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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如星 缀满童年的梦
——“绘本热”中的青年创作者

晨雾和鸟声中，太阳跃出海面，光耀万丈。金
黄的桂花，橙黄的蛱蝶，赤红的蜻蜓，古老的渔村
开启热闹的一天……一家绘本馆内，5岁的小女
孩童童刚刚读完一本名为《日出》的国产绘本。她
拉着妈妈兴奋地提议，想去海边看日出。

这或许是亲子阅读场景中平常的一瞬，对
《日出》创作者之一、80后插画师刘江萍来说，
却很珍贵。创作时，她和团队曾到浙江温岭的小
渔村采风，历经多日等待，捕捉到日出东方的壮
美一幕。这惊艳了创作者的旭日，最终于书页间
喷薄而出。

图画与故事交融、碰撞，创造直抵童心的视
觉力量——这是绘本（图画书）的追求。凭借自
己的绘画，让孩子们生出“去奔赴一场真实的日
出”这样的美好念头，是刘江萍投身绘本创作的
动力所在。

国产原创绘本同样迎来一场“日出”。近20年
间，国产原创绘本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截至2022
年，在国内绘本市场中码洋占比已接近五成。

在绘本里看见文化中的故土

文图叙事的童书在我国早已有之，但现代
意义上的原创绘本在国内的发展历史不长。本
世纪初，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引进绘本开始占据
中国父母的视野，原创绘本市场尚且一片空白。

“那时的原创图画书既没有土壤，也没有开垦者
和播种者。”《图画书小史》中，在中国推广图画
书阅读的先行者之一阿甲这样写道。

写这句话时的阿甲或许难以预料，短短20年
间，这片“土壤”会变得如此火热，引来众多年轻的

“开垦者和播种者”，萌生属于中国的“种子”。
“过去很多人只认国外的绘本，现在我们自

己也有非常非常厉害的绘本！而且，中国美的内
核，恐怕只有中国人才能精准表达。”社交媒体
上，读者“琪琪妈妈”推介着她眼中的宝藏绘本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为主题的《游园》。她
回忆，早些年在众多西式童话中“淘”到一本中国
故事的图画书并不容易，现在，讲述非遗、传统文
化、祖国风光的绘本早已脱颖而出。

把中国的故土乡情引入绘本世界，离不开
国内新一代青年绘本人的匠心独运。

“怎么把听起来婉转深情的昆曲画出来？还
得让孩子看得懂？”这是刘江萍和作者保冬妮创
作《游园》时颇费脑筋的问题。为此，她们巧妙设
计了一个双线结构——让小主人公“我”一边游
园，一边听《游园》。

开篇，随着一句“一大早，爸爸撑船带着我
和妈妈去苏州，我们要去看戏喽”，小主人公

“我”走进水彩园林。这个园林，是刘江萍借鉴传
统工笔重彩技法绘就的。绘本中，花窗、太湖石、
雕花门窗等园林造景成为古今穿越的“窗口”，
昆曲故事跟随“我”的视线，在平湖长堤、亭台楼
阁、苍石古松中上演。

面向儿童的绘本往往篇幅不长，但不意味
着能速成，“在画面之外绘者要付出很多努力”。
刘江萍说，为了表现《牡丹亭》的韵味，她在梅兰
芳、张继青的舞台视频中找灵感，对比白先勇的

“青春版”改编反复观摩；伴着不同曲艺大家的
唱腔，反复品味汤显祖的用词之美。

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灶王爷》《小年兽》，以
市井民俗为题材的《团圆》《荷花镇的早市》……
近年来，中国文化、中式美学的绘本作品屡获大
奖，传递出本土原创力量的旺盛生命力。

直抵孩子的内心世界

多次参与绘本奖项评选的《东方娃娃》杂志
社总编辑余丽琼发现，近年来，让人“眼前一亮”

的原创绘本越来越多了。这位资深童书编辑的
评判标准中，有一条最关键——要完全“回到童
年”。“大家能发现心里的孩子了，都表达自己的
童年感受，这是图画书创作最大的变化。”她
谈道。

具备童趣与哲思、符合儿童心理，是绘本真
正“抵达”儿童内心世界的关键，这曾被视为国
外绘本的显著优势。当前，国产原创作品在这一
点上与国外的差距正在缩小。

青年儿童绘本作者马鹏浩眼中的童心，是
对周围世界充满一个个“小问号”。构思绘本故
事时，他会特意回应这些问号，因为“要让孩子
们保持对世界的想象力和好奇心，那是他们珍
贵的特质”。

每当和小读者们交流，马鹏浩总是非常享受
地听孩子们讨论“留白”的故事、分享自己“续写”
的结尾。他从来不会把孩子们的畅想当成幼稚的
想法，反而会加入讨论，一起探索更多可能。也是
在这种时候，马鹏浩“仿佛回到了童年”。

