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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塞罕坝人，我是北京

人。塞罕坝离北京很近。小时

候，听老人们说起北京的特产，

有一句特幽默的话：“南口的风，

昌平的葱。”昌平的葱好，小孩子

或许还无法感受到，但是秋冬的

南口一刮风，西北风卷着风沙就

灌进了北京城，所以小孩子没有

不知道南口冷的。南口地处燕

山山脉，往东北就是木兰围场。

对于喜欢拍摄野生动物的我来

说，木兰围场的塞罕坝，成了一

处极富吸引力的地方。我多次

去塞罕坝，是为拍摄黑琴鸡、蓑

羽鹤、丹顶鹤、普通鵟和达乌尔

黄鼠。但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从

没想过创作关于塞罕坝的小说。

2021年，我第一次接到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编辑贾秋发来的

消息，她在微信朋友圈看我去过

塞罕坝，想约我写一本关于塞罕

坝的儿童小说，当时我婉言谢绝

了。尽管我曾多次去过塞罕坝，

但并没有写长篇儿童文学小说

的计划；也考虑到自己并不是坝

上人，对当地没有全方位的了

解，很怕写得单薄，连自己都不

能满意。

到了 2022 年，贾秋又发来

消息，执着地坚信我可以写一本

关于塞罕坝的儿童小说。她看

到我夏天又去了坝上，那一次，

我是为拍摄蓑羽鹤而去的。最

终，这位年轻的编辑说服了我。

当年 11月，我去了承德，在朋友

的帮助下，联系上了一位传说中

的塞罕坝人，她是塞罕坝机械林

场的第一代职工陈彦娴，也是

“六女上坝”的人物之一。 2017

年，她代表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全

体职工，领回了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到她

家里与她和女儿曾珊聊天的那

个上午，我至今记忆犹新。听着

她们讲述沉淀在记忆深处的浪

漫又热血的故事，我好像来到了

时光的另一个维度，见到了似曾

相识却又完全陌生的一群人。

他们与我的父母同辈，身上始终

闪耀着的人性光辉，足以照亮周

围的一切。他们用热泪和热血

浇灌了冰冷土地上的童年树，抚

育它们蔚然成林。

我是 1961 年出生的，与塞

罕坝机械林场的“林二代”是同

一个年代的人。尽管 60多年过

去了，但听完陈彦娴与她女儿曾

珊讲述的故事，我的眼前还是浮

现出一些孩子的身影，正从他们

青春正好、飒爽英姿的父母身后

掠过。这些早熟又顽强的孩子，

似乎已穿越时空，与我对望。身

为创业者“林一代”的儿女，“林

二代”恰好与“林一代”在塞罕坝

种下的树同龄。我想，也许我可

以讲一讲在童年树背后，那些在

山林里欢笑、在山林里哭泣、在

山林里成长的孩子们的童年故

事，讲一讲今天的孩子们会以哪

些方式回到那片人工林，在那里

发现祖辈乃至曾祖辈种下的树，

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心灵震撼。

2023 年，我两次驱车 400 多

公里，来到位于河北省围场满族

蒙古族自治县最北端的、与内蒙

古相邻的塞罕坝机械林场。进

