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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
时代强音，自然教育愈发
受重视的当下，由广州出
版社出版的“湿地中国·自
然博物”系列图书为青少
年乃至广大读者呈上一份
自然科普与文学滋养兼具
的盛宴。

湿地，地球之肾，承载
着维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稳
定的重任，却在全球生态恶
化的形势下伤痕累累。守护
湿地、传播湿地知识刻不容
缓。这套书恰似及时雨，以岭南湿地为
蓝本，徐徐拉开湿地生态大幕。“湿地
中国·自然博物”系列图书包括 3 册，
分别是 《夜鹭喜欢上夜班》《蓑蛾有
座小城堡》《三色堇扬着花猫脸》。书
中 精 选 的 60 个 物 种 ， 犹 如 60 颗 明
珠，串联起湿地的天空、大地、海洋
与微观世界。

作家何腾江的湿地观察和文学创作
经历无疑是图书品质的坚实保障。过往
自然观察笔记式作品的创作历程，让他
熟稔少年儿童阅读喜好，精准拿捏科普
内容的呈现尺度。系列图书中，他巧妙
融合少年视角与成人智慧，以灵动散文
笔法讲述物种知识，枯燥的科普瞬间化
作趣味盎然的故事，每个物种都被赋予
鲜活生命力。

科学性与知识性是科普读物的基本
特征，趣味性和文学性是吸引小读者的
磁石，而“湿地中国·自然博物”系列
图书将两者融合得十分到位。书中的科
学内容，历经权威资料的多番查证、交
叉验证，还经过专业顾问的严格把关。
但它绝非刻板说教，作者使用散文式的
语言讲述自己与各个物种的精彩故事，
穿插历史文化知识，拓宽知识边界，让
阅读层次更加丰富立体。为内容定制
的 100 多幅手绘插画与实拍照片更是
精彩动人，精准呈现了湿地物种的丰
富细节，湿地风光呼之欲出。此外，

“朋友圈”互动栏目贴近读者生活习
惯，通过巧思设计激发孩子探索欲，
让阅读不再单向，而是一场充满趣味
的互动求知旅程。

当下图书市场，自然科
普类读物常陷入两难困境：
重专业则失趣味，偏趣味又
缺严谨。这套书却打破僵
局，树立全新标杆。对于如
今的小读者而言，亲近自然
的机会寥寥，书籍成为他们
触摸自然的温暖触角。翻开
这套书，他们能沉浸式感受
湿地脉动，弥补现实遗憾。

从教育层面来看，系列
图书是自然教育的优质蓝
本。它不只是知识拓展，更

是价值塑造。“朋友圈”里拟人化的物
种自述，用童真语言拉近孩子与自然的
距离，给予亲切自然教育；精美的图文
搭配，点燃孩子想象力，催生探索精
神，更在心底种下守护自然的火种。生
态文明教育，并非空洞讲环境难题，书
中的湿地故事里，有万物生长、少年蜕
变，交织着爱、生命与美的教育启示，
引领孩子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大
愿景，理解守护湿地就是守护人类家园
的深刻道理。

“湿地中国·自然博物”系列图书无
疑是出版界献给孩子们的珍贵礼物，也
是助力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的关键拼
图。它用文字搭桥、以图画引路，带着
读者跨越城市的钢筋水泥，奔赴湿地的
诗与远方。

“湿地中国·自然博物”

用童真语言讲述湿地故事
□刘瑞敏

由吴青松、三体宇宙编绘，译林出版
社出版的《三体》图像小说近日出版。可
以说，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将《三体》原
著精髓还原到图像小说领域的作品，在整
个“三体”及其衍生创作体系里都有重要
的意义。

《三体》 的原著作者刘慈欣曾说，
科幻小说和其他小说不同，会突破读
者的现实经验，需要他们有高度的想
象力。如果读者和作家的想象南辕北
辙，恐怕就会损害故事的表达，这时
候如果有可能以画面为载体，就能解
决这一矛盾。

