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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云南象群北上事件牵动了全世界
的眼光，云南儿童文学作家湘女敏锐捕捉了这
个有价值的命题，以灵动细腻的笔触、童真自然
的心境，写就了一部富有童趣的现实题材儿童
文学作品《勐宝小象》。

《勐宝小象》以西双版纳人象共生、人象两
安的发展为主线，讲述了一个云南人民救助与
守护大象的传奇故事。该书在现实主义的基础
上透露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比如活泼机灵
的“小树精”小蛮，“认识起码一百种可以吃的野
菜、野果，叫得出每一只小鸟、每一颗小树、每一种
小兽的名字”；那头活泼可爱、天真懵懂、人见人爱
的神奇小象，喜欢用鼻尖给小孩子解扣子、给小
孩子擦鼻涕，还喜欢让人抱抱。作者娴熟的写作
技巧和对动物、植物的丰富知识，建构出一个带
有万物有灵论特色的、人与动物共生互助的和谐
世界，让人在阅读中产生一种如散文诗般唯美，
有时又像童话般梦幻的奇特阅读感受。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海
峡出版发行集团主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承
办的《勐宝小象》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会议以

“山水童心：儿童文学里的生态文明”为主题，来
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探讨新时代
下生态儿童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勐宝小象》作为一部
典型的儿童文学，童真性与文学性并存，整部作
品呈现出了自然之美、人性之美和艺术之美。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湘女驾驭浅语写作的能力，
使得这部作品通俗流畅又有美感，细腻又不啰
唆，浅显又不直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说，这个关于大象的
故事蕴含了自然的命题、人的命题、人与自然的
命题，这片高原是湘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
作资源，她懂得感恩、善待。如果中国的文学天
地里再多几个湘女，也许有更多好看的画面。

“儿童文学作家的功夫就是使用浅语的功夫，这
种能力既是天生的，也是修来的。湘女的浅语

写作告诉我们，语言与表达的辩证法——对于
一些深刻的道理或一些悲悯之情，并非必须依
赖于复杂的表达和深奥的词汇，浅语也能将其
圆满呈现。”

在《儿童文学》原主编徐德霞看来，《勐宝小
象》是主题出版、儿童本位和文学艺术之美三方
面都拿捏得较好的一部作品。它是一部聚焦于
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主题出版物，也是一部立
足当下，关注现实、关注自然、关注人与动物和谐
共生的作品；它还具有童心童趣，是一部具有典
型儿童文学特色的作品，呈现出了自然之美、人
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其中，感触最深的是作品所
呈现出的童心童趣，让人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有
一种推开窗一股清新之气就扑面而来的感觉。

“作为一名生活在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一
直以来我的写作基点都是以云南的自然风光、
少数民族文化、不同形态的自然生命为主题，更
多倾向于人与自然主题，野生象群出走事件除
了带给我震惊之外，更多的是困惑和思考。”湘
女表示，希望《勐宝小象》使少年儿童对社会环
境的认知、对人类情感的理解、对自然生命的认
识等都有所提高，也希望唤起人们对环境保护
的认识，提升生态文明意识，敬重和敬畏自然，
爱护生命，集中更多力量投入到对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中去。

《勐宝小象》：

以童心童趣的“浅语”为儿童写作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阅读让我们开阔视野，打开
心胸，带我们到达脚步到不了的
地方。为师者，如果能和孩子一
起，用书页做翅膀，共同尽情翱
翔，那将是一件幸事。

带学生走阅读之路，会让教
学工作变得轻松。作为教师，为
什么自己一定要阅读，也一定要
带着学生去走阅读之路？原因主
要有两点：第一，通过阅读可以
获得自身专业成长；第二，让教
师的本职工作变得云淡风轻。

一名教师要想获得更多专业
成长的机会，阅读是基础，阅读
也是一条简单的成长之路。我当
教师这么多年，就是通过阅读让
自己成长，自身的阅读以及引领
学生的阅读，也让我从每日的琐
碎、艰辛和劳累当中解脱出来，
并与美好、诗意、明亮、饱满和
充实为伴。我出版了属于自己的
书籍，到各地去做阅读推广，不
断地成长和进步，这种感觉非常
美妙。

