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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的的阅阅读读世世界界，，需需要要未未知知的的冒冒险险

�� 今今天天，，一一年年一一度度的的中中国国上上海海国国际际童童书书展展开开幕幕。。 给给孩孩子子买买书书之之前前，，家家长长应应该该
先先知知晓晓这这些些童童书书阅阅读读之之道道——————

我所期待在一本书中能找到的， 是以下这

些元素：
我欣赏那些忠于艺术本质的书籍， 也即是

那些能提供给儿童们一种直觉又直接的知识形

式的书。 在它的身上，拥有某种简单的能令人立

即察觉到的美感。 它拥有能够激起颤动儿童灵

魂的能力， 并将这种震撼注入衍生到他们的生

命中去。
那些能够给予儿童他 们 热 爱 的 画 面 的 书

籍。 折射着周遭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画面；既是解

脱的力量，又是快乐的源泉的想象的画面，让他

们能获得那么多可贵的幸福， 在时间面前能令

儿童们觉得安心泰然的画面。 因为当岁月匆匆

流过，他们将面对的是并不美好的现实。
那些能够唤醒儿童敏感的心灵， 但绝非泛

滥感情的书籍。 让儿童走入人类伟大的情感中

去，给予他们尊重生命的情感，无论是在面对动

物还是在面对植物时， 那些不会教导他们鄙视

世间万物，以及人类本身神秘现象的书籍。
那些尊重游戏的尊严和价值的书籍。 让他

们了解，智力与理智的练习，并不一定是立即有

用或者纯粹实用的。

我欣赏知识丰富的书籍， 但绝非那些企图占

据课间休息和娱乐时间， 以所谓的在丝毫不费

力气中就能学到知识为谎言和借口的书籍。 要

知道这绝非事实， 有很多东西必须付出很多的

努力才能学到。 我欣赏不将语法或者几何知识

拙劣地装扮起来的博学的书籍； 那些真正含有

教学技巧和适当深浅的书； 那些从不对年轻的灵

魂强行灌输， 懂得在他们的心中抛下种子， 让它

慢慢生长的书。 我欣赏那些对知识有清晰敏锐了

解的书， 它们不会认为学识真的能解决世界上一

切的问题。
我尤其欣赏向儿童们讲述存在中最困难但

又是最必需的知识，关于人类心灵的书籍。 那个

叫佩罗的人，在描绘缤纷闪亮的故事的同时，也
智慧而优雅地告诉读者们， 千万不要弄错了关

于男人女人和小孩们的心。 他总是在故事里充

满了观察，却又不让人觉得沉重。 在轻描淡写的

描绘中勾勒着迷人的曲线， 真实有力地远远地

走进灵魂深处。 在某种饱满的力量中，这一个个

人物的身形将在心灵中渐渐成长成熟， 在某一

天将开出智慧的花朵。
比如《小拇指》里：“她虽然贫穷，可她依然

是她们的母亲。 ”“这个皮耶罗是她的长子，她对

他的喜欢超过了其他几个孩子。 因为他的头发

有那么点红红的，而她的头发也是红红的。 ”
比如在《穿靴子的猫》里：“国王对他悉心照

料。 在赐给他众多华丽的衣衫后，他看起来光彩

照人（因为现在的他不但相貌英俊，还穿戴考究

了）。 国王的女儿觉得他很是得体，卡拉巴斯侯

爵用尊重又温柔的眼神看了她几眼后， 她立即

疯狂地爱上他了。 ”
比如在 《睡美人 》里 ，沉睡了一百年的公

主，醒来后看见眼前英俊的王子，说的第一句话

是：“您是我的王子吗？ 您的等待是有意义的。 ”
如同诗人芬乃伦所说的， 这些故事比那些粗鄙

的人以为的要有用深刻得多。
最后， 我也欣赏那些富有深刻道德感的书

籍。 它不是那些无需亲身经历，无需任何努力，由
最强大的人群来决定其形式模样的道德准则。 我

欣赏的， 是那些努力让真理永远地存在下去，并
且不断推动激发着人们内心生活的书籍。 他们告

诉人们，不受利益驱使的忠实爱情，终有一天将

有所回报；欲望、嫉妒、贪婪是多么的低贱丑陋；
满心邪恶，谎言出口成章的人，最终将变成一个

一开口就吐出毒蛇和癞蛤蟆的人……总而言之，
我欣赏那些维系着人类信仰与公正的书籍。 再让

我们来听听佩罗是怎么说的吧：
“当孩子们还不具备品尝赤裸裸的真实的

能力时， 将真理用适合他们幼小生命阅读的文

字包裹起来，让他们在阅读中将其咽入肚中，岂
不是所有父亲和母亲们最光荣骄傲的一项工作？
这些还未经任何腐蚀的纯真率直的灵魂，总是饥

渴地吸收着隐藏在书中的信息。 看看当故事里的

男女主角们还深陷在灾难中时他们的忧伤和紧

张，再看看当幸福降临时他们的欢呼雀跃；还有

在历经坏人们的各种恶劣行径后，当他们终于获

得了应有的惩罚时，孩子是多么地高兴。 ”
我知道要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是非常困难

