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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动画之余，“哪吒”迷们还有哪些童书可以看？

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动画电影《哪

吒之魔童闹海》已荣登全球动画电影票房

第一名。电影承接前作《哪吒之魔童降

世》，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封神演

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故事走

出去的重要实践。

在银幕之外，围绕《封神演义》故事

蓝本及《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各大出版

社也相继推出了相关图书、绘本和艺术

设定集等，为喜爱“哪吒”的小读者们提

供丰富的延伸阅读。根据出版方相关信

息显示，目前，这些图书的销量已突破10

万册，甚至有多个平台的现货已售罄，处

于预售状态。

中信出版社推出的《哪吒之魔童闹海

艺术设定集》是“哪吒”迷们最不能错过的

一本。书中内含30余位重要角色、20余个

重要场景、6大高燃名场面，让影片精华重

现纸上，读者可随时翻阅，重温动画电影

中的感人瞬间。书中呈现了电影的艺术概

念和设计演变，展示了主创团队的创作思

路、制作要点，特别收录了剧情地图，完整

呈现电影世界的丰富变幻。同时，还有导

演饺子亲撰寄语，回味电影创作点滴之

余，也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电影制作的

温度。

此外，中信出版社还推出了由可可豆

动画、彩条屋影业联合出品的《哪吒之魔

童闹海》官方原创番外绘本《哪吒：三界往

事》，包含196页原画级别精美手绘，以水

墨笔触凝聚匠心，以东方审美绘三界风

云，讲述新老银幕角色不为人所知的幕后

生活，展现每个人成长背后永不言弃的心

路历程。绘本在延续电影世界观的同时，

补充了没有能够在电影中呈现的重点角

色的番外故事，为观众们带来了更加丰

富、立体的人物形象，比如敖光、敖丙父

子，申小豹、申公豹兄弟，土肥坡的土拨鼠

们、石矶娘娘和小猫的故事等。

由华文天下出品、九州出版社出版、

饺子导演监制的衍生漫画作品《敖丙传》

早在2021年已经问世，近期再度“翻红”。

外传漫画讲述的是敖丙与哪吒相遇前的

故事，书中包含敖丙成长过程中的形象设

计，也展现了人物创作过程中的艰辛与欢

笑。因为是衍生作品，带有二次创作的特

性，书中部分细节和设定与《哪吒》系列电

影存在区别。据悉，出版社即将推出《敖丙

传》的第二部漫画，光线传媒也有计划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启动《敖丙传》漫画作品

的影视化工作，喜欢敖丙的小读者们有望

在大屏幕上看到关于他的新故事。

看完电影以后，如果小朋友们对《封

神演义》的原著故事及相关情节更感兴

趣，还可以选择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

楞伽长篇神话小说《哪吒》，这是继1982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版本之后，时隔40年

首次完整再版。作品脱胎于《封神演义》

《西游记》等神魔小说的相关情节，以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风趣幽默的文笔，将哪吒

惊天动地的传奇经历娓娓道来，塑造了一

个智勇双全、正直善良、嫉恶如仇、锄强扶

弱的少年英雄形象。更喜欢读图的低幼儿

童，可以选择改编自这部小说的《哪吒》系

列连环画。连环画全套17册，包含哪吒出

世、闹海惩凶、师徒除妖、大战四金刚、智败

二郎神等篇章，自20世纪80年代由河北

美术出版社首印至今，销量已达上千万册。

狐狸家出品的《封神演义》系列绘本

（全5册）则更适合5-12岁儿童读者，系

列绘本在讲述《封神演义》故事情节的基

础上，对部分情节进行了删减、改编，从孩

子的生活经验出发重新编写，用电影般的

绘本分镜语言呈现，让儿童更容易记忆和

理解。此外，赛雷著、博集天卷出品的《赛

雷三分钟漫画封神演义》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绘本采用遵循原著的故事内容，以及

生动趣味的漫画场景形式，幽默风趣地展

现了封神演义的精彩之处，让小读者们读

懂封神演义的内容，更理解这本经典名著

的智慧哲理，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在生

活中学有所用。

假如，小读者们还想走进神话世界里，

让从天而降的哪吒和自己一起冒险的话，

不妨去读一读春风文艺出版社最新推出的

杨鹏幻想小说《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我是哪

吒》。作品描绘的奇幻场景与人物形象，不

仅仅是神话故事的再现，更是结合当下对

传统文化新的阐释，幻想与现实的结合能

给孩子们带来欢乐、惊奇的阅读体验。

“哪吒”迷们，快来pick你最喜欢的

那一款吧！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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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姗姗儿童文学作品
亮相开罗国际书展

