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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欣赏

江西儿童文学重点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11月2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

委员会、江西省作家协会、江西省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江西儿童文学重点作

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曹文轩、李小军、游道勤、海飞、徐德霞、

陈晖、纳杨、郭艳、陈香、冯臻、徐峙、冷林蔚

等专家学者参会并重点研讨了江西作家的

8部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彭学军的《大鸟》、

张品成的《长征天字号行动》、王芸的《会飞

的板凳龙》、陈蔚文的《芙蓉花开》、喻虹的

《胡桃的七个夜晚》、金朵儿的《绿耳》、周博

文的《流浪的小魔鞋》和罗荣青的《谷生的夏

天》，集中展现了江西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

力量。

曹文轩表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体现

出作协、出版社将江西儿童文学板块打造成

优质板块的决心和意图。他谈到，不论是创

作写实类还是幻想类作品，儿童文学作家都

要回归现实主义精神，回到现实主义的大结

局下，用冷静犀利的目光去观察打量变化万

端的世界，眺望苍茫无际的远方。李小军也

对江西作家寄予厚望，他期待作家们紧跟时

代、扎根人民，传扬赣鄱文化，讲好江西故

事，向广大青少年读者展现江西风物、江西

气派。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肯定了江西作

家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取得的不俗成绩。大

家普遍认为，本次研讨的8部江西儿童文学

重点作品，是关注时代变迁、观照儿童心灵

的创作实践，既具有江西文化内涵，又兼有

童年的纯真与美好，是江西儿童文学近年来

的重要收获。期待未来，能让“儿童文学赣

军”进入大众视野，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进一

步传播赣鄱文化，彰显江西声音。（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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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创作谈创作谈

