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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典

随着国内文学界对“非虚构文学”的热烈
讨论以及中国童书市场对国外相关图画书的
引进，近年来“非虚构类图画书”在原创图画
书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观察近一年出版
的原创图画书，可以发现较之往年，非虚构类
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增长，而且主题
和创作力量也趋向丰富。

展现自然之美，培养生态意识

非虚构类原创图画书尤其注重对自然界
动植物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的展现。通过这
类作品，儿童能够从小培养起保护环境、敬畏
自然的生态意识。刘炎林和李赞谦的《雪豹
梅朵》叙述了雪豹梅朵离开妈妈独自寻找领
地、守护领地捕食求偶的全过程。作品对雪
豹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都进行了详细的考
证，图画中对雪豹等动物外形和周围环境的
刻画细腻逼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张云
开的《昆虫的色彩》用生动的文字和绚丽的色
彩向读者介绍了不同种类昆虫的色彩和作
用。保冬妮和于澍的《飞鸟朋友·寻找绿孔
雀》以黑颈长尾雉寻找绿孔雀的过程串联起
不同的鸟类，作品中以写实的画法描摹得惟
妙惟肖。刘媛的《帝企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
描述了帝企鹅迁徙、求偶、孵蛋、觅食以及养
育企鹅幼崽的过程。画家用木炭和油画棒勾
勒出帝企鹅的外形和冰雪世界，色彩不多，落
笔不繁，笔调活泼而灵动。邰明姝和睡大宝
的《大城市里的小水坑》用红外相机拍下城市
小水坑周围鸟类的活动状况，作品记录翔实，
画面精美。陈俊红的《洗澡的100种方式》里
小猪哼哼在寻找合适自己洗澡方式的过程中
见识了其他动物各自的洗澡方式，在多次尝
试之后，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泥浆浴。
张瑜的《变色了》是一本以颜色为主题的图画
书，作者以“变色”为主线，从自然界的变色现

象到艺术中的变色表演，变色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秌秋和苏打的《珍稀
动物在中国：起飞吧，燕鸥小一》以对中华凤
头燕的观察笔记为主线，随故事附带介绍有
关凤头燕的各种知识，与此类似的还有金海
月和董亚楠等的《中国恐龙地图》。

回望历史现场，弘扬民族精神

非虚构类原创图画书通过展现我国的文
化景观、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具有影响力的人
物事迹来培养少年儿童的文化自信和国家认
同感。于大武在《中国》中采用写意和写实相
配合，古典与现代手法相融合的绘画风格，对

“中国”这一严肃的话题进行了艺术化的呈
现，宏观的视角、夸张的表达与瑰丽的想象结
合，传递出形神兼备的美感。文字具有强烈
的抒情性，语句简短而情绪激昂，宛如一首慷
慨昂扬的散文诗。张建梅和刘九鸣的《那里
有条高高的河》以当年参与建设红旗渠老人
的口吻向儿童讲述了红旗渠的建设过程。语
言简短有力，情感充沛，碳素的画面细致再现
了修渠工人的动作、服饰、神态，工地上鲜艳
的红旗和最后一页红旗渠的绿水青山正是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
旗渠精神的体现。

相比于前两部作品的“宏大叙事”，郑岩和
李星明的《小石匠——云冈的故事》选取石匠
这一在史书上不曾留名的群体为切口呈现云
冈石窟历经数年的建造过程，同时以老石匠和
小石匠两代人的对话反映出小石匠的成长。
作品以云冈的诞生、流变为主线，通过塑造小
石匠的形象拉近读者与石窟的距离。图画都
十分严谨考究，石窟的环境、建筑的结构、佛像
的风格、车舆服饰的形制无一不符合史实，力
图还原北魏时期社会文化的面貌。王京文和
李小光的《大运河送来爷爷的车》以自行车接
力的过程勾连起运河流经地区不同的景观物
产和风俗人情。贯穿全书的自行车既是作品

的题眼所在，也联系浓厚的祖孙之情。黑白素
描中的一抹红色格外亮眼，让读者跟随它领略
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亓昊楠和胡椒枪的《他在
故宫修钟表》记录了魔术人钟的前世今生。它
曾是道光皇帝钟爱的玩物，后来年久失修被遗
忘在角落，直到经过故宫科技部钟表修复师亓
昊楠的努力修复，沉睡百年的文物才重新焕发
出光彩。

