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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
的作品越来越多进入中小学阅读选篇的
视野，短篇小说《大风》当属其中点击率
最高的作品之一。这是个颇具童年野趣
的故事：生活在胶河边的一对爷孙去荒
草甸子割茅草，辛苦一天，却在回家的路
上遭遇大风，经过一番搏斗，整车茅草仅
剩下了一根，但那根草却成了连接童年、
连接爷孙情感最厚重的回忆。小说最高
潮处，爷爷死死抓住手推车在大风中岿
然不动，对比前前后后都神情木然的场
景，特别有画面感，让人联想起《老人与
海》中那个经典的倔强老渔夫形象。

不过，要将这样一篇长度近5000字
的小说改编成图画书，难度相当大。从
结果来看，如果不计尾声的纯文字页，只
算文图共同叙事的内文部分，文本只保
留了不到原文1/2的1700多字。这给
图像叙事留出了充分的空间，但有的读
者也许会问：这是否还能保留莫言文字
的原汁原味呢？——实际上，这可能是
一个伪命题，因为直接找原文来读非常
容易，何必借助图画书去“还原”？图画
书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需以重新
诠释的方式进行再创作。

开场的“我家房后有一条弯弯曲曲
的胶河……”跳过了小说中大段的序幕，
却非常适合作为图画书故事的开头。紧
接着，原作有关为什么要去割草、爷爷割
草技术如何之高、“我”如何“留恋在干草
堆里打滚的快乐”，等等文字都被省略。

翻到下一页，我们就看到了爷孙俩在清
晨薄雾中出发去割草的身影。故事直接
进入正题，感觉舒缓的文艺片就要发展
成情节紧凑的动作片了。这是由图画书
叙事的特点决定的，比如原作文字里描
绘景色，“河上有雾，雾很重，但不均匀，
一块白，一块灰，有时像炊烟，有时又像
落下来的云朵。看不见河水，河水在雾
下无声无息地流淌……”图画书里只剩
下加重标注的两句，为什么呢？因为画
面里已可见青雾蒙蒙的情境，读者还看
到高高的河堤，河堤上爷孙俩的身影映
在曚昽天色中，爷爷弓身推着独轮车，孙
子安坐在车上。那种感觉，那种意境，又
是文字所难以描绘的。

插画作者朱成梁浸淫童书插画几十
年，他最突出的几个特点在本书的创作
中展现无遗。第一是捕捉儿童趣味，如
果说第一个对开页中萌萌的农家小院还
不够，看看那坐在独轮车上小男孩的身
影，相信小读者们都希望坐上去的是自
己。第二是还原故事情境的写实能力，
他在追求好玩的同时也在力求真实，比
如在他的代表作《团圆》中，他要还原一
个当代江南的水乡小镇，而在本书中，他
还原的是大概20世纪60年代初山东高
密地区的乡村风情，从人物形象到衣着
打扮，从乡村屋舍到牲口农具，他都会在
写生和研究之后尽力还原。如本书中的
爷爷与手推车的造型，一出场就让人感
觉特别亲切、真实，仿佛那形象从来就在

那里。第三个特点，在本书中可能是最
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喜爱借鉴拍摄电影
的手法，用类似电影的叙事手法来讲故
事，这种手法在他的另一本书《火焰》中
的追逐场面中曾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大风》的图像叙事中，朱成梁似乎
有一个总体的叙事格局：在爷孙俩清晨出
发后，通过连续两个对开页的大幅画面，
对日出时分引吭高歌的爷爷进行特写，那
种在一片苍茫中与天地对话的状态，将情
绪推向第一个高潮，正应了“我”的那种感
受，“从爷爷的歌唱中感受到一种很新奇、
很惶惑的情绪，很幸福又很痛苦”。