入塞罕坝的千层板林场，看树、

看草、看林中的一切；到林场工

人家去，跟“林二代”学做他们

小时候吃的莜面鱼鱼，听他们

讲述仿若发生在昨天的学校趣

闻、淘气的童年趣事，以及那些

在童年就逝去的同伴的故事。

已经年过半百的“林二代”所回

忆起的童年故事和父母们的故

事，不仅是五光十色的，有着纯

朴自然的品质，更饱含纯真的理

想主义、豪放的乐观主义、唯美

的浪漫主义……

于是，那些值得抒写的时

光，就这样流淌在小说的字里行

间，我不仅想还原那个时代塞罕

坝上的衣食住行、奋斗创业，更

想写出那个时代的孩子要面对

的一切真实情景。尽管《童年

树》并不是纪实文体，但我努力

地在写作中还原孩子们身边的

一个个真切故事，带出更多坝上

的自然、人文记忆，分享给今天

的小读者们。

《童年树》采用了不同维度

的视角，有当下“林四代”朵朵的

故事，也有“林二代”萧小琳、梁

柱的回忆。限于篇幅，隐于他们

之后的“林三代”朵朵妈染染仅

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链接”出

现。全书把“林二代”的回忆和

“林四代”的当下故事在不同空

间展开，让小读者们看到“林一

代”的奋斗青春，看到不同时代

的孩子与树的联结、与塞罕坝的

联结。为了让没有去过塞罕坝

的小读者对这片土地有更立体

的了解，我绘制了大量油画插

图，用自然稚拙的笔触，与文字

交相传递给小读者们一种内在

的山林之美。马鹿、狍子、小狼、

丹顶鹤、蓑羽鹤……鸟兽虫鱼和

草木花果所构成的自然气息，也

许能在阅读中给小读者们带来

一些视觉上的放松和休息。

一棵树的一生是漫长的，北

方高寒地区的树更是生长缓慢，

它要面对的几十年、上百年的风

霜雨雪、世事变迁，向阳而生，才

能成长为大树。一个人的一生

是短暂的，无论生活在何处，无

论过去多少年，回望的时候，依

然好似只过了一瞬。人生与树

生的相同之处在于，童年时被精

心浇灌的经历，可以使一个人、

一棵树拥有向上的一生。

60多年的时间，塞罕坝人营

造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

人工林，这无疑是人间奇迹。而

奇迹背后的平凡，才更触动人

心。数百名“林一代”在只见沙

漠不见草的塞罕坝种下了万顷

童年树，这些树和他们的孩子们

一起，自在、自强、自信地在恶劣

的自然环境中茁壮成长。如今，

童年树汇成树海，“南口的风”已

无人知晓。在风景如画的中国

北方第一景观大道上，只有那些

与童年树一起长大的人，才知道

树的童年故事。

而我，想把他们的故事讲给

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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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打开艺术空间，诠释成长的力量
——评“艺术童年”系列图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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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创作谈