人物传记图画书通过书写具体人物的事
迹为读者树立榜样，同时个人的成长史亦能折
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赵静和叶媛媛的
《数星星的孩子》和张晓玲和沈启鹏等的《一个
人，一座城》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历
史上的名人。前者讲述了“科圣”张衡发明浑
天仪的经过，表现了张衡刻苦钻研、大胆质疑、
不慕名利的高尚品质。后者陈述了近代实业
家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以及他对家乡南
通在教育、医疗以及文化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做
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作品由多位画家参
与创作对清末民初南通地区日常生活的场景
有着细致入微的刻画。

跨界力量参与，探索无限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作品都有非专业作
家的参与，如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以
孩子视角讲述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作家
深厚的艺术史素养让故事在历史细节方面经
得起推敲。再如故宫博物院的钟表修复师亓
昊楠是《他在故宫修钟表》的文字作者，作品
用第三人称回忆录式的写法增强了修复过程
的真实性。又如杨扬参与创作《飞扬的心》，
为作品中训练日记等一手资料的加入让读者
更加真切了解杨扬的心路历程。其他如《淘
气的小星星》的文字作者格林姐姐是一名航
天人，《雪龙号出发了》的文字内容由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崔祥斌和记者张晗联合创
作，《中国恐龙地图》的文字作者分别是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青藏高

原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高
级工程师。一般来说，由于非虚构图画书的
跨学科属性较强，对普通创作者来说存在较
高的专业门槛。因此，专业人士的参与会最
大限度保证作品中事实信息的可信度。

但与此同时，跨界创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
的是如何将掌握的信息以创造性的方式呈现
给读者，如何提升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非
虚构类图画书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门类，因此并
不排斥虚构的成分。这一类作品往往呈现出

“文学性非虚构”或“创造性非虚构”的混杂文
本形式，所以“非虚构类图画书”可以通过选材
角度、叙事线索、视觉语言、图文关系以及书籍
装帧等形式对事实信息进行重新组合编码，以
此来增加作品的可读性，而并非简单呈现事实
和大量灌输知识。

除此之外，非虚构类原创图画书在主题方
面还可进一步开掘。在近一年已出版的翻译
类非虚构图画书中，伊莎贝尔·奥特和哈里·伍
德盖特的《如何建造一座城市》展示了建起一
座城市的八个步骤；玛丽亚·巴哈雷娃和安娜·
杰斯尼茨卡娅的《24个菜市场的环球之旅》从
各地的菜市场入手，小中见大，帮助孩子认识
当地的美食、语言和货币……这些作品将文
学、历史、地理、经济、建筑等多种学科知识融
合，兼顾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具有较强的
包容性和立体感。相比之下，原创图画书在主
题选取方面显得单一和平面。因此，如何以合
适的角度包含更广阔的历史和现实是未来非
虚构类原创图画书努力的方向。

图画书被称为“人生第一书”，非虚构类
图画书在培养儿童信息处理能力和乐于思考
的批判性思维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相
比于西方，非虚构类原创图画书虽然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
间，唯有创作界、批评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
力，它们才有可能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近年来，非虚构类图画书在原创图画书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已成为童书出版中极为活跃的一部分。图画书被称为
“人生第一书”，由条理清晰的文本与精美绝伦的图画结合而生的非虚构类图画书在培养儿童信息处理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方
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因此愈发获得读者的青睐。本文聚焦非虚构类图画书的创作主题和当前市场的特点及趋势，对近一
年来出版的非虚构类原创图画书进行了创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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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 著
作家出版社

《青灯有味似儿时》是琦君
回忆童年的散文作品集，也是
琦君重要的散文代表作，书中
收录有《玳瑁发夹》《南海慈航》
《菜篮挑水》《吃大菜》《青灯有
味似儿时》等文章共三十余
篇。内容关于故人故乡、师长
旧友等，作者用质朴的文字，呈
现身边小事、生活见闻，抒发心
得杂谈，质朴动人，温柔敦厚，
情真语挚。我们当年童稚亲
情，如今都已渐入老境。在台
湾时每回见面，都是絮絮叨叨
的，有说不完的故乡往日情景，
也有说不尽的魂牵梦萦。这种
心情，岂不也好像半个多世纪
前，外公和胡公公两位老人，坐
在灶头边有讲不完的“当年初”
事儿呢？她的近二十篇文章被
选作中考现代文阅读试题，文
章入选《语文》课文。