这次创作《三体》图像小说，漫画家
吴青松历时5年，在深入钻研刘慈欣原作
的基础上，把波澜壮阔的文字信息神奇地
转化为二维图像，在画面里再度突破想
象，把一些近乎不可能完成的“名场
面”，比如“三日凌空”“古筝计划”，通
过整页乃至跨页的大画面调度，生动传神
地铺开在纸页间。而“倒计时”“智子”
等抽象概念表达，吴青松则用他的形式巧
妙具象化，让读者完全能够立刻代入主角
视角去体验故事细节。虽然这是一本二维
的书，但读者完全可以从中体验到“三
体”的多维世界。

在磅礴的画面之外，吴青松将他独
到的理解与叙事张力融入该书。这本
图像小说里的“杨冬之死”“红岸往
事”等段落的细节处理，都将给读者
带来更新鲜的表达和节奏，甚至会将原
著故事的冲击力放大到更强的级别上。
特别是“杨冬之死”的表达，围绕“物
理学不存在了”这一句著名台词，人物
的命运会有一个加倍印证该台词的展
现，这是其他“三体”相关读物从未有
过的角度，相信读者翻阅到此处时会被
极大地震撼。

吴青松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
但起点很高的国漫画家。36 岁时，他想
为自己的梦想最后一搏，从较为安稳的
报社辞职，开始全职创作生涯。在他成
为专职漫画家的时光里，他已经拿下了
有“中国动漫奥斯卡”之称的金龙奖等
荣誉。很多业内人士评价他的创作风格
鲜明，兼具中国传统美学的构图和国际
级的分镜与动态捕捉能力，使得他的作

品收获了超高的人气和口碑。
此外，《三体》图像小说对人物角色

的塑造也相当鲜明生动。尽管这几年，
“三体”相关影视与动画作品层出不穷，
相关的明星演员和各类周边形象有着非
常强烈的舆论效应，但吴青松没有被这
些外界选定的样板所局限，他的人物都
直接脱胎自原著描写，而不是对其他相
关创作的挪用或转化。无论是否熟悉原
著故事，读者翻开这本书就会跟随不同
人物进入他们的叙述，每一个角色的勾
勒都有自己的人物弧光，甚至同一个角
色不同年龄阶段的状态和不同心境的神
态也都丝丝入扣，给读者完全沉浸其中
的阅读体验。

整本书的色彩运用也是极度浓烈、大
胆，配合不同的故事线和人物情绪，色调
会在适合的冷暖风格里不断切换，给人带
来非常新鲜且抓眼球的阅读体验。

这本图像小说的出版，填补了 《三
体》 原著在图像领域的空白，或许将重
新掀起一股阅读了解“三体”的热潮。
事 实 上 ， 这 本 书 此 前 已 经 “ 未 印 先
火”，目前已经输出法语、德语、西班
牙语等多个语种，英语、日语、葡萄牙
语、土耳其语等语种的版权输出也在推
进中。

可以说，中国和全球的读者即将共同
享受这一场图像盛宴。全球科幻看“三
体”，2025 年的“三体”，你可以直接

“进入”这本图像小说。

《三体》图像小说

“身临其境”看“三体”
□吴莹莹 蒋梦恬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承载着丰富的文
化信息和民族记忆。引导孩子了解文物，
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的重要途径。“跟着文物去冒险”（新世纪出
版社）就是这样一套精心策划的故事书。
全书通过文物拟人化的手法，以故事的形
式带领孩子穿梭在文物历史场景与现代博
物馆及文化遗址之间，让孩子与文物成为
朋友，从而了解文物背后的中华文明史。

让文物“活”起来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静静地接受
着世人的目光，它们是否也有一双向外看
向世人的眼睛？它们会有自己的意志吗？
如果它们也能变成人类模样，会是什么样
的？如果它们也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
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

带着许多想象，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冯
晓雪创作了一套以文物为主题的原创奇幻
故事书。在这套书中，文物不再是被动等
待人们认识的冷冰冰的展品，而是有着鲜
活生命、性格各异的生灵。《出逃的画中
妖怪》从故宫出发，讲述了林笑笑误入文
物精怪世界后，与会说话的乌鸦丫丫一起
遇到了明清时期的文物精怪们。他们因为
误会被文物精怪们追赶，但最终凭借大家
的努力，找到了恶作剧的背后之人——

