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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王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典诗词与书画艺术是实施儿童
美育的理想载体。该书从对古典诗
词、中外绘画经典作品的欣赏进入，
寻找到诗画艺术的融通之妙，培养孩
子的感觉，激发情感和思维体验，以滋
养孩子的性灵，熏染孩子的生命底色，
培养艺术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书中所挑选的40余首诗词均是侧
重贴近儿童生活和心理的中国古典名篇，
而所挑选的绘画也皆是中外经典名作。

《山河故人》
赵宗彪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该书是一本讲故乡讲故人的作
品。跟随书中的文字，我们与浓浓的

“怀旧味”撞了个满怀。
通过百余篇回忆散文、百余幅简笔

画作，我们可以看到、找到记忆深处关
于故乡的点滴，寻到、嗅到那些专属于
童年的味道。这些有趣、温热的文字，
贯通了我们与祖辈的遥远记忆。

《冰的罪证》
王彪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冰的罪证》
王彪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该书作为一部犯罪悬疑小说，讲
述了一对年轻男女在婚姻中挣扎、在
城市中浮沉的故事。作者以一种异常
敏感的审美心理，直接叩问人类精神
存在的巨大困惑，感受着种种生命欲
望在社会视域中所遭受的煎熬。

“知青后遗症”对年轻人的影响也
是该书关注的问题。书中关注城市年
轻人的生存现状，聚焦当代社会婚姻
生活的暗角，以此探究两性与人性的
复杂，同时兼顾对社会问题的现实反
思和历史追问。

《浮动的海岸》
【美】芭丝谢芭·德穆思 著
刘晓卉 译
译林出版社

该书是关于白令海峡的首部综合
性环境史著作。作者为环境史学者，
根据自己与该地区原住民一起生活与
采访的经历，并结合丰富的档案资料，
揭示了一百五十多年来人类如何将这
一偏远地区的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增
长与国家力量的过程。

这部被誉为“历史学家的《白鲸》”
的作品，开创性地讲述了人类开发与
北极生态演变之间复杂变化的历史，
曾获评《自然》杂志 2019 年度十佳图
书。

“也许只有在孩提时代，书籍对我
们的人生才具有深刻的影响。”被誉为
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的英国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在《逝去的童年》中这样
写道。或许这也是我们总对儿时的某
些记忆，难以忘怀，反复咀嚼的原因。

童年阅读的书籍，构架着人生的
部分根基。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和
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炫彩童
年——中国百年童书展”正在天一阁云
在楼开展，156 种优秀儿童读物生动诠
释了中国儿童读物创作时代历程。

百年来，孩子们都在读什么？这些
读物是谁编写的？现代童书创作又有
哪些新特点？暑假来了，正是读书的好
时节。记者带着好奇走进天一阁，并采
访了几位童书作家，寻找关于童年的阅
读密码。

百年前的童书
一张张泛黄的书页上，精彩的故

事、鲜艳的图画，一起拼凑出承载着一
代代人记忆的书香童年。

天一阁博物院陈列展览部主任李
洁莹向记者介绍：“这次展览的内容横
跨百年。我们按时间发展脉络整理，所
选的经典童书作品囊括了童话、小说、
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还包含了战争、
科普、校园、科幻等多种题材。”

比如晚清时期，正是中国近现代儿
童读物的萌芽阶段。专以儿童为对象
的报刊和丛书开始出现，西方童书也随
着翻译进入中国。

“这本《童话》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
第一套大型儿童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
馆创办”。李洁莹说，从 1909 年起陆续
出版，历时 15 年，共 102 种。这也是中
国第一次出现“童话”一词。

记者了解到，《童话》所载的第一篇
作品，叫《无猫国》，讲述了孤儿大男请
主人把自己的猫带去卖掉。主人船至
某国，国王请主人进宫赴宴，不料宫中
老鼠把酒菜吃个精光。船主就把带去
的猫送入宫中，老鼠随即销声匿迹。国
王赏给船主金珠宝石。回国后，主人把
这些财宝都给了大男，大男从此致富。

《无猫国》的故事虽然简单，却开我
国“童话”先河。它实际上是由当时在
商务印书馆国教部任职的孙毓修根据
西洋民间故事《泰西五十轶事》创作
的。“《童话》大多取材于外国文学，如希
腊神话、《一千零一夜》等，还有一部分
取材于唐人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
说。”李洁莹说。这也反映了我国早期
童话故事的创作以模仿借鉴为主，也受
其他文学体裁的影响。

