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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校园欺凌的话题较为热烈，看着
自己即将满3岁的女儿，我也在想，作为
一个法律人、一个图书出版人，我能给
她怎样的建议或是保护。也许是出于职
业习惯，映入我脑海的是曾经做的两本
书：《向欺凌说不！——学生欺凌预防
与治理30讲》和《写给青少年的宪法学
习书：法治课堂上讲公民的 24个基本
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第一本好
像更相关一些，但更多着眼外在的保
护。外在的保护固然重要，但百密难免
一疏，只有自我保护意识的树立，才能
从根本上让孩子们勇敢起来。从这个视
角来看，《写给青少年的宪法学习书》
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这是一本帮助青少年树立基本权利
义务概念的法律科普作品。基本的权利
义务观念是树立法治意识的基石，是一
切具体法律知识的起点。当我给闺女指
着书上的“权宅宅”小朋友跟她说这是
居住权时，虽然她不一定能理解“风能
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法律谚
语，但当有一天她站在自己的“乐园”
的小门前说：“我没有邀请，爸爸不能
进！”我还是有些惊喜，甚至有些自豪，

这或许就是我当时编辑出版这本书要达
到的基本目标，她的权利思维正在萌
芽。我一直认为，宪法就是最好的法治
普及资料。宪法是根本法，学习和了解
宪法有关的内容，尤其是有关基本权利
与义务的知识，就能够帮助青少年启蒙
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从而形成善
恶标准和行为指南。这也是《青少年法
治教育大纲》提出的“以宪法教育为核
心，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本位”的原因所
在。这本书选择从宪法的24个基本权利
与义务切入，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这是一本从青少年独特视角来讲法律

知识的融合作品。对专业知识类图书而言
视角极为重要，它主要考虑的是写给谁看
以及读者对象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度问题。
视角和形式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本书作
者是一名北京的基层法官，在长期的未成
年人案件办理和青少年法治普及工作实践
中，她发现真正能从青少年的视角去讲解
法律知识的图书很少，这本书是她在与小
侄女的谈话后萌生的写作想法的结晶。宪
法规定了公民的24个基本权利与义务，
恰好和小学一个班级的规模差不多，于是
作者把宪法学习的场景设置在了“法治课
堂”上，设计了24个或俏皮可爱或潇洒
有趣的漫画形象，赋予了他们名字、造
型、爱好、理想，使他（她）们的形象和
他（她）们要讲解的权利或义务“融为一
体”。例如，代表居住自由的权宅宅，是
一个头戴中国古代建筑物形象头饰的开朗
女孩，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正是这种设计，让读者能够在书稿的阅读
中身临其境地化身为一个个“小小普法
员”，在不同角色扮演中收获知识。同
时，这本书还做了配套的动漫视频，做到
了文字、漫画、动画的融合，让读者趣味
学法律、快乐长知识。

《写给青少年的宪法学习书》

唤醒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
□朱海波

4月3日，日漫传奇人物宫崎骏的电
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在国内上映，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一问题引发了
众多观众的思考。但对昆明滇池湖畔的那
群少年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我想成为职业网球选手……”“我
想一辈子从事和网球相关的工作……”

这群孩子是昆明野象网球俱乐部的网
球少年。这个俱乐部的球员，是教练张晓
洪从云南大山里的少数民族中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里选拔出来的。面对人生这道大题，
或许孩子们各有各的具体答案，但无一例
外，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借助这个黄绿色
的小球，为自己奋力击打出一个与祖父辈
完全不同的、拥有更多可能性的未来。而这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莫过于“背篓少
年”王发，即《背篓少年》（新世纪出版
社）的主人公。

2022年8月，在亚瑟士青少年网球巡
回赛广州站U14男单组的比赛中，这个皮
肤黝黑、笑容温暖、眼神干净纯粹的男孩
一举拿下了冠军。随后，他背着具有佤族
特色的背篓走在赛场上，这一幕被摄影师
抓拍下，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波澜。

