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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假若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张白纸的
话，你将怎样描画呢？阎晓宏先生在
《临帖笔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
社）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阎晓宏认为，临帖不仅仅是在纸
上模仿前人笔墨，更是一种心与形的
沟通，以及对书法传统的尊重与推
敲。通过临摹名家名作，习书者能够
在更高层次领悟古人笔下的意境，并
且洗练自身修为。而一幅成功的临帖
作品，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搦管之人与
先贤们的灵犀互通和艺术共鸣。临

《寒食帖》，需把握苏轼下笔时悲凉惆

怅的暮年之心；临《韭花帖》，则要
揣摩杨凝式身居高位却恭谨严肃的谦
卑之态。

不同于一般的书法教程，《临帖
笔记》展现了阎晓宏数年来临帖的丰
富成果和独具匠心的见解。他倡导从
名帖入手，在摹习大家笔墨的过程
中，包罗万象的书法宝藏也会应运而
生。临帖者不但要有意识地发掘字里
的“神韵”，即“多取古书细看，令
入神，乃到妙处”，还要不拘泥于古
典传统，在传承与创新中赋予书法
作品新的生命力。只有示范、临摹
与自我体悟三者有机融合，才能让
临帖从单纯的技艺提升为一种审
美、一种境界。

而临帖自然要临大家名帖，但
具体怎样选帖，却是见仁见智。阎
晓宏在帖子的选择上也是独辟蹊
径。拿王羲之来说，他的 《兰亭集

序》 是天下行书之首，习者多选这
部帖临之，但阎晓宏反而更加钟情于
声名没那么响的 《十七帖》。他认
为，《十七帖》 控笔流畅，字断意
连，气脉贯通，毫无缠绕故作姿态，
在个性表达上更加自由奔放，“真所
谓从自己胸襟中流出者”。

另外，在很多众人皆不经意处，
阎晓宏也有别出心裁的创见和思考，
屡发真知灼见。譬如在谈到 《九成
宫醴泉铭》 时，阎晓宏首先承认这
部作品兼具碑帖两种特征，非常难
临，遂令很多习书者望而却步。但
同时，他更独具慧眼地指出，之所
以能在玉山草堂拓本中见到欧阳询
之书法度森严、险峻冠绝的神力，
乃有未曾署名的刻者之功。他分析
说，《九成宫醴泉铭》是大宰相魏徴
撰文，又是唐太宗李世民敕令书
写，故而所选定的必是当时闻名于

世的顶级刻工。若非此，历经岁月
风霜侵蚀，欧书的魅力必将大打折
扣。书法是一项综合的艺术形式，
能传之久远，并非一人之力，这种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客观公正在 《临
帖笔记》中俯拾皆是。

中国书法是一门源远流长的艺
术门类，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最具中国特色与中国品格，正可谓

“妙道凝玄”。《临帖笔记》 不只是
书法爱好者的“心头好”，更在笔
走龙蛇之间讲述了 3000 多年的书法
发展历程，展示了手工精神怎样于
一笔一画中将中国美学演绎并传
承。这并非一本简单的心得笔记，
而是一份寻根问道的精神甘露，它
将书法这种阳春白雪的艺术形式带
到普通人跟前，让我们得以窥其堂
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书法世
界的大门。

手写中国文化 体验笔尖韵味
□宋媛媛

2020 年，作家舒春收到新疆青
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徐江微信发来的一条关于塔吉克孩
子求学历程的视频链接。这段视频
来自 2011 年央视新闻推出的 《走
基层·皮里村蹲点日记》，记录了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马尔
洋乡皮里村的孩子们在乡干部的护
送下翻悬崖、蹚冰河，穿越 110 公
里山路去县城读书的场景。这样的
路程每年寒暑假要走 4 次，孩子们
走了 5 年之久。这段曾感动过无数
观众的视频也深深震撼了舒春，塔
吉克孩子的坚忍勇敢和塔吉克基层
干部的奉献精神激起了他强烈的创
作欲望，他开始着手将这个故事创作
成绘本。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舒春与画家
刘向伟共同创作的绘本《驼背上的梦
想》（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终于问
世。这部作品不仅再现了塔吉克少年
们在乡干部和乡亲们的呵护下克服千
难万险的求学之路，也记录了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给塔吉克人民生活
带来的巨变。