同时，带学生走阅读之路，
会让工作变得轻松起来。作为班
主任，无论学生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会找到相关的书籍，带他们
阅读或者读给他们听。比如被欺
负了怎么办？什么情况下才能告
状？遇到困难怎么办？同学总是
给我起外号怎么办等各种各样的
问题，我都带学生们去读书，书
帮我教育了他们，因为书中的语
言丰富，故事情节多彩，让他们
很乐意接受，比教师自己干巴巴
地讲道理不知要强多少倍，由此
让班主任工作变得轻松起来。

如果你是一名语文教师，那
更要带孩子去读书。因为有很多
书籍，会把一些语文学习的方
式、方法、策略等生动有趣地讲
给学生听，包括字词、诗词、古
文、阅读、习作等的拓展，都会
从书中读来。所以作为语文教
师，很多时候我们不用费尽心力
地去讲，只要带着学生阅读一本
一本相关的书籍就可以了，本职
工作也变得轻松起来。

引领学生阅读，要善于利用
碎片化的时间进行读书交流。比
如上课间操回来还有 5 分钟上
课，那么这个时间就可以进行交
流。如果天气不好不能出去上课
间操，有些教师可能就让孩子看
动画片，其实这个时间可以收集

起来进行读书交流。做个有心的
教师，你会发现一天当中碎片化
的时间有很多。我就是带着我的
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阅
读交流，每天往教室的墙上插一
根阅读之针，这些阅读之针越来
越多，由点就连成了面，所以我
的教室就变成了一间阅读的教
室。

阅读计划是灯塔，指引着阅
读的方向。如何指导学生制订阅
读计划？首先要确定阅读时间
表，非常详细地列出每一天孩子
阅读的时间。根据孩子和家庭的
实际情况，周一到周五的阅读时
间可以在每天晚上 7 点左右。周
六周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早
晨阅读 15 分钟，上下午各阅读
多长时间，或者晚上阅读多长时
间、几点开始阅读等。确定阅读
的时间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
况，因为这是培养孩子良好阅读
习惯的关键点。

我曾经带过的大风铃花班有
一个学生叫肖湘，一年级下学期
每天晚上 7 点，妈妈都带领她雷
打不动地读书交流，坚持半年后，
这个孩子就对阅读的兴趣极其浓
厚了，因为她看到了太多书中的
精彩。其实，很多孩子不爱读书，
就是因为书中那个神奇的世界没
有展现在他面前，一旦进入了这
个世界，可能就一发不可收。从
肖湘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每天固

定阅读时间有多么重要。
其次就是帮助孩子列出阅读

书单。为了保证孩子阅读视野的
开阔，博览群书，在制订阅读计
划时就要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
文学、传记、游记、天文、地
理、历史、自然、物理、化学、
生物、艺术等，都要纳入进来。
有的家长说，这么多的领域，孩
子都想阅读，怎么做计划呢？这
首先要根据孩子的阅读能力、阅
读速度等来规划，比如孩子一个
月可以读 4 本书，那么就先从 4
个不同领域选择书籍，如果一个
月可以读 5—6 本书，那么就从
5—6个领域选择书籍，等到下一
个月，再从不同于上个月的5—6
个领域选择书籍，依此类推。等
计划做到第三个月、第四个月
时，觉得孩子阅读的领域足够广
阔，暂时不再需要更多拓展了，
那么阅读计划就从前几个月所选
的领域循环，再选择新的书籍。
依此类推。

举个例子，比如孩子四年
级，按照他的阅读能力和学习时
间来看，每个月只能读 4 本书，
那 第 一 个 月 就 选 择 《草 房 子》

（文学类）、《狼王梦》（动物小说
类）、《海底两万里》（科幻类）、

《写给孩子的史记》（历史类）；
第二个月就选择 《我的第一本物
理启蒙书》（物理类）、《亚马逊
河 上 的 非 凡 之 旅》（探 索 自 然

类）、《袁隆平传》（人物传记类）、
《孩子，为你自己读书》（少年励志
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帮助
孩子列书单时，要和孩子商量，给
他们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同时还要
给孩子列出必读书单和孩子自己的
选读书单，比如每个月可以读 4 本
书，其中 3 本书是必读的，第四本
可以让孩子选择自己最喜欢读的那
一本，如此才能保护好孩子的阅读
兴趣。

