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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
品读

大自然是一本大书，值得一生
阅读。“自然笔记”系列（江苏凤
凰少年儿童出版社）藏着许多关于
春天的惊喜：“像蝴蝶一样飞，那
是春天特有的感觉”，小读者跟着
金波在《昆虫印象》里寻找“初春
的第一只蝴蝶”，在滕毓旭《春夏
秋冬都是画》的笔下，发现“一朵
朵黄灿灿的迎春花，在山野上‘嘀
嘀哒哒’吹了起来”，在大理的

“朝花节”，见识马缨花、含笑花、
牛眼菊、马蹄莲和茶花，听竹林里
爆笋的声音，看涨满春水的池塘里
鱼来鱼往……这套由美文美绘组成
的彩色图文书，是儿童文学作家、
诗人金波主编的叙写自然万物的系
列散文。

丛书分两辑，共 16 册，汇集
了 10 多位作家，他们用善于观察
的眼睛、灵动诗意的笔触，将大自
然的千声万籁呈现给读者。该书从
东北的林海雪原到台湾的竹园水
田、从花鸟鱼虫到野兽家宠，打开
了大自然的多彩长卷。作家的文笔
各具特色，有的清新纯净、有的亲
切平易，读来令人目不暇接又心驰
神往。翻开这套书，读者既可以感
受大自然的四时之美，也可以领略
祖国的大好河山，吸引大家去关注
身边的每一个生命，感受大自然赋
予我们的美与乐。例如，在《昆虫
印象》中，金波写了他与日
常 生 活 中 所 见 的 油 葫

芦、蝉等微小的鸣虫、书虫、米虫
等小虫的点滴趣事。作品以质朴、
简洁而又富有诗意的语言和鲜活的
细节，来状写那些小虫各异的体貌
和“性格特征”，且处处流露出作
者对微小生命的细致关爱，字里行
间激荡着浓郁的诗情诗意。阅读这
套丛书，小读者可以理解什么是环
境渲染，什么是拟人比喻。书中的
小技巧也可以引导孩子学着观察生
活，更重要的是能够启发他们从自
然中发现美好、发现趣味，感受生
命的力量。

自然教育是培养青少年品格的
重要方式，日记体散文随笔集可以
让他们与作者一起沉浸式探索广袤
的自然。《春天，长白山万物苏醒
时》（天天出版社） 是专为青少年
打造的日记体自然散文随笔集。
读者跟随作者的脚步走进长白山
的原始森林，那里有目前世界上
保存完整、极具代表性的温带原
始森林生态系统。在这座“物种
基因库”中，读者可能“遇到”性
格活泼的小榛鸡，孤傲冷酷的山
猫，歌声嘹亮的山雀。除了动物，
珍稀树木和其他植物也呈现出顽
强的生命力，树木下藏着的菌类
更是形状万千。同时，全书透露
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反
思，引导读者在阅读中思考，唤

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
意识。

感受生命勃发之美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学
问，体现了人与自然互动中多方面
的智慧，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见
识，还可以陶冶情操，涵养人文精
神。春暖花开，花鸟鱼虫也喧闹起
来，在喧嚣的城市生活中，观察鸟
儿可能是我们同自然保持联系的最
简单的方法之一。

无论是荒凉的不毛之地，还
是城市的小区，任何一种栖息地
都能找到鸟类的身影。无论你在
哪里，可爱的鸟儿随时都可能出
现在周围。我们禁不住好奇，树
枝上是谁在鸣叫，又是哪些鸟类
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一

本观鸟入门类的自然笔记或许是
最好的选择。

《怎样观察一只鸟》（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是一本行动指南，带
领读者从零基础开启观鸟之旅。作
者身兼博物学家和自然插画家双重
身份，用标志性的自然笔记插画展
示了识别鸟类的关键线索。作者笔
下的300多张彩铅画，将每一种鸟
类的特征、习性和喜欢的环境清
晰地描绘出来，看似潦草的线条
却给了鸟类“小白”们最精准的
信息，手把手告诉读者观察什
么、怎样观察、如何记录。正如
书中所说：“其实观鸟比你想象的

简 单 ，只需忙碌的间隙抬头眺
望，寻找鸟的踪迹。”

一本好的博物类图书，不会满
足于停留在知识输出的层面，更
希望打开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
自然和生活。给含羞草打了麻醉剂
再触碰它，叶片不会再收起，植物
的根就相当于大脑，用来收集处
理各种信息，植物还能互相交流，
并以复杂的方式移动……在《植
物会思考吗？》（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 一书中，我们发现植物不
仅能感知，会思考，还有个性。
这本书从全新视角看植物，改变
了我们看待周边植物的方式。

在自然界中“交朋友”

中国古诗词中深藏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因，孩子们在阅读中
可以了解古代的饮食、礼仪、建筑
等文化，慢慢品味其中蕴含的美学
底蕴，逐步建立起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自信心。

170 余阕宋词佳句、170 余幅
古画名作、340 余个科普知识，
《宋词博物课：手绘图鉴版》（中国
经济出版社）不只是一套宋词图文
集，更是一套有关宋词的博物百
科，让科学与宋词“相遇”，打破
科学与文学的边界。

