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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不仅
需要解决环境问题，切实推动绿色发展，
更需要教育先行。孩子是未来的主人，
从小加强对他们的环境教育，意义重大
而深远，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今天”和

“明天”，关系到我们能否拥有真正的绿
色家园。那么，如何让孩子通过绘本阅
读，从小树立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如
何能让孩子愿意跟着绘本去旅行，激发
他们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热爱，进而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时代课题，江
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交出的答卷是

“金山银山·我和自然”绘本系列。这套
书用绘本回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从
生态环境、动物保护、人与自然三个角
度，向儿童讲述中国大地上的绿色生态
故事，主动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童书出版
人的重要使命与责任。

——编 者

“金山银山·我和自然”是一套怎
样的绘本？

用中国绘本，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苏少社
的“金山银山·我和自然”绘本系列已出版6部作
品，分别是《我们住在雪山上》《湿地的秘密》《大运
河送来爷爷的车》《那里有条高高的河》《飞吧，飞
过最高的山》《种一个春天》。书系出版后，先后获
得文津图书奖、中国童书榜最佳童书、布拉迪斯拉
发国际插画双年展推选作品、陈伯吹最佳绘本奖
等各类荣誉及官方推荐近30次。书系“走出去”
的好消息频传，在2023年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
双年展（BIB）中国区推选的10部作品中，书系中
的《大运河送来爷爷的车》《湿地的秘密》2部作品
入选。书系6部作品已输出版权至英国，《飞吧，
飞过最高的山》已输出黎巴嫩阿拉伯语版权。苏
少社将依托凤凰集团的海外战略和海外版权贸易
平台，将“金山银山·我和自然”绘本系列输出至更
多的国家，向世界讲好中国生态故事。

以“为孩子做好书”为己任，组建专业编创团
队。优秀的绘本作品背后，有着强大而专业的编
辑团队作为支撑。他们的名字虽然并没有印在
书封和书脊上，却是为之默默奉献的功臣。“金山
银山·我和自然”绘本系列的推出，离不开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旗下品牌期刊方阵《东方娃娃》组建
的专业编辑团队。苏少社以《东方娃娃》为主体，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编辑、作者、专家团队，进一步
凸显原创力量。《东方娃娃》于1999年创刊，自
创立起即成为低幼读物的品质标杆和领军品
牌，是迄今国内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走出国门
的幼儿期刊。作为国内最早引进绘本、系统提出

“绘本”“亲子阅读”概念的出版机构，东方娃娃
推动了绘本在大陆的发端和繁荣，影响了中国儿
童的阅读习惯，也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
绘本编辑和绘本创作者，是行业发展有力的推
动者和先行者。

苏少社坚持以“为孩子做好书”为己任，充分
挖掘调动了各地作者资源和专家资源，组建了强
势主创团队。此次推出的“金山银山·我和自然”
绘本系列，题材虽然厚重、立意深远、视野广阔，
但是编创团队充分考虑到儿童的认知特点，始终
站在葆有童心、童趣、童真的编辑角度，用他们能
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将抽象的生态文明理念转
化成一个个生动的、通俗易懂的生态文明故事，
趣味化、艺术化地带儿童领略自然之美。

用“小切口”完成“大叙事”。苏少社巧用“小
切口”完成“大叙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
育孩子的价值观，彰显了少儿主题出版的特色。

资深少儿出版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
主席海飞曾高度评价这套书系的独特价值。他认
为，苏少社在主题出版方面表现出了专业童书出
版社应有的社会担当，“金山银山·我和自然”绘本
系列这个书名，用简练的词语把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定格下来，孩子阅读后会更加热爱我们的家园，
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大自然和地球。

本套书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
是思想主题立意深远。新时代要求我们创作出版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这套绘本
精深的思想体现在，通过葆有童心、童趣、童真的
故事，让孩子明白，我们都是地球的居民，我们与动
植物、与山川河流的生命息息相关，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生态文明观，进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系列绘本的特点之二是有着开阔的视野。这
套绘本包括6个不同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6
个不同特点的地域空间，比如《那里有条高高的
河》发生在河南的太行山，聚焦人工天河；《我们住
在雪山上》发生在云南的白马雪山，聚焦滇金丝猴
的四季生活；《飞吧，飞过最高的山》又带我们来到
青海三江源的高原湖泊，聚焦斑头雁的生命形态
和生态保护。多元的安排，既展现了中国地域和
物种的丰富性，又为孩子铺展开了广阔的视野，让
他们看到中国自然生态的博大和丰富。