《聊斋图说》里的小妖怪们。《复活的地下
军团》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发，讲述了林
笑笑为了解开时间之谜，与秦朝的文物精
怪们合作，让秦始皇的兵马俑军军团回到
了尘封的泥土之下。书中每一次冒险，都
是对勇气与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中华文明
的深入探索。

让文物“说话”

当文物也能开口说话，它们会说些什
么？乾隆年间的 《大禹治水图》 玉山和

《桐荫仕女图》玉山，在文物精怪世界中
则成了大巨人和小矮人——学识丰富的

“禹山爷爷”和自卑敏感的“小仕女”，它
们开口说的是古代帝王对功业的自豪。

那支独属于秦始皇的传奇军团里，有
一副神秘的“绿面孔”——绿面跪射
俑，它独树一帜的绿色面容，成为了探
索秦代军事制度与审美观念的独特窗
口。通过这尊兵马俑，我们仿佛能听到

两千多年前战场上的呐喊，感受到那段
辉煌历史的脉动。

在书中，作者巧妙地将中国丰富的文
物资源融入故事情节，每一件文物都被赋
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它们不再是故事的配
角，而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讲述的
是中国古代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文化内
涵，让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还能
学到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和文物交朋友

在人类世界感到孤单的林笑笑，却能
在异时空的文物精怪世界里交到性格各异
的好朋友。她的交友“秘诀”是什么？答
案正是她的真诚与包容。在面对误会时，
林笑笑仍然真诚聆听文物精怪们的“人生
故事”，化解了由陌生带来的敌意，获得
了它们的信任。

这个交友“秘诀”，正是这套故事书
给孩子们传递的价值观——了解历史，尊
重历史。只有当我们了解并尊重自己的历
史与文明，才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成
为有根有魂的人。

同时，这也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特质。林笑笑与文物精怪们的互动，象
征着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文化之间的交
流与碰撞，中华文明正是在这样一次次
的文化交流中海纳百川，构成了其独特
的多样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承
载着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文物，都是连接
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与财富。

“跟着文物去冒险”

让孩子们跟随文物了解中华文明史
□邱慧妍

亲爱的小读者，你是否想象过，手
边熟悉的文具和物品突然“活”了过
来，带领你穿越古今，探访它们的前世
今生？当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科技相
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翻开系列
科普绘本“开启科学之旅绘本”，我与
无数小读者共同见证了中国四大发明的
前世今生！

“开启科学之旅绘本”由广东科技
出版社出版。在绘本中，性格各异的主
角——“小纸团”（造纸术）、“小字粒”（印
刷术）、“小指南针”（指南针）和“小炮仗”
（火药）多次穿越历险，充分展现中国四
大发明的缘起、发展和现代应用。

在《小纸团的身世之谜》和《小字
粒的大用处》中，我们看到了纸张、印
刷术对文化传承、知识普及的深远影
响；《总是指北的指南针》徐徐展现了
一幅恢宏的世界航海史，令人感佩这一
古老发明的强大生命力；《小炮仗的坏
脾气》详述了火药之于人类在民俗、贸
易、科研、军事等多领域的运用，“星
星之火”照亮了整个世界文明。

在一卷卷精美灵动的国风手绘漫
画、一段段妙趣横生的科学之旅中，作
者深入浅出地融入 60 多个学科知识

点，从历史人文、天文地理到物理化
学，均呼应中小学各科新课标。书中还
设置了许多趣味互动环节，如制作活字
印刷字模、水浮式指南针等，让小读者
能亲自“实践出真知”，体验中国四大
发明背后的诸多科学原理。

此套绘本独特的内容设置，更让
中国四大发明焕发时代光彩。它不仅将
古人创造中国四大发明的故事娓娓道
来，更是详细记叙了中国四大发明对工

业革命的推动、在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作
用。比如，印刷术摇身一变成了现代钞
票防伪技术，指南针“住”进手机变成
GPS导航……这些生动的故事与案例，
让 中 国 四 大 发 明 再 次 “ 火 ” 起 来 、

