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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很多小读者是从您的儿童长篇
小说《童年河》或语文课本认识您的，您
是否想过有一天会给幼儿写图画书？

赵丽宏：这并非我的第一本图画书，
但我的诗歌变成一本图画书，还是第一
次。这首诗原来的题目是《牙齿》，诗歌
表现的情景、故事和情感，变成了生动
的画面，这是一个变抽象为具象，是一
个再创造的过程。这样的变化和再创
造，让我欣喜，同时也让我有返老还童
的感觉，儿时的记忆又生动地回到了眼
前。相信也会引起曾经被牙疼折磨过的
小读者的共鸣。

编辑：初读《嘴巴里的小恶魔》（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一开始我以
为讲述者是一个孩子，但到最后，发现原
来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时间”是理
解这个故事的关键词吗？

赵丽宏：这首诗确实不是一首单纯的
童诗，但诗中的故事和情景是一个孩子的
真实感受写这首诗时我非常清晰地想
起了小时候因为牙疼而产生的种种感觉
回忆这些往事的文字是一个孩子的真切
感受但是这首诗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
往事的回忆和描述中一个老人回忆
童年时的痛楚和纠结很自然地会引起
对生命对人生的思考人到七老八十
时嘴里的牙齿已经不齐全再回忆幼
时换牙的情景很自然地会感慨时光流
逝的无情说“时间”是理解这个故事
的关键词亦无不可但还有一些无法
用“时间”来涵盖的意义如对生命的依
恋对生活的感情以及无法以三言两语

道明的人世沧桑
编辑：这本图画书提出了非常富有哲

学意味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痛苦？故事
中的“我”对待“嘴巴里的小恶魔”的态
度，也是您对待“痛苦”的态度吗？

赵丽宏：虽然每个孩子换牙或蛀牙的
过程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
是疼痛。这种钻心刺骨的疼痛，挥之不
去，躲之无门，它日日夜夜贴着你，缠着
你，折磨着你，像一个躲在你嘴里的小恶
魔。孩子被牙疼折磨时，不可能有什么
哲学的思考，只是想着如何早日摆脱痛
苦，甚至会产生报复的念头。在我的诗
里，那个孩子曾经设想过很多报复坏牙
的方案：放到铁轨上被车轮碾，丢进河

里喂鱼，扔到屋顶上被日晒雨淋……然
而最终，他把它藏进了盒子里。再看到
这颗牙齿时，牙齿的主人已经是一个饱
经风霜的老人。这时，涌上心头的，已
不是当年被疼痛折磨时的那种愤怒和纠
结，而是百感交集，是对生命的叹息和
留恋，是对成长的怀想和追忆。诗中隐
藏的哲学意味，不可能在一本给幼儿阅
读的图画书中展开，只能点到为止。相
信陪伴孩子共读此书的成人会心生共鸣
和联想吧。

编辑：在为这本书选择图画作者时，
您一直在强调：“给年轻画家机会。”而画
家创作的过程，您也从未给过任何限制，
甚至是小小的“建议”。您觉得创作一本
图画书时，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最好的关
系应该是怎样的？

赵丽宏：图画书的创作，文本和绘画
同样重要，后者甚至甚于前者。为了繁荣
图画书的创作，当然要给年轻画家更多的
机会，让他们有展现才华的舞台。

我并不认识创作《嘴巴里的小恶魔》
的画家王可，直到现在仍未有机会谋面。
当看到编辑提供给我的王可画的样稿，夸
张有趣的人物造型，别出心裁的画面构
图，很多充满童趣的细节，我很喜欢。我
认为这位画家是理解我这首诗的，而且
找到了以图画叙述故事情景的独特方
式。所以我一开始就支持由王可来完成
这本图画书。我想，创作图画书，文字
作者和图画作者应该有一种心灵默契，
这种默契的基础，是未泯的童心，是对
孩子的理解和爱。