系列绘本特点之三在于以美启人。现在家长
们都很重视孩子的美育，对于孩子来说，美育最好
的方式就是在美中学会审美。这套绘本绘画风格
丰富多彩，绘画水平也非常高，很好地将自然美呈
现在孩子眼前，帮助他们更好地感受自然的美，并
从中得到滋养。书系体现了中国原创绘本的高水

准，它们不仅能走进中国孩子的视野，也有足够的
底气走进全世界孩子的视野。

6部作品绘画风格多样，既有纪实感非常强的
黑白素描，有醇厚浓烈的粉彩，也有轻盈灵动的水
彩，有真实鲜活的摄影图片。创作表现手法也很
多样，时而淡雅质朴，时而虚实结合，时而又浓墨重

彩。6部作品恰到好处地达成了文图合奏，在童趣
美、诗意美、艺术美中传递出无以复加的中国之美。

《大运河送来爷爷的车》（王京文文、李小光
图）通过对祖孙传递自行车这件小事切入叙述，以
京杭大运河所流经的沧州、台儿庄、徐州、扬州、苏
州、湖州等8个城镇为主线，选取不同地区及河段
的自然、建筑、民俗等生态人文场景加以呈现，让
小读者们看到祖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时代画卷中
的动人缩影。

《那里有条高高的河》（张建梅文、刘九鸣
图）借一位曾经参与过红旗渠建设的老人之口，
向小读者讲述20世纪 60年代，中国人民在极
其艰难的条件下，充分挖掘生态价值，对生态建
设进行实践创新，在太行山腰的悬崖陡壁上鏖战
十年引漳入林，开凿了举世瞩目的“人工天河”的
奋斗历史。

《种一个春天》（梁慧贤文、王祖民图）以小女
孩花儿的梦想为核心，描述以陕西榆林“南治土、北
治沙”造林运动为故事背景的一代人，如何坚持植
树造林、治理荒沙，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创业过程。

《湿地的秘密》（余丽琼文、周翔图）与《飞吧，
飞过最高的山》（杨翠平文、王笑笑图）都是通过父
亲带领孩子，或去探索湿地的秘密、了解动植物知
识，或去长江源头班德湖参与守护野生动物的故
事，让小读者切身感受到，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
以生存及体验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天然资源，从
而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生态平衡的重
要意义。

《我们住在雪山上》（雾凇、奚志农文，奚志农
摄影）则是以一只小滇金丝猴的出生及成长为主
线，以白马雪山的一年四季为背景，清晰展现了滇
金丝猴灵动而现实的生活状态。辅以专业摄影师
的镜头抓拍，更是让小读者在极具真实感的情境
阅读中，了解了季节变化对动物生存的影响。

2023年，“金山银山·我和自然”绘本系列将
聚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浙江余村，推出绘本《村庄变了》；聚焦中国特有鹿
科动物麋鹿，推出《我是大王》。相信这些新故事
的加入，会让这个书系更加丰富多元。

《大运河送来爷爷的车》：激活千
年运河的流动文化密码

2014年，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
界遗产项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
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
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那么，如何让这份就在我们身边的

“流动的文化”，流淌在文字和图画中，自然而然地

进入孩子的视野里呢？
第一步是确定本书的内容和主题。编辑团队

花了很长的时间集体学习，参观博物馆、去实地探
访、阅读书面资料、观看纪录片，甚至还采访了生
活在运河边的同事，希望可以从丰富的资料与素
材中，搜寻到可以触动内心的内容。

这本绘本要体现的核心是什么？答案是人。
这本绘本要讲的是人的故事，是从古至今活着的
人的故事。所以，贴着人再去看资料，看到的是衣
食住行玩，是生计和安闲的时间；也看到了以码头
为界，水和岸不同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

经过四五次专题会，终于定下内容的大致方
向：聚焦京杭大运河，以运河上和两岸的市民生活
为主要表现对象。

第二步是对内容的深挖和取舍。经过多次讨
论和验证，做了一版又一版结构稿后，才最后定下
重点描绘8个代表性运河城镇，并且用一部分篇
幅表现运河河段，一部分表现两岸，一部分进入古
镇街巷，在不变的运河上，制造有节奏的变化。

