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责任编辑：教鹤然 2024年3月11日 星期一少儿文艺

《晴朗的天空》
杨雅莲 著
希望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这是一本温
暖明亮的儿童小
说，书写以生活
在北京故宫附近
胡同里的小男孩

“晴朗”为代表的
新时代城市儿童
的成长经历。“晴
朗”和小伙伴们
对科学与传统文
化充满好奇心与
想象力，展现出
新时代的孩子们
热爱科学、勇于
探索，热爱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
中华璀璨文明的
精神风貌。小说
蕴含着作者对儿
童教育、童年成
长的观察、思考
与发现，描绘出一
幅新时代中国儿
童的成长画卷。

《风啊吹向我们》
肖复兴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4年1月出版

本书以作者
自身的成长故事
为蓝本，写出了
普通孩子成长的
喜乐与悲欢、少
年成长的困惑。
作品选取孩子刚
刚从小学踏入中
学的重要转折期，
写念初一的“我”
和月亮、麦秋、石
头四个孩子的友
情故事，平易朴
素，有童趣，接地
气，既符合当年
那个时代少年的
样子，也能和今
天的少年朋友心
息相通。作品中
地名的变化、景
物的更迭，也可
让小读者们一窥
当年北京城的历
史风貌。

《世界童诗100首》
韦苇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美好童诗是
儿童文学皇冠上
的明珠，犹如星
星一样散落在浩
瀚 的 文 学 海 洋
中。选一本优秀
的童诗集，就是
给孩子最好的语
言启蒙。诗人、翻
译家韦苇先生编
译、精选中外100
首优秀童诗，覆盖
五大洲近40个国
家，时间跨度逾
400年。选篇经典
隽永与活泼童趣
并存，带领孩子们
用诗的眼睛、耳朵
和心灵去感受生
活，永葆心灵的
清纯和灵动，以
诗思打开想象力
的世界。

《琵琶行》（绘本版）
（唐）白居易 原著
刘杨 改编
华张一 绘
中信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白居易的经
典名篇《琵琶行》
绘本版，在保留原
文神韵的基础上，
将文本进行了故
事化的改编。绘本
用60页国风画卷
再现 616 字叙事
长诗，以精美、富
于想象的插画，用
具象化的图像语
言，重现琵琶女精
湛的琴艺。唯美静
谧，于诗画中感受
唐朝瑰丽；符合史
实，展现鲜活有趣
的大唐风貌；突破
文字的限制，用图
画呈现时空转换。
让孩子们感受经
典诗词魅力的同
时，塑造东方审美，
传承东方文化。

■新书快递

和谐的韵律、信手拈来的童真意象，来源于
灵感波动的偶然生发，诗与原初状态的“人”（即
儿童）有着无可取代的互文与观照作用。可以说，
儿童诗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童年，其价值在于
为成长拓展维度，以美奠基人生。刘丙钧的儿童
诗集《谢谢你，春天》以“读”与“行”交融的艺术特
质，彰显着童诗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读”的艺术：流动的童眸

深度写作对于儿童文学尤其是儿童诗来
说，是充满了挑战意味的，既挑战了世俗对儿童
理解力的认知偏见，也挑战了成人乃至学界对
儿童文学的美学限定。

儿童诗集《谢谢你，春天》秉承着刘丙钧一
贯的美学坚守。“读”，是解读这部诗集的一把钥
匙。诗人以一颗童心打通真正的儿童视角，读出
的是对社会世态、自然万物和儿童生活的深思
与态度。《读茶》中，那片嫩了“四千多年的叶子”
被诗人用“时光之水”，冲泡在了“一只叫中国的
瓷杯中”，“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这样与水相
融”的感慨，催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成
就了我/我成就了你”的感悟。读懂了一杯茶，便
读懂了千年文明的密藏，那种人与国的共融互
促，便也以文化的滋味传导在诗行的内外。

从阅读到深思，作者取用了一双流动的童
眸。儿童诗之难，就在于诗人与抒情主人公的角
色对位。儿童作为读者，其心智与言语自成体
系，这就考验诗人能否在有限的诗行中深度贴
合儿童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空间。刘丙钧深谙其
道，他的观察视角与抒情主人公是平等的，采用
了娓娓道来的诗歌腔调，以童眸代替“稚语”，从
本质而非形式上完成童心的契合，这是十分宝
贵的童诗之道。

