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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丰富的民居建筑资源，民居
承载了中国传统的环境生态与人文哲学。

《中国民居建筑绘本·外婆家在江南》（湖
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中国传统江南民居
建筑为切入点，融合历史、地理、人文等
多重元素，精心勾勒出一幅江南水乡的生
活画卷，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
民族韵味、美学意境以及匠心精神，让小
读者深切感受书中思念故乡、怀念童年的
人文情怀，引导孩子们通过民居建筑的视
角观察世界、感受生活、亲近自然，培养
内在驱动力。

“民居”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时的
《周礼》：“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
居，使之得所。”所有的物质文化均承载
着思想文化。中国民居建筑集合了实用价
值和观赏价值，更是将古代思想中的阶
层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民居是一种特
殊的建筑类型，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紧密
结合，研究民居不仅需要关注建筑类
型，还要关注其中人的活动。《外婆家在
江南》 以民居为主题，可以让孩子们了
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与自然、历史、
地理、气候、经济等关系。民居建筑的
题材新颖，视角独特，为中国原创绘本拓
展了内涵。

情感真挚朴实的表达手法是中国原创
绘本的一大特征。深情厚谊和意境之美藏

在静默含蓄的表达之中。《外婆家在江
南》文字清新隽永，颇具亲和力，读起来
就像一篇优美的散文；在图画的创作上极
罕见地使用了马克笔为绘画媒材，细节考
究，页页精美。在黑瓦白墙的写意下，垂
柳摆枝、桃花争趣、燕子飞舞。这一场景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钱塘
湖春行》 中的诗句：“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唐诗宋词中的诗情画
意尽显其中，画面和文字融合而成的意境
之美让孩子们明白美为何物。

这本书也兼具科普功能。正文中的
“四水归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
一”思想的体现，寓意着财富汇聚，体现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表现。

护封背面是一个江南建筑知识补充
页，讲述了天井、四水归堂、瓦当和滴
水、腐乳、风干鸡等 10 多种建筑与民俗
知识。独特的护封设计将建筑知识和民
俗知识蕴藏在图文中，增强读者与书籍
的互动性。这些知识帮助读者从科普的
角度了解江南民居建筑，启发他们的好
奇心，激发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兴趣。

《外婆家在江南》 采用图文分叙的手
法，故事从丫丫的视角观察与外公外婆的
江南水乡生活，注重细节描写，帮助读者
回望故乡和童年，感受亲情的珍贵。

画家用大跨页图或远景、中景，俯视
江南民居建筑群，气势恢宏，美不胜收；用
大跨页图展现了“小桥流水人家”中的江南
旖旎风光。从微观视角来看，画家将建筑
的细节刻画得精细入微，刻意暗沉的用色，
显现古雅的韵致。同时画家在作品中大量
使用留白，便于图文的相融和互动，也留给
读者想象的空间。

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黄土高原的靠
山窑洞、江南水乡的民居……民居中的每
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总能激发
我们的好奇心，引发我们对中国传统民居
更多的关注和探索。

《中国民居建筑绘本·外婆家在江南》

江南民居 如诗如画
□向晶

受蔡元培先生“美感教育”思潮影
响，1923年颁布的《小学形象艺术课程纲
要》 指出：“欣赏一项，向来大家不甚注
意。但在普通教育的美育上很为重要。我
国社会欣赏美术的程度很低，学校中应该
特别注意。”从此，“欣赏”成为中小学图
画课的学习内容。

1929 年颁布的 《小学课程暂行标准·
小学美术》 指出：“欣赏是本科最重要的
作业，应该按儿童的程度和需要，随时启
导儿童欣赏。在每次教学开始，要用描绘
形容的演讲式，或诗词警句，或足以激引
感情、启发想像的问题……以引起儿童欣
赏的动机。在儿童注意欣赏的时候，除简
单的说明以补充想像外，关于图中的知识
和画法等问题，不要详细讨论。但高年级
也可从欣赏开端，以研究（画法及雕刻法
等）结束。关于中外艺术家的生活、轶事
和描写艺术的诗歌，也可随所欣赏的对象
而乘机提供。”这是我国中小学美术欣赏
最早的教学方法。