而他在之后接受采访时，只是简单地
告诉大家：“我叫王发，来自云南临沧沧
源，今年14岁。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佤
族孩子……”沉稳淡定，颇有大将风范。
但毫无疑问，这朵“成功的花”，他的芽

儿必定是积满了泪泉与血雨：8岁入门，
6年苦练，2000多个日夜，每天挥拍7000
次，穿坏54双鞋……这组数据，既是他过
去艰苦训练的明证，更是以他为代表的山
村孩子们奋发上进、“逆天改命”的注脚。大
山赐予他们天赋，而他们也紧紧抓住了这
根藤蔓不断向上生长，走出大山，接触到更
广阔的天地，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不过，别具一格的是，《背篓少年》
以真实的采访为基石，在此基础上构建起
其报告文学之柱，兼具了新闻性与文学
性。本书第一文字作者余雷是著名的儿童
文学作家，恰好也居住在昆明。在写作过
程中，她多次前往孩子们所在的村寨进行

实地考察、调研与采访，用与队员、教练
们的一次次对话，细致地记录下了孩子们
成长过程中的点滴小事、欢笑与泪水，再
用文学的语言加以夯实、“添砖加瓦”，铸
造出这部不落窠臼的儿童报告文学作品。

而第二作者孙嘉晖来自 《广州日
报》，他是第一个报道王发的记者，并深
入追踪达3年之久。在本书中，他从外部
层面记录了王发等“小野象”的茁壮成长
之旅：何其有幸，他们生活在乡村振兴的
春风里，生活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一路上
得到了众多帮助与扶持。

同时，与之相对照的是，王发家所在
的芒回村也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村茅草房被砖瓦房取代、经济作物的大
量种植带来了更高的收益、越来越多的孩
子通过文体教育走出大山……两位作者运
用极具生活化的语言描写，向读者再现了
佤族少年通过网球改写命运的动人故事，
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少年的青春与梦想；也
呈现出新时代的乡村变迁，勾勒出中国乡
村振兴事业发展的深刻轨迹。

一页页翻过，我们仿佛亲眼见证了王
发和他的队友们，从懵懂天真的孩童逐渐
成长为身经百战的健将，从对未来只有模
糊的概念到逐渐坚定信念，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愿我们都能像对着
流星许愿的背篓少年一样，找到自己的目
标，星驰夜奔，勇毅前行。

《背篓少年》

佤族少年通过网球“逆天改命”的故事
□蔡英洁

看到《伊莫的心灵感冒：101个
治郁处方》（接力出版社） 这本书，
让我感到豁然开朗。作为咨询师，我
10年来一直协助抑郁的家庭走出困
境，目前一对一咨询也超过1万小时
了。抑郁的孩子们经常告诉我，他们
也想改变，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改变，
而《伊莫的心灵感冒：101个治郁处
方》，会让处在抑郁中的人知道原来
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有这么多的方法
去尝试。

很多抑郁的孩子告诉我，他们曾
经试图找各种办法走出这种无力痛苦
的状态，但是他们不敢去问别人，怕
被嘲笑。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方
法，为处在抑郁状态下的人提供多种
选择。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抑郁状态
下的人需要什么支持吧。

在我咨询的过程中，他们告诉我，
他们很想知道的是：“我怎么了？”“为
什么我会这样？”“我该怎么办？”

这本书从第三视角让我们跟随可
爱的小恐龙伊莫经历抑郁，又从每天
的生活记录中，带领我们了解抑郁的
感受以及摆脱抑郁的方法。

书中的内容很吸引人，篇幅短
小，并不消耗注意力。因为如果一
个人抑郁了，就像是“情绪的感
冒”，是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
而一篇篇短小的文章，配上有趣的
插图，每一个小故事都是独立的单
元，这样的设置，本身就是一种人
文关怀。

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在他人
眼中那么优秀的人，却抑郁了？我想
通过案例给大家分析一下。在我咨询
的过程中，抑郁的来访者无论多优秀，
总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主要是因为
自己不接纳自己，自我评价很低。

