附以手绘细
节和场景的高清
图片，让国宝更
有温度，引领孩
子们树立民族自
豪感，回溯过去，
看清现在，展望
未来。

萧萍文、马小得图 绘本《亲爱的，你好，晚安》：

一曲唯美写意的儿童交响诗
□金 波

“牛粪书”系列丛书（全5册）

陈诗哥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2年9月出版

该系列包括
《牛粪来了》《牛
魔王来了》《牛郎
来了》《牛顿来
了》《黑洞来了》
共5册，在作者笔
下，经典故事得
到了另类诠释，
孩子们熟悉的牛
魔王、牛郎、牛顿
等形象都和牛粪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作者打破固
有思维，为经典
人物塑造出不拘
一 格 的 全 新 形
象，同时又从书
本走向生活，想
象以“牛粪”为宇
宙创世源点，将
会发生什么有趣
的故事。丛书脑
洞大开，读来令
人捧腹，也能开
拓小读者的想象
思维能力。

■短 评

阳光书房

南京气度与少年神采
——评邹凡凡新作《兰园》

□姚苏平

邹凡凡自少女读书时代就开始在《少年文
艺》等多家少儿刊物里小试身手,到攻读法国
索邦大学博士，在巴黎博物馆联盟艺术工作坊
做指导教师的人生轨迹中，陆续推出“奇域笔
记”系列、“写给孩子的名人传”系列、“秘密之
旅”系列等好评如潮的童书，她给大小读者留
下了学识渊博、思维缜密、文采飞扬、视野开
阔、活力充沛的深刻印象。她的作品博古通今
却不学究，奇思妙想却不刻意，生动诙谐却不
造作，有一股从容自若的大家之气。这不禁让
喜爱她的读者想一探究竟：这举重若轻的生花
妙笔，究竟诞生于怎样的人生过往里？

恰逢其时，《兰园》问世了。书中主人公苏
潜是一名“兰园外国语学校”的初三女生，生于

“世代书香”家庭，她童年时所居住的“卢府巷”
的旧年掌故、小学一年级迁居至“悬铃街”的邻
里世界，以及“北京东路”上的雪松、樱花和梧
桐等等,都封印着邹凡凡的成长刻痕。《兰园》

这部作品既咏叹了世纪之交金陵古城的毓秀和苍茫，也展现了时代骄子“开眼看世界”
的谨敏与赤诚。它是悬居海外的邹凡凡向少年光阴、故乡南京、成长友伴的一次深情回
眸，一场悲欣告白。我们可以循着小女孩苏潜的“兰园”故事追寻到儿童文学作家邹凡凡
的青春物语。

巴赫金认为，“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情节意义”，也就是说，主人公的性格具有塑
造角色、推动情节的力量。那么，《兰园》的主人公苏潜是个怎样的人呢？“单从外表看，
苏潜的长相挺有欺骗性的：一双大眼睛乌黑发亮，梳着个马尾辫，露出光溜溜的额头，小
小的一张脸肉嘟嘟的。每逢冬天，她不仅手脚会长冻疮，连脸上也逃不过，跟个烂苹果
似的，脸看上去也就更肉了——总之是一个机灵的捣蛋鬼。”但是她的性格却是谦和温
顺的，活脱脱的一位知识分子家庭的乖乖女。开篇这段徐徐的铺垫，会让此后不断“出
格”的乖乖女，闪现出别样的光彩。她会为陪着玩乐队、拍纪录片的何小满一起想尽办
法赚外快，只为了能够凑足买摄像机的钱；她可以和来自英国的外教托马斯等人一点一
点地挖掘着“卢府巷”等南京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希望通过“田野笔记”的方式记录下这
座古城的兴衰更替；她能够压抑又勇敢地与日本神户丸山中学的交流生们一起走进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出中国付出的牺牲为什么没有像“辛德勒的名
单”那样被知晓、被纪念的质疑。可以说，苏潜开眼看世界的成长历程，也是南京古城逐
渐打开城门、亮出文化名片的过程，更是像苏潜、何小满这样的南京少年为这座城市加
持活力、希望和担当的新里程。