我们该如何去描述这个世界的色彩？

是否该像黄庭坚那样吟咏“山泼黛，水挼蓝，

翠相搀”的诗句？还是学习艾德里安·里奇，在绿

色的眼睛里看见初夏的蓝眼草与被春天洗涤过

的野水芹？又或者，将彩色的世界折叠成书页，用

这个世界的碎片拼凑出自然与生命的色谱——

就像赵丽宏在《彩色的世界》中所做的那样。

从诗书画印一体的中国古典绘画艺术，到杜

甫“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论断，作为“天

地无声之诗”的画与作为“天地无色之画”的诗

始终交相辉映，互相成全，在锚定与衬托的相互

关系之中达成和谐统一。《彩色的世界》则在此

基础之上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天地无色之

画，画世间璀璨琳琅；天地无声之诗，娓娓道来

生命的漫游传奇。在绘本《彩色的世界》中，诗

人赵丽宏利用节奏鲜明的诗句，描摹世界真实

的模样，用语词充当这个世界每一帧画面的像

素，直至它成为一段段特写与流动的镜头，带领

读者领略世界的缤纷壮丽，这是一次浪漫且大

胆的尝试；而共赴这次尝试之旅的，是画家李海

燕同样大胆与浪漫的创想——用世界名画来作

世界不同色彩的注解，来串联一场游历世界的奇

幻人生。以诗人之眼与画家之眼同时来看这个

世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色彩敏锐的捕捉与解

读，共同构筑了绘本《彩色的世界》。

书中赵丽宏的文字是将世界作为描摹对象

的一次艺格敷词，这是宏大的，但又是具体而微

的。将宽阔博大的世界收纳进一首篇幅不长的

诗歌当中，需要一套高效的索引与分门别类的方

式，赵丽宏选择用颜色作为分类和索引的密码，

将纷繁的色彩相互剥离，让光线呈现出其蕴含

的色彩，变成了水到渠成的过程。运用“世界是

（颜色）色的+（颜色）是（抽象的形容词）的颜色+

（物）是（颜色）的+意象的具体营造”的结构，让诗

歌呈现出明显的节奏感，不同的色彩与层出不

穷的意象也移步换景般随之切换，使诗歌在有

限的篇幅当中容纳了尽可能丰富的世界景观，

最后再将所有的色彩收束，点出“世界是彩色的，

你看天上那道神奇的彩虹，把所有的颜色都画到

了虹桥上”。

以色彩作为创作的焦点，让人很容易联想到

木心的《色论》——这首被收录在《云雀叫了一整

天》的小诗，开门见山地将淡橙红、淡绿、粉红、

紫等诸多色彩铺陈开来，虽写色彩，却无处不有

行色之人的存在，不仅颜色似人，甚至直接将颜

色拟人，把五光十色描绘成众生百态，不过其目

的仍旧是以人的情状来展现不同色彩的意趣。

与《色论》类似，各种颜色在《彩色的世界》里也

带有作者浓厚的主观色彩：红色在赵丽宏的笔

下是温暖、热情的，是生命的颜色；白色是纯净、

安静的；黑色是神秘的，包容了各种各样的颜

色……这些对颜色的整体印象呈现出正面的、温

暖的特征，这不仅是根据《彩色的世界》的读者定

位所作出的选择，更是赵丽宏文学创作真善美理

论一以贯之的延续。

在《彩色的世界》里，色彩由主位迁移至宾

位，成为承载“大自然的秘密”与“生命的秘密”的

客体，也成为诗人勾勒世界图景的有效工具。实

际的主体则变成了世界上拥有不同色彩的自然

景观与生命。通过通感与想象，读者可以在诗中

看见色彩缤纷的花草树木，看见山海森林与日月

星辰，看见冰雪与火焰，也可以为年节的喜庆氛

围欢愉，为母子间的温情时刻感动，为医护人员

给生命带来健康和平安的神圣使命感到敬佩。真

善美理念的一以贯之与深厚的社会人文底色，令

《彩色的世界》一方面具有了作家强烈的个人特

色，另一方面也在使人求真向善的同时更加具有

教育意义。如果说赵丽宏的《嘴巴里的小恶魔》是

向内认识人的自身感受，《虫虫飞》是向外探求一

个万物有灵的他者世界的话，那么《彩色的世界》

则是充满哲学意味地给出了诗人为孩子看待世

界整体所提供的一套认识论方法论。

面对诗歌部分纷繁的意象与宏阔的主题，画

家李海燕选择一面遵循诗歌文字所呈现出的色

彩流动，一面独具匠心地引入了世界不同流派、

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来更多元地呈现出一个

“彩色的世界”，以完成文与图之间的互构，使画

面能够相对独立地完成意义的生成，而不仅仅是

简单地承担插图的使命。

在李海燕绘制的画面里，康定斯基与彼埃·

蒙德里安的冷热抽象艺术相互碰撞与交融，在一

场旅途的始末遥遥相望又彼此衔接；梵·高的麦

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群鸦飞过的天空倏忽星月

交织，流光溢彩；夏加尔的超现实景象浓墨重彩

地为人们献上鲜花、落日与恋人的倩影；欧姬芙

与吴昌硕的花朵开满书页，似有异香；李可染与

吴冠中的水墨在厚重的油墨上晕开独属中国的

浪漫与写意……伴随着色彩的转换与时空的跳

跃，李海燕不断地从世界绘画艺术史中截取色彩