难忘的生命记忆
——图画书《嘴巴里的小恶魔》问答录
□赵丽宏 韩春艳 每当我想起小时候在乡村的生

活，总能忆起那时的温馨与美好。那
时的我，时时奔跑在田野里，穿行在
竹林间。那里的风景是如此美丽，空
气是如此清新，民风是如此淳朴。在
乡村，我学会了插秧收割、培育植
物、饲养鸡鸭、协作劳动……直到今
天，这些童年的经历依然时刻影响
着我，以至于在后来的工作中，我
总会思考如何让孩子们爱上劳动、
爱上自然。毕竟，在日新月异的城
市里，人们似乎更容易忽略劳动和
自然的重要性。

2009 年，我曾对富春七小全校
2000多名学生做过一项问卷调查，发
现91%的学生缺乏农耕劳动的亲身体
验，70.3%的学生不参加日常劳动。这
次问卷调查后，我有了一个心结。我
希望可以培养孩子的生活志趣，将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不要让老祖宗留下
来的智慧只能在书本上看到。这正是
我创办“开心农场”的原因，没错，
富春七小就是《一寸田》（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集团） 一书里乐园小学的原
型。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也因此被
称为从“农场里走出来的创新校长”。

走进富春七小，迎面就能看见一
块田，四四方方的，立在教学楼前空
地的正中央。可是在以前，这其实是
一个花坛。现在一年四季，我们就在
这不到 100 平方米的花坛里，轮番播
种旱稻和麦子。教学楼的后面是操
场，紧挨着操场的，便是占地20亩的
开心农场，那里被划分为“百草园”

“精灵屋”“鲁班工坊”“阳光绿谷”
等区域。开心农场就是孩子们的乐
园，那里有五颜六色的瓜果蔬菜，有
翩翩起舞的蜜蜂和蝴蝶，有各种有意
思的小虫子，还有可爱的小兔子、小
花猪和小绵羊。在开心农场，孩子们
可以尽情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在油
菜花田里吹响悠扬的笛音，用画笔涂
写满园春色，研究昆虫爬行的轨迹，
跟着农民伯伯观察并记录小麦播种、
发芽、抽穗的全过程，尽情满足自己
的探究欲。我们的农场，一年四季都
充满着有趣的故事，可以用这样几句

话来形容：
“春光里，种菜、踏青、赏油菜；

夏日里，朵朵葵花向阳开，俊才沙场
展风采；秋风起，硕果累累共分享，
笛声悠悠庆丰收；大约在冬季，拔萝
卜，挖番薯，养兔子，读写绘；我们
有一座乐园，面朝春江，春暖花开。”

我提到的这些，叶萍老师都在
《一寸田》这本书中，以优美的文字和
童趣的语言描绘了出来。她以中华医
典《黄帝内经》中的“春发夏长秋收
冬藏”为纲要，将二十四节气和中国
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孩子的视角展开
叙述，记录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土
地，融入大自然的生活过程。这本书
把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
热爱生命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田，
为孩子的童年生活抹上亮丽的色彩，
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读到这本书的孩子们，我想告诉
你们，只有在不断亲近自然和劳动的
过程中，我们才能学会珍惜劳动成
果，懂得自然对我们的重要性。

一寸田，绘出劳动的画卷，谱出成
长的乐章；一寸心，体验劳动的辛劳，感
悟收获的喜悦。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
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上，播种希望，收
获果实。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章振乐

我不懂画，算是个标准的门外
汉，但我又是一个爱画之人，从上学
时就爱，只可惜当年经济条件不允
许，爸妈无法将我培养成一名懂画会
画的专业人士。凭着爱画的冲动，我
后来自学素描、自学水粉，一画就是
一天不动地方，对各种绘画作品特别
是中国水墨画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喜
爱。但是直到我遇到胡烟，读到她写
的 《见山——穿越中国画的笔墨时
空》（河北教育出版社），我才感觉到，
原来自己的喜欢是那么的肤浅、那么的
不值一提，我才终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
热爱，我也有幸在胡烟的牵引下得以有
一场穿越中国画的心灵之旅。

胡烟的情感非常细腻、饱满、灵
动，读她的文字是一种美的享受和对
心灵的涤荡。读着读着，我便不再是
读者，仿佛跟着胡烟钻进了一幅幅画
作里：我在唐代李昭道的画作《明皇
幸蜀图》中看到了唐玄宗在“安史之
乱”时入蜀避难，明白了这场富丽堂
皇“春游”的背后实是一场狼狈不堪
的逃亡之旅，正是在这次“春游”
中，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香消
玉殒，如此我明白了“粉饰”一词，
或许从绘画中来——用明艳的色彩迷
惑人眼，将历史打扮得花枝招展。