“活”起来！
我们不仅在阅读中收获古代先贤们

传承给我们的知识宝库，更打心底升起
一股浓厚的民族自豪感。比如，从火药
的发明到中国航天强国的建设，我们阅
览到中国千年飞天梦的圆梦历程，并从
中深刻意识到，中国科技的辉煌篇章不
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小读者要敢
于探索、勇于创新，用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去书写新的科技篇章。

可以说，“开启科学之旅绘本”不
仅是一套优秀的科普读物，更是一套能
够激发读者探索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
的佳作。它以灵动的笔触描绘了中国四
大发明的前世今生，让读者在穿越时空
的科学之旅中领略到了中国科技的独特
魅力。它不仅在小读者心中埋下探索科
学的种子，更为每一位驻足赏阅的读者
提供了重要的科技视角，让我们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中国科技对世界文明的深远
影响。

“开启科学之旅绘本”

穿越古今，在小读者心中埋下科学种子
□熊拓新 陈喆

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几乎每个
中国人都能随口吟诵。

花木兰的故事曾用戏曲、连环画、
电影、动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演绎。近年
来孩子们喜爱的绘本，也出版过蔡皋的

《花木兰》和郁蓉的《我是花木兰》等
多个版本。由此可见，花木兰故事要创
新，确实不易。

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豫剧绘
本”中的《花木兰》，以极大的艺术勇
气完成了这次创新。

首先，创新体现在故事内容上。过
去的花木兰故事多来自《木兰辞》。《木
兰辞》开篇写的是国家战事爆发，花木
兰的父亲在征召之列，花木兰决定替父
出征。然而，关于花木兰的身世、小时
候的经历、她的本领等内容，《木兰
辞》中少有提及。本书中的花木兰故事
可以看作是《木兰辞》的前传，讲的是
花木兰小时候的故事。花木兰从小“不
爱红装爱武装”，跟着父亲刻苦习武。
这个故事虽是虚构，却为花木兰替父出
征作出了更合理化的解释——没有小时
候练就的一身本领，花木兰怎有勇气

“万里赴戎机”，又怎能从险恶的战场
全身而退？不简单重复大家熟悉的故

事内容，而是大胆虚构，从“小木
兰”的故事讲起，也增强了故事的趣味
性和亲切感。

其次，创新体现在绘本与豫剧的结
合上。丛书名为“中国豫剧绘本”。豫
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中国
第一大地方剧种。《花木兰》是豫剧中
的经典剧目，其中的唱词“刘大哥讲话
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
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铿锵大气，柔
中带刚。在常香玉大师的普及下，很多
上点年龄的中国人都会哼几句。近年
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广下，

“国风”“国潮”越来越受年轻人的喜
爱。绘本《花木兰》正是推广豫剧的一
种新方式。我在线上观看了《花木兰》
全剧，感受到豫剧的内容对原故事《木
兰辞》的丰富和提升，不仅增加了“元
帅提亲”的情节，更是在精神层面上将
被迫从军提升到了“爱国”“女性主
义”的高度，令人热血沸腾。绘本《花
木兰》在语言方面虚实结合——有的地
方用平易的故事语言，有的地方则借鉴
了唱词的风格；在绘画方面，既力求符
合历史真实，又融入了豫剧的扮相。

最后，创新还体现在纸数融合
上。名为“中国豫剧绘本”，那怎能缺
少豫剧的选段呢？本书在封底附有二
维码，扫描后即可听到豫剧的唱段。
令人感动的是编辑的认真，尽管网上
有多种 《花木兰》 的视频资源，但编
辑团队还是选择重新拍摄，且拍摄得
既专业又认真，背景选在古建筑前，
而非舞台上，演员也是专业的，一招
一式均呈现出豫剧的美感。

豫剧作为古老的剧种，具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而绘本作为新型的图书类
型，具有极强的趣味性。两者结合，孩
子在阅读之余，还能触摸有温度的传统
文化，这正是花木兰故事的创新点。

“中国豫剧绘本”《花木兰》

花木兰的故事如何创新
□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