的。 相对于写给成年人的书，这些优点在童书中

显得越发重要和必不可缺。 因此，扭曲年幼的心

灵， 利用某种便捷制造生产虚假而令人难以消

化的书籍，以廉价的道学家和博学人士做装点，
忽略这些本质的优点，即是我所称之为的“对儿

童的压迫”。
（摘自《书，儿童与成人》，【法】保罗·阿扎尔

著，梅思繁译，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有些妈妈每读完一本书， 就会不由自主地

向孩子提一些问题。
这本图画书有意思吗？ 什么地方最有意思？

你最喜欢哪一幅画？ 这本图画书都讲了些什么

呢？ 老爷爷怎么了？ 老奶奶说什么了？ 大灰狼刚

开始干了什么？ 后来怎么样了？ 最后呢？ 一共有

多少只羊啊？小猪又有多少只呢？大灰狼和小猪加

起来一共有多少？ 知道为什么小红帽会被大灰狼

吃掉了吗？ 对别人好一定会有好处的，你也要和小

朋友们好好相处哦……
这样的问题写多少张稿纸也不够用。
但是， 你有没有在不由自主中向孩子提过类

似的问题呢？ 是不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图

画书对孩子的最大效果？
通常孩子们被称作是“提问大王”，实际上很

多妈妈们也是很厉害的“提问大王”。
当读完一本图画书后， 提问已经变成习惯

时，孩子们会怎么想呢？ 听妈妈读图画书，对孩子

来讲本应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 但是一想到听完

后妈妈会提问题，孩子们便会在听故事的途中想

象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妈妈们的问题，基本上

都是一定类型的），并为回答这些问题做准备。 一

会儿妈妈肯定会问哪里有意思， 得记住这个地

方，这是第三只小猪，这是第七只羊等等。
像这样， 孩子们是不可能高高兴兴地听完

故事的。 本来觉得故事很有趣，快要沉醉在故事

中，进入故事的世界了，孩子们却要不由自主地

自己刹车， 为听完故事后可能被提的问题做准

备。 当再次快要进入故事的时候，突然又会想起

听完后妈妈可能会提的问题。 在这种心神不定

的状态下孩子们听完故事， 然后迫不得已地接

受妈妈的读后指导。长期如此，孩子会觉得自己

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 自然开始厌烦听妈妈读

图画书故事，开始讨厌图画书。
对孩子们来说，图画书是快乐的读物。图画

书不是教科书，也不是习题集。请你想象一下每

读完一本书后要迫不得已地说感想时的那种厌

倦感。其实孩子们也有相同的感觉。妈妈自己厌

烦的事，孩子们同样也厌烦。
不停顿地一直念下去， 是我们为孩子读图

画书的一个原则。在大多数的场合下，特意提一

些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大人们的自我满足。当然，
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与孩子对话是很有价值

的，但一定要注意自然才对。
当你读完一本很有趣的小说， 有时会特别想

和人交流， 而有时则很想默默地仔细玩味读后的

感动。 我认为读书不在于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应

该是读完之后的那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是宝贵而

充实的，当我们与自己的体验相对照，重新思考故

事中的人物时，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
打开图画书的封面，从听到“很久很久以前”的

那一个瞬间开始， 孩子们就渐渐进入了故事的世

界，踏上了故事世界的旅途。 即使故事结束，孩子们

依然会停留在故事的世界里， 展开自由想象的翅

膀，在幻想的世界里翱翔，令自己的想象力更加丰

富。 可就是在这段珍贵的时间里，大人们却无情地

用各种问题践踏着孩子们的幻想世界。 请问，能不

能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念图画书给孩子们听呢？
（摘自《我的图画书论》，【日】松居直著，郭

雯霞、徐小洁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年一度的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如期而至。来自世界各
地 360 余家出版机构的 6 万余种童书交汇成知识与想象力
的海洋，吸引着大手牵小手一同遨游。

“孩动力”驱动的童书“黄金时代”，日益繁多的书目渐欲
迷人眼。买什么书，怎样让孩子爱上阅读，却成为越来越困扰
家长的难题。

什么样的书才是孩子们所需要的？文字寥寥的图画书对
于小朋友来说“营养”何在？ 故事如何滋养想象力？ 童书阅读
的意义仅仅在于书中内容本身吗？……很多专家学者都围绕
相关话题推出过蓍述。 本期“阅读”聚焦童书阅读之道。