事实上，当今儿童诗坛，有大量的诗歌打着
贴近儿童生活的名号，取用新奇的语词，运用漫
无边际的想象，加之有意儿童化的语言，用捧腹
换取儿童读者的喜爱。但童诗归根结底是有启
发性的，是基于纯美与思辨的严肃文学。儿童视
角是极有难度的叙述学概念，绝非想当然的写

作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刘丙钧所坚守的是一方
传统的阵地，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对变化之中
恒久不变的美学追求的自觉坚守。

韵律的蛰伏与起越：一种内部
的辩证

从诗经到乐府，从古风到近体，韵律学都是
大宗。现代诗作为一种更为自由的诗歌类型，自
新文化运动发轫到而今，对于韵律的处理都因
人而异，因诗不同。如何用韵，体现着诗人对这
一文体的看法与态度。儿童诗中，韵律不可或
缺，但相比于童谣对韵律的青睐，儿童诗中的韵
律往往更为巧妙，点到为止。

韵律的蛰伏与起越，是刘丙钧诗歌呈现出
的一种内部辩证，也是他在儿童诗实践中不断
摸索，孜孜追求的美学范式。在《谢谢你，春天》
中，几乎每一首诗都没有明确的押韵，却以更加
巧妙的形式，使诗歌节奏鲜明，声律和谐。诗人
善于借助诗行的排布特点来构成语速和语气的
变化，以“气”运“律”，完成诗歌内部韵律的蛰伏
与起越。如《白蝴蝶翩翩而飞》：

“我几次想向那个同名人/把事情讲清/我
们就在一个学校/每天 每天/都有机会相逢/然
而/每每在擦肩而过时/我的勇气又消散如风”

诗行长短不一，断续如呢喃的心事，反复的
修辞与单独成行的转折，让诗歌百转千回，跌宕
于唇齿，这是一种用韵内部的和谐。当然，作者蜻
蜓点水般以“清”“逢”“风”跨行押韵，在外部辅以

“板眼”，造成了诗行的轻重有度，缓急有序。不但
如此，诗人的复调叙事也使得诗歌呈现出一种
跃动之感。如《我给爸爸钉扣子》：

“爸爸总是那么忙/（妈妈却说他马马虎虎）/
还是我发现/他的衬衣丢了一个扣子/妈妈生气
地说，不管他/反正他喜欢这个样子/（当然，妈妈
只是把生气带在脸上/这不，她已经拉开抽屉）”

诗歌的复调，以叙事的层次为表，其里则
为场面与心理的同时呈现。在儿童诗中，这样
的书写形式并不常见，其难度在于如何在不打
破儿童阅读的前提下完成一个综合场面于内

心世界的共同构筑。刘丙钧巧妙地将叙述的主
体“一分为二”，完成对场景的“自我解读”，童
真的表达里氤氲出温情的气场，把俗常所见，
用儿童视角加以隐晦、节制地表达。这个过程
也因补充诗行的“转调”而富有节奏，这种跃动
无形而轻盈。让儿童诗真正成为“诗”，而非在
绝对韵律中追求大于内容的形式美感。

行思同在：一种超越“范式”的
代际对话

行思同在是刘丙钧坚守的“方法论”，细读
作品，不难发现他的视角是敏锐的，且心态永在

“当下”。时间赋深刻予作家，面对飞速行进的时
代，衰退与过时是写作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创作
渊峦，刘丙钧以朴素而艰难的方式进行着自己
的创作之路，永远“行走”，永远“思考”。这种潜
藏在文本内部的“光华”，让他的诗歌有着一种

“可持续”的风格和质感。
在《谢谢你，春天》中，作者用大篇幅诠释这

种写作态度，从第二辑“让我们一路同行”到第
三辑“和女儿对弈”、第四辑“读懂一棵树”，都是
行思同在的理念呈现。在《看红叶》中，我们能够
清晰地读出诗人的心声：

“街口的那棵黄栌/校园里的那株枫树/同
样被秋风染得通红/然而我知道/一棵树，怎能
表示一个季节。//不是第一次爬香山，/不是第
一次看红叶，/我们一天天长大，/每一次爬山，/
都有一次新的感觉。”