到了荒草甸子，连续三个对开页的
舒缓过渡，爷爷在忙碌，而“我”在玩耍与
打盹儿，两幅对开分割成左右两块，进行
对比，放缓故事的节奏。而到了“灰云主
雨，黑云主风”那页，故事的气氛陡然紧
张起来，尽管接下来的两个对开页仍旧
分割成左右两块，但画面是连续推进的，
动作加大，身体的姿势也更具紧张感，仿
佛蓄势待发。在男孩“感到一种莫名的
恐惧”那页，画面视角选用俯视镜头，让
人感受到速度与压迫感。到了远处的龙
卷风柱出现时，先是连续两个对开页，从
平视到仰视变换镜头，然后到大风降临
时，画面突然完全竖立起来，读者或许能
感到茅草被卷上天空的动感。翻到下一
页，画面被切割成六块，上面四小块，下
面两大块，大概是一系列连续动作，从上
到下，从左到右，快速连续完成，将故事

的紧张感推到最高潮。接着，大风过去，
下一个对开页又分成了左右两块，又回
复了舒缓的节奏。再到下一个满幅对开
页，在落日余晖中，爷爷弯着身子推着空
车，背对着读者往回走，而“我”则向着来
路抛掉了仅剩的一根茅草。

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对开页变成缩略
图来并列排列，就可以看出一系列连续
的画面序列，从开始的人物亮相，到中间
的铺叙，然后转而因核心事件出现而紧
张，进而逼向高潮，之后又舒缓下来，慢
慢定格为回忆……这样的推进的确很像
电影的叙事。如果比较原作，还会发现
为了能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讲述，图画书
也做了次序的微调。而在图画书特有的
前后衬页中，前环衬是满载茅草的独轮
车在左，后环衬是空空的独轮车在右，位
于右侧的红日显然是落日（与《别让太阳
掉下来》中的画面语言一致），再次巧妙
呈现了故事发展的时间序列。

图画书版《大风》（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以动感十足且富有童趣的方式
重新诠释了莫言的名篇，即使是成年读
者，也愿意以类似观影的感受换一种方
式来享受这部作品。书中的“尾声”也非
常重要，它实际上是由原作的序幕和尾
声混合而成，作为对这个故事完整的交
代。最后提醒读者，还可以读读原作，去
原汁原味地享受小说。

（作者系儿童阅读推广人、翻译者、
创作者）

大风狂舞涤荡的童年
——评朱成梁绘制的图画书版莫言名篇《大风》

阿甲

我们生活的地方位于欧亚大
陆，这片大陆纵横数万里，高山、海
洋、沙漠将人类分隔在一个个独立
的区域内，但这些阻碍不住祖先们
探寻的脚步，他们走出家园，披荆斩
棘，开拓出一条条新路，其中一条路
举世闻名，它就是“丝绸之路”。

从古至今，我们都无法忽视丝
绸之路对人类文明发展、世界文化
交流的贡献。在历史长河中璀璨辉
煌，在现代文明中焕发生机，丝绸之
路究竟有何种神秘魅力？《丝绸之路
人文历史绘本》（刘爱芳主编 中国
农业出版社）给出了答案。

我们看到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互
通。踏上绵延数万里的古代丝绸之
路，纵横交错的路线带我们穿越欧亚
大陆，远渡太平洋、印度洋，途经众多
国家，见证城市的繁华与衰败。在陌
生的街头，商人们快速地收拾行囊，
检查骆驼和车辆，装载货物，结队前
往远方。这一幕千百年来时刻都在
发生，丝绸之路的贸易与交通推动世
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们看到文明与文明的激情碰
撞。在繁华而忙碌的丝绸之路上，
商人的车船载满了丝绸、瓷器、茶
叶、珠宝、乐器、动植物等，往返于不