另外，在阅读计划中要把父母
的陪伴阅读也写进去。可以根据父
母的时间、工作情况等，清晰地列
出哪一天可以陪伴孩子共同阅读，
或者哪一天可以全家人共同来召开
家庭读书会。因为父母的参与，让
孩子觉得阅读计划不是给他一个人
设置的，而是全家人共同努力的方
向，他会从心理上更愿意接受这样
的计划，让计划实行起来更高效。
阅读计划是孩子阅读行走路上引航
的灯塔，只有这座灯塔清晰而明
亮，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指引。

（作者系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
学校语文教师，中国教育报 2020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如何指导学生制订阅读计划如何指导学生制订阅读计划
代俊东

石油，是“工业的血脉”。
无论是对于新中国初创改变国家
百废待兴的局面，还是新时代强
国崛起应对全球性能源危机，其
重要性都不言而喻。中国的石油
工业发展，并非是黄河之水天上
来，而是无数石油人将个人的理
想追求和集体荣誉、国家命运相
结合，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热土
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工业发
展史上令人惊叹的奇迹。这部时
代感和年代感兼具的 《冷湖上的
拥抱》，以青海油田工人子弟的
视角，生动讲述了我国几代油田
人在严苛环境下努力奋斗、钻透
戈壁、踏破昆仑、为国奉献的感
人故事，热情讴歌了代代传承的
石油精神。

青年作家于潇湉曾经创作过
以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海洋科考为
题材的 《深蓝色的七千米》，聚
焦大国重器“雪龙号”的 《你在
冰原》，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
题材儿童文学作家。这部 《冷湖
上的拥抱》 则是她在儿童文学创
作上的又一大突破和收获，不仅
拓宽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
度，开拓了主题创作的新境，而
且让我们在历史、现在与未来三
个时间点上，知晓中华民族的伟
力，明白“中国为何变得如此强
大”。《冷湖上的拥抱》 有以下三
个方面的文学特色。

一是彰显了儿童文学主旋律
创作的力量，是民族工业恢宏壮
阔 的 历 史 颂 歌 。《冷 湖 上 的 拥
抱》 中以孟青山、江娟为代表的
第一代石油人，在党和国家的号
召下，远离家乡，在戈壁荒原上

忘我奉献，为国分忧，为民族争
气。他们面对的是“天上无飞
鸟，遍地不长草”的戈壁荒原，

“指甲当汤勺，虱多用沙炒”的
生活条件，他们这一辈人身上彰
显的是老一辈工业战线上不畏艰
险、战天斗地的红色基因。

该书生动地书写了背负使
命、充满力量的当下。在冷湖油
田资源枯竭后，无数像第一代石
油人一样的建设者前赴后继，投
入了新油田的开采建设。从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不毛之地
被高速公路贯通着、连接着，汽
车往来、人声喧闹，呈现的是热
火朝天的石油工业建设，以及我
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成果。而
以杜亦铭的爸爸杜朗为代表的新
时代石油人在奋斗中投入信仰的
力量，保持着顽强拼搏的状态。
榜样的力量无声却有力，以孟海
云为代表的这一批油田子弟，在
抗拒、怀疑后，也越来越意识到
自己是油田的孩子，“她的祖辈
在 这 里 ， 她 与 这 戈 壁 血 脉 相
连”。是啊，背着行囊走天涯的
前辈已然翻篇，但后继者不忘初
心，他们有新的使命，那就是穿
着厚厚的工装，在茫茫的戈壁荒
漠上立起更多井架，创新技术开
采更多油气，迎接我们国家和民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性飞跃。

二是蕴含着儿童文学感人的
温度，是石油精神代代传承的动
人乐章。以“苦干实干”“三老四
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等为核
心的“石油精神”根植于中华大
地，流淌在每一个石油人的血液