苏潜的人物形象意义不止于世纪之交的名校优等生，更指向了当下中国教育考评
体制中女生的表现和趋势。百年中国的女性身份意识与自我认同，在《兰园》的诸多女性
中可见端倪。即便是世代书香的苏潜家族，家境优渥、开明的奶奶仍遭遇了童年绑小脚
的痛苦；恋爱、婚育，让她放弃了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的机会，也放弃了继续教书的工
作。尽管大爷爷和爷爷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身为美国知名生物学家的大爷爷并不认
为自己的5个女儿能让苏家“后继有人”，认定苏潜爸爸才是苏家传人。苏潜的父母多少
因为生了女孩而感到遗憾——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中唯一的孩子（无论是苏潜，还是苏
潜的表弟包子）不仅是每个家庭未来发展的指示牌，还是一种香火是否延续的潜在说
明。这让成绩平平的包子一家在苏潜父母面前强行撑起了优越感。更有深意的是，作为
南京最著名的重点中学“兰外”，老师中也不乏认为女生不够聪明，成绩主要依靠苦学得
来，一旦进入高中，就会落后的人。当然，这种潜在的论调，总是被这群浑然自若的女孩
们轻轻戳破。

何小满所执导的童话剧《美女与野兽》成为“兰外”初中部唯一的一等奖；程乐最终
战胜男生学霸蔡翔，拿到了学科竞赛的一等奖；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当带着市侩气的蔡
翔一次次挑衅苏潜后，这个“乖乖女”居然抡起书包扫了他，并在蔡翔道歉后表示了自己
的“不原谅”。对蔡翔等以成绩论优劣的一众男性，女孩子们从来没有失掉尊严和自信。
这是苏潜们的父母辈、祖父母辈所不曾有的女性自我认同的整体性勃勃生机。

然而在这个年代的性别博弈里，若有若无的性别歧视虽潜藏于城市的暗流中，一旦
流淌到农村，就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从安徽老家逃出来的青青，尽管聪明伶俐，甚至小升
初时超过了“兰外”的面试分数线，但是她和裁缝妈妈既被像苏潜父母这样体面的城市
中产者警惕地同情着，更被农村父亲家族粗暴地追捕着。可以说，不自觉的封建男权意
识时时侵袭、困扰着少女苏潜；也正因为此，苏潜更能在“惺惺相惜”的性别认知中读取
出无数女性的灼灼光彩：何小满的独立、自信与欢脱，何小满的妈妈何谷雨离异后“风一
般自在”的辛劳与坚强，青青的聪慧和努力；即便是与苏潜并不投缘的程乐，苏潜也渐渐
体会到她永不言弃的钻研精神……这些或如肖像、或如剪影的女性形象，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峥嵘时代里女性的觉醒、告别与生长。

巴赫金曾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中谈到，存在两种类型的成
长小说，一种是“成长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另一种是“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
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再是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
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兰
园》讲述了有关南京百年的代代芳华、各领风骚；也让那些闯进南京城的“外地人”：诸如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毕业生托马斯、日本学校的交流生，以及来自安徽农村的青青等以不
同的方式领略了这座城市的深沉和包容；更让旅居海外近20年的邹凡凡在校园、街巷、
藏书楼、碑亭、故人的捡拾中，拼贴出世纪之交的南京图景。正如书中所言，“兰园”没有
兰花，唯有以内在修养与公共担当所浇灌的玉树芝兰，不拘于南京的旧时庭阶，反倒绽
放在天涯四海，时时辉映着南京的气度与少年神采。