与此同时，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怎么讲
述，怎么把这些内容串联起来。编辑的讨论从庞
杂的知识回到生活：运河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孩
子为什么要关心运河？如何让孩子主动拿起这本
书？在毫无头绪的时候，一位编辑想起小时候的
一件事来，他说他表哥曾收到一辆自行车，就是通
过大运河从徐州运到南京的。由此，畅想开始了，
如果有一个爷爷想把心爱的自行车从北京通过运
河，运给在杭州的孙子，需要怎么做呢？是不是会
用到不同的船，船上生活是什么样的，船家之间是
否会相互递送物品？

第三步是选择合适的文字风格和图画来呈
现。文图风格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所谓
编辑或出版方做主。就像小说家谈创作所说的，
如果人物性格立起来了，他们就会脱离作者，说自
己的话，做出符合性格和环境的行为。

当内容和讲述方式大致定下后，文字的特点
就出来了：质朴的口语、细腻的情感。与文字作者
交流后，她写出的文稿其实超出了编辑的期待，几
乎抛弃了运河相关的事物，抛开繁复的知识和文
化，聚焦船主的对话，以及河面岸边航运和生活的
画面和声音，贴着船家的生活和气息写，让文字部
分充满了烟火气。以“情”为底色，把交接一环一
环地串联了起来，并且给画家留出了充分的空间。

看了文稿后，编辑推翻了找多位画家合作的
预想，觉得由一位画家创作，整本书的底色——

“人情”才能被更完整地、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来。
面对文字留出的内容——“空”的流水和“满”的文
化。画面丰富但不能杂乱，色彩的使用要克制，描
绘细节的功力要扎实但不花哨。黑白素描不是先
决定好的画风，先出现的是李小光老师，编辑在他
的工作室看到了很多版画作品，他真的可以说是
游艺黑白，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明明没有色彩，
却都好像看到了丰富的色彩。这不就是这本图画
书想要的效果吗？对于孩子来说，大运河是流动
的水，漂荡着水上人家的烟火与悲欢，也是体会伟
大中国文化的切口，有温度的切口。

《那里有条高高的河》：信念是人
心里的光

《那里有条高高的河》的文字作者是河南籍儿
童文学作家张建梅，在进行创作前，她首先对红旗
渠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通过大量搜集素
材，了解红旗渠的修筑过程，也知晓了许多关于修
筑红旗渠的感人故事。

红旗渠是一座精神丰碑，只有怀着敬畏和庄
重才能写好这个故事。所以，张建梅给写作定下
了基调，要在完整性的基础上追求情节的简洁化；
保持故事的庄重感，格调还要相对轻盈；文字要口
语化，内敛而克制。一定要透过群体形象的描述，
让孩子感受到故事的内在力量。

首先，语言浅显，叙事线索简单清晰，易于儿
童阅读。故事发生的年代距离儿童生活遥远，张
建梅以一位当年参与建设红旗渠的老爷爷的口吻
讲述，给读者深深的代入感，更易于儿童阅读和接
受。在沉静、克制的静静讲述中，“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故事
里缓缓流淌。

其次，张建梅截取修渠过程的关键性事件和
工程进行重点讲述，符合儿童思维特点，易于儿童
理解。富有历史感的黑白素描、饱含深情的叙述
文字、大场面的跨页画面真实而有力地再现了当
时人们战天斗地的奋斗历程，让儿童对红旗渠的
修筑过程有比较直观的了解和真切的感受，从而
获得庄重、沉静而充满力量的阅读体验。

再者，口语化的讲述、对比强烈的黑白画面，
以及串联在黑白画面中的面面红旗，刻画了先辈
们的群体形象，展现了他们不畏困难、勇于挑战的
精神面貌和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顽强作风。富
有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极具时代烙印的价值观
能带给小读者深刻的思考。

《湿地的秘密》：从热闹市井走向
蓬勃野境

画家周翔是天生的浪漫派，对色彩和情绪的敏
锐捕捉，一直延续至今。有专家评价，《荷花镇的早
市》“是中国绘本的优美开端”，新作《湿地的秘密》

延续对美的追求，但更极致也更纯粹，两本书所用
材料一样，绘画表现相似，但周翔的技术更为纯
熟，一笔一画，对构图的把握，对色彩的运用，都蕴
含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从容诗意的生活态度。