同的文明。随着商品的交换、物种
的迁徙和人员的流动，音乐、舞蹈、
绘画等文化艺术和酿酒、制糖、冶
铁、纺织等科学技术传播开来，人们
得以共享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通
过丝绸之路，这些艺术和技术所承
载的思想火花在不同民族之间交
汇，创造出源源不断的新成果，焕发
出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我们更看到人与人的情感互
动。跨越几千年的历史，不同文明、
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行走在这
条道路上，有帝王、使臣为了国家发
展毅然踏上险途，有商人为了更稀
缺的货物走遍世界角落，有僧侣为
了学习或弘扬佛法历尽艰险、百折
不回，有学子不畏艰险、立志报效祖
国，还有旅行家和航海家在征途中
寻找自我……丝绸之路将人们联结
在一起，即使语言不通、目标不同，
也能和平对话、平等交往，创造出一
段段流传千古的传奇。

愿看到这套书的小读者在追寻
丝绸之路历史的过程中，看到更宽阔
的世界，听到没有边界的历史，拥有
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为这幅气势磅
礴的千年丝路图续写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探寻丝绸之路的神秘魅力
朱信凯

文学即人学，它有三大重要功能：审
美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儿童文学
作品作为文学的重要分支，自然也具备
这些基本属性。教师引领儿童阅读优秀
的文学作品，也应有这样的意识：优秀的
作品如矿藏，阅读就是去发现去觅宝。
教师应推动儿童阅读，引领儿童在感受
作品特有的艺术魅力时，感知社会、思考
人生，培养其对真善美的向往。

日本作家安房直子的《天鹿》，讲的
是一头被猎人杀死、失去鹿肝的公鹿，送
猎人及三个女儿去奇幻的鹿集市买宝
物，并在小女儿的爱中得到救赎，与她一
同化为天鹿。《天鹿》文字精美隽永，故事
如梦似幻，可谓是幻想性作品中的精品。

当这样的幻想性作品进入语文课
堂，如何与儿童深入共读，在现实与幻想
之中来回穿梭，实现文学的审美、教育和
认识三大功能呢？我以《天鹿》为例，简
要诠释我们的“共读三重奏”：

第一，释放想象，感受文学之美。幻
想性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首先
当然是恣肆奔放的想象力。想象力对儿
童思维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用不
可估量。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说过，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天鹿》中，洋溢着
无边的幻想：那个“商品奇妙、规矩奇特、

气候奇幻”的鹿集市，那头早被杀死却一
次次出现的公鹿，那条会跟着和服图案变
换气候的山路……环境奇、人物奇、情节
奇，奇幻的故事瞬间将读者带入一片谜团
重重的“童话森林”，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奇
异美感。

儿童常会拿现实经验去对照情节，
从而感到深深疑惑：为什么是这样？为什
么是那样？其实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不会
驾驭幻想性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质：想象为
美。教师可以及时告知儿童，在充满想象
的世界里，不合情理才是最大的合情合
理——只有作者才是幻想王国中的国
王，所有奇特的设定，都是作者想象力的
成果。用现实经验去判断那些幻想是否
可能，这与作品本身就是相悖的。所以，
鼓励儿童大胆地接受想象、细心地梳理想
象，在找寻不到答案的奇幻处、故事情节
的空白处、日常经验的断裂处，用自己的
想象去呼应，去补充，享受与幻想共舞的
无边乐趣。这是文学阅读的特有奇趣。

第二，探究人性，沐浴教化之光。《天
鹿》之美，不仅美在诗意浪漫的想象，更美
在奇幻情节背后，总有人性的真善美在幽
然闪烁。故事不厌其烦地描述公鹿送猎
人与三个女儿去鹿集市买宝物，对四个人
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儿童在阅读

故事的同时，自然有对人物言行的基本判
断和情感倾向，但这样自然阅读的情意感
知是浅薄的。“四个人物各有什么特点？
你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教师可用追
问引领儿童触摸文字，寻找各种细节和线
索。人物形象在探讨中得以丰满，幽闭的
心灵世界也悄然被儿童洞见。以“利益、
好处”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猎人、大女儿、二
女儿，正直、善良、美好、有趣的小女儿美
幸，其人性之丑陋与美好，高下立判。趋
美向善，是儿童的天性。师生通过共读，
于故事的斑驳光影中捕得人性之光，进而
达成共识：或许你不能得到最大的好处，
但是，拥有正直和善良，你就是最可爱最
幸福的人。如此教化，如春风细雨，儿童
成长之路得以指明，健康情意、健全人格
的形成得以悄悄赋能。