诗人借助树诠释秋天，其旨要却在“每一次
爬山/都有一次新的感觉”，四季轮转，成长之
路盘旋前行，每一个日子都俗常安稳，可唯有
亲身感受这平凡中的滋味，才能获得“新的感
觉”。外放感知于日常，是诗人传递给少年读者
的诗情也是成长的密钥。然而，诗人并不是以师
长的身份“谆谆教导”，而是与一代代读者一起
同行，永怀好奇，平视儿童，贴近生活，一路行来
风景万端。

在《给女儿之一》中，诗人没有调整自己的
姿态与视角，而是坦率地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告

诉女儿：“虽然你的童音清脆如铃”，但“刺在别
人身上”“也会很疼很疼”。面对盲人，一名父亲
教导女儿要尊重，要“看到”“听见”那份艰难中
的顽强，最后以诗眼完成升华：“孩子，你应该
学会理解，/理解是桥，/让心与心结伴而行”。
在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三双平等的眼睛，盲人、
女儿、父亲，他们以对等的身份完成理解的共
鸣。在与孩子同行的同时，诗人也在与世界同
行，思考自己的人生态度，验校那颗未尝被浸
染的诗人的童心。

长久以来，评论界对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
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提出了极为严苛也正
中要害的批评意见，即儿童本位的切实坚守与
教化功用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割
裂。儿童诗集《谢谢你，春天》就是以这样的行思
同在，让读者和学界明白，诗人践行儿童本位的
方式有很多种，但不变的应该是与世界、时代、
孩子永不止歇的交流，在交流中互文，把那种宝
贵的纯真与敏感的诗心圆融于诗行。

（作者系天津市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评论家）

阳光书房

■评 论

殷健灵殷健灵《《童年的味道童年的味道》：》：

最是儿时滋味长最是儿时滋味长
□□刘国辉刘国辉

殷健灵的儿童小说唯美而有新意，童趣之
外，还有自己特异的思考，不入流俗，创造了很
多优秀独特的儿童文学典型形象。但对我来
讲，更喜欢《童年的味道》这样充满温情的散文
作品。

“馋嘴女孩”笔下的生活风味

书中的主人公是个馋嘴的小女孩，作者并
不避讳这一点。“那时候的自己，真是馋啊，会馋
到挖空心思找吃的。我去食品店买过婴儿吃的
奶糕，试着用大白兔奶糖加开水加醋调制创意
饮料，最大的梦想就是当蜜饯柜台的营业员，可
以尝遍喜欢的各类蜜饯：话梅、桃板、杏干、咸橄
榄、盐金枣、加应子、巧酸梅、酱芒果……之所以
有梦想，多因平日时常念叨而不得实现。”因为
嘴馋，能够上课时“想家里的山楂糕”；也因为
嘴馋，看着大人们喝封缸酒疏忽了给自己，吧
嗒吧嗒流下了眼泪；更因为嘴馋，所以能够带
着忐忑和不安偷吃一根别人家晾晒的梅干
菜……物质匮乏的年代，哪个儿童不嘴馋？哪
个儿童不对食物垂涎欲滴？然而难得的是，作
者的嘴馋不仅仅停留在口腹之欲上，固然她“对
美食的兴趣自小有之”，“我张开嘴，将蟹块含在

嘴里，轻轻地抿了抿，神奇的事情
发生了——蟹肉像果冻一样在嘴
里弥漫开，柔嫩又爽滑，夹杂着蟹
膏的浓郁鲜香，咸津津又透骨鲜，
还带着迷人的甘甜。‘真是好吃
啊，鲜掉眉毛！’我眯着眼睛说。”在
满足口腹之欲之余，还能够品味出
鲜美之源。