“再比如这本《馨儿就学记》就是早
期童书里的一本畅销书，由包笑天翻
译。在许多名人的文章中都提到过这
本书。”李洁莹告诉记者。《馨儿就学记》
是意大利近代作家亚米契斯写的儿童
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三年级小学
生安利柯一年中在学校、家庭、社会上
的所见所闻，讲述了一个个渗透着爱的
故事。

实际上，随着中国新教育的改革，
有识之士主张用小说“教育蒙童”，清末

民初出现了一波翻译教育小说的高
潮。包笑天正是这段时期翻译教育小
说最多的译者。《馨儿就学记》是他的译
作中影响最大的，先后再版过十次。

为了让这部作品能被中国读者接
受，包笑天把书中的人物、情节尽可能
中国化。比如“破难船”一节，英译本通
过男孩的外貌和神态，传递出勇敢、坚
毅的性格，女主人公则是普通少女。包
笑天译为少年“颜色温润如冠玉，优美
不似田舍儿”，女孩变成了“容貌端庄而
秀丽”的“大家闺秀”。他还创作了书中
的一部分内容。这种翻译加创作的方
式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童书，也反映时代。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现代儿童读物的创作，
迎来了一股追求光明、呼唤自由解放的
潮流。

如《鸡毛信》中 14 岁的牧羊娃、儿
童团团长海娃就以放羊作掩护，为八路
军送信，不料途中遭遇敌人，海娃急中
生智将信藏在绵羊尾巴下面，瞒过敌
兵。《小英雄雨来》更是塑造了一个机智
勇敢的抗日小英雄的形象。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上世纪
七十年代，儿童小说、诗歌、童话都呈现
出鲜明的青春、乐观、清新、向上时代特
征。这段时期涌现出一批展现英雄主
义精神的儿童读物，我们所熟悉的《小
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刘胡兰》等，都
是在这时诞生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读物开
启了多元化时代。1979 年出现的新中
国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
讲述了三位少年偶然间乘坐“东方号”
宇宙飞船飞向人马座，多年后终于返回
地球的惊险传奇。当然，还有 70 后、80
后最爱的《黑猫警长》《365夜》，以及《花
季雨季》《第三军团》《女生贾梅》等校园
小说。

每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
己的回忆。展览现场，正在读大学的00
后姑娘小爽告诉记者，她最喜欢的童书
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有些故事即
使长大看也依然倍感亲切。李洁莹则
对《365夜》印象深刻 ：“我还记得，小时
候放学去宁波少儿图书馆的借阅室里
读这些书的欢喜。展柜里的童书，也唤
醒了我的童年。”

写童书的大家
这次展览还对一代大家表示了致

敬。实际上，鲁迅、梁启超、叶圣陶、冰
心、丰子恺、俞平伯等都对儿童文学普
及作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在《狂人日记》《我们现在怎样
做父亲》中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正式
提出“孩子本位”的教育理念。“他还为
儿童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并创作了

《故乡》《社戏》等作品，为儿童文学提供
了宝贵的借鉴。”李洁莹说。

儒勒·凡尔纳是法国近代著名的科
幻小说家，许多中国读者都看过他的

《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神秘
岛》等科幻小说，但很少有人知道梁启
超翻译了他的《十五小豪杰》，鲁迅曾翻
译了他的《月界旅行》。

《月界旅行》描写了美国麦烈兰王
国枪炮会社社员，在社长巴比堪的领导
下研制成一种巨炮，发射弹丸送三位旅
行者飞上月球旅行的故事。

鲁迅介绍凡尔纳和《月界旅行》时
写道：“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光
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故苟欲
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
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翻译这本小
说的初衷，就是为了弥补中国小说独少
科学小说，以至于出现“智识荒隘”的情
形。

此外，周作人也发表过大量有关儿
童的文学作品、理论和译著。他翻译的
著 作 有《伊 索 寓 言》《希 腊 神 话》等 。
1919 年，周作人将《卖火柴的女儿》翻
译成白话文，刊登在《新青年》上。这也
是安徒生童话第一次被介绍到遥远中
国。

当然，说起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
荒者，叶圣陶是绕不开的。他给学生讲
课，常讲小故事、小童话，学生特别爱
听。童话集《稻草人》出版于 1923 年，
辑录了叶圣陶创作的 23 篇短篇童话。
叶圣陶特别善于从生活中挖掘童话故
事的素材，木匠、乞丐、渔妇、农夫、小
溪、青蛙等等，在他的笔下都焕发了勃
勃生机，具有独特的魅力。

如其中《稻草人》一文，通过一个富
有同情心而又无能为力的稻草人的所
见所思，真实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二十年
代中国农村风雨飘摇的人间百态，奠定
着现代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作
为中国现代第一部原创童话集，鲁迅评
价它“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
的道路”。这些写于白话文始创时期的
作品，毫无晦涩之感，无疑树立了民族
典范。