绘本虽然说的是自然环境，但核心是落在用
艺术视角去观察、整理自然，用艺术手法让孩子心
灵游走其中，用行走的语感与多镜头画面的移动，
让自然有了诗意。

有音乐色调的画面。《湿地的秘密》的图画注
重用不同色调来表现自然风景时间的变化，冷暖
色调交替复合使用，图画富有的旋律与节奏仿佛

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艺术幻想的魅力。
在《湿地的秘密》中，图画多采用俯视和中景，

注重自然环境里色彩和光影的描绘，好像有风吹
过、阳光穿透树叶洒在身上，能让人沉浸在植物繁
茂的湿地中。周翔独特的审美感受，带着读者从
热热闹闹的市井生活，走向生机勃勃的自然野境。

图画的表现吸收了印象派的表达手法，给自
然之旅赋予丰富的色彩和浪漫的诗意。构图方
面，在展现场景的连续跨页中，插入三分的分格方
式，制造差异性，打破了之前的阅读节奏。同时，
类似中国画四条屏的逻辑，通过对场景的分割，产
生了一个视觉的引导，移步换景，让读者的注意力
可以从主角拓展到整个湿地景观，也加强了画面
里父子俩的行进感。

《我们住在雪山上》：揭开野生动
物的神秘面纱

拍摄云南的野生动物，恐怕没有比滇金丝猴
更具有挑战性的了。它们终年生活在冰川雪线附
近的高山针叶林带之中，那里谷深坡陡，交通极为
不便，而且冬季长达半年之久，除了极少数研究人
员在野外见到过，直到1992年，人类连一张它们
清晰的野外照片都没有得到过。1992年5月，一
项为期三年的滇金丝猴研究项目开始了，奚志农
决定迎接挑战。

尽管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奚志农没想到
这一拍摄工作竟跨了三个年头，这不仅仅是对技
术和体力的挑战，更是对耐力的考验。直到第三
次上山，奚志农才有幸在野外第一次见到了滇金
丝猴。一年后，营地电台传来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找到猴子了！当晚奚志农就从昆明出发。但不幸
的是路上遭遇严重的塌方，7天后才抵达德钦。
这时营地又失去了猴子的线索。“没关系，我们再
去找！”奚志农对同伴说。第二天，奚志农背着装
备翻越了一座海拔5000米的雪山垭口，步行13
个小时，历尽饥渴和疲劳到达营地。第三天，他们
走过高山草甸，越过流石滩，翻越几个山口，便进
入了连绵起伏的莽莽林海。每天都在不停地寻
找，可是除了发现一些陈旧的猴粪外，一直没有新
的线索。整天在没有路的密林中穿行，傍晚只能
找一块稍微平缓的空地宿营。

转眼到了第6天，还是没有找到猴子。尽管
极不情愿就此罢手，奚志农还是做出决定，返回大
本营。当极度疲惫的奚志农们从沟底向上爬的时
候，不知谁叫了一声：“猴粪！”走在后面的奚志农
不知哪来的力气，几步蹿到了前面，只见几粒黑色
发亮的猴粪真真切切留在了一棵倒树上！从光泽
及分离的程度上看，顶多是一个小时前的。没错，
就是猴子！这时候看猴粪，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艺
术品。再仔细观察周围，地上、石头上、杜鹃叶上到
处是猴粪，有的甚至还冒着热气。很显然，猴群刚
刚离开这里。猴粪的发现像是给每个人注入了强
心剂，平时要用半个多小时才能爬到的高度，奚志
农他们大概只用了十几分钟。

站在山脊线上，幼猴的叫声从对面传过来。
奚志农急切地寻找制高点，总算找到了一处石
崖。透过落叶松稀疏的树枝，奚志农看到了远处
一棵突出的冷杉树上的猴子。顾不得多看一眼，
忙脱下外衣垫在石头上，把机器搁在上面，奚志农
的心才稍微定下来。这是一个家庭，大公猴端坐
在树上慢条斯理地吃着松萝，两只母猴依偎在它
的两边，其中一只怀抱着可爱的婴猴，两只去年出
生的幼猴灵巧地玩着游戏，不时发出“吱吱”的叫
声……磁带还在轻轻地转动，可奚志农的双眼却
让泪水模糊了，太不容易了！千呼万唤，滇金丝猴
这深藏闺中的“少女”终于出现在奚志农的镜头
前，两年的期待终于变成了现实。

（苏少社提供素材，教鹤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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