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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阳光书房

巩孺萍《草叶集》：

只有草叶才能低吟如草叶只有草叶才能低吟如草叶
□谈凤霞

艺术家对某样事物情有独钟，才可能将其化为充满灵性
的艺术珍品。巩孺萍对于儿童诗歌的热爱也是如此，她在此园
地勤耕多年，悉心栽培一畦畦玲珑的诗歌花草，香味馥郁。在
这个早春时节，遇见这部图文并茂的儿童诗集《给孩子的草叶
集》，一页页读着、看着、品着，便闻见了从中蔓延开来的春天
气息，清新中带着丝丝缕缕童年的甜蜜。

这一书名会让人想到19世纪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
的同名诗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关乎动荡的时代社会，流贯博
大的思想与浪漫的激情，而巩孺萍的儿童诗集《给孩子的草叶
集》乃是关乎真实的花花草草，洋溢自然的理趣和柔美的温
情。对于大自然的种种美景，画家能用一支画笔蘸着缤纷的颜
料来浓墨重彩地描绘，而诗人可以用文字，甚至就是简洁朴素
的文字，三言两语即能体现自然万物的精神。

巩孺萍在安徽乡下度过的童年，给了她在大自然中多识
草木的机会，也赋予了她春草般自由自在的心性和蓬勃生长
的力量。当成年后的她看到小小的孩子蹲在地上着迷于花草
时，那装满了乡间生机的童年记忆便如花瓣草叶一样，鲜活地
在风中摇曳，召唤她依然朝气的童心和永远旺盛的诗心，满怀
着好奇走入宽广的花草世界。这个世界里，不仅有着神奇的自
然造化，更有着当一颗青葱如草叶的心与自然草叶相遇时，发
出的叮叮当当的欢欣。

在这部《给孩子的草叶集》中，巩孺萍纳入了她搜罗、欣赏
且研究过的一百种花草，按照生长的环境分成四辑：田野里的
花草、河边和水里的花草、山上和林中的花草、园子里的花草。
当我们读着美妙的诗歌、看着秀丽的图画、学着丰富的知识，
便是在把大自然的种种奥秘拾入囊中，同时也把我们被激发
出来的喜爱交付自然。这种阅读，是一种与自然的对话，是一
场和诗心的汇通。

在巩孺萍笔下，形形色色的花花草草呈现了各自的物性、
习性和气性，而且也融入了诗人所发掘的灵性、个性和品性。
这些写花草的诗行，不是简简单单对其外在形色的描绘，而是
以天真稚气的眼睛在打量，以活泼俏皮的口吻在言说，以轻灵
跳跃的调子在吟唱，以洒脱通透的智慧在观照，流淌着或纯
真、或幽默、或绵长、或深邃的诗情。

有些诗歌偏于抒情，如《紫云英》：“太阳落山的时候/紫云
英正铺开/大大的花床单/蟋蟀、瓢虫、蜜蜂、蝴蝶/大家一起说

‘晚安’//白天晒过的床单，又香又暖/风轻轻吹过/嚯嚯嚯
嚯……/那是蟋蟀在打鼾”。这种宁谧和谐的田园景象，散发着

无边的温馨。又如《芦苇》一首，先写春天的芦苇如吸管喝足了
水，继而写到日常的生活场景：“夏天/光滑的芦席上/睡在上
面的孩子/常梦见水波粼粼/河风拂岸……”以芦席上的梦来
含蕴积淀的时间和转化的奉献，意味悠长。

有些诗歌则似童话，如《三色堇》，写蚂蚁和瓢虫捉迷藏的
游戏：“三色堇做着鬼脸儿/一个字也不提/它答应过小蚂蚱，
要替它保密”。以三色堇的样子想象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十
分巧妙。尽管是清浅的儿童诗，但诗人也在其中糅入丰厚的人
生经验，如《紫花地丁》：“长得矮小/是为了向蚂蚁问好/和瓢

虫喝喝下午茶/听蟋蟀的旧吉他/弹着乡村民谣/我的世界/很
小却很快乐/我的生活/简单却很美好”。这种坦荡、潇洒、知足
和自得其乐，是真正懂得朴素生活之美妙的诗人发自内心的
告白。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以诗歌给一百种花草“作传”，可能难
免会在构思上重复，但是巩孺萍有意识地突破这一困境，尽量
让每一种花草都有贴合其特性的诗行，并且风格变化多端，可
见其用心之细密。如《看麦娘》一首采用具有“民间风”的语言
来讲农事：“看麦娘/看麦娘/躲在麦田里/和谁捉迷藏//看麦
娘/看麦娘/举着小棒槌/是否要捶衣裳//我不捉迷藏/也不捶
衣裳/而是要赶走小麻雀/让每一粒粮食都归仓”。她喜欢用朗
朗上口的节奏，给诗歌带来亲切好听的韵律感，使人在轻快的
朗读中认知花草本性，体会洋溢的诗情画意，也感受伴随音节
而来的心跳。