里，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坐标。
在 《冷湖上的拥抱》 中，孟

青山是一座活着的丰碑：早年，
他战严寒、斗酷暑、洒热血，和
千军万马会师冷湖；中年，他常
年带着妻儿住帐篷，四海为家，
以企为业，以苦为荣；晚年，仍
时刻心系油田事业。一茬茬老石
油人离开了，带着石油精神开枝
散叶；一茬茬新石油人又来了，
他们怀着热爱、使命感，奔赴在
石油工业建设的一线。如孟海云
开始不理解爸爸孟鹏为何离开油
田 后 又 投 入 油 田 的 怀 抱 ，“ 抛
弃”妈妈和她，而当她真正来到
油田，闻到油砂的香味，看到遍
地的磕头机，走过爸爸从小生活
的冷湖油田基地，她也奋不顾身
地成了这块热土上的一分子。代
际间的认可是石油精神代代传承
的感人温度，也正是无数石油人
前赴后继，燃烧自己的青春，中
国工业建设的巨轮才得以披荆斩
棘、一往无前。

三是厚植着儿童文学丰沛的
家国情怀，凝聚着中华民族势不
可当的磅礴力量。《冷湖上的拥
抱》 里，主人公孟海云为了找回
爷爷的记忆，踏上了油田之旅，
她亲自用脚步丈量了石油人的生
活轨迹：七里镇、当金山、花土
沟、戈壁卡子站⋯⋯这些地方的
生存环境一个比一个恶劣，连起
来却开出了一朵朵绚丽夺目的石
油 之 花 。 石 油 人 “ 钻 透 戈 壁 ”

“踏破昆仑”，在乎的是国家的需
要、民族的发展，凸显的是石油
人烙印在灵魂里的家国情怀。

这部作品将宏大的中国石油

工业的发展史织入微小的个人成长
之中，将遥远而陌生的石油开采工
作拉入有声有色的日常生活场景之
中，将油田的前世今生嵌入亦真亦
幻的描述之中，细节饱满，感情丰
富。作品还着重表现人物的个性和
感情，展现他们悲欢离合的人生、
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不同的理想追
求。漫漫黄沙中，河西走廊的驼铃
声、石油开采的机器声以及席卷孟
海云等人的心灵风暴，也在古与
今、大与小之间，叮当作响。时代
在发展，科技在发展，但石油人的
精神是永恒的。

《冷湖上的拥抱》 凝聚着一股
势不可当的磅礴力量，将激励鼓舞
少年儿童不忘先辈贡献，树立民族
自信，真正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
敢想肯干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
国分会原主席、中国出版工作者协
会原副主席）

儿童文学谱写的一曲石油赞歌
——评《冷湖上的拥抱》

海飞

《桦皮船》 是一部细数沧
桑的“器物传”。儿童文学作
家薛涛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通
过单纯细腻的情感、朴实鲜活
的语言、开合巧妙的叙事，使
桦皮船呈现出一种神采奕奕的
光芒。

桦皮船是鄂伦春族的渔猎
工具和交通工具，与鄂伦春人
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关，承载
了鄂伦春族千百年来发展过程
中的雨雪风霜。薛涛选取了桦
皮船作为鄂伦春文化的标志性
符号，以生活在呼玛河畔的鄂
伦春老猎人托布与桦皮船的

“沈阳之旅”和“回归之旅”，
呈现了鄂伦春人丰富的生活历
史与勤劳勇敢、乐观豁达的民
族精神。《桦皮船》 巧妙地以
空间追溯时间，通过鄂伦春老
人托布从十八站到沈阳陪伴孙
子、临时生变乘坐 K38 次列
车回乡、提前下车从大杨树到
塔河、沿呼玛河驾船继续上
路、抵达十八站安葬黑狗这样
五段旅程，将空间层层递进深
入回归到鄂伦春精神的山林原
乡，同时以空间变化呈现家族
史的点滴，回溯折射了广阔的
民族生存、民族文化的历史。