在儿童文学理论专家、 童书阅读专家给出的诸多箴言
中，这样一种观点为不少人所提及：孩子的阅读世界，离不开
家长的引领，但这并非一种小心翼翼的“安排”，而是需要保
留些许未知的冒险。 因为———阅读是无声的滋养，童书赋予
孩子的初始印记，未必在于字面的知识、道理，而更在于由此
开启的感知力与想象力。

———编者的话

一位母亲曾把自己似乎颇有几分神童禀赋

的九岁儿子带到艾伯特·爱因斯坦面前，问怎样

才能提高孩子的数学。 爱因斯坦回答说：“试着

给他讲些故事。”这位母亲坚持问关于数学的问

题。爱因斯坦说：“如果想让他聪明，就给他讲故

事；如果想让他有智慧，就讲更多的故事。 ”
我第一次读到爱因斯坦对故事和想象力的

看法，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那时我还是个实习

老师。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想读读看为什么

像爱因斯坦这样一个数学天才，会把想象力思维

置于比“知识”更重要的层面。 他认为，知识仅仅

局限于我们目前所知道和了解的一切， 而想象力

涵盖将要认识和理解的一切。在爱因斯坦看来，想
象力是进步之源。他说，伟大的发明需要一颗富有

想象力的心。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使我第一

次把故事、想象思维和教育联系起来。 24 岁取

得教育学位后，我便参加了工作。 不到六个月，
我就第一次体验到了 “故事 ”对儿童想象力的

影响。
我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所幼儿园当助教。离

圣诞节还有几周时，老师决定使用《胡桃夹子组

曲》中一个跟圣诞有关的故事。 她计划请“糖梅仙

子”到班上拜访，需要有人装扮成仙女。 老师让我

相信她的决定，去扮演这一角色。 记得我先是认

为这个想法很好笑，觉得孩子们一定能认出我，
从而破坏神秘的气氛。

圣诞节那天， 我在游戏时间从课堂上消失

了，到储藏室换上“仙女”穿的衣服。我穿的是母

亲的白缎子婚礼衬裙，一只手拿着金星魔杖，另
一只手提着一篮子的“糖梅”———红色玻璃纸包

着的坚果和葡萄干。
同时，老师已经让 25 个孩子在她身边围成

一圈，在指定的时刻，我紧张地跳着舞来到圆圈

中间。孩子们充满敬畏地坐着！老师开始弹奏故

事里的音乐，我给孩子每人分了一颗糖梅。我正

分着的时候，一个刚满六岁的大一点儿的男孩，
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裙子， 睁大眼睛说：“我从没

摸过真正的仙女呢！ ”
我换回平常穿的衣服后，出现在花园里，孩

子们正在玩耍。 他们中有些人依然小心地拿着

他们的“糖梅”，要等父母来了才舍得打开。另外

一些正慢慢地吃着，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孩子

们看到我，便大声喊着说：“苏珊，你去哪儿了，
你刚才错过了糖梅仙子了！ ”

这件事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
要理解一个孩子想象力的深度和广度，我

首先着眼于儿童意识与成人意识的不同之处。
在接受教师培训的过程中， 我研究过儿童的发

展，了解到儿童并不是成人的缩小版。通过对我

自己的三个儿子和我班上孩子们的直接观察，
我发现他们和我们大人截然不同。 生理、情感、
人际交往和认知的不同似乎可以用成熟和成长

来合理解释。
但是想象力呢？ 它不同于人类其他大多数

特质，想象力的力量一开始就巨大无比，令人惊

诧，但是它会逐渐萎缩！ 记得小时候，我的想象

力能够把我送上云端（那些云一会儿变成奔马，
一会儿变成海豚或者巨龙），也能带我翻越高山

到别的镇上去 （我会想象自己随着门前的铁路

去往充满奇遇的广阔世界）。这种力量甚至能使

我融入花园里的植物，花儿和虫儿，与它们那颤

动着、悸动着的生命合而为一。 回到彼时，我记

得那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唾手可得的感受———
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 然而所谓的“成长和

发育”期结束后，我成了一个想象力匮乏的成年

人，需要努力激活我的想象思维。我的很多成年

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 那么对此如何解释呢？
我疑惑了很久。 就在最近，我有了一次令人