翻开绘本，在满天星斗的帕米尔

高原上，雄伟的慕士塔格峰在夜色中
庄严耸立，作者以一段向大自然的祈
祷开始了故事：“叶尔羌大河啊，请
慢些流，让我们的孩子平安地度过；
咆哮的寒风啊，请息息怒，放过我们
衣着单薄的孩子；险峻的高山啊，请
开开恩，让我们的孩子顺利攀上你的
肩膀……勇敢的孩子啊，请多珍重，
你们是塔吉克的骄傲，似雏鹰去追寻
阳光和梦想。”唯美的画面和诗意的
祷告，为这部绘本奠定了民族史诗般
的审美基调。

故事的开头，小主人公阿里木江
在黎明时分神秘地推开房门，提着一
盏灯来到驼圈，他迫不及待地要来看
一看自己家的宝贝——骆驼阿布。阿
布是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将带着阿
里木江实现他的梦想——去县里上
学。作者以小主人公的视角讲述上学
的机会多么来之不易，迅速将读者带
入故事，作者以充满细节的描写与刻
画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塔吉克民族日常
生活的画卷。

随后，在乡干部和乡亲们的护送
下，阿里木江和姐姐一起踏上了充满
艰险的求学之路。一个个真实的细节
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冰冷的河水打
湿骆驼的鬃毛，结出一道道冰凌；山
崖上被踩落的碎石砸在谷底的骇人声
音；孩子们像小骆驼一样趴在冰面吸
吮冰凉的河水的身影；滑索上卡里米
大叔遒劲的手臂与满脸的汗水；碎石
路上骆驼蹄子被磨出的斑斑血迹；

求学队伍在牧民家中熟睡的温馨场
景……这些无不触动着读者的心。

有趣的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平铺
直叙。当驼队来到阿米娜大婶家休息
时，小主人公在睡梦中乘着飞行的汽
车提早见到了等待他的学校——宽敞
明亮，温暖如春。醒来后，他在心里
默念：学成之后我要回村当老师，把
学校办得棒棒的，让孩子们在家门口
也能受教育、学知识。画面中，小阿
里木江眺望着远方飞翔的雄鹰，目光
里充满着希望。到这里，作者巧妙地
将故事拉回现实，原来一切都是长大
后的主人公的回忆，现在他和姐姐正
驱车通过新建的叶尔羌河大桥，去看
望当年煮茶给他们喝的阿米娜大婶。
曾经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塔吉克人民过上了崭新的生活，慕士
塔格峰下骑马的牧民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故事在这里结束了，绘本却没有
翻完。在最后，作者还详细介绍了翱
翔在“世界屋脊”上的雄鹰——塔吉
克族的各类知识，包括塔吉克自治县
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风民俗
等，让小读者们在被故事感动的同时
增长知识。可以说，《驼背上的梦
想》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
的高原世界，还通过感人至深的故
事，激励着青少年们无畏困境，追求
梦想。

绘本是文学与绘画相得益彰的艺
术，《驼背上的梦想》在这一点上无

疑是成功的。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
文本语言简练、朴实而生动。同时，
作者运用多种叙事手法带领读者穿越
时空，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发
掘新意，增加了阅读的乐趣。在绘画
上，刘向伟运用硬朗的线条表现出塔
吉克人民坚毅勇敢的不屈性格，又用
瑰丽的色彩和开阔的构图将帕米尔高
原山川大河的壮美景观展现给读者。
为了深度还原现实，绘本选择了写实
的绘画风格，很大程度上参照了纪录
片和影像资料，其中对当地人生活习
俗的细节考证非常到位，显示了两位
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在还原真实的
基础上，插画家使用了丰富明快的色
彩来描绘塔吉克民族生活环境的自然
之美，也用色调的明暗比喻主人公的
处境和心境，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现
实题材的创作添加了一份浪漫的色
彩。此外，在细节的处理上，画家也
非常用心，通过对服饰、建筑、动植
物等元素的精细描绘，展现了一个充
满民族风情的帕米尔高原。

作为儿童绘本，《驼背上的梦
想》这一题材也是非常特别的，它以
当代儿童性的艺术语言描绘了正在发
生的中国故事，是主题出版在儿童绘
本领域的一次有益尝试。正如徐江所
言，“这是一个有关崇拜鹰的民族的
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勇气和希望的故
事；这是一个有关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孩子们在阅读
中获得成长的勇气。

在阅读中获得成长勇气
□贺玮

陆梅的新作《万花筒》（安徽少
年儿童出版社），轻盈且厚重，能体
会到她对文字的雕琢，对创作的敬
重。精湛、洗练、极有哲理韵味的书
写，读下来行云流水，营造出一种淡
淡的忧伤与温暖。特色鲜明的人物，
富有旋律感的文字，丰厚的意蕴，使
得这部作品格外有感染力。