有太多因为自己的认知偏差，导
致情绪低落的事件，讲道理显然没有
用处。而《伊莫的心灵感冒：101个
治郁处方》中，分享了很多疗愈的方
法。比如，撕掉坏标签、接纳不完美
的自己、敲开咨询师的大门、寻求同
伴支持等处方，如同黑暗中的灯塔，

给迷茫无助的人指明了方向。
还有一种情况，让处在抑郁中的

人很难走出来，那就是人格中有忧
虑、僵化的特点。人格无好坏，但是
了解之后，可以有效地去调整自己。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书中提供的疗
愈处方吧。比如：把自我怀疑向朋友
验证、听听大家怎么夸你的、换个地
方试试、做正确的问题归因，这几个
处方其实起的就是调整忧虑、僵化的
作用。驱散内心的黑暗，最好的良药
就是爱。和我一起探索一下书中那些
有爱的处方吧。

尝试拥抱，这个药方可以传递
爱。想想牵念之人，心中有牵挂是因
为彼此有真挚的感情。善于发现身边
的温暖，用积极去替代消极的心态，就
会在心中种下温暖的种子。当爱占据
了内心，所有的黑暗角落都会被照亮。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疗愈抑郁的
指导手册，更是可以伴随我们走出抑
郁的“朋友”。人从出生后就会有喜
怒哀惧等基础情绪，这也是人生的宝
贵体验。

《伊莫的心灵感冒：101个治郁
处方》这本书从我的无所适从、觉察
自我感受、尝试改变、探索潜意识、
我好像变了、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几
个部分，提供了101个心理疗愈的
处方，从识别到接纳到改变，带领我
们探索成长之路。

《伊莫的心灵感冒：101个治郁处方》

跟随小恐龙伊莫摆脱“情绪感冒”
□刘丽

西安考古现场，一枚朱雀银币赫
然入目。无独有偶，加拿大皇家不列
颠哥伦比亚博物馆几年前获赠一枚相
似的银币。为揭秘古迹，以护宝为己
任的灵山社后人欧阳天不远万里踏访
西安，探险由此开启。

作为《雨花之城》续篇，儿童小
说《长安魅影》（山东文艺出版社）
承接寻宝探险题材，上演新番“西安
公路片”。

寻宝揭秘自然是故事明线，但显
而易见，作者高萨的创作意图并未止
步于此，沿途少年坚定的责任感和正
义感始终如影随形。可以说，这趟迷
雾重重的探险旅程既是加拿大皇家不
列颠哥伦比亚博物馆馆长希尔博士与
西安考古研究院的宋雷教授的请托，
也是主人公欧阳天自愿坚守祖辈遗志
的选择。

这也是一个关于友谊与团结的故
事。在这场疑窦丛生的夺宝之战中，明
暗两路斗智斗勇。主人公欧阳天自金
陵之旅结束回到加拿大后，又携肥猫
南瓜抵达从未涉足的古城西安。初来
乍到，多亏结识当地人小林。这个年轻
的出租车司机车技过人、行侠仗义，一
路为他保驾护航。更令欧阳天惊喜的
是，中途有幸与失联已久的同道杨阳
重逢。志同道合，有志在前，外加远在
加拿大的计算机高手阿瑟，护宝队至
此各就各位。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故
事之所以跌宕起伏，也因为盗宝势力
不容小觑。雪鸮家族不择手段，穷追不
舍。宝物花落谁手，迟迟未见分晓。

破局从来自内不在外。儿童文学
中，动物形象并非新鲜角色。作为小说
核心线索，重见天日的“朱雀银币”实
则大有来头。书中所言“朱雀”，取中国
古代神话中南方之神的意象。早在前
作中，作者便以四神兽即朱雀、青龙、
白虎、玄武指代灵山社四门，可谓暗合

天机，用意深远。此外，作者塑造肥猫
南瓜，也非闲笔。半路，一向与主人公
形影不离的南瓜意外失踪，下落不明，
悬念与希望交织迭出。不单以宠物身
份陪伴左右，还密钥寄身、协同作战，
南瓜形象因此有所填充。