1月 25日，儿童文学作家李姗姗的系列作品阿拉伯语版签约活

动、《面包男孩》阿拉伯语版本签售会与“埃及和中国 古往今来的关

系”对谈活动在埃及开罗第56届国际书展期间举办，为中埃两国的文

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开罗国际书展创建于1969年，不仅是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的区

域性书展，还是结合意大利、土耳其、德国、西班牙等国家语言的国际

型书展，通过举办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鼓励世界各国出版社和译者加

大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埃及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对李姗姗正在

创作的三星堆主题新作持续关注，双方就系列作品达成版权输出意

向。此次签约活动是增进与阿拉伯地区文化交流、建立友好合作、提

升文化影响力的一次重要实践。同时，李姗姗的幻想儿童文学作品

《面包男孩》阿拉伯语版签售会成功举办，吸引了众多埃及读者。

在“埃及和中国 古往今来的关系”对谈活动中，与会双方表示要

以文化为纽带，为两国友好交流搭建桥梁。作家李姗姗从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与儿童文学创作等角度，阐述了中国与埃及两个文明古国之

间，对于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深刻共鸣，要以书籍为载体，连接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的交流互动，滋养世界读者的心灵。

汤汤以新作《小鱼大河》再次演绎了她对于童话本体

的深刻理解。童话是一种关怀弱小生命的文学，它所秉

持的万物平等的审美价值观使其扎根大地，跨越人类漫

长的时间进程，历久弥新。汤汤追求以中华美学精神为

底色的童话创作，她始终从儿童具体而微的成长命题出

发，创新童话的艺术表现方式，丰满童话的想象羽翼，为

其赋予更为广阔的美学阐释可能。

童话思维是一种未经社会化浸染，未被秩序化与规

则化的思维状态。童话的魅力就在于其生成世界的异质

性，它不在“人类”单一范畴内定位与认识世界，不以人类

为中心透视存在，而是以全视域景观、万物一体的立场呈

现世界景观。汤汤的童话创作从起步即葆有纯正的童话

思维，她的成名作“鬼精灵童话”不是简单从技术层面将

“鬼”引入童话创作，而是在基本思维方式上体现出她对

于童话文体的审美直觉，以及对中国文化中与童话气质

相契合的部分的智慧提取与艺术再造。

以“小”见“大”，
贴着“物性”写

汤汤的童话个性主要表现为想象奇特，物象形态万

千，尊重“故事”本体价值，尤其关注对微小生命主体价值

的开掘与表达。汤汤的童话美学是以“小”见“大”，以生

命微澜洞悉宇宙本相。新作《小鱼大河》从题名始，即以

精致简约的意象对比生成意义张力，见微知著，从“小”与

“大”、“鱼”与“河”出发，延展思考二者间更为复杂深奥的

辩证关系。

《小鱼大河》讲的是被困在水洼里的一条小鱼在八天

的时间里如何经历命运的波诡云谲，如何坚守信念、尝试

多种方法突围绝境，最终回到大河的故事。童话是隐藏

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隐喻系统，其产生的原动力来自于人

类所遭遇的问题与困境，它是一种在根本意义上为人类

探求“生路”的文学。童话是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理

想，以“抽象”的方式与现实拉开距离，用文字再造世界，

让现实的无序变为有序。

本书中，汤汤以一条水洼里的小鱼来喻示生命的普

遍存在境遇，她在创作谈里说自己要贴着物性写，写一种

童话里的现实主义。童话对“物”的书写常常是大于“人”