鲜明的段落进行创造性的重组与改写，通过与诗

歌配合，有目的性地选取那些“包孕性顷刻”，将

诗歌的主体拆解成不同的图像，并拼合和唤醒

“彩色的世界”这一宏大的形象。

画面的相对独立性不仅体现在其塑造形象

的创意上，还在于李海燕巧妙地引入了乘坐巨鸟

的女孩这一形象，从而使画风、内容都不尽相同

的世界名画之间相互联系，增强了绘本的连贯性

与可读性。

“来吧，来吧，展开你的翅膀，变成一只高高

飞翔的鸟，飞到天上看看彩色的世界。”在诗歌部

分，诗人热情真挚地邀请读者进入彩色的世界

时，便用到了飞鸟这一意象。而这一意象在赵丽

宏的文字当中并非首登场，在诗歌《青春》中，飞

鸟意象便是青春的化身：“青春是一只高飞在天

的鸟，她美丽的翅膀像彩色的旗帜，召唤着理想，

憧憬着未来。”曾经，在赵丽宏的笔下，这只青春

的鸟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探索欲望，披一身色

彩振翅高飞，扬起青春的理想；现在，它将色彩撒

向世界，用同样蓬勃的生命力与探索欲望，承载

着年轻的生命去俯瞰这个世界的异彩纷呈。

在《彩色的世界》中，李海燕选择让读者化身

小女孩，与这只高高飞翔的鸟一起参与进这场盛

大的世界漫游当中，从而完成了串联不同画面的

连贯机制。巨鸟与女孩引导着读者的视线穿梭于不

同的世界名画当中，不仅让空间的跳跃变得有迹

可循，也让时间的流动变得不再断续，就像佩特·

哈群斯的《母鸡萝丝去散步》里的狐狸、鲍勃·迪伦

《在茫茫的风中》里的红色气球与纸飞机一样，为绘

本生成了一个与文字互构却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叙事空间，而以不同的方式隐藏在世界名画中的巨

鸟与女孩也为读者的阅读体验增添了几分趣味。

从天地万物、五光十色的纷杂出发，一路与

各种色彩邂逅，最后在一座彩虹桥上看色彩是如

何收束成光，“世界的千万种颜色”是这样一点点

“融化在黑色眼睛里”。那一定也是一双寻找光明

的眼睛，而这双眼睛，或许可以因为这样一本绘

本——像佩索阿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在凝视

万物时，停留得更久”。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

■评 论

他用童心解读阿勒泰的秘密
——评裴郁平诗集《阿勒泰的四季树》

□殷 实

新疆北部的阿勒泰，是一个神奇而迷人的

世界。森林、湖泊、河谷、草原和冰雪，久负盛名

的喀纳斯湖，还有越境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

河，都是童话一般的存在。近年，又有新开放的

国家地质公园可可托海渐为世人所知。那里有

一家小有名气的“智慧桥文宿”，是“雨萍儿童

诗社”的所在，也是童话诗人们的乌托邦。醉心

于儿童诗歌创作的裴郁平多年蛰伏此地，以自

己独特的语言发声，为这里丰沛的自然景观平

添了几分人文亮色。

一个儿童诗社为何会出现在边塞小镇？这

里绝无仅有的自然风景、地质奇观、冰雪世界，

都适合以童心来映照，用儿童诗来表达。地理

空间并不限制人们的交流，在裴郁平的“智慧

文学群”网络平台，有2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

儿童诗人、作家和诗歌爱好者发表新作，围绕

童诗讨论问题，交流创作思想，每日热闹非凡。

裴郁平有一首诗《野鸭湖里的星星》是写

可可托海这个地方的，在这个神秘的地方“月

亮也会变成一条船，梦里的星星和野鸭子都躺

在里面”，这里的湖是无名的，这里是星星和野

鸭的世界，动物们在纯真无邪地玩耍，夜晚星

星们在湖里睡觉。阅读这样的诗歌，小读者们

很容易对远在天边的可可托海心向往之。去过

富蕴、禾木或者阿勒泰其他地方的旅行者，都

会对路途中不时出现的蜿蜒河流和蓝宝石一

般的湖泊记忆深刻，那些仿佛在远古时代就静

谧地存在于斯、接受我们观看的物象，或许仍

保持着自若和神秘，让人不忍打扰。

儿童观察自然的方式可能是好奇、纯真、

直观的，是瞬间性和片段化的呈现；儿童的语

言是清浅、明澈、简约的，具有白描、象声、呓

语等特点。因此，儿童诗的写作需要寻找一种

返璞归真的状态，更需要恪守诗歌的美学原

则，要更为审慎地观察与思考人与自然、宇宙

的关系。在裴郁平的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动

植物形象，像狼、松鼠、狐狸、小狗、猫咪、花牛、

大尾巴羊、雪豹、北极熊，还有麻雀、燕子、喜

鹊、蜜蜂、蝴蝶、萤火虫、蜻蜓，以及蘑菇、蒲公

英、雪莲等。在他的笔下，儿童诗与动植物关系

密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名”这样的知识性呈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