庞余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庞余亮的散文具有清新
的诗意、神奇的魔力，像文气
盈盈的翅膀，把读者载到时光
深处的榆树河边、绿草地上。
萤火虫好像一盏盏小灯笼，蛐
蛐们都是夜游神，洗干净的糖
纸在阳光下就像新糖纸，母亲
的“甜脸”会让整个屋子亮堂
起来，螳螂、蜻蜓和知了都穿
了乔其纱，上海的蜻蜓北京的
蜻蜓，都是从他们村庄飞过去
的。这本他自己的《昆虫记》
里，没有宏大的叙事，但有丰富
的触角和探究；没有苦痛的停
留，只有世间万物相互照应的
幽默。文字轻松活泼，延续了
《小先生》的语言之美，亦可作
为《小先生》的童年前传，用含
泪的微笑偿还了童年的所有神
奇。既有世间万物相互照应的
幽默，又有浓郁亲情和自然生
长的爱心，还有许多新鲜的独
特的至今无解的昆虫知识，令
人忍俊不禁，笑出眼泪。

林海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
风格，饶具魔力的文笔，通过
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
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
离合，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自
然而不造作，道尽人世复杂的
情感，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
光恰切地融入字里行间，在展
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
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
背景，也寄托了作者内心深处
的淡淡乡愁。全书在淡淡的忧
伤中弥漫着浓浓的诗意，让人
禁不住再三寻思个中深意。

（景杉 整理）

《小虫子》

《青灯有味似儿时》

《城南旧事》

新书馆馆

■ 汤素兰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课外书，是一本没有封面封
底，卷了角，书页泛黄的旧书，书中的故事却让我印
象深刻。书里讲了后羿和嫦娥的故事，眉间尺为父
报仇的故事，大禹治水、老子出关的故事。后来上
了大学我才知道，我读到的是鲁迅先生的《故事新
编》。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神奇的故事，第一次通过
故事接触到跟我周围环境里完全不一样的人，与其
说我被故事所吸引，不如说这些故事让我“震惊”。
正是这种震惊，打开了我的阅读之门。

那是一个小山村，四围层层叠叠铁青的山，围
出头顶一方天空。我在上中学之前没有离开过小
山村，读了那些书以后，我就喜欢看着重重大山，猜
想山的那边有什么。

也是在接触到第一本课外书之后，我开始在全

村人家的阁楼里翻找旧书。我是一个胆小腼腆的
女孩，但为了找课外书，我会觍着脸求同学带我到
他们家里去，我会大着胆子爬上他们家尘封的阁
楼，在蛛网与旧物中间翻找，凡是写着字的东西，都
没有逃脱我的眼睛。通过这样的翻找，我读到了爷
爷手抄的戏文，老旧的黄历，也读到了《铜墙铁壁》
《苦菜花》等小说。

“书灯”点燃童年的梦想

阅读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写作文时用的好词好
句比一般的同学多，作文写得比别的同学好。上中
学的时候，老师把我的作文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
是我作文的第一次“发表”。对于一个其他功课平
平的女孩子来说，这种发表让我获得了成就感，而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对我的奖励是把他收藏的文学
书籍，包括订阅的《人民文学》杂志给我看。

那时候，我们县文化馆有一份自办刊物。有一
回，我的语文老师的文章发表在了这本刊物上，他
很自豪地把刊物和文章拿给我看。看到文章变成
铅字，印在书上，而且就是我老师的文章，我再一次
被震惊到了。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学校分了文理科，我进了文
科班，老师在文科班教室的黑板上方写了“立壮志，
跃马文坛”七个大字。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那时
候能读完高中，考上大学，获得一个吃国家粮的机会

就是全部的理想。可是，我每天看着那七个大字，慢
慢地，心蠢蠢欲动，仿佛长出了翅膀，对自己的未来
有了更多的想象……如果将来考上了大学，我一定
要读中文系，如果我读了中文系，我会不会也像老师
那样，写的文章能变成铅字，刊登在报刊上呢？

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时代开
始文学创作，有小小的作品发表在省级公开刊物上。

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在我成长的年代里，没
有人教我如何树立理想，没有人引导我要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但书籍开阔了我的眼界，点燃了我的
梦想，让我因为阅读，超越了对自己最初的想象，变
得不一样了。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有幸成为一名少儿读书
编辑。有一年，一个记者朋友从偏远的林区采访回
来，跟我说那儿有一家林场学校，仅有一个老师和
十三名学生，学校连一本课外书也没有。我想起了
我的少年时代，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也只有十
三名学生，学校里也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我有限
的几本课外书是自己在村庄里搜寻别人家的阁楼
得来的。而我如今在出版社工作，我的办公室里堆
满了样书。于是，我清理了几十本书，打包寄给了
那个林场学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经常给偏远
贫困地区的学校邮寄图书。2017年开始，我将这
项图书捐赠活动经常化，命名为“素兰书屋”。迄今
为止，我已经捐建了28所“素兰书屋”，捐赠图书近
十万册。在每一家“素兰书屋”的捐建仪式上，我都
会对孩子们重复这样的话：书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
学，它能填平教育的沟壑，当你学会了阅读，你就拥
有了一只强健有力的雄鹰，而你就可以成为鹰背上
的小鸟，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寻找林木森书店》的诞生