的，“物”在实存上显然比“人”的世界更为广阔博大。考

察汤汤童话中的物叙事特征，细究如何写一条“小鱼”的

物性，能够体悟她所思考的现实主义的具体内涵。汤汤

对物性的把握首先表现在对客观之物或虚拟之物的身体

形态与身体微妙变化的刻画与描绘上。阅读她的童话作

品，特别是“奇幻童年故事本”“幻野故事簿”等系列，可以

看出她在这方面的艺术掌控能力已经很好地契合了儿童

的认知规律与心理期待。

汤汤将创作谈的题名定为“局限、绝境和奇迹”，写的

是水洼中小鱼的局限和绝境。她说：“所有的生命都在局

限里，时空的局限，身体的局限，认知的局限，我们这些渺

小而又脆弱的生命如何去突破？”其实，她为自己设定的

这一次写作探险又何尝不是局限中的破局之旅？因为，

她全部的故事已被锁定在了“水洼”这一个小小的空间

中。这是一个注定不可能有情节上的大开大合与奇境冒

险的“世界”框架。这个封闭的小空间已然决定了存在之

“物”的可能性——小鱼、小鸟、水白菜、小青蛙、小蚂蚁，

在这个被夏天的太阳煮着的水洼里，外来的过客与被困

住的小鱼，在八天的时间里经历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喜怒

哀乐。宇宙生生不息，世界熙熙攘攘，专注地进入每一微

小事物的内部，贴着他们的物性去写他们自己，写出每一

个平凡存在都曾留下的生命履痕，写出每一种卑微人生

都可能奋斗过的华彩篇章，这大抵就是汤汤要在童话里

映照的现实主义。

“向上和向下
都是生命需要的姿态”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条鱼创造的生命奇迹。奇迹叙

事的要义不在奇迹本身，而在奇迹达成的过程。小鱼一

天天地经历了生存底线的严峻考验，水洼里的水越来越

少，呼吸不畅，两鳃作痛，眼睛疼，孤独、恐惧和死亡的警

告每天都紧迫地悬在头上，但即便如此，小鱼始终没有放

弃“我要回大河去”的强烈执念。身体感知与心灵独白是

汤汤把握小鱼主体性成长的两个重要维度，也是儿童读

者能够与小鱼建立共情关系的根本通道。“虽然是一路

往绝境写，但不能过于压抑和沉重”，汤汤所坚守的叙述

调性就是儿童文学文类的独有属性，它必须被容纳在儿

童的能力与想象范围之内，是一种有条件、有底线的绝

境突围。

通过小鱼，汤汤最想和孩子们探讨的应该是生命的

韧劲这个问题。她把“活着”与“死亡”这两个庄严的命题

坦荡荡地布局在了童话故事中，没有遮掩，这也是她所追

求的现实主义的内在要旨。文学的价值不就在于解决人

类所面临的存在难题吗？如果文学不触及重大与根本，

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小鱼面临的极限与困境，任

何个体在不同时期都会或深或浅地遇到，童年期的际遇

并不必然就是阳光明媚、顺风顺水，那么，儿童就此应该

树立怎样的生命观去积极应对这一切？小鱼在8天中的

故事会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成为影响他们在关

键时刻作出抉择的宝贵精神财富。

除去对生命永不言放弃的信念与立场，小鱼所拥

有的美善心灵更值得我们关注。无论自己的境遇多么

不堪，但面对小青蛙与小蚂蚁的无助，小鱼都能主动选

择去帮助他们，成就他人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另一种实

现方式。在小鱼与水白菜共存的艰难日子里，他们互

相鼓励支持，最终才有好的结局。汤汤对“大与小”有

深刻的辩证思考。导致水洼里不测命运的起因是大鱼

对小鱼的欺凌，而正是因为“大”，大鱼也很早就被人类

捕食。愿意见证别人的幸运，并为别人的幸运作出努力

的人，幸运迟早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不管他是多么的

弱小。

向上攀高往往是我们大人对孩子一成不变的要求，

它已成为思维定势牢牢控制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小

鱼大河》的结尾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出

口——小鱼以向下挣扎的努力而成功营救了自己。汤汤

曾说：“向上和向下都是生命需要的姿态。”我非常认可她

的这一观点，尤其是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向下扎根生长

对我们更具启示价值。

“他恢复了力气，六条腿扛着分成三节的身体，在水

白菜上灵敏地爬起来。”这是汤汤在故事中对小蚂蚁身体

的一句自然的描述。无论是一只蚂蚁，还是一条小鱼，他

们都在努力而认真地生活着，微小事物是人类照见自己

的一面镜子，这是汤汤以《小鱼大河》交出的微言大义。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阳光书房

天寒地冻，血染层林，歌声激荡，一段尘

封的往事徐徐揭开神秘的面纱……

继“东北抗联三部曲”之后，作家张忠诚

新近推出了同样以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战斗生

活为背景的儿童小说《谁在林中歌唱》。纵观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战争题材的红色儿童

文学经典作品，以强大而持久的感召力影响

了几代读者，对少年儿童灵魂的塑造产生了

重要影响。面临新的时代文化语境，追溯历

史沧桑，还原战争场景，重新展现特殊境遇下

人性的高光时刻，为新一代儿童读者开启认

知历史、涤荡心灵的新旅程，成为当下儿童文

学作家肩负的重任。

作者以“歌唱”为线索，借主人公少年小

德子的视野进入东北抗联生活，凸显了艺术

带给人民的鼓舞力量，揭示其为流血牺牲、艰

苦鏖战的中华民族提供的强大精神支撑，从

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小说以“战斗歌”