出于对美食的兴趣，作者还
关注了美食产生的过程以及其中
蕴含的美：“半个多钟头后，糯米
蒸好了，关了火，掀开笼盖，更浓
更白的蒸汽扑面而来。当蒸汽慢
慢散开，才看清里面糯米的样子，
它们变得颗颗晶莹透明，好像细
小的珍珠，闪着幽幽的光。这么好
看的‘珍珠’，定要配上好看的容
器。它是一只绿釉陶罐，外婆的收
藏，妈妈小时候它就陪伴她了。敞
开的口子，短短的脖子，翠绿色的
胖胖的罐身上，饰以莲花纹，陶罐
的盖子做成莲蓬的形状，上面蹲
着一只小青蛙。”

在观望、打下手和期待美食

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对美食的热爱，进而逐渐
明白，“做菜不光关乎味道，更是一门综合了视
觉、嗅觉和情感的美的艺术”。对美食的渴望、追
求美味精致的过程、对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美食
的珍惜和爱护，这些塑造了一个上海女孩细腻、
敏感、善良、优美的灵魂，更赋予了作者一双善
于发现生活之美的眼睛，热爱美食、热爱生活，
并且用手中之笔将其描画出来。

上海普通百姓的“食为天”

近些年，写美食的图书越来越多，或许得益
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物质的极
大丰富，人们渐渐把对一日三餐的关注转移到
欣赏美食上来。在从物质的咀嚼到精神的品位
的转换过程中，上海这一城市扮演着很重要的
文化角色。《童年的味道》写了很多改革开放之
前上海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食物，细笔描绘出
老上海的人间烟火气。小巷街坊、亲人邻里，当
年的家常便饭，现在看起来也许会被年轻人视
为“寒酸”，不知滋味在何处，但经历过那段历史

的人读之则亲近不已，津津有味。比如林阿姨家
用小汤锅盛着、点缀着金黄的油豆腐的细粉汤，
比如外婆做的加入豇豆干、蚕豆干、香菇丁、花
生米、毛豆子、油豆腐南瓜丁、萝卜丁、芊艿丁的
菜粥……上海寻常人家中的一碗粥、一例汤，能
折射出城市居民对美食和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
求。哪怕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创造出了黄酒
冰棒、自制酱油、酱茄子、山楂糕等美食，丰富了
原本简单的食谱，让生活充满诗意和期盼。作者
所写的20余种食物，并没有高大上的食材，却
真实反映了那时上海百姓的生活食谱，写出了
百姓头顶上的“一片天”。

美食的最高境界是情

《童年的味道》和写美食类的图书一样，关
注于饮食之色、香、味，审美于创造美食的过程
和期盼的心理，真实而自然，亲切而生动。但作
者也没有止步于此，篇篇通过回顾和思念美食，
写出了对少年时代的“我”身边的至亲至爱之
人，包括父母、邻居、同学等系列人物，在平凡岁
月中的繁杂琐事、一日三餐。作品写出了他们的
互助、体贴、关心、帮衬，呈现出了普通人之间的
情谊、品德和爱，平凡而朴素，却能够打动读者
的内心，让人怀念那个物资极度缺乏的年代真
挚而单纯的美好感情。

书中有一段关于上海弄堂傍晚景色的描
写，动静相得益彰，如同一张风俗画，描绘出作
者童年的上海味道。在夏日的傍晚，洗完澡、擦
了爽身粉的“我”帮着外婆把澡盆里飘着肥皂沫
的洗澡水倒掉，搬着板凳去门口的弄堂里乘凉。
外公半躺在藤椅上，“我”把他的腿当作滑梯玩
耍。隔壁小王叔叔家摆出酒菜吃晚饭，阿林姆妈
在竹竿上晾衣服，小冰舅妈在剥毛豆，还有一群
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在尖叫着疯跑。这满
是人间烟火气的景色，充满生机和活力，又充溢
着温情与和谐。

《童年的味道》用细腻的笔触，触及上海百
姓美食的内在之美，美食之美的最高境界应
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正如作者所言：“做菜
是一门学问，有些窍门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
这和做菜人对菜肴色香味的审美品位和悟性
有关，更重要的，和做菜人对家人的爱有关。”
当然，这也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美食的真
谛：关键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和谁吃。从这
个意义上说，源自童年的美食滋味最真、最
美、最恒久！

（作者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

“读”与“行”的艺术
——读刘丙钧儿童诗集《谢谢你，春天》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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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春天》，刘丙钧著，山东电子
音像出版社，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