儿童读物总是和图画形影不离。
《忆》是红学家俞平伯创作的中国第一
部描写儿童生活的新诗集，全书共收诗
36 篇。这部诗集的独特在于俞平伯毛
笔手书、朱自清作跋、丰子恺作漫画插

图，堪称诗书画“三绝”。
书中附有丰子恺所作的彩墨插图

十八幅，是较为稀见的丰子恺的早期画
作，也显示了其创作中的趣雅和童真。
连周作人也大加褒扬称“这诗集的装订
都是很好的”，“从春台借了《忆》来看的
第二天，便跑到青云阁去买了一本来，
因为我很喜欢这本小诗集。”

当代童书之变
时代日新月异，21世纪是中国童书

创作和出版迅速崛起、快步融入国际童
书行业主流的时期。现在，少儿读物出
版已经成为整个出版界数量、品种和质
量提升最快的出版门类之一。

浙江儿童出版物的创作也呈现出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就不得不
提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少儿
出版领域的领头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打造了许多驰名全国的品牌书系。
如“中国第一少儿畅销书”《冒险小虎
队》系列、“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
系”“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查理九世”
系列，让全国无数的小读者们津津乐
道。

实际上，优质的创作永远是畅销的
根基。那么在新世纪，伴随着繁荣的少
儿读物市场，童书创作又是怎样的情
况？当代的童书创作应当注意什么？

沈石溪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动物小
说作家，他创作了《狼王梦》《斑羚飞渡》

《第七条猎狗》等经典动物小说，被誉为
“中国动物小说大王”。记者家中现在
还留着多年前购买的《混血豺王》《睡蟒
边的雪兔》等书。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喜欢用写作
来传达我对生活的看法和感悟。”沈石
溪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动物小说作家，
他最想在作品中传达的，就是动物也拥
有情感和灵性，人类应当尊重这些大自
然的生灵。“当然为了提高可读性，我的
书里都会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来自对生

活最真实的感受。”沈石溪说。
在沈石溪看来，儿童文学的创作更

应该注重真实。“十几岁年龄的孩子，其
实正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去窥探成人
的世界。”沈石溪说，我们不应当把复杂
的真实过滤掉，而是要帮助孩子们如何
更好地认识和跨入成人世界。

于是在沈石溪的作品中，作者本人
总是以一个真实，甚至有点脆弱的形象
出现。在《再被狐狸骗一次》中，他是一
个瘦弱、脸色苍白，还有点私心的人；在

《灾之犬》中，他是一个用十分残忍的方
式遗弃猎狗的主人，甚至有小读者当面
含泪向他控诉，“这个主人太坏了”⋯⋯
但正是这种不浅白的叙事方式，赢得了
万千读者的心。

“我希望现在的孩子们首先能够按
照自己的兴趣阅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向
更高级的阅读转向。”沈石溪说，“孩提
时代读的书，就好比农民在山上种果苗
时浇的第一瓢‘定根水’，只有让阅读带
来源源不断的兴趣，才能让孩子牢牢地
扎在文化的土壤里，终身受益。”

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后，由浙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原创绘本《太阳和蜉
蝣》摘得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作者汤
汤也认为孩子们需要读深刻的、思想性
强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会启迪他们
的智慧，点亮他们的心灵，促进他们去
思索人生和世界，从而帮助他们慢慢地
成为会思考、有深度、有内涵的人。

“在童话写作中，我会尝试探讨一
些哲学的命题。同时尽力用迷人的故
事呈现深邃广阔的主题。哪怕很大很
深很晦涩的主题，也要用一种轻松和巧
妙的方式表达出来，让人读得兴致勃
勃。”汤汤告诉记者。

汤汤很珍惜灵感，她的构思时间总
是尽可能地长一点，让故事胚子慢慢地
生根发芽。而创作最大的动力就是能
让孩子的眼睛亮一亮，让他们的心灵有
一瞬间被感动，被擦亮，被温暖，甚至被
深深震撼。

还记得鸡毛信、大头儿子、黑猫警长和女生贾梅吗？

追寻我们童年的阅读记忆
本报记者 李娇俨

书评

说到敦煌和敦煌学，常书鸿、段文
杰和樊锦诗是无法绕开的。“敦煌守护
神”常书鸿和“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可
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相对而
言，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知名
度则没有常书鸿和樊锦诗高。

近年来，我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
敦煌学学术史，敦煌研究院的院史是
绕不过去的，段文杰先生也是我研究
的对象，甚至是重点之一。在段文杰
独子段兼善老师的支持下，我正在整
理段文杰先生的书信，自认为对段先
生是比较了解的。但看了段兼善老师
的《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时，仍
然很震撼，感觉这是一本了解段文杰、
了解敦煌、了解敦煌学的好书，值得推
荐和阅读。