“艺术童年”系列图画书（全7册），简

平等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7月

■动 态

保冬妮《童年树》：

种一棵童年的树种一棵童年的树，，
讲一段塞罕坝的故事讲一段塞罕坝的故事

□□张贵勇张贵勇

《我的名字叫啊吨》新书发布

60年光阴，荒原变林海，沙漠变绿洲，三

代塞罕坝人种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

并形成“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

罕坝精神，写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这项“人间奇迹”是如何创造的？背后有哪些

可歌可泣的故事？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多次

深入塞罕坝，参观当地展览馆，采访当年种树

人，在《童年树》中给出了答案。

翻开书页，仿佛一下子穿越回到那个物

资匮乏、异常艰苦，却又意气风发、生机蓬勃

的年代，随着萧小琳、梁柱等“林二代”的步

履，沿着他们的足迹，循着他们的目光，一睹

塞罕坝人以青春、汗水、血肉之躯在中国大地

造就的“绿色宝石”的风采。

优美的语言、细腻的自然描写、扎实的科

普知识，配上充满童趣的插画，坝上孩子的生

活细节徐徐铺开，塞罕坝的建设过程浮现眼

前。不得不承认，保冬妮有着很高明的叙事

技巧。她以真实人物为创作原型，同时不忽

视真实事件，虚实结合，时空变换，由近及远，

又由远及近，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以儿童

的视角完成了塞罕坝精神的全情呈现。

每个故事环节其实都有伏笔，巧妙地适

时而出，引出下一个场景，揭开坝上的另一处

秘密。从萧小琳到承德姥爷家过小年开始，

在乌日娜奶奶的小木屋里借宿，到当年的“林

二代”再度重逢，歌舞剧《童年树》的落幕，一

个个鲜活可爱的孩子走到我们身边；从抽嘎

嘎、抓兔子、捡柴火、堆雪人、掏鸟窝，到参加

防虫捉虫、抗旱抗寒、防火护林，塞罕坝建设

过程的侧面与正面得以再现，那里的树、那里

的生活仿佛近在眼前；自然而然的对话之间，

一波三折的意外与惊喜之中，塞罕坝建设者

的英雄群像变得清晰可见。

成为英雄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建设

塞罕坝可谓困难重重，但塞罕坝人众志成城，

植根大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百折不回、

一往无前。《童年树》没有忽略塞罕坝所发生

的大事、难事、险情。六名女学生书写“六女

上坝”的传奇，林场遭遇历史罕见的雨凇、干

旱灾害等，都在书中充分体现，让我们深刻体

会到“塞罕坝人是一家，谁家有了难，都是大

家的难”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从这种角度看，《童年树》不只是感动“70

后”“80后”的往事追忆，还是一部堪称绝佳德

育素材的励志之书。让当下的孩子了解父辈

的“创业史”，在了解父辈面对逆境时所做的

选择、所进行的奋斗之后，与其进行精神、信

念、价值观上的联结。如果说，坝上孩子的命

运冥冥中与那里的人、那里的一草一木连在

一起，那么生长于优渥环境中的孩子，在代入

萧小琳、梁柱等“林二代”成长过程之时，也在

慢慢了解、见证并涵养着塞罕坝精神，从中汲

取向上生长的精神动力。

这种精神动力源于顽强不屈、艰苦奋斗

的优良品质，也来自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

人文关怀。在《童年树》中，作者有意无意地

将那里的动物与孩子紧密结合在一起，借助

充满童趣的内心描写和恰到好处的比喻，让

年轻而鲜活的生命相互映照、彼此关心、共同

成长。

对蓑羽鹤、丹顶鹤等生灵不吝笔墨的描

写，是客观现实或故事的需要，更是在阐述作

者的生命观、教育观。那就是少年的成长不

是静态的、自私自利的、孤芳自赏的，而是终

有一天要离开生养之地、远走高飞的。但腾

空而起的那一刻不是为了一去不回，而是在

翅膀坚强、练成卓越本领之后，回来反哺故

乡。所以，候鸟飞去又飞来，和小琳、大柱离

开坝上又返回坝上，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潜藏着值得回味的人生哲理。

落叶松、樟子松、云杉、白桦……一棵棵

树木在塞罕坝悄然生长；弧丽金龟、青尺蛾、

银弄蝶……一只只自然生灵在林海里穿梭飞

舞；黑琴鸡、马鹿、蓑羽鹤……一个个鲜活生

命在森林中繁衍不息。坝上的树成林了，孩

子也长大了，不变的是对原乡的思念、对生命

的尊重、对家国的付出。塞罕坝由荒原到“绿

色长城”的伟大转变，“林二代”学成归来的故

事，可谓十年树木的真实一课，也是百年树人

的生动缩影。

艰苦创业、科学求实、团结一心、感恩回

报……这几个关键词一起构成了《童年树》的

精神内核，这其实也是当下青少年最需要涵

养的意志品质。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从塞

罕坝的一棵棵树木上看到塞罕坝的精神，成

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建设者。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副编审）

“艺术童年”系列图画书是一套具

有多重价值阐释空间的优秀原创儿童

文学作品。从童年处找到艺术，跟随艺

术的脚步返回童年，在“艺术”与“童年”