20世纪30年代起，中小学美术欣赏教
学方法有了进一步优化，普遍采用的教学
顺序是：观照、说明、分析、欣赏。

那么，“美术欣赏”与“美术鉴赏”
是否有区别呢？

《辞海》 对“欣赏”和“鉴赏”是这
样解释的：

“欣赏”：领略，玩赏。“鉴赏”：人们

通过特定媒介（如语言之于文学、音色旋
律之于音乐等）与艺术形式，逐步进入对
作品的具体感受、体验、欣赏和鉴别的精
神活动。但英文“appreciation”一词是对
艺术作品的特色鉴定、鉴别、评价、评论
之意。

可见“欣赏”与“鉴赏”在中文里确
有一定的区别。我国多年来将初中和小学
的美术课称为“美术欣赏”，而到了普通
高中则称为“美术鉴赏”，以此作区分。

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中小学美术
欣赏普遍采用美国学者费德门提出的“描
述、分析、解释、评价”的欣赏程序。我

国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也曾提出艺术鉴赏
的顺序：第一诉于感觉，第二发生感情，
第三感情移入，第四美的判断，第五美的
批评。也就是说，美术欣赏最先应从感性
出发，让学生体会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并产
生共鸣或联想，在此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美
术知识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然后再慢
慢过渡到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进行理性分
析，进而发展成对美的判断和批评，最终
进入鉴赏阶段。

2022年，李力加教授的《美术课为什
么要这样上》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一
经面世即“洛阳纸贵”，成为一版再版的
畅销书。这反映了广大中小学美术教师对
新课程改革理念有了解和学习的迫切需
求。今年，恰逢江西美术出版社新修订的
赣美版全套义务教育教材 《艺术·美术》
（1-9 年级） 及 《艺术·戏剧/舞蹈/影视》
（8-9 年级） 通过教育部审定并被列入国
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美术欣赏课怎么
上》 同样在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协助下顺
利出版，这反映了出版社与美术教育专
家在探索新课程改革理念贯彻路径过程
中的共同担当与协力作为。回望中国中
小学美术欣赏教育发展的百年历程，我
觉得此书出版不仅具有纪念意义，还将
在广大中小学美术教师中产生很大的影
响，并助推我国中小学美术欣赏课实践上
一个新的台阶。

《美术欣赏课怎么上》

助推中小学“美感教育”上新台阶
□胡知凡

2023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工
作启动后，我们就关注到了 《月光妈妈》
（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对这个选题抱以很
高期待，认为这将是一部充满正能量、时
代温度和国家温度的作品。看到成书以
后，我很感动，以下几点感受尤为深刻。

第一，这部作品具有崇高的主题。作
家袁敏完全是自主选题、自主创作，体现
了她心怀家国、心系黎民苍生的情怀。
同时作者的情怀和笔下人物的情怀形成
了一种重构、共情，不仅作者具有这份
情怀，她笔下的月光妈妈及其爱心助学
团队都有相似的情感诉求，他们是一个
情感共同体，在人群中很容易辨认出彼
此。作品反映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尤
其是女童教育，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可以
改变三代人的命运，改变女童的命运就
是从根源上切断贫困，因此作品的主题意
义十分重大。

第二，这部作品聚焦一个个具体的人
和他们的故事。《月光妈妈》 是一份行走
的报告，作家在感受式采访中定向挖掘
一个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用大量精力
寻访受助者，捋清每个孩子的来路和去
向，了解他们的精细变化，用他们的变
化反映教育帮扶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孩子
的命运。同时，每个故事都有特点，都
很感人，比如没有下半截手臂的残障学

生许方燕，后来她居然能成为马术比赛
的冠军；还有由于客观原因，已经 17 岁
仍然停留在念四年级的噢措……这些孩
子的故事像谜一样，作家一个一个为我
们揭开，让我们看到社会教育还存在一
些盲区。成熟懂事的女孩英措吉的故事
也特别让人感动，作者通过蓝色绿绒蒿
的比喻写了一个凄美的家庭故事。绿
绒蒿一生只开一次花，父母的结合和离
异在英措吉看来也是美好的绽放和凋
谢，很有哲理。

