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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少年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小小的

种子孕育生机与希望，好奇的心灵向往

一切美好。文学艺术凝结着人类对真

善美的追求，是浇灌种子的清泉甘露，

是温暖心灵的灿烂阳光。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让我

们一起倾听中国艺术家用指挥棒和画

笔引领孩子们追梦筑梦的故事，感受

文化交流多姿多彩的蓬勃脉动。

意大利的著名城市不少，博洛尼

亚就占据一席之地。它坐落于意大利

最长的河流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

是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更难能可

贵的是，虽历经风雨沧桑，博洛尼亚的

古城风貌依然保存完好，历史悠久的

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博洛尼亚被称为“学者之城”，这

里大学众多，自中世纪以来就是意大

利的学术中心。最著名的要数创立于

1088 年的博洛尼亚大学。它是欧洲最

古老的大学之一，自成立之日就教授

法学、医学等学科，培养出彼特拉克、

哥白尼等一大批杰出学者，今天依然

是意大利顶尖学府之一，培养了 3 名诺

贝尔奖得主。鉴于博洛尼亚大学的辉

煌历史与学术影响力，在 1988 年建校

900 周年庆典上，欧洲 430 位大学校长

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宣布博

洛尼亚大学为“大学之母”，欧盟当前

进 行 的 高 等 教 育 改 革 计 划 也 被 称 为

“博洛尼亚进程”。

意大利符号学巨擘、知名作者翁贝

托·艾柯也与这座城市结缘半生。他在

博洛尼亚大学工作期间理论成果丰硕，

一部《美的历史》生动展示人类美学观点

的嬗变发展。他创作的小说《玫瑰之名》

旁征博引，展现出渊博的学识和优秀的

叙事功力。虽然艾柯晚年退休后离开

了这里，他依然会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与

同事和学生在咖啡馆交流辩论的场景，

并将自己的 4.4 万卷藏书悉数捐献给博

洛尼亚大学。他曾说：“博洛尼亚的 50%
是一座大都市，另外 50%是一个充满魅

力的村庄。”

博洛尼亚是知名的“柱廊之城”。

顾名思义，柱廊是建筑底层由立柱支

撑的长廊，它们不仅为行人遮阳挡雨，

更将街道、广场巧妙地连为整体，令城

市呈现出别致布局。博洛尼亚柱廊出

现于中世纪，本意是扩大上层建筑的

面 积 ，随 后 在 城 市 建 设 中 得 到 普 及 。

市政部门当时曾专门出台规定，要求

新建筑必须建设柱廊，并对柱廊的形

制和高度作出要求，便于戴帽骑马的

行人通过。今天，柱廊遍布博洛尼亚

城市各处。全城总面积约 140 平方公

里，柱廊的总长度就超过 45 公里。其

中长达 3.5 公里、拥有 666 个拱门的圣

卢卡柱廊从古城一直延伸至城外山上

的圣母圣卢卡大教堂，堪称世界上最

长的拱廊。法国作家司汤达造访博洛

尼亚时，便为柱廊的魅力倾倒：“当穿

过这些长长的柱廊时，我的灵魂被这

些目视的美丽之物鼓舞。”2021 年，在

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博洛尼亚柱廊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博洛尼亚也是“美食之城”。这里