二者间建立起深刻的精神联系，是这套

图画书创意最为独特也最为成功的地

方。这套图画书围绕“我的艺术我的祖

国”主题展开，精选了我国电影、绘画、

音乐、舞蹈、戏曲、建筑等不同领域杰出

的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以阵容强大的主

编与作者队伍、精彩的图文组合、极富

写实性与想象力的故事，为孩子们呈现

出一套兼具美育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

的精品图书。

童年是为一生打底的阶段，每个人

都有独一无二的童年经历，每个人心中

都珍藏着一本自己的童年故事集。这套

丛书以生动的案例从多个层面为我们

揭示了童年与艺术的奥秘，每一本的作

家与画家根据所写对象的特点，切入与

表现的章法、关切与反思的角度都各有

千秋。丛书将各门类的艺术知识自然地

融入叙述，又清晰生动地讲述出艺术家

们的童年故事。这是一个将艺术童年再

度艺术化的过程，艺术在本套丛书中有

多种交叉叠合的表现，多种艺术形态汇

合成大的艺术文本，潜移默化地引领孩

子们追求一种健康的艺术人生。

七本图画书封面配色与画风形态

各异，每一本绘画基调的确立都与表现

对象的特质息息相关，但它的基础立意

与格调又全都是儿童性的。这个艺术转

换有一定的难度，首先，需要找到对某

一艺术门类最具表现力与穿透力的主

色调，然后用儿童本位内化，创造出一

个独立、崭新的艺术世界。陈曦写文、

孙小小绘画的《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写

的是昆曲艺术家周雪峰，这是一种相

对来说不太容易与今天的孩子建立阅

读联系的艺术形式。但是，文字作家与

画家的处理都很成功。“一条很长很长

的路”题名形象直观，故事文字讲述生

动可感，一些段落可以像诗歌一样朗

诵，代入感极强。绘本的主色调选择了

柔和明丽的绿色，极为贴切地呼应了昆

曲给人的视觉印象。封面的田园风光、

自然野趣与内文的戏曲成长之路构成

审美张力，儿童读者不自觉地会跟随故

事在昆曲的世界里泛舟荡桨，在美的享

受中成长。

以艺术情怀关切与再现人民性的

内涵，是这套书另一重要的思想价值。

《英子奶奶画画》这一本的人物原型是

张新英，她是中国农民画史上一颗璀璨

的星星，她的绘画中蕴含着最深沉质朴

的人民性。作家殷健灵、画家陆晨将英

子奶奶的绘画人生道路转化为自在自

然的童年游戏，里面蕴含着非常深刻的

艺术真理。英子奶奶的绘画经历堪称传

奇，文图互动将英子奶奶跟她丈夫学画

的佳话作了简约灵动的再现。文中的老

两口就像两个顽皮的小孩，由着童年的

心性自由地用颜色与线条表达着内心

真挚的情感。吴爷爷深谙真正的艺术不

是教出来的，不是技艺的复制，而是灵

魂的升华。他适时地鼓励英子奶奶返回

最深切的童年记忆，从那里找到艺术冲

动的突破口。画家陆晨在还原英子奶奶

画风的基础上，以更为大胆的想象与绚

丽的色调将童趣融入金山农民画中，与

殷健灵的文字相映生辉。

在人物与故事中引领孩子们思考

艺术的来源与艺术的力量是什么，是这

套丛书最为朴素的审美与认知目标。

《曹爷爷和他的星际乐队》由彭学军写

文、琼彦插图，故事主人公是我国著名

音乐家、指挥家曹鹏。曹爷爷在童年时

就中了音乐的魔法，他参加抗日救亡的

歌咏比赛，长大后成为一名新四军战

士。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音乐

带给他美、激情、向上向善的力量、生命

的活力和永不衰竭的创造力。晚年时，曹

爷爷又用音乐创造奇迹，创办“天使知音

沙龙”，努力将一群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引

入艺术的殿堂，让他们自信地在音乐的

世界里刻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华章。

从艺术家的童年出发去感悟伟大

的艺术，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捕捉随处

可见的艺术光影，正是这套图画书引导

儿童读者实现的美育目标。邱华栋写

文、陈汉煜作图的《从历史走向未来的

建筑乐章——北京中轴线》，以爸爸和

小北一次有趣的行走，领着孩子们亲自

用脚丈量壮阔笔直的北京中轴线，感受

我国建筑艺术的美学理念与哲学智慧。

中轴线蕴含着东方的艺术精神，它贯穿

着不朽的艺术光芒，连接着中华民族的

历史、现在与未来，阅读中让人内心充

盈，激情满溢。

《导演的日记》写的是电影导演谢

晋的童年故事，《豆豆的鼓点》写的是舞

蹈家黄豆豆的童年故事，《乘着歌声的

小马》写的是蒙古族音乐家那日苏的童

年故事。七本书整体上既是对孩子们全

面的艺术洗礼，又是以昂扬的姿态战胜

挫折、迎接成长最好的精神礼物。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报讯 3月23日下午，由北京