第三，作品传达了大爱无疆的精神。

大爱如果走得更远，能播撒照亮更广阔的
国土。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写出了相互的
点亮，资助者和受助者用爱照亮彼此的生
命；写出了爱的代际传承，佳佳、皮皮、
小朱等爱心妈妈的孩子，还有不少“90
后”“00后”也参与了爱心行动；作品还
写出了爱是可以传递的，受资助的孩子同
样有大爱的心，也有回报家乡的心；更
重要的是作品体现了团结友爱，友爱是
共同体的基本黏合剂，在这本书里很好地
体现为爱心帮扶行为。在健全的社会，这
样一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毫无疑问会超越
文学自身。

作品不仅写了月光妈妈及其团队，也
写了社会方方面面对月光妈妈爱心事业的
首肯、支持和协助，包括推荐她走访丹巴
的刘院，丹巴县教育局跑村串户统计贫困
孩子、核实学生信息的小段，等等。爱无
所不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爱的种子，
只是需要被激发唤醒。

第四，作品采用了口述式记录，包括
当事人之间的微信往来，采访者自己写

《我的故事》 等。自叙、自述、自写的描
述手法，更能给人带来现场感和在场感。
这是非常鲜明的在场性的写作，作家不
仅仅是身体在场，而且思想在场、情感
在场，这部作品是当之无愧的在场性的典
型文本。

《月光妈妈》

大爱走得更远
□李朝全

中国是诗的王国，唐诗是中国
古典诗歌创作“不可逾越”的高
峰，从产生到现在已历经千年，其
影响之深远“足与日月争光”而

“永不刊灭”。唐代诗家辈出，据不
完全统计也有 2200 多人，作品极其
丰富，少说也有40000多首，且脍炙
人口，流传千年而不衰，应当说，
这和众多选本不断推出不无关系。
唐诗在唐代就有选本，历经宋元明
清到现代，历代唐诗选本不下六七
百种。其选本名目繁多，体裁亦
多，有通代的，有断代的，有合
选，有单选，有律诗，也有绝句，
有七言的，有五言的，有选万首
的，有选千首的，有五百首的，有
三百首的，也有一百首的，等等，
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清风化雨润春秋——唐诗译注
（汉英）》（上海教育出版社） 的主
要编著者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一
直对唐诗的传承推广作出贡献，曾
参编出版有《少儿图解学古诗》《家
庭唐诗读本》。此次注译的 《清风
化 雨 润 春 秋 —— 唐 诗 译 注 （汉
英）》 是在 《家庭唐诗读本》 的基
础上加工润色成书的。《家庭唐诗读
本》 以“普及古典名著”为己任，
立足于家庭，使“长者吟、壮者
书、子女学、童稚背”，人手一编，
体量适中，家弦之，户诵之，是通
俗易懂的选本。唐诗就像阵阵清
风，浸润着我们的灵魂和气质。唐
诗对于形成一种高雅文化、陶冶中
华民族文化情操、提高中华民族文
化自信也不无裨益。于是，《清风化
雨润春秋——唐诗译注 （汉英）》
的作者在 《家庭唐诗读本》 的基础
上，又进行了删节和加工，把原来
的200首压缩到180首，并取名“清
风化雨润春秋”。作者在编选的时
候，注意了代表诗人的代表作品，
也关注了时代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从“初唐四杰”到盛唐时期的孟浩
然、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
岑参、王昌龄，再到晚唐的李商
隐、杜牧、温庭筠、杜荀鹤；从边

塞诗到山水田园诗，从浪漫派到现
实派；从诗骨到诗佛，从诗仙到诗
圣，从诗魔到诗鬼，皆有收录。篇
幅以五言、七言绝句为主，短小而
益于背诵。中文翻译力求做到可
信、畅达、有文采。可以说，《清风
化 雨 润 春 秋 —— 唐 诗 译 注 （汉
英）》 的出版为唐诗选本大家族又
增添了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选本。

《清风化雨润春秋——唐诗译注
（汉英）》还有英译加持，这又是本
书的一大特色。该书的英译者其
一，毕业于英国龙比亚大学商学院

“跨文化商务交流”专业，擅长口语
和笔译，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英译者其二本科也专业学习英语。