尽管这是儿童版的《草叶集》，但是正如巩孺萍在《勿忘
我》一诗中所寄托的情思：

小小的
实在没法和
大大的比

于是一种小小的花
给自己取名“勿忘我”
希望能够被大家牢记。
她写《给孩子的草叶集》还怀抱一个良愿：“希望每一个读

过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对脚下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充满好奇，
在它们平凡的外表下发现生命的神奇和力量！”相信读过这部
贴着大地的胸膛而写出的诗集的孩子，都会对大自然以及自
我内心的花花草草分外地留意和爱护。

读《给孩子的草叶集》，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
女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的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正是这种

“谜”使得诗人对万事万物有着永不疲倦的兴味和探索，以诗
歌的方式去试图解开万物之谜。解“谜”，往往首先是因为被万
物所“迷”，怀着这种深深的迷恋，才有可能触及堂奥。辛波斯
卡在《企图》一诗中写下了看似莫名而实为真知的诗句：“只有
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别的不能。”读巩孺萍的《给孩子的草叶
集》，也会让我们发出类似的感慨——只有草叶才能低吟如草
叶，别的不能。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让世界看到
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女孩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一个女孩朝前走》版权推介会

谭旭东选编的《中国纯美儿童散文诗选》（以下简称《诗选》）是一本全
国性、长达一个世纪的儿童散文诗选本，这不多见。

谭旭东认为，“语文教育界一直忽视文体教学”，语文教材包含古诗、儿
童诗、儿童散文诗、散文、童话、小说、寓言、科普小品文等文体，但很多教师
对散文诗这一文体不了解，不知道如何教学。“每种文体都有其特点，都能
显示文学创作的奇妙和趣味，让学生接触各体作品，可以培养他们对文体
的敏感度，对创作奥妙的探求之心。”由此，《诗选》对语文教学体系的完善
及少年儿童审美水平的提升而言，能够起到正向作用。

散文诗是把散文和新诗结合起来的一种文体，其主要特征是短小精
练。柯蓝在《散文诗杂感》中写道：“从形式上说，小巧玲珑，从内容上说以小
见大……短小应是散文诗区别于一般散文的一个重要标志”。《诗选》选收
了鲁迅、老舍、许地山、严文井、郭风、柯蓝、王宜振、蒲华清、膝毓旭、彭万
洲、张晓楠、顾鹰、圣野、金本等作家的儿童散文诗作品，充分体现了散文诗

“短小精练”的特征，所选的作品大多三五百字，稍长的七八百字，小篇幅却
有丰富的内涵。

此外，这本儿童散文诗选突出了“儿童”特色，入选的作品充满童心、童
思、童趣、童情、童味，展示了一个七彩缤纷的奇幻童心世界，孩子们读了会
感到亲切，教师们读了对认识与教学散文诗这一文体会有帮助，对发展学
生的德、智、美、劳教育均大有益处。比如张菱儿的《春姑娘》中有这样的句
子：“春姑娘俯下身，亲了一下迎春花的额头，顿时，迎春花咧开嘴巴，笑容
变得更加灿烂。”“小植物们睁开眼睛，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探出嫩嫩的小
脑袋。”既是诗化的，又是儿童化的。

当然，正如书名所写的那样，该书还突出呈现了其“纯美”的特色。何为
“纯美”？以愚见，即“纯粹之美”，是精短的诗化美文。《诗选》选文尤其注重
思想性、文学性与审美性，如郭风的《痴想》一章，诗人想象自己变成“一朵
黄色的小野花，坐在两片鲜绿的草叶上”，之后再幻想“我的朋友小蜜蜂飞
来了。这时，我便在我的花瓣上放一点蜜，请我的朋友喝蜜”。这种友爱、奉
献的精神不就是一种美的思想在闪光吗？又如圣野的《夏天的性格》一章，
诗人将夏天具象化，比拟成一个“坦率”“真挚”，有“刚毅的情操”，“爱学习”

“爱散步”的人，“夏天以灿烂的彩霞赞美着大地的生机，夏天用淋漓的阵雨
冲洗着人间的污浊。他种起一排排向日葵，感谢那造福大地的太阳”。这一
个“造福大地”、有良好品格与英雄个性的人，不正是少年儿童们应该崇尚、
学习的人吗？吴珹的《瀑布》歌颂壮美的瀑布，对儿童读者养成远大的抱负，