作家荆歌的“西班牙三部曲”
运用传统小说的构建法，起承转
合，骨架丰满，情节设置既自然合
理，又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小说
《你好马德里》开篇设悬，主人公梅
子中国家里的黑猫“滚滚”是个隐
性的“梗”，在人物情节显性的发展
中，吸引着读者去寻找答案。又运
用了“延迟法”，重笔描绘了一只似
像又不像“滚滚”的西班牙黑猫“何
塞”，还有“何塞”与“伊莎贝拉”生
的小猫作为梅子的慰藉，也是读者
的慰藉和“诱饵”，一路牵引着读者
的思绪，迟迟不交代“滚滚”的下
落，直至收尾都未明确其生死命
运，作家留白的手法增加了小说的
神秘感。其实，“滚滚”“何塞”已经
不是一只猫，而是一种爱的执念、
家的执念，对传统文明依赖之执
念，对美好事物拥有之执念。小说
这样的结局，让我想起张爱玲人生
的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
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

“滚滚”的下落就是这样的一种
“恨”，让人怜惜和失落，让人五味
杂陈。

《西班牙爸爸》中，阿娜的身世始终是个“谜”，
读者会自觉地携手主人公一起解开身世、寻找生
母。荆歌小说的演绎手法非常娴熟和高妙，埋藏
暗线，环环相扣，使读者在抽丝剥茧后恍然大悟，
每每有意外的“酸爽”。比如，《你好马德里》开篇
中梅子在机场邂逅一位“上海老阿姨”，敏感的梅
子受中国式教育影响“不与陌生人说话”，还误以
为她是骗子。我开始以为这一段是信手闲笔，读
着读着很快“忘”了这位路人，但是读到小说中段，
才发现此人竟然是梅子的新伙伴建新的妈妈。精
妙的小说作品，是非常讲究布局和伏笔的。这样
的伏笔在“西班牙三部曲”中随处可以拾掇到，比
如《西班牙爸爸》中对文物大提琴来历的伏笔，到
最终卖掉大提琴筹款资助阿娜姐姐的学业。还有
《托莱多电影》中，开篇写主人公小草子与小演员
石头“还真有点像，尤其是鼻子和下巴，脸型也特
别像”，临近收尾才明白，原来还有石头突发病情、
让小草子走进电影顶替角色的情节安排。

“西班牙三部曲”不仅在情节发展上没有平铺
直叙，而且每一个故事的结局也是亮点。《你好马
德里》的结局，安娜老师宣布，合唱团将在新年到
来之际去中国演出，圆了梅子的思乡梦；《托莱多
电影》不仅让小草子由观众转为演员，傻孩子尤薇
娅也找回了母亲，主线和副线均有交代；《西班牙
爸爸》收尾，阿娜虽然失去了中国母亲，但找到了
姐姐。每一个结局均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合乎书中人物的心意，又抚慰了读者，彰显小说家
的叙事功力。

新西兰儿童文学作家玛格丽特认为，“好的儿
童文学语言特别重要，因为语言作为媒介，将故事
的内容和孩子联系起来。……语言应该具有娱乐
性，让孩子们感觉到快乐有趣，既能吸引人，又能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荆歌在“西班牙三部曲”中
针对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来铺排语言，比如写
梅子刚到马德里阿姨家中倒时差，对马德里天空
和星星的描写，完全出自于一个稚童的心理视角，
表现出儿童的想象力和思乡情结。《托莱多电影》
中“驴子怎么变斑马”一章也写得非常生动有趣，
在小草子的眼里，宛如一场闹剧，相信不管什么年
龄段的读者都会哑然失笑。

作家通过较为浅白的儿童语言的汩汩流淌，
让读者体验到诗意的想象、充沛的情感和生活的
意趣，使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两本书中的中国
女孩，都是非常惹人喜爱的：患过敏性鼻炎的梅子
敏感而脆弱，从小被领养的阿娜则怯懦胆小又怀
揣着对命运的隐隐不安。还有阿娜的邻居伙
伴——西班牙儿童阿隆索，人物个性非常鲜活，自
小失去父爱，身处单亲家庭，还要面对陌生的性格
暴躁的继父，他善良顽皮，忧伤又有点叛逆。