“儿童绘本有它的特殊性。”刘江萍认为，与
面向成人的绘画不同，绘本贵在“童真”二字。

“这个童真，指的是创作者赋予作品的一种纯粹
的心态。”她说，将孩子放在心中，让表达真诚而
自然，这是创作一部好绘本的前提。

青年绘本作者大吴（本名吴华超）相信，给
孩子们创作的故事可以是充满哲思的、回味悠
长的。在绘本《散步》中，他设计了一位有好奇心
的弟弟和一位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哥哥。散步时，
弟弟每提出一个有想象力的想法，哥哥就会用
相关的知识对这个想法加以否定。一个用好奇
心理解世界，一个用经验对事物进行判断，兄弟
二人的一问一答构成了鲜明对比。

在创作时，大吴把弟弟想象中的事物统统
画了出来。在这个故事里，弟弟想象中的世界反
而是真实的，他想让孩子们认识到好奇心有多
么宝贵，丢掉好奇心是多么可惜。

“我们每个人都曾是故事里的‘弟弟’，太多
的人却成长为‘哥哥’了。”在这个故事里，除了

鼓励孩子们尽情放飞想象，大吴还想提醒步履
匆匆的大人不妨尝试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去探
索人生的旷野。

贴近真实经历，启迪生活智慧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国际童书展
上，《炒豆粉 香喷喷》《穿蓬蓬裙的大人》等本土
原创绘本成为展会的一大热点。有书评分析，这
类贴近乡土、源于生活的绘本正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原创绘本作品中。

在《去找奶奶的那一天》中，大吴结合自身
的经历，为小读者讲述了去医院看望奶奶的故
事。田里的老牛、乡间的小路，是不少去过农村
的孩子熟悉的事物；奶奶的慈爱、主人公的思
念，是许多和祖辈“隔辈亲”的中国宝宝体会过
的难以割舍的亲情。

“本土的原创绘本未必要拘泥于标签式的
文化符号。”许多和大吴一样的青年绘本作者逐
渐认识到，原创绘本要立足中国孩子的童年生
活、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本土的作者为本土
的孩子创作故事，有着天然的优势。”大吴说。

马鹏浩有着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原创绘本
会带着作者本人的审美和情感取向。马鹏浩小
时候曾被烫伤，留下疤痕。他据此在故事里创作
出一个有伤口的苹果，这个苹果被果农扔下山，
一路上它看到了那些被采摘走的完美苹果不曾
看到的风景。最后，它落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中，
长成了一棵苹果树。

读了这个故事，一位腿上有伤的小读者
穿上了自己一直不敢穿的裙子，一位声音嘶
哑的小读者敢于在人前大声说话了……每当
听到这样的反馈，马鹏浩都会为自己的故事又
治愈了一位小读者的童年而欣慰。把自己的成
长体会和经历映射到一个个充满童趣的故事
里，再通过故事去鼓励和感染小读者，青年绘
本作者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创作，与孩子们互相
成就。 （据《光明日报》李丹阳殷泽昊）

唐诗里的“元旦”
◎ 王玉美

元旦，也被称为“新年”或
“新历年”，是一年开始的第一
天，是一个诗意盎然的节日。古
今文人大都喜欢过元旦，他们在
元旦吟诗作赋，抒怀言志，仅唐
代就有许多“元旦”题材的佳作。

“诗圣”杜甫《杜位宅守岁》
曰：“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
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
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
束，烂醉是生涯。”杜甫当时在他
的族弟杜位家中守岁。他看到的
是椒盘颂花的守岁仪式，以及前
来族弟家中过年的其他宾客的
热闹场面。一些人骑马而来，另
一些坐车而来，马槽边一片喧
腾，点燃的火炬吓得林中雀鸟四
散飞去。这四句主要写守岁之
境，后四句，杜甫翻转一笔，从实
景写到自己的命运，人到中年，
已经觉得暮景扑面而来，只好以
酒解忧。

“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
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这是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七年元日对
酒五首》中的第二首。在辞旧迎
新之际，别的老人都忧伤于时日
不多，而诗人却不惧衰老，开开
心心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这种
从容淡定的豁达胸怀无不让人
折服。

亲人团聚是新年的一大习
俗，对羁旅他乡的游子来说，更
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刘长卿
被贬期间写下了《新年作》：“乡
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
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
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
又几年。”诗人在新年中思念家
乡的心情很急切，一人在天涯海
角潸然落泪。全诗情感哀切深
至，首尾感叹往复，堪称新年思
乡佳作。

孟浩然《田家元日》诗云：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
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
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
说此年丰。”既表达了大唐盛世
下的老百姓辞旧迎新的欢悦心
情，也展示出他身为读书人，心
中 却 惦 记 着 百 姓 疾 苦 的 高 尚
情怀。