我在唐代韩幹的《照夜白》中看到
一匹不甘于拴在木桩上的白马，它被自
由牵引，但命运却与之背道而驰，不过
它始终没放弃挣扎。它或许隐喻了唐
玄宗肩负富国强民的重任，放弃了对
自由的追求；又或许隐喻了韩幹的矛
盾心境——深感服务宫廷的命运无常，
渴望自由，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将自
己拴在“皇家画师”这根马桩上。马儿的
抗争，也是韩幹内心的呼喊。

我在南宋毛松的《猿图》中看到
一只静默的猿，它没有了往日震颤远
方的啼鸣，没有了争夺食物时的张扬
与愤怒，仿佛看破了世相，承载了人
类的思想，灵魂也因此有了厚度。它
的静默令人类反思。

我在明代周辰的《流民图》中看到
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一群流民乞丐，破衣
烂衫、形容枯槁、眼神绝望，如人间地
狱，震颤眼目、直击心灵，令人痛恨战争
的残酷、有感于世界和平的可贵。

我在北宋苏轼的《木石图》中领悟

到了顽石、枯木背后的超脱与倔强——
顽石不接受改造和雕琢、不供人类欣赏
和品评，枯木没有绿叶花果的陪衬、不
为外物所动。就好像苏轼在污泥般的政
治环境中保持着自己的清高和洁净，虽
历尽艰危，却始终没有放弃兼济天下的
抱负。正是这种倔强，造就了名垂千古
的苏东坡。

我在清代八大山人的《鱼》中读出
了鱼的悲哀。画中的鱼以一副人的姿态
翻着白眼，一肚子情绪，眼神透露出一
种对人生苦难的轻蔑，仿佛在说：谁怕
你！将八大山人的委屈和清高抒发得淋
漓尽致。都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却
不知“子非鱼，安知鱼之悲”……

胡烟对中国画的解读是印刻着深
厚的感知力的，照胡烟所说：中国
画，是将创作者的学识、对美的理解
与诠释，再加上心性，糅合、凝结于
笔端。如盐溶于水，能咂摸出味道，
至于心路历程，却几乎无迹可寻。而
她，一直执着于在感知、解读中国画
创作心路历程的道路上寻觅着，希冀
自己的文字如涓涓细流、暖暖和风，
默默地从你心田拂过、掠过，愉悦自
己的同时给予读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滋养与浸润，在文画交融互通中启
发读者参悟人生的真谛。

读读胡烟的《见山——穿越中国
画的笔墨时空》 吧，与古人来一场神
交，你可能会对人生多一些洒脱。

一场穿越中国画的心灵之旅
□石姮

由儿童文学作家李牧雨创作的《寂静
又沸腾的春天》（晨光出版社） 一书，讲
述小学五年级男生金一柱和妹妹金一弦，
在疫情暴发之后不得不独自留守家中，照
料邻居家生病在床的奶奶所发生的故事。
孩子们在共同的经历中加深了友情，也逐
渐成长了起来。

在这本小说里，李牧雨揭开了在万忙
之中往往容易被大人们忽略的儿童世界的
一角，关注他们特殊的日常体验和心路历
程，动情地给孩子们讲了一个中国式的

“独自在家”的故事。
故事里，男孩金一柱和他的妹妹金

一弦本来有一个完美的假期计划——和
爸妈一起出门旅游。可是，疫情在顷刻之
间让这个计划成为泡影。飞行员爸爸和医
生妈妈取消休假，迅速奔赴工作岗位，随
时待命出发。这种正常生活被突然中断的
遭遇，同时也降临到金家兄妹的好朋友许
家亮、龙智恩和林紫嫣、林紫阳姐弟的头
上。尽管家长和社会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安
排，但仓促之中的临时举措不可能那么妥
善、周到。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头一次面对
几乎是凡事都必须也只能独立决断、自主

完成的境况。小说相当生动、切实地描绘
了这种境况。

李牧雨一向追求儿童文学的文学性
和思想性，更注重创造一些有着审美价
值和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她从来不满