读《西班牙爸爸》，我两次被戳中泪点。第一
次是玛丽亚妈妈因为车祸意外离世，阿娜抱着玛
丽亚的裙子，忍住了眼泪沉沉睡去。第二次是阿
娜读其生母李玉梅临终的信件，我伴着阿娜一起

流泪。对失去养母和生母的阿娜，作家在
作品中铺陈了大段的心理描述，引发了我
的情绪波动，作品对成年人也有着撼动心
灵的力量。

作品可贵之处还在于，以极其细腻的
文笔，写出了中国儿童对西班牙典型环境
和事件人物的认知过程，突出了心理转变

和认知成长的历程。在作品中我发现，梅子在参
加合唱队以后，性格变得更为融入和自信了，阿娜
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在西班牙爸爸的引导下，也
愈为坚强和独立了。“西班牙三部曲”极有益于与
主人公同年龄段的读者，可以从中感知“成长的烦
恼”，汲取成长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几个配角塑造得也非常
成功。《你好马德里》中建新的妈妈，是活脱脱的上
海中年女性形象。西班牙爸爸曼奴埃尔忧郁的艺
术家气质，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印象最深的还是
《托莱多电影》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大明星卡门，
初识时骄傲得盛气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
个孩子终于发现了她内心的脆弱和善良，以先抑
后扬的手法表现出了孩子们对明星的认识转变过
程，另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是小人物弗朗西斯科，
这个人物的出现也使故事愈加曲折离奇。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艺术无国界。在“西班
牙三部曲”中，荆歌笔下的人物造型，绝大多数都
是与艺术相关联，凸显作家深厚的艺术修养。《你
好马德里》中写合唱艺术，《托莱多电影》用电影
艺术贯穿，《西班牙爸爸》中大提琴和小提琴的专
业演绎，仿佛整个故事都是从这两把琴中缓缓拉
出来的。三部曲还穿插了中国和西班牙歌曲，
《茉莉花》这首源远流长的经典民歌，被作为中国
元素在三部曲中出现的频次最多。同时，小说把
《鸽子》《我爷爷的农场》等西班牙歌曲，输送给中
国读者，让读者享受艺术的跨国界穿越，相信不久
后“西班牙三部曲”会被译成西班牙语等多种国际
语言，让不同肤色的读者享受一场综合艺术的跨
界饕餮大餐。

《西班牙爸爸》中“茉莉花”一章写道，艺术家
安东尼奥谱写了小提琴组曲《伊比利亚四季》，并
刻录了他亲自演奏的光盘，“作为礼物送给阿娜”，
该曲“有一段取材于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旋律”，
然后，西班牙爸爸曼奴埃尔就激动地带着阿娜开
始演奏此曲。显而易见，作家以此表达的是中西
方艺术真正融合的理想。

《你好马德里》临近收尾的《微笑》一章，作家
写道：“欧洲少年合唱节上，梅子他们的节目获得
了金奖。这是一首西班牙民歌，歌名是《微笑》”，
安娜老师在节目中安排了梅子用汉语朗诵歌词：

“如果匆忙中我忘记对你微笑/请原谅我/而善良
淳厚的你/能否给我一个微笑/永远微笑吧/在人
生的旅途上/最好的身份证就是/微笑”，这是作家
用童心如雪的“微笑”向这个纷扰的世界递上的橄
榄枝。

荆歌在“西班牙三部曲”中，把中国孩子这块
璞玉置于斑斓的世界舞台，让中华文明在与世界
文化冲撞融合中，将自身打磨得愈加温润、包容和
丰盈。瑞士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说过：

“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在不同的人的眼里看来都
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无论如何，“西班牙三部
曲”在中国儿童小说创作走向世界的旅程中，已经
竖起了一块里程碑。

淬
炼
于
他
山
之
石
的
璞
玉

—
—

读
荆
歌
﹃
西
班
牙
三
部
曲
﹄

□
黄

莉

《亲爱的，你好，晚安》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