成彦雄写有《元日》诗：“戴
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
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
得先尝。”这首诗中描写了古代
元旦饮美酒的习俗。“觞”即酒
杯，可作饮酒解。“屠苏”是元日
专饮的多味药酒，古人认为饮此
酒可以防病消灾。饮此酒有个规
矩，老少不能同时共饮，而是从
年幼者依次而来。按古人理解，
每逢新年，虽然每人都要增寿，
但实际上年少者得了一岁，而年
长者却失了一岁，所以大家劝年
少者先饮，以示祝贺，让年长者
后饮，以避忌讳。

阅读的欢乐探险
◎ 黄宗慈

每个孩子接触文学作品都是从童话
故事开始，在我成长的年代，最脍炙人口
的童书便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
《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 其中《卖
火柴的小女孩》《国王的新衣》《爱丽丝梦
游仙境》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依据《杰
克与魔豆》这篇童话故事改编成“两兄弟
和豌豆树历险记”，加上自己凭空杜撰的
人物、情节，叙述两个小兄弟自家院子一
夜之间长出了直通云霄的豌豆树，好奇
的两人爬上蜿蜒巨树展开一段探险历
程，故事高潮迭起，我讲得天花乱坠，我
的两个孩子听得无限神往，恨不得家里
后院也长出这么一棵巨大魔豆树。

阅读开启孩童无穷的想象力，在童
话故事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情
节与人物。这些年来，通过分享床边故
事，我和孩子们建立起温馨、无可取代的
共同回忆。除了西方童话故事，儿童版的
《欢乐三国志》是他们最喜欢的一部中国
历史故事。草船借箭、关羽过五关斩六
将、孔明借东风……全书以诙谐幽默的
方式及浅白有趣的内容，讲述了这些脍
炙人口的故事，其人物的刻画、情节的辗
转曲折，比任何以丰富想象力写就的童
话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一次我问如今已是青少年的小儿
子，记不记得小时候和他们说的床边故事

“两兄弟和豌豆树历险记”，没想到当时听
得如醉如痴的他竟然一点也不记得了，让
我有些失望，不禁感伤地说：“小时候说的
故事都忘记了，好可惜啊！”结果儿子讲了
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不会可惜啊，至少那
个时候我是很享受的呀！”这句话让我随
即释然，陪伴的光阴永远不会白费，那许
多夜晚的床边故事温馨欢乐时光，是孩子
们成长过程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我的孩子们从幼儿时便开始接触故
事书，自然而然地养成了阅读习惯，加上
我自己也爱看书，这几年家里的藏书如
滚雪球般愈来愈多，书架上堆满了各种
类别书籍，除了他们喜爱的童书、少年冒
险故事、科幻小说、益智图书，还有我从
网络书店订购的海外译本，有文学类，也
有心理、励志等书籍，甚至有段时间迷上
了中医针灸，所以搜罗了不少有关经络
的科普书。

文字架构起来的世界宽广无边、琳琅
满目、无奇不有，是想象力翅膀自在驰骋遨
游的天地。手中一本书，便开启了无边无际
的探索旅程，在那里，充满了无限可能。

《米花之味》是一部聚焦留守儿童成长问题
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它的影像表达具有见微知
著的纪实性特征，故事情节真实且自然流畅，通
过细腻的影像表达和情感的渗透，引发观众共
鸣。此外，这部作品还关注少数民族农村所面临
的现实问题，对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影片的总体基调是平静
的，但其内核又是激荡的。城市和乡村，传统与现
代，该片在剧情里融入了这两对冲突，将故事情
节推向高潮，最终以主角母女二人在溶洞中共舞
结尾。这部影片不仅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
和生活方式，还传递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它的成
功不仅在于其艺术表现力的突破，更在于其承载
的文化、社会使命和价值观的传递。

《米花之味》中的女儿喃杭的形象具有一定
的典型性，以往许多类似题材的影片会将留守儿
童塑造为独立、懂事、拼搏向上的形象，以留守儿
童长大后的成功作为故事的结局，但《米花之味》
中更多呈现的是现代社会留守儿童由于一部分
亲情的缺失而产生的问题。影片中的女儿喃杭，
虽遇事勇敢不怯场，但她爱撒谎、成绩差、沉迷于
手机和网络游戏，与从大城市回到乡村的母亲叶

喃有着强烈的疏离感。这种对留守儿童立体化的
呈现，加大了观众与角色的共情空间，更能展现
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乡村环
境的改变对儿童成长环境的影响。