“喜乐歌”“摇儿歌”“哈达歌”“送别歌”“起来

歌”结构篇章，以主人公小德子被组织安排

进山寻找抗联七支队，以及之后投身抗联斗

争的线性时间经历展开叙

述，唱响了一曲悲怆与激昂

相交织的雄浑乐章。作品立

足辽宁“六地”文化，讲好“抗

日战争起始地”和“新中国国

歌素材地”的故事，书写抗联

战士从传唱“战斗歌”到“起

来歌”的演变过程，完成了小

说的闭环结构。“歌唱”可以

修复嫌隙、疗愈心灵、传递情

感、激励人心，一次次在中华

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挽救家国

于危难，成就打不败的钢铁

长城。

在小说中，由于父亲为

救国会印制传单被日本人抓

走而后惨遭杀害，小德子被

组织安排跟随交通员苍叔、

暴露身份的音乐老师荷姐一

同进山，寻找抗联七支队。

那里有他当侦察排长的哥

哥，小德子由此开启了别样的战斗之旅。一边是生离死别，血雨腥

风，随时有牺牲的危险，一边是白雪皑皑，没有补给和后援，生存环境

极端恶劣，想生存和御敌，需要钢铁般的超人意志。作品细腻描绘了

恶劣环境下抗联战士的英勇与智慧，如收集桦树汁、用桦树皮做本

子、喝猪皮乌拉汤，等等。作品呈现出战士们为了生存而苦中作乐的

丰富细节，具有毛茸茸的生活质感。由荷姐开启并交由小德子传承

的“歌唱”事业，是小说浓墨重彩的核心所在。歌唱能安抚并修复破

碎的内心，歌唱能寄托爱情、亲情和友情，歌唱能唤醒并激励战士们

的斗志，艺术的力量一次次洗礼心灵，塑造灵魂：当哥哥牺牲时，重大

的打击令小德子几乎失语，是歌唱的力量拯救了他；歌唱替代手术中

的麻药，帮助伤员忍住巨痛；《秋风红叶》《哈达歌》等，传递出战地的

深厚情谊；小德子还做起了“起来合唱团”的小先生，教孩子们唱

歌……悲伤与喜乐交织、浓烈的情感抚慰，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中不断

滋养着主人公幼小的心灵，帮助他锻造意志，塑造品格。以苦为乐的

信念支撑着他的整个精神世界，“歌声没有阻止死亡，但歌声让死亡

不一样了”“有了歌声山林才是活的”“这里每一棵树都听过我的歌，

它们在我的那些亲人的血浸染过的土地上茂盛生长”。小德子虽数

次负伤，命悬一线，却不妨碍千里行军，护送荷姐与吴政委的孩子桦

桦。他在燕尾湖学校教书，成为“少年连”合唱团团长，做吴政委的警

卫员，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他以高度的责任感、钢铁般的意志，一

边独自耕种土地，一边寻找密林中的苍叔，直到战争胜利，一生都没有

离开山林。作者真实地还原了这些在和平年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细

节，让人们惊叹于彼时彼地的残酷与壮烈，从而与之共情。艺术的力

量成为小说人物的内生动力，也透过书页打动了读者。抗战之所以能

够胜利，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小德子，有无数不怕牺牲的英雄战士浴

血奋战，面对国恨家仇，他们历尽千般苦难，在歌声中英勇无畏，百炼

成钢。

面对战争，儿童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有着与成人文学不同的别样风

致。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性，但将战争的残

酷性置于宏大叙事背景之中，更多采用一种日常生活叙事的姿态，来

表达儿童真实的情感体验，从而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种以“歌唱”

为内驱力的生活、以艺术点染激情的叙述，令小说进入一种美的意境，

让人读出《荷花淀》《百合花》中对人性人情之美的表达。战争在继续，

生活也在继续，苦中有泪亦有乐。苍叔、荷姐、钟大姐、吴政委、乌日

嘎、老巴子等人物，用浓浓的情感滋养了小德子，令他失去父兄后没有

缺少亲情的温暖，这种对家国一体生活场景的还原，让战争具有人间

烟火气息，充溢着朴实平和的美感，也能让当下儿童读者更容易理解

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根基所在。

（作者系《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编辑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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