从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
黄花瘦”，到欧阳修的“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孩子们在63位
词人的带领下，感受西湖的烟雨、
钱塘的春色，在体会万物生生不息
的同时，探索流传千古的词句背后
隐藏的自然奥秘。《宋词博物课》
分为《植物卷》《动物卷》《山川风
物卷》，选取宋词中的芳草、秀
木、飞鸟、走兽及河流、古城等，
介绍宋词中出现的数百种动植物，
让孩子体会宋词中的自然之美、
意境之美。整套书选取名家画
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解读宋
词，并且增加了多学科交叉的课
外内容，帮助孩子建立系统的知识
图谱。

作为一套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古
诗词知识科普书，《古诗词里的博
物课》（新世纪出版社） 围绕清明
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
节，以及长江沿线的三峡、洞庭
湖、黄鹤楼、赤壁、庐山等地选取
了具有代表性的古诗词和多幅同主
题息息相关的古代名画，从博物视
角深度剖析藏在古诗词和古画中的
知识，涉及历史文化、社会风俗、
文人典故、天文地理等。此外，书
中还有原创手绘古典画、知识性插
图。经典诗词和充满烟火气的民俗
交织，作品用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
为小读者去解读古诗词。

从博物角度读诗词

即使没有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白天
一天天地更长，散在窗前的一缕缕阳光
都在提醒我们，踏春该提上日程了。如
果暂离钢筋水泥的城市到目前还只是
个念头，如果还没想好以什么方式拥
抱这个春天，那么《四季野趣：拥抱
自然的110件小事》（译林出版社） 中
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

试着做一个喂鸟器，来一场春季寻
宝游戏……书中都是将自然和创造巧妙
结合的详细教程，“将在外面发现的宝
贝——树枝、叶子和花朵结合起来，
做一只绚丽的春日花环，提醒我们这
个不可思议的季节会带来什么，它会
如何瞬间让我们变得开心”，书中将如
何制作一只春日花环的过程徐徐道
来，也道出了一件小而美的事情带给
我们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书中说
放风筝是“一项很好的情绪提升活
动，也是将自然与体育相结合的一种
方式”。对啊，春天总要放一回风筝
吧，正中下怀。还有鸟类观察，书中
没有像科普类图书那样讲授鸟儿们的
外貌和习性，只是告诉我们“观鸟不
是一门神秘的艺术”。是啊，要想给
这个春天一个大大的拥抱，可不就是
要从身边这些小事开始嘛！这本书给
了想做点什么，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的人提醒，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
来，不妨从自然世界中寻找心灵的依靠
与慰藉。

《四季野趣》中，无论是简明的笔
法，还是精美的插画，都让读者感觉无
比用心。该书用平凡的、身边的，甚至
被我们遗忘的一件件小事保持与大自然
的联系，以一种不露痕迹的方式轻抚我
们的心灵。春季赏花、种菜，夏季露
营、赶海，秋季打太极，冬季观星……
书中满是温暖而体贴的疗愈清单，把读
者带到户外，发现自然的美妙，帮助我

们重建与四季的深厚联系，
缓解生活压力所带来的疲
惫、焦虑。同时，这部作品
散发着博物类图书特有的人

文情怀， 引 导 读
者专注当下，在
对身边万物的持
续了解和接触中，
真正关切自然、融
入自然。

发现春日趣味

与书为伴，与自然为友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科学证明，花时间接触大自然能让我
们的身体和情绪更舒适惬意，有益于身
心健康。有人说，谁不想去大自然里洗
洗眼、充充电，可哪有时间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呢？

其实，自然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
可以随时走进自然。另外，一本本博物类
图书能够给我们带来视觉与心灵的双重
享受，舒适、惬意、放松，让我们进入
自然的世界，找回生活的平衡感，为心
灵注入力量。这些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探索欲，可以让我们
身未动、心已远。

当然，博物类图书不是旅行的替代
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类图书在让读
者见识万物和谐之美的同时，也让我们开
始理解生命、敬畏生命，并且学会去诗意
地栖居。

博物类图书科普性、艺术性和人文
关怀兼具，并以多种形式拉近读者与自
然和博物科学的距离，特别是在一些与
日常生活相关的博物类图书中，我们跟
随作者细致的观察、细腻的书写，看到
了城市中未曾留意的世界。只要留心，
我们可以在身边的一方小天地聆听到许
多动物的声音，感受到大自然的丰富和
珍贵。下一次，当我们路过一棵树，遇
到一只鸟的时候，我们或许能亲近它、
理解它，这对于整日面对手机、电脑的
我们来说格外珍贵。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博物类图书并不
过多地强调科学、科普，反而更有包容
性，更容易包罗万象，这也是近年来博物
类图书越来越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又到了想出游
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嗅闻花的芳香，或者
游历山川，感受自然。如果准备好要去踏
青，那请在口袋里带上一本书，因为总有
一些文字让我们对春天充满期待。

人民日报公众号前几天推送的《这封
春天的来信，你收到了吗？》 一文中写
道：“春风有信，花开有期，从南方到北
方，从平原到高地，春色正在祖国大地渐
次铺展，绚丽又辽阔”“每一朵花，都是
春天的来信，每个地方的春天，都独一无
二”……那就让我们开启这封来自春天的
信，迎接2025年的春暖花开吧！

开启一封
来自春天的信

□韩萌萌

■表达

不经意间发现，春天已到家门口。是啊，久坐于电脑前的我们多久没有听听鸟鸣，没有欣赏花开，

没有心无旁骛地在自然中走一走。本期《读周刊》以博物类图书为主题，让我们与书为伴走进春天，在

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观察一片叶的萌发，一只虫的旅程，静静感受万物的颜色和气味。

■本期关注：博物类主题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