冲破一切羁绊、勇敢刚强的性格将会产生良好作用。柯蓝的
《雪》歌颂雪花“有一颗把一切黑暗变白的心，有一颗把一切
不平都填平的心，有一颗把一切都包藏在你怀里的心”，从雪
花的纯洁生发出去，引人思考宽容、博大的情怀，具有思想的
深刻性，读来令人感动。

《诗选》有的作品歌颂勤劳、智慧、善良与纯真，有的礼赞
母爱、友爱与互相帮助，有的鞭笞假恶丑，这样富有哲理意味
的作品书中还有很多，既有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怀，又有人生
哲理，给人启迪，令人深思与回味。还有一些作品，表达了可
贵的生态意识。如金本的《花蝴蝶》描写公园里，一只蝴蝶落
在女孩小冬妮的头顶上，她爸爸要动手“捉住它”，“这么漂亮
的花蝴蝶，夹到书页里，该多好看呀！”而小冬妮却喊“不能
捉！”因为“它活在我的头顶才最漂亮”，这是小女孩热爱自然
与生命的朦胧意识。作品展现出的生态思想，对激发儿童热
爱大自然、培养他们的生态意识也有禆益。

入选《诗选》一书的儿童散文诗，许多篇目在艺术上经过
锤炼与时间的打磨，显出纯美的艺术质地。如李永春的《田野

菜花黄》：“放眼望去，整个土地像被一块鹅黄的毯子铺盖着，和风习徐，花海荡漾……田野上，花花
绿绿的小朋友在奔跑，他们的身影成为流动的梳子，把整片金黄梳成两半。”这段文字用诗化的散
文语言，营造出强烈的画面感，细腻逼真地描绘出一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情境。又如王宜振的
《月亮》以第二人称设问对话：“你这贪婪的小树，你向夜空伸出你的手臂，想要什么呢？”之后分别
以小树、小池塘、小姑娘的视角写月亮：“当你睁开眼睛瞧她时，她在你的臂里躺着呢；当你伸出大
手要触摸她时，她便微笑着逃开了！”最终引向结论，原来月亮“就是个有趣的孩子，一个喜欢同你
快乐地嬉戏的孩子”，作品以巧思取胜，有趣、调皮、快乐、爱嬉戏的月亮也跃然纸上。

《中国纯美儿童散文诗选》突出了文学教育的审美功能，同时，这些作品老少咸宜，有助于儿童
散文诗、儿童诗的创作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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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相比于拉链，我更喜欢纽扣。新式
的拉链确实很方便，但是复古的纽扣才
更讲究。我要把它们一粒粒拣拾起来，
让它们串联起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还有
如游丝曲线般的来龙去脉。

第一颗纽扣是“江中柳”。我家门前
就是钱塘江，江中央长着一棵独一无二
的柳树。要说它的样貌，跟其他柳树毫
无二致，稀奇的是它长年累月地长在水
里。八月十八的大潮水几乎能完全淹没
它，只露出一丁点绿绿的柳梢头。而在
枯水期，它的根系一览无余，全露在外
头。有的植物涝死，有的植物旱死，唯有
它寒来暑往，始终定定地站立在这里。
十年、二十年过去，未有半分憔悴，反而
抽出了更绿更嫩的枝丫。它已经长成了
一种精神的象征，注定要被我写进小说
里去。

于是，为了这棵树，我设定了一个在
钱塘江边长大的小男孩——武痴陈小
旗。他从小热爱武术，痴迷金庸小说和
成龙、李连杰的电影，书里、电影里的各
种武器招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但他细
胳膊细腿，并不是练武的好苗子。他的
教练——全国女子武术冠军李闯，并没
有挑中他。

可想而知，小旗
的内心有多么无助。
于是，妈妈把小旗带
到了江边，给他看这
棵江中柳，给他讲“小
旗”名字的由来——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
把红旗旗不湿。”站在
钱塘江大桥上，站在
桥头堡飘扬的五星红
旗边，小旗大声地喊着“我要练武术！”稚嫩而坚定的童音传
到钱塘江上空，伴着江风和霞影，与白鹭扑翅的声音、火车
轰隆的声音、渔舟唱晚的小调相呼应。

因为这棵江中柳，陈小旗学会了不放弃。这是他多
年以后成长为迎战亚运的龙拳武术队队长的人生第一次
逆袭。

第二颗纽扣是丝绸手帕与旗袍。在小县城里长大的
我，小时候确实拥有过一方丝绸手帕，上面画着杨柳和桃
花，写着四个古体字：苏堤春晓，是某个亲戚游西湖之后送
给我的。我无比开心地拿来扎辫子，觉得自己美得不行，而
且暗暗下决心长大后要住在杭州。