是著名的农业地区，物产富饶。意大

利面是当地的代表性美食。它选用千

层面和鸡蛋宽面，佐以城市之名命名

的特色肉酱，面条的筋道爽滑与肉酱

的鲜美多汁完美融合，使其成为全球

意大利餐馆的经典主食。此外，产自

博洛尼亚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火腿、奶

酪、葡萄酒等，也都印有原产地标识。

城市中心的马焦雷广场周边仍保持着

中世纪旧貌，特色餐馆林立，是市民休

闲 聚 会 的 热 门 场 所 和 美 食 爱 好 者 的

“打卡”之地。

博洛尼亚还称得上是一座“青春

之城”。遍布城市的校园中，学子三三

两两，或骑行经过，或端坐苦读，蓬勃

的朝气和洋溢的笑容让人感受到青春

的美好。此外，一年一度的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童书展

览会之一，为各国青少年提供丰富多

彩的精神食粮。今年，童书展迎来花

甲大庆，主题依然昭示着初心：“60 年，

活力爆棚！”走进会场，站在由全球青

少年插画师作品组成的画墙前，美好、

纯真之感油然而生。

博洛尼亚有着说不尽的故事。今

天，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

多元和包容传统，是意大利外来居民

人 口 比 例 最 高 的 城 市 之 一 。 时 光 如

梭 ，那 随 处 可 见 的 道 道 柱 廊 、恢 弘 建

筑、精美雕塑，那一张张富有特色的名

片，凝聚着城市的悠久历史、深厚底蕴

与动人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前来探寻。

博洛尼亚的名片
谢亚宏

渔 翁 身 披 蓑 衣 ，划 动 木

船迤逦前行，河道两岸桃花

盛 开 ，落 英 缤 纷 ，青 山 蔼

蔼。这是绘本《桃花源的故

事》中的一页。它来自陶渊

明的散文《桃花源记》，“日本

图画书之父”松居直改编后，

我配画完成。

我 喜 欢 乡 村 ，喜 欢 自 然 。

回 想 50 余 年 来 的 绘 本 创 作 经

历，我如渔翁般徜徉于自然与生

活的河流，一路画，一路借“桃之夭

夭，灼灼其华”的光亮寻找心中的“桃

花源”。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滋
养艺术创作

1972 年，我开始绘画创作，彩色连

环画《贺胡子》与《三色圆珠笔》获得《红

领巾》优秀作品二等奖。 36 岁那一年，

我成为童书编辑。因为喜欢为孩子画

画，工作虽忙，我也没有放下画笔。1993
年，我创作的绘本《宝儿》获得布拉迪斯

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主人公

“宝儿”及其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

风格，受到国际绘本界的认可与喜爱。

《宝儿》以《聊斋志异》中的《贾儿》为

蓝本，讲述了聪明勇敢的宝儿保护母亲

的故事。为更适合孩子阅读，我冲淡原

作的志怪传奇色彩，融入自己对生活的

理解。《宝儿》的绘画风格大红大绿，夸张

变形，对比强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养

分，有鲜明的个性。此前，我已创作完成

《晒龙袍的六月六》等绘本，对于如何转

化吸收、重新诠释民间故事，有了一些积

淀和感悟。我热爱民间文化。从小，外

婆就给我们唱童谣、讲故事，这些代代相

传的故事包含着朴素的道理，润物无声

地给了我美学和哲学启蒙。写写画画

时，我总会想到外婆；找力量、寻灵感时，

就回到童年、追到民间。

《桃花源的故事》描绘了诗意的田园

生活，画风明媚亲切。中国农耕文明历史

悠久，数千年来，人们习惯于“日之夕矣，

羊牛下来”的生活，生命节奏、心理节奏与

自然同一。我画《桃花源的故事》，就是为

了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我曾

在湖南省太湖乡生活过 6 年，对乡村充满

感情。春种秋收，让我真切理解“汗滴禾

下土”的分量。时光过滤掉苦，留下的是

甘甜。《桃花源的故事》既是理想的，也是

现实的，我将难以忘却的事物和感情安置

于图画，希望展现土地的芳香、农耕的美

好，呈现质朴自然、自信自足的精神之美，

希望读到绘本的孩子们能对“桃花源”及

其他一切美好事物充满热望。

“桃花源”及其文化内涵和精神象征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桃花源

记》《诗经》《楚辞》多美啊，我们的绘本作

者要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源头，找到

质朴清洁的东西，力透纸背地画进童书，

艺术地呈现出来。孩子对优秀传统文化

感兴趣，对艺术感兴趣，我们的未来就会

更有希望。

图画的世界是由视觉语言展示的世

界，它烘云托月般呈现内容蕴含的精神世

界。2014年，《花木兰》获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年度图书（绘本）奖。2022年，我获

得 陈 伯 吹 国 际 儿 童 文 学 奖“ 特 别 贡 献

奖”。我的艺术创作植根于中国传统文

化，受益于中国民间艺术，这些荣誉是对

我的褒奖，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

如果说《桃花源记》《木兰诗》是皎洁月光，

那么，希望我的绘本能够成为一个标识，

或一个手势，引领读者更用心注意天边的

那轮明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让 绘 本 艺 术 成 为
文化交流的轩窗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要有