楔子里呈现出的鄂伦春老
猎人的形象带着一种扑面而来
的风霜感：“老人已经很老
了，一棵树停止生长，大风大
雪也奈何不了它。”这种对少
数民族老人身上的斑驳岁月与
坚韧生命的描写，与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开端中讲
述的鄂温克族主人公形象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薛涛也如迟子
建一样，透过一位老人的故
事，再现了一段生活着的历
史。与迟子建的家族和民族大
叙事不同的是，薛涛以孙辈乌
日的儿童视角追随老人，回望
民族的源头，使民族精神与民
族文化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之
下仍然具有了传承的希望，这
种失落中保存的乐观与坚守，
使 《桦皮船》 在众多有关少数
民族的叙事中呈现出与众不同
的特点。

老人托布和众多普通的中
国爷爷一样，在孩子父母忙于
工作的时候，从乡下来到大城
市承担起照看孩子的责任。有
了托布的陪伴，乌日的生活变
得与众不同。因为有了会做桦
皮船、会划桦皮船的爷爷，平
凡的乌日成了同学中的焦点人
物。托布却并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对故乡
的惦念中时常在梦话里说起鄂伦春语，激起
了乌日学习民族语言的兴趣。乌日对本民族
的认识，正是由桦皮船的实物到桦皮船相关
的民族语言，再到追随桦皮船回归呼玛河，最
终架起桦皮船回到爷爷的山顶胜地——代表
家族与民族之根的“撮罗子”，一路有关桦
皮船和祖孙二人的故事，仿佛成就了一段平
凡却充满灵性的“呼玛河传”。《桦皮船》 是

在讲述爷爷托布对桦皮船与
对远去的渔猎生活的情感，
更是在讲述孙子乌日对本民
族文化的认知、归属与继
承。回归“撮罗子”之旅，
让乌日明确了自己名字的含
义，不是“黑太阳”，而是

“山”，神圣的、安稳的、坚
毅的民族之魂，被寄托在这
个被误解多年的名字里。回
归沈阳后，乌日在学校里被
称为“小山子”，新名字似
乎暗示了这段回归之旅已经
令他脱胎换骨，成长成熟。

《桦皮船》 以一唱三叹
的 方 式 反 复 言 说 了 “ 回
归 ”。 老 人 托 布 的 返 乡 之
旅，是他自身的回归——回
归到老林子、呼玛河回顾一
生的生活；乌日追随托布返
乡，是他对民族文化的皈
依，回归到家族的起点，串
联起血脉亲情的故事；黑狗
阿哈的“回归”则是老人托
布对过往生活中陪伴自己出
生入死的伙伴的深情，托布
带着阿哈的遗体一路重走往
昔的山林河流，最后把阿哈
安葬在山顶，让它获得最终
的安宁，也是老人对过往一
切的深情告别。“截火车”
的小狍子“古然”的回归把
叙事引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
思考和潜移默化的转变。薛
涛并不是将鄂伦春文化的变
迁视为一种失落，而是在变
化与传承中探索新的文化发
展进路，以积极、乐观的坚
守，对抗桑田碧海的变幻无
常。

最 值 得 一 提 的 “ 回
归”，是 《桦皮船》 的隐藏
线索里误入歧途的李阿哈的

“回归”。李阿哈成为骗子的
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
故乡的鹿哨声让他回想起山
林、当他骗来的桦皮船和船
主人在沼泽中救了他一命
时，我们知道他对鄂伦春

“文化圣物”的珍重与情感
并不少于任何一个鄂伦春
人。警察追捕李阿哈时，托
布 对 乌 日 说 ，“ 我 眼 睛 花
了，看不见好人，也看不见
坏人，只看见人”。这种岁
月风沙中的渐悟显然是乌日
所无法理解的，但是复杂人
性中的世事艰难与回归真名

“李饭碗”后的李阿哈的鲜
活，都被乌日看到眼中，也

许会在多年以后成就他人生中的某次顿悟。《桦
皮船》 以李阿哈这样一个有缺陷、复杂却真实
的形象，将“回归”这一主题书写得更加丰满
和圆满。

《桦皮船》 以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小故事”
讲述了鄂伦春人的民族变迁与文化传承，以日
常琐事替代了宏大叙事，以儿童视角消解了时
代洪流，却令人有种初见驯鹿回首的感动。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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