在反映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现实问题的同时，
《米花之味》还为傣族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
平台，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这些文化的美。电影
融入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服饰、音乐和舞蹈
等元素，展现了他们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舞蹈是《米花之味》一大亮点，为影片注入
了更深刻的文化底蕴，也传达出民族文化需要
坚守的观点。影片一开头，喃杭她们参与了村寨
组织的商业活动并跳起了印度舞，这与傣族乡
村显得格格不入，这是对过分追求商业价值而
忽视文化保护的批判。而影片的最后，母女二人
在两亿年形成的钟乳石洞中跳起了傣族舞，二
人的光影映衬在岩壁上，此时仿佛与自然融为
一体，言语的较量在这一刻停滞，肢体语言更激
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配合着灵动的音乐，为观
众带来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影片中的乡村景色和音乐也十分具有民族特
色。《米花之味》的取景地在云南边境的傣族小寨，
影片中呈现的景色都是自然的，没有过多的后期修
饰，富有层次变化和视觉冲击力，充满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之美，为影片定下了轻松明快的感情基调。
影片中的配乐也让人耳目一新，欢快的节奏，将田

园的风光与打击乐结合，将人真切地带入到故事情
节中，也更能感受到傣族乡村地区的民俗风情。在
影片中有这样一幕：几个上学的孩子排成一排，边
吃零食边踩着轻快的步伐走在田间地头，这时候音
乐代替了语言，使这些孩子和身后的田野、山川融
为了一体。这种听觉的艺术还体现在影片采用“原
汁原味”的方言，充满地域化的口音，增强了影片的
地域性和现实性，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

《米花之味》以纪实性的风格，勇于创新，打
破了以往的老旧程式，创造出更鲜活立体的人
物，推进了少数民族电影的多元化发展。

《出租时间的熊爷爷》是“好性格美心灵
绘本”《快乐的笨笨熊（第二辑）》系列里的一
本，由信谊图画书奖、冰心奖作家任小霞撰
文，新锐实力派插画师依米绘制。故事篇幅不
长，1000 字左右。退休后的熊爷爷心情很不
好，因为他的时间太多了，而笨笨熊觉得自己
要做的事情太多，时间根本不够用。于是他替
熊爷爷想了一个好主意，出租时间给小动物
们。自从出租时间后，熊爷爷心情变好了，不
再觉得时间多了，每天都乐呵呵的。新搬来的
小棕熊也来租熊爷爷的时间，陪生病的熊奶
奶说话，租金是每天跳舞给熊爷爷看。熊爷爷

觉得这次出租时间，最让他快乐。很快，熊奶
奶病好了，她和熊爷爷决定相互把自己的时
间出租给对方，以后义务帮大伙儿做事，不收
他们的租金了。

故事没有简单说教，而是把道理巧妙地融
合在情节之中，让小朋友自己体会。出租时间，
对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的。熊爷爷不但不觉得
时间多了，还得到了小动物的租金回报：一份果
子、一大篮子蘑菇等；小动物们也因此“多摘了
好多果子”，“多采了两大篮子蘑菇”。虽然熊爷
爷的时间多，笨笨熊提出的办法不是直接让爷
爷帮他做事，而是出租时间收取租金。也就是
说，对别人的付出，哪怕是亲爷爷，也要给予回
报。故事写到这里，熊爷爷很高兴，笨笨熊也很
得意，大家皆大欢喜，但作家并没有让故事结
束，而是引出了新情节——新搬来的小棕熊来
出租熊爷爷的时间。这次出租，租金不再是实
物，即物质上的享受，而是每天欣赏一支舞蹈，
即精神上的愉悦。这次熊爷爷感受到：能照顾病
人、有人陪着说话、还能看跳舞，是最快乐的事。
所以他决定和熊奶奶相互陪伴，继续帮大伙儿

做事，但不再收取租金了。这一情节，是故事的
升华——付出爱本身也让人快乐，不一定非得
有物质上的回报。但需要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收
租金义务帮助大家的决定，是熊爷爷主动提
出的。

绘本内容贴近小朋友的日常生活，符合他
们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随着孩子们认知水
平的提高，在人际交往中，他们能明显观察到他
人的喜怒哀乐，并试图解决问题。如同故事中的
笨笨熊，首先发现熊爷爷不高兴，接着询问出原
因，最后想出了解决办法。绘本文字浅显易懂，
但又不失文雅。

绘本思想主题积极向上，具有教育意义。
“为他人着想”的关爱主题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部分，这一主题贯穿作品的始终。故事
还涉及当今的一些社会问题，如退休老人的心
理健康，学生学业负担重等。这些问题如何解
决，绘本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在纯真、善良、
智慧、充满爱心的小动物们面前，似乎都已得到
解决。有着纯净心灵、美好性格的孩子们，正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所在。

见微知著的纪实性表达
——观少数民族儿童题材电影《米花之味》

◎ 江金雨

爱的付出与回报
——读绘本《出租时间的熊爷爷》有感

◎ 傅传凤

今天今天 什么什么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