人物跃然纸上，并不与具象映入
眼帘相斥。书中，除朱雀银币贯穿全
程外，还有黑白漫画穿针引线，适得
其所。无论是英姿飒爽的摩托骑手、
聪颖可爱的肥猫南瓜，还是深藏若虚
的山林隐士、踪迹可疑的卷发男子，
皆棱角分明，活灵活现。

晨钟暮鼓，节度有道。由此，惊
险刺激的探险途中，不乏千年古城厚
重的历史遗迹和沁心的山林风光。不
难想象，即便日后回到加拿大，欧阳
天和南瓜也会时时怀念庄重的西安碑
林博物馆、壮观的秦始皇兵马俑、一
览秦岭的望峰之巅，以及终南山幽静
的羊肠小道。

故事的最后，两枚朱雀银币合而
为一，光明重现，物归原主。当然，
比完满的结局更让人期待的是，少年
新的旅程就在脚下。

《长安魅影》

朱雀亦回首
□欧阳枫琳

千里太行是一座孕育力很强的山脉，
她不仅孕育了上古神话，孕育了华夏农耕
文明，还因为地势险峻，在抗日战争时期
孕育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当人们在那些彪炳史册的光辉名字前
驻足、在一件件历史遗物上感受着伟人的
气息、在左权将军家书前低头缅怀先烈
时，葛水平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将目光落
在了一把黄铜小号上；以一个母亲的情
怀，将一位16岁的少年拥入了怀里。

这位小名“狗娃子”的少年，本应该
拥有快乐无忧的童年，本应该泯然于众度
过平凡安顺的一生，却因身处抗日根据
地，得以改名为“崔振芳”，最后生命定
格在16岁，成为一名抗日小英雄。

于是，我们看到了葛水平跨界写作的
儿童文学作品《黄铜小号》（山西教育出
版社）。在这里，作家又有了一副全新的
笔墨，语言活泼清新，带着太行山特有的
古老音韵；民俗丰富盎然，彰显出作家在
这片土地根扎得很深；情节曲折丰满，能
看出作家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生活积淀。
于是，原本是一尊雕像的小英雄崔振芳，
就这样有血有肉地从历史深处走来，拂去
时间的尘埃，将一颗少年的鲜活的心呈现
在我们面前。

对于小英雄的塑造，作者还原小英雄
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参军之
前，狗娃子是个平常人
家的孩子，有着

孩童心思。在目睹了乡亲、亲人被日本人残
害后，生起了打鬼子的决心。参加八路军
后，崔振芳总是不满足于当司号员，总是想
亲手与日本鬼子交锋，这也为他最后的牺
牲埋下了伏笔。他也会犯错误，在炸火车时
提前吹响了冲锋号。在教导员的批评教导
中，才明白了什么是合格的军人，才明白了
军号的重要性。

跨界写儿童文学，作者也尽
力避免写得低幼

化、简单化。选择小英雄这个视角，也是
为从侧面描绘上党地区抗战历史，描写中
国军工事业的前身黄崖洞修械所，以及著
名的黄崖洞保卫战。

《黄铜小号》中有多首关于明月的童
谣，为小说增加了烂漫的童趣和柔和的色
调。开头处是月到中秋，中秋节要祭月娘
娘，孩子们要提着灯笼捉月华。小说多处
回旋着“明月光光”的儿歌，开始是明月
光光，思念爹娘，后来演变成明月光光，
保卫家乡！月亮是静谧安详的，代表着对
和平的向往，代表着儿童应该享有的美好
童年。由此反衬出战争的残酷，以及少年
英雄崔振芳牺牲的悲壮。

儿童文学的写作需要有丰沛的童心，
需要心中充满善意和对孩子的真爱。葛水
平是一个内心很生动的人，内心有四季，
内心有风景。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位母亲，
对天下孩童都有一份悲悯。所以她才会写
出这部独具特色的《黄铜小号》，像封面
的黄铜小号上飘扬的红绸带一样，为儿童
文学增添了一抹深沉的赭红色。

《黄铜小号》

抗日小英雄从历史深处走来
□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