市文联主办，北京市文艺家服务中

心、北京老舍文学院、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联合承办的“《我的名字叫啊

吨》新书发布暨‘啊吨’IP创作交流

会”在北京老舍剧场举行。北京市文

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出席活

动并致辞。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老

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周晓枫，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以及林存

真、张莉、李东、边文彤、赵淼等嘉宾

围绕“啊吨”的故事展开讨论。本次

活动由得到联合创始人、CEO脱不花

主持。

周晓枫的新作《我的名字叫啊

吨》用细腻的笔触和充满童真的想

象，讲述了一个有关梦想、勇气、信任

和友情的温暖童话。古老而神秘的

阿密寨里，熊猫啊吨因追寻偶像冰墩

墩走向了人类世界。作品以国宝熊

猫为媒介，结合火热的冰雪运动，探

讨了梦想与现实、友谊与信任、人类

与自然等深刻话题。

陈宁表示，集有声剧、音乐、网络

动画片、舞台剧等艺术表现形式于一

体的IP“啊吨”，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声

音，讲好中国故事和北京故事的重要

形象。周晓枫的作品《我的名字叫啊

吨》作为其他衍生文艺作品的母本，

提供了非常丰富且有价值的原创故

事素材。与会嘉宾认为，这部作品将

美的语言与爱的核心思想结合在一

起，充满作者对世界的理解和爱，洋

溢着拼搏的精神和对梦想的渴望。

据悉，“啊吨”舞台剧作品将在

《我的名字叫啊吨》故事文本的基础

上进行创作，并与法国艺术家团队深

入合作，多方合力打造一部跨越语言

与国界的舞台剧作品。

（王若凡 张 琰）

本报讯 4月19日，由凤

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江苏凤

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的“苏

拉山海情 童心向阳生”——

赵菱长篇儿童小说《会发光的

声音》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

文学馆举办。中国出版协会

理事长邬书林，江苏省作协党

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

务副主席郑焱，以及徐德霞、

马光复、李朝全、崔昕平、纳

杨、陈香、冯臻等专家学者，凤

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

编辑徐海、副总经理袁楠等出

版方代表参会研讨。

邬书林表示，赵菱在创作

前期前往西藏、江苏等地深入

生活，由此展开了江苏南京和

西藏拉萨两地全然不同的风

貌，探讨城乡教育的现实问题

和可行方案，经由孩子们的讲

述，还原两地少年的生活现场

和内心世界，摹壮当下波澜壮

阔的社会风貌，深挖推动经济

文化发展的“中国力量”，是献

礼江苏援藏30周年的优秀作

品。郑焱认为，作品从教育与

学校入手，借助“空中课堂”这

样一个网络时代的技术便利，

让西藏与内地成为整体叙事

对象，从儿童文学的特点出发，将叙事

的内容限定在儿童教育与成长的范围

内，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精品力作。

与会专家共同就《会发光的声音》

这部小说的主题呈现、人物设置、艺术

手法以及教育意义、出版价值和当前

少儿主题出版现状，儿童文学作家培

养，原创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样

貌和开拓创新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

烈的研讨。研讨会最后，作者赵菱向

出版方和与会嘉宾表示感谢，她恳切

地说：“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想写出

一部让自己满意的作品，首先是要投

入自己全部的情感和热情，是爱与热

情让我写出了这本书。这部作品的出

版离不开很多双手的托举，它是一本

幸运之书。”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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