足于浅薄的校园生活描写，她总会把笔
触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审美意象的提
炼，这让她的儿童文学有着一种独特的
深度和广度，是一部部活的、生动的儿
童心灵之书。

对于这几个孩子来说，疫情就像是一
本课堂之外的活的教科书，它教给孩子们
的不仅是生活中的自理能力，比如怎么洗
衣服、做饭、炒菜，怎么下面条、包饺
子等等，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危难之中
更加体会到了爱的温暖和力量，更加懂
得了如何爱自己、爱家人，如何推己及
人地将亲情、友情延伸到更为广阔的人
群与社会之中。

在小朋友们的人生最初阶段给予他们
爱的教育，是李牧雨儿童小说创作的初
心。从最早的以《白马可心的星空》为代
表的“白马可心系列”，到“校园树精灵
系列”“明仔走天涯系列”“梦想岛系
列”，一直到最近出版的“植物陪伴小说
迷幻花园系列”，再到眼下的这本《寂静
又沸腾的春天》，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记
录下来的许许多多孩子们起步的足迹、成
长的足迹。

传递爱的温暖和力量
□廖全京

蜀葵是地球的奇花，奇在对自然环境
的极大适应性，凡是有人的地方几乎都有
蜀葵。

蜀葵是中国的形象，海纳百川，很早
就走向世界，是“一带一路”的探索者、
先驱者和联系者。

蜀葵是四川的骄傲，多元包容，以和
为贵，宽窄有度。

蜀葵——说不尽的梦幻奇妙，可能与
大熊猫一样珍贵和古老，但知之者不多。

由成都市植物园编著的《中国蜀葵：
走向世界的丝路之花》（四川教育出版
社） 一书，分为蜀葵小史、蜀葵在华夏、
蜀葵走向世界、今日蜀葵四章，述说了蜀
葵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此书是全面梳理蜀
葵文化发展脉络的学术成果，在花卉文化
的学术考证与植物科普方面均用力甚勤。
其出版价值，我认为有“四性”：开创
性、系统性、本土性、世界性。

其一，本书开创性地以“蜀葵文化
史”为建构目标，填补了蜀葵有文化底蕴
而无学术成果出版的现状。其二，本书系
统性地梳理古今中外蜀葵在植物典籍、文
学诗词、艺术绘画、日常生活、民间习俗
等方面的丰富内涵，是一种系统的文化
专题论，反映了作者在文化建构上的自
觉。其三，颀长挺拔、优美雅致的蜀葵

是土生土长的古蜀本土花卉，“源于四
川，光耀世界”。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
蜀葵成为一张本土绿色名片，充分展示
省域形象和人文精神，鼓舞人们热爱自
然、热爱家乡，引导树立绿色生态理
念。其四，本书将“丝路之花”作为学
术考证的重点，梳理了蜀葵作为最早被
引种到欧洲的中国花卉之一，如何通过

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成为“世界
之花”，影响了西方绘画艺术与精神世
界。这一创作主题，是讲好中国花卉影响
世界的故事，立意高远，具有对外传播中
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当代价值。

蜀葵是川人品质、品格、品位、品相
的表征，是川人气质、气度、气象、气势
的折射，是科学与艺术、人格与尊严、花
卉与精神、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体。我很早
就关注蜀葵，曾提出蜀葵是丝路之花、

“一带一路”的使者等想法，多次呼吁把
蜀葵定为四川的省花。

《尔雅》记载，汉武帝刘彻在自己的
花园中就栽植了蜀葵。蜀葵特别能耐寒耐
热，在高原和盆地都能生长得很好。有这
样极大温差适应性的花卉，世界少见。不
怕温度高低，不怕海拔升降，不怕土壤贫
瘠，不怕经纬巨变，不分东西南北中，几
乎所有地方都能生存，这就是蜀葵！

阅读此书后，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中
国蜀葵的输入伴随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推
进，在欧洲许多著名美术作品中，都可以
找到蜀葵身影。可以说，蜀葵元素充斥整
个欧洲画坛，成为画家灵感的起搏器和动
力源、创作的兴奋剂和多巴胺。纵观世界
历史，不难发现，蜀葵早已是世界之花、
地球之花、人类之花。

为“丝路之花”蜀葵立传
□李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