追寻童趣、童真和天然无邪。比如“夏风吹着

雾/抚摸着小山羊的羊角”(《禾木的雾》)，这种

心痒难耐想抚摸小山羊羊角的冲动，当然是孩

子们的愿望，不过能实现该愿望的，却只能是

禾木的雾。又如“顶冰花在阿尔泰山的脚下/像

一群可爱的孩子/藏在冰雪做的被子下面/绿

的三角叶和鹅黄色的花帽/竖起睡了一冬天的

耳朵/听远方传来的牧羊人的歌声”(《顶冰

花》)，阿勒泰的冬季长达七个月，季节交替，通

过“顶冰花”来见证这样的自然奇观，勾画出人

迹罕至的自然状态的静谧之美，能为小读者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在《阿勒泰的四季树》这本诗集中，

“妈妈”一词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诗人深知在

孩子的世界里，母爱占的比重有多么大，母爱

散发出的力量是多么持久。《夏的雨夜》里，“有

一只找不到家的小狐狸/孤零零站在一片白桦

林边/它在寻找妈妈的味道吗？”在《做书签的白

桦树叶》中，“有一片妈妈送给我的书签”，那是用

白桦树的黄叶做的书签，陪伴诗人看四季轮回，

走过雨雪风霜，意味着妈妈并不在身边，也告

诉我们，妈妈不可能陪伴孩子的一生。黄叶、书

签，或许是童年时妈妈留下的信物，睹物思人，

已经恍若隔世。这首诗有种感人至深的情感力

量，让人感叹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弥

足珍贵，童年的无忧无虑又是多么容易转瞬

即逝。

裴郁平在可可托海写作童诗，可视为一

种自我解放的试炼，现实的世界很喧闹，而他

长久地扎根于阿勒泰四季的阴晴雨雪与高寒

酷热之中，眼里只有无尽的童年感受和丰富的

自然景观。他把自己和阿勒泰融为一体，和可

可托海朝夕相处，他对这个神奇世界的表达是

心平气和的，我想，这是他的儿童诗歌能让人

感受到真善美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解放军文艺》原副主编、评论家）

赵丽宏《彩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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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世界》是我写的一组童诗。这组