第三，兼容并蓄，悦纳文化差异。阅
读文学作品，可以增进对世界和社会的认
识，了解不同的民族风情和习俗文化，这
已是众人共识。作为幻想性作品的《天
鹿》，同样可以实现文学的认识功能。世
界上有197个国家，2000多个民族。人
类的多元生态，造就了多样文明，各国文
学的样态，自然也各具风采。在《天鹿》结
尾中，美幸成为公鹿伴侣，化成云朵悠然
飞走，悲伤的猎人追赶不及——这个结

局就如一面小小的镜子，映照出了中日文
化的审美差异。中国人往往以团圆为美，
追求人、事、物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日
本人却崇尚“物哀之美”，认为残缺中依然
留存着美的事物，轻易得不到的东西才更
令人珍惜。引领儿童共读结尾时，不妨组
织深入的讨论：“你喜欢故事的结尾吗？
你希望故事有怎样的结尾？”以问为引，以
思作桨，由此打开儿童的视野，去眺望异
国文化的天光云影，学会理解差异，悦纳
欣赏；同时也引发哲思：圆满与残缺，各有
其美，真正能触动内心的，究竟是哪些珍
贵的阅读宝藏？

当下的儿童，是面向未来世界的儿
童。要让儿童拥有良好的阅读素养，葆
有充沛的好奇心、想象力，积极悦纳世界
的多元和差异，我们可以这样做：推动儿
童阅读，让成长伴随故事一起发生。

（作者单位系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
州学校）

为未来儿童赋能
——以《天鹿》为例谈儿童阅读的必要性

王乐芬

指导

品读

推
荐

还记得那群来自云南的亚洲象
“短鼻家族”吗？一路北上，它们越
过江河，穿过山川，一年多之后，返
回了属于自己的栖居地。这群大象
为什么“离家出走”？这期间发生了
什么事？它们和人类是如何相处
的？怎样跟小读者讲述这个事件及
其背后的故事？

近日，自然文学作家格日勒其
木格·黑鹤和图画书作家九儿共同
创作的图画书《大象的旅程》由贵州
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短鼻家
族”北上事件为依托，故事真实沉
稳，生动再现了那场牵动世界的“短
鼻家族”一路向北的旅程以及人类
为避免人象冲突所付出的努力。

在由国家动物博物馆和蒲公英
童书馆联合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王
晓婷表示，云南北移象群成功引离
人口密集区、重返传统栖息地，是在
多方专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以人
象平安作为根本原则，采取了一系
列科学管控措施实现的，这让全球
看到了中国在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
物、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坚定信
心和付出的努力。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
认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
大自然的力量和野生动物求生存的
真谛，同时宣传生态环保理念，对推
广儿童的科普教育工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指导意义。

打开《大象的旅程》封面和封
底，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群大象熟睡
的超长拉页，黑鹤坦言，大象平时总
是保持相对警惕的状态，只有对周
围的环境非常放心的时候，才会安
心入睡。在政府和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者的努力下，我们首次拍摄到“象
群熟睡”的影像画面，体现了人与动
物的和谐共处，无疑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这也是他坚持把这幅画放在
封面的原因。

九儿介绍了创作中所做的准备
工作、材料选择，以及大象的外形特
征、颜色、数量、角色设定等细节，《大
象的旅程》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
了全部创作，对她来说是一个创举。

受益于严格的禁猎措施和政府
的保护，亚洲象从20世纪90年代
的180头增加到现在的300头。未

来如何在平衡保障当地居民生活的
同时又要维持大象栖息地的规模，
这是一个长久的课题，正如黑鹤所
说：“当读者开始关注动物，其实也
就是在关注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生
命，而关注这些生命也就随之会关
注它们的生存环境，也正是我们人
类与之一起共享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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