愉快的发现。 这给了我这个讲故事者极大的鼓

舞。 欧文·巴菲德在《物质、想象与精神》中，描述

了两种实体———精神的与物质的，“隐藏” 的与

“日常”的。 但是他并不是让我们成人把这两者绝

对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建议在两者之间搭起一

座桥。 这条连接着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桥梁就是

“想象力”。
这些诗意的启迪帮助我理解了， 为什么故事

和童话对于孩子是那样的清晰明了， 因为孩子还

处在那样一个更梦幻的阶段，既对物质实体开放，
也对更微妙的、精神的实体开放。还有什么比丰富

的故事王国中蕴涵的真理能更加直接地接近孩

子，更适合孩子那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吗?
有人曾经问我六岁的儿子， 他为什么喜欢

童话故事 ， 他说 ：“因为他们想的就是我所想

的。 ”这童真的智慧帮助我在理解的链条上建立

了又一个链环———对于孩子， 想象的世界与精

神世界就如同物质世界、 如同日常生活一样真

实。 孩子似乎有能力如蝴蝶般在想象之桥来回

穿梭。
一位年长的导师曾跟我说过， 讲故事者的

旅程是一种“精神寻求”。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我不知道讲故事跟精神性有什么联系。 现在我

明白她为什么这样想了。 故事可以滋养我们的

想象力。
（摘自《故事知道怎么办》，【澳】苏珊·佩罗

著，重本、童乐译，天津教育出版社）

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书 【法】 保罗·阿扎尔

别用提问践踏孩子们的幻想世界 【日】 松居直

故事可以滋养孩子们的想象力 【澳】 苏珊·佩罗

延伸阅读

关于童书阅读，
听听国内专家怎么说

童 年 的 养 育 便 是 成 年 之 后 的 能 力 和 水

准，趣味和智慧！
和孩子一起阅读儿童文学， 成年人不是

都能胜任的；和孩子一起阅读儿童文学，成年

人不是依靠了现有的水准， 就可能相同地愉

快乃至引导的。 尤其是年纪幼小的孩子，父母

更是百分之一百的选书人； 父母这个第一读

者决定了第二读者的孩子有没有机会阅读到

一本真正的好书， 或者其实一直都是在布置

他们阅读着平庸的书和故事。
———梅子涵

图画书的第一读者是谁？ 那不是孩子，而
是大人。 双重读者的概念，我很坚持。 了解大

人在亲子共读中扮演的角色， 比我们问图画

书对孩子的好处，更重要。
关于大人在亲子共读中的角色，有两点：
第一，为孩子选书，买回家，摆在孩子身

边。 孩子就没有不喜欢图的，他会很好奇，他

的小手会在图画上指指点点的，他会看，他会

央求妈妈讲这都是什么故事。 人都是从发展

触感开始的，你把书放到孩子手上，让孩子自

己来翻，感觉翻书的感觉。 爸爸妈妈看到这个

场景时的感动， 绝不是三四十块钱能衡量出

来的。 一本好书会陪伴孩子很久，当很多年后

回首，你和你的孩子还会记得这本书，这个意

义重大。
而第二点，是要陪伴孩子，读给他听。 亲

子共读是一定要一些瞬间， 是只属于你和孩

子两人的。 比如，外面下着鹅毛大雪，你在被

窝里搂着他，和他一起读《下雪了》，你会看到

他一脸的神往； 比如你给他读一些搞笑的图

画书，《圆白菜小弟》《大卫不可以》， 你知道

吗，小孩子听到了会往地上跳，会笑得快要从

椅子翻下来。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这样感动人

的瞬间，这样快乐的瞬间。
你要知道， 读书不是用来打发孩子时间

的工具，而是一个媒介，它是你们之间的爱、
感动和回忆的载体。 图画书里面最隐秘又最

深厚的东西，是爱；而现在说回来，图画书最

大作用不是养成阅读习惯， 而是妈妈读给孩

子听，让书和妈妈的爱的感觉在一起，变成孩

子成长的一部分。
———彭懿

图 画 书 被 批 评 得 最 多 的 就 是 它 的 字 太

少，买图画书的人常有这样的想法，这么少的

字，没什么用。 但是要知道，好的图画书里，图
画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但是文字并没有退到

外面。 当然我这里说的图画书也包含了无字

书，那是一种例外，大多数图画书是文和图搭

配的。 文字其实受到了一种约束，但是它努力

地发挥它的作用。 这种严格的约定非常类似

于诗歌的创作。 所以好的图画书的文本真的

跟诗歌一样，诗画。
越是优秀的图画书， 你越是无法具体定

义它的用处， 而且越是用一种无用的心态去

和孩子分享，可能它的用处就越大。 图画书最

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帮助你的孩子爱上阅

读，而这种爱是学习过程中，除了理解阅读之

外，能够学习爱本身，这是一种大爱，爱自己，
爱他人，爱生活，爱世界。

———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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