童诗，经过画家的品读、构想和创造，变成了

一本色彩缤纷的可爱的绘本，呈现在读者面

前。这本书不是简单地图解诗句，而是让想

象的翅膀从文字中飞出来，自由自在地翱

翔，飞向四面八方，飞到很多孩子们无法抵

达的神奇境界，飞进一个连成人也不一定熟

悉的缤纷画廊，这是一个五光十色，流光溢

彩的艺术世界。

人人都知道，世界是彩色的，但是谁能

说清楚，我们所处的世界到底有多少种颜

色？有人说，世界的颜色可以归纳为三原色：

红色、黄色、蓝色。如果把阳光的色谱分解，

可以出现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这

就是彩虹的颜色。从三原色和彩虹七色中，

可以分化出数不清的颜色。世界的颜色就像

一个瞬息万变的万花筒，天地间的每一种生

灵、每一个物种，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

每一片土地、每一栋建筑，每一朵花、每一棵

草，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颜色。谁也无法用三

言两语把世界的颜色说个明白。

在未谙世事的幼童眼里，世界最初让他

们看到的模样，就是颜色。他们对世界的认

识，就是从颜色开始的。金色的太阳、蓝色的

海洋、白色的云朵、黑色的夜空……大自然

的秘密，藏在各种各样的颜色里，生命的秘

密，也藏在五彩缤纷的颜色里。

在幼童的认知中，所有的声音也是有颜

色的。妈妈的声音，也许是红色的，因为妈妈

的嘴唇是红色的。风的颜色，也许是灰色的，

因为刮风的天气，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歌声

的颜色，也许是五彩缤纷的，因为唱歌舞蹈

的歌手们总是穿着五彩缤纷的衣裙……

想要在一本小小的书中，描绘出天地间

千变万化的色彩，让孩子们看到世界上所有

的颜色，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聪明的画

家可以创造奇迹。

画这个绘本的画家李海燕不仅有一支

多彩的画笔，也有着非同常人的奇思妙想，

是一个色彩的创造者。面对着单纯的诗句，

她头脑中出现的画面，竟然是一幅幅经典名

画。世界的色彩，在天地间千变万化，这些变

化，被古今中外的无数画家观察捕捉，并定

格在他们的画作中。这是一个艺术的宝库，

也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色彩的世界。李海燕从

浩如烟海的世界经典名画中精心挑选，请出

一批伟大的画家，请他们和她一起来参与完

成这本关于色彩的绘本创作。出现在绘本中

的世界名画作者中，有夏加尔、康定斯基、

琼·米歇尔、希施金、梵·高、葛饰北斋、马蒂

斯、米勒、康斯塔勃、维米尔、莫奈、李可染、

吴冠中、吴昌硕、欧姬芙、老彼得·勃鲁盖尔、

爱丽丝·尼尔、蒙克、蒙得里安……

这些被邀请的画家来自不同的国度和

时代，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色彩丰富而鲜明。这些名画，并非

原封不动地被扫描穿插在书中，而是被改变

了，被重绘了，画面的色调、情景和人物，与

绘本中的诗句所表现的境界奇妙地重合，融

为一体。读者看着这样的画面，会惊叹世界

的多彩，也会沉醉于艺术的美妙。这个绘本

不仅表现了天地间丰富多彩的颜色，也展现

了世界各地绘画大师的经典名作。孩子们读

这个绘本，可以在欣赏世界名画的过程中认

识世界的颜色。对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孩子

来说，这是一本认知色彩的入门书，也是了

解世界经典绘画艺术的启蒙书。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杨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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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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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津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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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由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南京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南开

区作协承办，广州购书中心天津店协办的杨冰

首部少儿科幻小说《穿梭·地月之吻》新书发布

会在天津市广州购书中心天津店举行。

《穿梭·地月之吻》由南京出版社推出，不

仅融合了人工智能、虫洞、天体物理等前沿科

技元素，更在插画设计上大胆采用了AI技术，

实现了科幻+AI的完美融合。新书发布会上，

杨冰向天津市主要图书馆和学校，以及对口帮

扶的甘肃省夏河县以及西藏昌都进行了作品

捐赠。发布会后，以“真正无边的不是宇宙，而

是我们的想象”为主题，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副院长陈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狄青，百花出版

社副总编辑、《小说月报》《科幻立方》执行主编

徐福伟和作者杨冰围绕当前儿童科幻小说的

发展趋势、国内科幻文学创作领域题材或方

向、科幻+AI的模式在目前国内出版市场上的

运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姚博浩）

吴梦川《大树的女儿》
作品分享会举行

12月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联

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

社”）共同主办，陕西文学院、汉中市

作家协会、《儿童文学》杂志共同承办

的吴梦川长篇小说《大树的女儿》作

品分享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

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中少总社党委书

记、董事长郭峰，陕西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李国平出席活动并讲话。陕西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韩霁虹代为宣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的贺

信。活动由中少总社党委常委、副总

编辑蔺玉红主持。

《大树的女儿》是中少总社“多彩

中国梦”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学书系

的第10部作品。故事从13岁女孩马

缨的视角切入，用第一人称“我”展开

叙事，串联起马家四代乡村女孩跌宕

起伏的命运，讲述她们与贫穷和偏见

抗争、奋力拼搏创造美好生活的感人

故事，谱写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

分享会上，高洪波、海飞、徐德

霞、徐可、刘琼、张莉、李朝全、纳杨等

近20位作家、评论家及资深编辑围

绕《大树的女儿》共同探讨作品所蕴

含的深厚内涵和时代价值，以及对少

年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专家们从故

事构思、人物刻画、情节布局、语言魅

力、叙事技巧、思想深度及文学价值

等多个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分析和评价，认为该作是一部童心

烛照下的、有女性视角的乡村成长小

说，从小切口植入大时代，用秦巴山

区四代女性绵延百年的成长和命运，

回应中国乡土文明的百年变迁以及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之路，展现了

作者自我突破、不断丰富题材的创作

自觉意识，以及关注现实、不断走向

更加广阔的时代生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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