《万花筒》的基本部分，是关于
两个女孩的成长故事。一个是乖僻、
敏感、胆小的9岁女孩麦小节，在一
个夏天，她跟着爸爸从上海的郊区到
弄堂深处的爷爷奶奶家，像走进迷宫
一样，但很快就融入其中，每天都
有新感受、新收获。另一个是比麦
小节大两三岁，既不会说话又听不
见声音的安静女孩白雪。白雪因为6
岁时高烧不退，延误了治疗，先是失
聪，慢慢话也说不成句。在相识后短
短半个多月内，两个心有灵犀的人结
下深厚的友谊。这个夏天对两位女孩
来说非同寻常，注定沉淀于未来漫长
的时光之中。白雪唤醒了麦小节对身
边事物的敏感和知觉，还有意无意开
启了她的心智。而一直孤单、沉浸在
自己秘密花园里的白雪，也因为麦小
节的陪伴以及小小的崇拜，敞开了

心扉。让白雪更加有信心，相信这
个世界会有奇迹，坚定了成为童话
家、造梦师的梦想。作为一部儿童
文学作品，《万花筒》并不仅仅展现
的是两位女孩的友情、欢乐、成
长，而且放到更广阔的层面上，书
写上海弄堂里的人和事，勾勒出一
幅生动的生活图景，呈现社会与时
代的变迁。

作品选择以万花筒、望远镜作为
文学意象，并贯穿全书。这两样是白
雪的宝贝，是海员爸爸从国外带回的
礼物。书的开始即写道：“生活，多
么像万花筒，小时候我们看它缤纷，
长大了，才知是雨后彩虹。”白雪给
万花筒取名“雨后”，寓意“雨后见
彩虹”。而在爸爸眼里，望远镜是为
了更清楚地瞭望远方，而万花筒是
要旋转出一个个不一样的惊喜。这
两样宝贝，将麦小节深深吸引住。
她惊叹于“万花筒就像造梦师”，白
雪 进 一 步 说 ：“ 万 花 筒 就 是 造 梦
师”，并神往地立下誓言，以后要发
明和万花筒一样的世界。最令人动
容的是，是书的结尾处，白雪在一
篇获奖童话 《我和你》 中，对万花
筒、望远镜进行了升华，她将两种

镜头优化组合，“发明”了一种既能
回到过去，又能预见未来的“随意
镜”。长大后，她实现了理想，开了
一个名为“未来造梦师”的艺术空
间。而麦小节也成为捕光者——捕
捉文字里的光和亮。一个“捕光
者”，一个“造梦师”，珠联璧合。
美好的友谊，让她们的人生闪闪发
光。旋转一下万花筒，就能变幻出
一个五彩斑斓的神秘花园。在陆梅
的 《万花筒》 里，我们同样看到一
个瑰丽绚烂的文字世界。

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每
个大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读过

《万花筒》，能感觉到陆梅有一颗孩童
般的心，有一颗住在童话世界里的
心。并不如意的生活，并没有影响白
雪对童话的热爱与向往。在妈妈的影
响下，白雪喜欢上童话。曾经的她，
是那么孤单而苦闷，因为自我构建了
一个童话世界，内心又是那么丰盈。
她写的童话 《被精灵请去的小孩》

《白雪的隐身衣》，让麦小节深深地着
迷。对如梦幻般斑斓的童话世界，她
是那样的迷恋，希望长大后能够成为

“童话家”“造梦师”。正是因为相信
童话，让她对生活充满无限想象，期

待在不完美中创造美好。书中也处处
有童话般的语言、童话般的意境：

“一个小女孩骑在大鸟上，白色大鸟
展开双翼，翱翔在城市的夜空，小女
孩踩在鸟的脊背上，向对面大楼里
的一个女孩招手”“强烈的阳光一下
罩住了双眼，她闭目一睁，眼前浮
现一团如茵的绿光芒。白雪拉住麦
小节的手，往光芒里走去”……这
些文字引领着小读者走进一个童话般
的世界。

另外，作品对坚定信念以及家国
情怀的书写，对于青少年具有启迪意
义。在爸爸写给白雪的信中，他写了
一只在海面上费力扑腾的小信天翁，
一遍遍地尝试着张开翅膀。“在接下
来的日子里，它得独自练习飞翔，独
自经历长大。”“一个人最大的敌人，
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他鼓励白雪
为了自己的梦想，坚定地走下去。
命运如同一艘轮船，谁的人生没有
遇到风雨的时候？但只要勇往直
前，定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