虽然全社会都知道阅读的重要性，全民阅读一
次又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现实却不容乐观，
我们看到身边的实体书店纷纷倒闭，越来越多的人
将时间花在刷视频、看手机信息上。因为互联网的
普及，人们能得到即时的新闻和信息，仿佛无所不
知，但人们的深度阅读和独立思考却越来越欠缺。

大自然有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读书
也是一样。一个人的阅读习惯要从小养成。一个人
只有在小时候就能品味到文字之美，能被书的神奇
魔力所吸引，他长大后才会对阅读着迷，才会选择读
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因为阅读对我们如此重
要，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我常想，我要如何才能
引导孩子们爱上阅读？我不是孩子们的家长和老

师，不能对他们耳提面命，但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
式，写一个神奇的童话故事，讲一讲读书与书店的重
要性，于是，就有了我的童话《寻找林木森书店》。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爱读书的男孩、一只神秘
的黑猫和一只木雕兔子，通过这三个人物，我写了
一家百年书店的消失与回归。

童话从来都不是现实的可能，而是愿望的满
足。我觉得，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应该有一家
了不起的书店陪伴着他，为他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记
忆。这家书店离孩子的家和学校都不太远，样子古
色古香，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木雕兔子。孩
子喜欢动物，一个幸运的孩子一定会遇上有魔力的
动物，比如在《寻找林木森书店》里，男孩木里就遇到
了一只黑猫，它将木里带往了神奇的童话世界。

童话虽然是幻想的故事，但一切的幻想都应该
有现实作为根基，这样幻想才有生命，读着这样的故
事，才会引起心灵的共鸣。在《寻找林木森书店》里，
书店的消失恰恰是因为现实中实体书店所遇到的困
境。但在这个故事里，我还讲了世界上两家著名书
店的故事。一家是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马克思
与科恩旧书店，另一家是法国的莎士比亚书店。马
克思与科恩旧书店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这家书店
和读书人之间温暖的故事却因为《查令十字街84
号》这本书而永远留存在全世界热爱读书的人们心
中。莎士比亚书店1919年由美国姑娘西尔维亚·毕
奇在幽静的巴黎左岸剧院街开设，这家书店在当时
成了美国文艺界大咖学者的文学沙龙。在二次世界
大战中，这家书店关闭了。但在20世纪60年代，年
迈的西尔维亚遇到了在巴黎开书店的美国青年乔
治·惠特曼，于是，毕奇女士把莎士比亚的店名和保
存下来的一些珍贵作家手稿转赠给了乔治·惠特曼，
让莎士比亚书店的传奇得以延续。这家书店本身就
在讲述书的神奇——莎士比亚是英国作家，开书店
的是美国人，而书店开在法国。

有一种文创设计叫“书灯”，摊开的书页里面发
出柔和光，书香弥漫。望着书灯，我常会想起童年
时代挑灯夜读的情景。那时候还没有电灯，我将注
满煤油的镜灯点亮，挂在蚊帐里面的帐钩上，一直
读到灯油燃尽，四围一片黑暗，我心里的灯却亮了
起来，那是智慧的灯。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童年时代便与书为
友，长大以后，走遍天下书为侣，因为书里有人类灵
魂全部的美丽。

（作者为湖南省作协主席，湖南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

随着全民阅读的普及，大众越来越重视书籍阅读，儿童阅读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新女学》周刊特推出
专题，邀请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分享童年阅读经历和童话创作体验，聊聊她的最新长篇童话《寻找林木森书店》是如何诞生的；聚
焦非虚构类原创图画书，梳理近一年来非虚构类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与发展历程；介绍《城南旧事》《青灯有味似儿时》《小虫子》等饱
含对童年往事回忆的散文作品集。这些作品中既有对童年生活的依恋，对师长旧友的怀念，也有对成长内涵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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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林木森书店》：为孩子们点一盏书灯

汤
素
兰

阅
读
提
示

在长篇童话《寻找林木森书
店》中，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以书
店消失为话题，以“留住纸质书”

“留住书店”为创作主旨，以温暖、
富有童趣的笔触，为孩子们描绘出
了一个现实与幻想交织的奇妙童
话世界。书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
学，它能填平教育的沟壑。而对于
孩子们来说，书籍更是开阔视野、
点燃理想的一盏智慧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