在小说《龙拳少年》中，我把这方丝绸手帕送给了李
闯。因其说一不二、大气飒爽的行事风格，人送外号李闯
王。她在嵩山脚下长大，父亲是一代武术宗师。在父亲的
熏染下，从小习武的李闯“不爱红装爱武装”。她的父亲也
是她的师父，有一次路过杭州，给她买了丝绸手帕。不料，
她却爱上了手帕上的这一方风物。这也为她后来到杭州工
作埋下了情感上的伏笔。

为了这一方手帕，她留起了长发。当长发可以打成辫
子的时候，她便把“苏堤春晓”扎在了辫子上。当她来到杭
州当武术教练的时候，她以英姿飒爽和长发及腰惊艳了所
有的孩子们。作为武术教练，她常年穿着各式各样的运动
服。但有一次，陈小旗与教练在江边偶遇，那平日里以飒而
美的李闯教练竟然穿着旗袍，而她的身边是一位帅气的男
教练。旗袍成了李闯的约会专用服，她高挑、挺拔，穿运动
服飒爽、干练，穿上旗袍就多了几分优雅、妩媚。

这就是我所喜欢的李闯教练。她是女中豪杰，是带领
孩子们迎战亚运的女英雄，同时也有女人味的那一面，使她
对武术队的孩子们多了一份包容和慈爱。

第三颗纽扣是“包打听”。“包打听”是一个外号，通常出
现在谍战小说中指代旧时上海的一种行当，即警察局（那时
叫“巡捕房”）的密探或“线人”。他们经常出没于茶馆酒楼
等人群聚集之地，留意别人闲谈中的信息。在现代社会也
经常遇到这种类似“包打听”的人，他们似乎总有一些同事
或朋友的“最新消息”。我把这个很有意思的外号送给陈小
旗的同学，他的大名叫包不凡，是学校里消息最灵通的人，
几乎所有重大的“校园秘闻”都由他宣布，也自然成为推动
小说情节的头号线索人物。

比如故事开头，他就宣布全国女子武术冠军李闯老师
将到他们所在的学校任教，大大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吊
足了武痴陈小旗的胃口。之后，他又陆续宣布了李闯将要
到每个教室来挑选武术苗子、孔奕奕当了武术队队长、六小
龄童老师来杭、孔奕奕要出国、李闯有男朋友等重要信息，
都是小说重要的故事节点。可以说，包不凡是小说中非常
有趣、可爱的配角人物。这孩子机灵、聪明，简直可以说是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他的偶像就是战争年代里那些
默默无闻的英雄们。他们隐姓埋名，潜伏在敌人内部，每天
琢磨接头暗号、摩斯密码。作为他们的粉丝，包不凡也练就
了一身四处打听的本事，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之一。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纽扣”等着读者去发
现，希望它们冷不丁地一闪，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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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了《一个
女孩朝前走》版权推介会。俄罗斯尚斯国际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穆平，《儿童
文学》主编冯臻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河北少儿社总编辑孙卓然介绍了《一个女孩朝前走》图书出版情况，
作家阮梅分享了创作感悟，其他嘉宾则谈到了这本书对于家庭教育及少年儿童的
价值，并由此延伸至中国童书的世界意义。俄罗斯尚斯国际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
司代表李少特别谈到尚斯国际的情况和选择这本书的原因，她认为，书中文秀父
亲对子女充满爱的教育深深打动了她，爱不分国界，希望这本书尽快出现在俄罗
斯读者的书架上，让世界的孩子感受到可信、可亲、可敬的中国女孩形象。

（儿 文）

7月27日，在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由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主办的
《童诗百年》丛书新书发布会暨童诗研讨会举行。刘丙钧、王军、刁戈、翟晨灼、丁莉等
十余位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童诗百年》丛书发布并围绕“童诗”主题深入研讨。
作家金波、高洪波等以视频、电话等多种形式参加活动。

《童诗百年》丛书是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与书香文雅联合打造的一套汇聚120多
位作家、70册图书的童诗大系，得到束沛德、金波、高洪波、曹文轩、方卫平等作家推
荐。在收录众多名家经典童诗的基础上，出版社为每册童诗配备了配乐诗朗诵，力求
将丛书打造为可读、可听，同时具有一定收藏价值的多元融合出版产品。

活动现场，《童诗百年》丛书主编刘丙钧阐述了丛书出版的初衷和成果，出版方代
表介绍了策划本套丛书的整体历程、出版价值和深远影响。金本、韩进、张晓楠、张菱
儿等与会专家围绕“童诗”主题作深入交流，共同探讨童诗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肯定了
《童诗百年》丛书的出版价值。大家认为，典范性与代表性的统一、现代性与时代性的
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是该丛书的显著特点，将在儿童文学史的长河中，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鹤然）

诗歌助力“大语文时代”
《童诗百年》丛书新书发布会暨童诗研讨会在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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