航海是孤独者的事业，更是勇敢
者的事业。书中用大量篇幅写了中国
海员和远洋船队劈波斩浪的艰难，以
及默默地付出。“人有人的风度，船
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这是
我国第一代远洋船长贝汉廷的话，他
的话虽然朴素却掷地有声。海员肩负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作品所体现出来
的勇毅，对于小读者涵养家国情怀，
具有启示作用。

旋转出五彩斑斓世界
□杨雅莲

记录光辉足迹
《我们的足迹》（研究出版

社） ,是向延安电影团诞生85
周年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 （集团） 成立70周年的献
礼之作，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集团）编著。全书内
容以2013年以来的10年间主
要获奖作品为线索，邀请编
导、摄影、剪辑、制片、资料
等多工种创作人员谈创作体
会；同时包括新影在职员工对集团10年发展的回
顾、感受和对未来的展望；以及新影离退休员工对往
昔工作经历的回顾。

《我们的足迹》第一辑至第四辑，分别于1963
年、1998年、2003年和2013年出版，已成为纪念新
影厂和延安电影团光辉历史的品牌产品。此次出版的
《我们的足迹》为第五辑，共收录70篇文章，分为
“使命在肩”“路在脚下”“且行且思”“赤子情怀”四
个篇章，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文学之笔展现科学使命
《中国一日·科技强国：文

学主题实践活动作品集》（作
家出版社），是由中国作协与
中国科协共同主办，中国作协
创联部、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
承办的2022“中国一日·科技
强国”全国作家联动大型文学
主题实践活动的作品文集。活
动通过组织40名作家，深入科
技创新前沿、科技攻关现场，以
及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等科技
一线，进行科技主题采访创作。

作品集收录了《“永不闭馆”的科技馆》《王立
春与全国吨粮最高纪录》《为煤海插上“定海神
针”》《老爷子是袁隆平》等篇目，以饱满充沛的笔
墨呈现科技领域的恢宏史诗，讴歌杰出科技工作者崇
高的精神风貌，以文学之笔展现科技战线的科学使命
与人文风采。

书写北京前世今生
《北京这座城》（湖南文

艺出版社） 是韩小蕙的全新
散文集，包括 《在北京的心
尖儿上》《窗外响锣鼓》《琉
璃象奇遇》《什刹海滋味》
《言者谆谆》等40余篇。

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
“北京景观”，以作者自身足迹
所至之处，再现北京城市景
观；第二辑“北京人文”，写市
井生活中的男女老幼，弥漫动
人的烟火气；第三辑“北京故
事”，将自家故事娓娓道来，旧事、琐事，写尽人生况味；
第四辑“北京感悟”，由作家的旧居写起，用街道与建筑
呈现北京这座城的沧桑岁月。整本书对北京这座城进
行了富有感情的描写，见证了首都北京近70年的市井
风情，以地道的京味儿书写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爱书人诚挚心声
《从写作到出书》（浙江

工商大学出版社）的两位作者
何丹与周华诚，将20年写作和
出版经验，在这本书里娓娓道
来。两个人与书的故事，各有千
秋，一个偏重财经与管理方向，
一个偏重人文与生活美学方
向。两人以对谈的形式，讲述写
作和出版中的经验得失，其中
既有感受和体悟，又有观察和
反思，能够为读者的写作和出
版之路拨开迷雾，指点迷津。

书中认为，写作和做书，都是在持续地深挖一口
井，而正是在不断深挖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和人格
逐渐获得成长，变得成熟。

用文字恒久温暖读者
“林良暖心文集”系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共8
册，收录儿童文学作家林良
的经典作品《小太阳》《我是一
只狐狸狗》《爸爸的 16 封信》
《林良爷爷的30封信》《会走路
的人》《早安豆浆店》《有人缘
的香蕉》《认识自己》等。

其中，《小太阳》是林良的
经典代表作，温暖无数儿童和家庭。在林良笔下，“家”
是永不黯淡的金色盒子，永远散发着动人心魄的光芒。
他在书中记录了家庭生活中可贵感人的片段，记录了
一个小家庭在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中，耐人寻味的幸
福。《我是一只狐狸狗》是林良爷爷送给孩子的动物朋
友，书中以狐狸狗“斯诺”的视角，记录了“小太阳”一家
的温馨时光，给孩子跨越6年时光的生命教育和爱的
启蒙。《认识自己》是林良写给青少年的人生指南，引领
每一位准备踏上人生旅途、整装待发的少年“认识自
己”“认识世界”。

“望远镜能望远，但它看到的是局部，局部的真相也可能是假象；万

花筒能旋转出一个斑斓的世界，虽然虚幻，但它可能离你的梦想很近。”

——摘自《万花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