《清风化雨润春秋——唐诗译注 （汉
英）》 英译是他们首次进行这方面
的工作，也是一次可贵的尝试。

正如编著者在序言里说的：唐
诗“如同春雨化成涓涓溪流，千百
年来灌溉着中华大地，滋润着中华
民族的心灵”。可喜可贺我的书案
上又多了一新的唐诗译注版本，我
在翻阅中欣喜地发现，该译注本将
古诗加上今译，再配以英译，仿佛
悠扬的“和声”，拉近了我们和古人
的距离，让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唐
诗的惊艳和深邃。愿这“和声”让
更多人听到，愿这“和声”传得更
久远。

《清风化雨润春秋——唐诗译注（汉英）》

唐诗惊艳“和声”悠扬
□张鸿鹤

小说《汇水河》（花山文艺出版
社）通过个体命运和家庭来表现社会
风云，以全能全知的视角展开叙述，
用传统宏大叙事来讲历史故事，人物
塑造、故事情节构架，特别是民俗、
风土人情的展示都是成功的。

小说以沧州盐河县西部乡村为
生活基点，从清末到 20 世纪 50 年
代，60 多年的跨度，结构宏大而严
谨，磅礴而绵密。青年知识分子赵
冠铭等追求真理、勇御外侮的仁人
志士，在外乡人、革命先驱张同之
引导下，参加“九师学潮”，投入爱
国救亡运动，最终成长为家乡的中
流砥柱，演出了一曲“英雄死国，
壮士救民”的历史正剧。赵冠铭、
赵大雨等主要人物立体鲜活，具有
典型意义。这种塑造人物能力与作
家深厚的生活积累、真切的生命体
验密切相关。小说在生与死、爱与
恨、情与仇的激烈冲突中表现了人
性的善恶美丑。

作 家 站 在 历 史 的 高 度 把 握 生
活，在 《汇水河》 中充满激情地、
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个性。作品中可歌可泣的
典型人物、荡人心魄的情感魅力、
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流水般溢动
的文采，成为这部波澜壮阔、气势
恢宏的交响曲的序曲，读来动人心
魄、荡气回肠。小说赓续了燕赵大
地的红色基因，将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与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创作出
了“为河北人民写心立传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说，小说确实呈现了史
诗的品相，是河北长篇小说创作的
重要收获。

乡土文学的风情画、风俗画以
及诗情画意之美，是乡土文学重要
特征之一。现代小说忙于讲故事，
擅长心灵刻画，往往会忽略世界的
另一种丰富性，即乡土的风景风
情。《汇水河》做到了这方面的展示
和开掘。小说作者是生活的专家，精
通汇水河流域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阅读小说，我感受到作家有生活根
基，有艺术的积淀，也有对那个时代
深入的思考。对冀东南民俗风情的真
实再现，给小说增添了魅力。

汇水河是滹沱河等两条河流交
汇处，这里的生活是广阔而壮丽
的，其民俗民风的生活细节是耐人
寻味的，这里没有虚无缥缈的行
走，也没有独立生活之外的传奇。
就汇水河来讲，如果生活是创作的
源头，小说就是一条奔腾的河流，
河水交汇的地方激起了美丽的浪
花，作家从故乡吸收了巨大的营
养，以时间换空间，对所掌握的素
材进行分析，初取参悟，洞彻审
视，创作起来得心应手。

小说的语言质朴而富有文采、
平实而饱含生动、简约而蕴藏韵
味，带着甘洌和清新。书中有的地
名、人名，以及环境、风土人情的
描写都是真实的，充满了强烈的地
域色彩，多方面显现出作品的乡土
美学力量。

小说十分注重细节描写，在历
史的农耕生活中，风俗人情、历史
叙事，显示着农村相依相帮、相濡
以沫的温情。而这些风俗的描写表
达了作家爱家爱国的悲悯情怀以及
开掘宽广、仁慈的真实心灵。

小说的力量归根结底来自故事
和情感，故事和情感的深刻决定着
文学品质，文学品质又来自故事背
后的复杂性。如果还有不满足的地
方，感觉这部小说对河流描述少了
一些，从实与虚的角度看，似乎还
没有能够找到蕴含更为超拔的深刻
寓意，这是作家要更加努力的地方。

《汇水河》

对冀东南民俗风情的真实再现
□关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