现在有许多的传记、回忆录，都会
对传主有意或无意地拔高，使传主本人
都感觉脸红，同事或知情人看了摇头。
拿到本书前我就想，儿子眼中的段文杰
会是怎么样的？他能否客观地描写段
文杰的学术与人生？看完本书，我认
为，这是一本冷静客观，以事实为依据，
以第一手资料为支撑，能够比较全面反
映段文杰与敦煌研究院发展史的好书，
真正做到了“自己看了不脸红，别人看

了不摇头”，达到了传记的基本要求。
段文杰早年在重庆的国立艺专学

画五年，以人物画为主。在重庆看了王
子云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后，受到
了感染，认为应该到敦煌去作一番实地
的考察与研究。

1946 年到莫高窟后，段文杰从事的
主要工作首先是临摹。他认为，“临摹
一定要忠于原作，不要随意在临本上改
变壁画的造型原貌和色彩。临本是要
给别人看的，要让观者看到敦煌壁画的
真实状态，看到古人的敦煌画风，而不
是让观众看我们进行了加工改造过的
所谓的敦煌壁画。”

通过多年的实践，段文杰逐渐认
识到临摹的要点，即在动笔前，首先要
搞清楚古代画师创作的画面形象的思
想来源和生活依据。如在临摹“维摩
诘经变”时，他先查阅《佛说维摩诘经》
中十四品的内容，以便掌握画面的结
构规律。其次要辨别各时代壁画的风
格特征。由于时代不同，有些壁画变
色严重，有些变色则相对小一些。再
次要了解各时代壁画制作的流程和方
法。如早期壁画的起稿基本上是用土
红作人物大体形象，然后是上色和定
型。隋唐时期开始用粉本，从而有了

画稿和白画。只有清楚了古代画师的
作画程序，临摹时才会心中有数，乃至
得心应手。

从到莫高窟的 1946 年至 1957 年的
十余年，是段先生壁画临摹的黄金时
期。他主要的临摹作品如莫高窟第 130
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第158窟的“各
国王子举哀图”、第217窟北壁的“观无
量寿经变”、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

经变”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也是中
青年段文杰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
尤其是“都督夫人礼佛图”，更是“临本
中的典范之作”，广为世人所推崇。

有人曾经问段文杰，“你临摹得最
多，速度又快，有什么诀窍？”段文杰是
这样回答的：“哪来的什么窍门，只不过
是要多花些精力时间去研究琢磨而
已。”这既是段文杰能够成为一代临摹
大师的诀窍，也是所有能在某一行干好
本职工作、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不二法
门。

为什么本书比较客观、真实，能成
为一本实事求是，不拔高、不虚美的优
秀传记呢？

首先，作者段兼善也是一位艺术
家，供职于甘肃画院，曾担任甘肃画院
副院长。长期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对
父亲的工作、生活、交往，乃至喜怒、爱
好等比较了解，能够写出一个真实的、
活生生的父亲。如1998年，段文杰从敦
煌研究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段兼
善老师就将父亲接到兰州，与他们一起
生活。段文杰虽然离开了敦煌，但他在
莫高窟生活、工作了 50 多年，可以说他
将一生都献给了敦煌，所以常常会在睡
梦中惊醒。据段兼善记述:“他经常梦见

自己置身于三危山下的莫高窟中，半夜
醒来就喊着要去看洞窟。怕他夜里起
身会摔倒，我在他床前放了一张长沙
发，每天夜里我都在沙发上睡觉，这样
他有动静我就知道。”

其次，段文杰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
习惯，即“他习惯看书时查资料、做卡
片，处理公务时留存记录，写日记也是
他常年坚持的习惯。”段兼善说：“我每
每翻看父亲的日记、资料卡片和工作笔
记都敬佩和感动不已。”这些卡片、日记
成了兼善老师写作的基本素材，所以在
阅读本书时，会感到其材料扎实，脉络
清晰。

此外，从 2001 年开始，段文杰先生
开始写回忆录，在台北《艺术家》杂志连
载过。初稿完成后，都是段兼善帮助整
理。这说明，段兼善的创作是有基础
的，有缘由的，有依据的。

正是因为段兼善老师掌握许多第
一手的材料，所从事的专业又与其父一
致，尤其是他又有一个常人无法做到的

“孝心”，对父亲的工作充分理解和尊
重，愿意为父亲、为敦煌、为敦煌学，保
留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并为此竭尽全
力，所以才有了我们能看到的这本《敦
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

“大漠隐士”段文杰与敦煌
刘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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