文化自信，在全球化中抓住自己民族的

根。2002 年，《桃花源的故事》由日本福

音馆出版，翌年，入选日本小学国语教

材 。 松 居 直 曾 对 我 说 ，中 国 文 化 有 力

量。《桃花源记》很早就被翻译到日本。

从记事起，他就看到父亲每逢 3 月便在

家中挂起桃花盛开的山水画，画中一条

小舟逆流而上。父亲告诉他，这幅画叫

《武陵桃源》。松居直中学三年级时，课

本里出现了《桃花源记》，从此，“桃花源”

便成为他的向往之所。

1995年，松居直出资设立了中国儿童

图画书“小松树奖”，我编辑的绘本获得全

部 4个奖项，因此与他结识，并告诉他：“你

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就在湖南啊！”前往湖

南省桃源县的桃花源后，他向我发出创作

邀请。经过 5年时间精心打磨，《桃花源的

故事》完成创作出版，插画原作在日本巡

回展出，我亦应邀参加开幕式，切实感受

到当地读者对绘本的由衷喜爱。绘本作

者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力量，把它融入作

品，既能体现中国人的思想，又不是说教，

用优秀作品打动海外读者。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参加国际童书展

时，由于不懂外语，我与外国艺术家很难

进行语言交流，就拿作品给他们看，彼此

产生了情感的交集、思想的共鸣。绘本

中的图画反映出创作者的艺术趣味、心

灵追求与修养品格，如鸟儿鸣叫，无需语

言也能理解欣赏。

图画直接产生审美，艺术的美能够打

动人、笼罩人，令外国人感受到中国文化

的魅力和生命力，吸引他们去喜欢、去研

究。因此，我们的绘本创作应该是艺术

的，要能“带”出中国文化最优质的部分；

我们的绘本创作要更蓬勃，当优秀作品占

到一定比例时，就会形成浓厚氛围，中国

文化就能被海外读者更好地“看见”。

绘本创作要呈现最美、最好的事物，

将高雅趣味和高尚情感艺术地传递给孩

子。放眼国内外优秀绘本作品，往往蕴

含了哲学思想与人生思考。正如德国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所说：“我

是为了我心中的这个孩子，也是为了我

们所有人，才讲我的故事。”在我眼中，孩

子是“小先生”，他们最精彩、最可爱，教

会我好多好多。不要用成年人的审美去

“绑架”孩子，不要居高临下，要创作出超

越年龄界限的优秀作品，这是绘本作者

应有的创作自觉。

我很喜欢“漫天风雪得梅心”这句

诗：梅花在风雪中绽放，自是一种风骨，

自有一份凛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神写照，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人生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之高妙，皓首穷经，我也无

法完全参透，但我愿尽己所能，借手中画

笔，与孩子、与海外读者在美好的文化传

统中相遇相知，期待“悠然心会，妙处难

与君说”的心灵沟通。同时，我也希望中

国的绘本同行，能够站在文化的高度，具

有国际的视野，博采众家之长，以久久为

功的心态，把最好的作品献给童年。

打开一本书，应如打开一扇窗，看到

窗外的世界，让阳光照进来，让风吹进

来，滋润我们的心灵。通过绘本艺术创

作，让中国与世界更好地联通，这是多么

美好的风景。

（作者为中国绘本画家，本报记者王

佳可采访整理）

上图为《桃花源的故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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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童年 追到民间
—用绘本童书描画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蔡 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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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

鱼 ，快 活 地 游 来 游 去 ，像 箭 儿 一 样 。

我站在小河岸上，静静地朝它望。在

清清的河水里面，它游得多欢畅。”不

久前，为迎接建团 40 周年，北京爱乐

合唱团初创时期的团员从世界各地

汇 聚 一 堂 ，再 度 唱 起 舒 伯 特 欢 快 的

《鳟鱼》。歌声中，老团员们仿佛又回

到排练场，回到有音乐陪伴的闪亮日

子。这歌声令我感动，我想到自己初

次 执 棒 ，就 是 指 挥 合 唱 团 的 孩 子 们

歌唱。

时光在乐符中流淌，一代代孩子

快乐成长。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金帆合

唱团、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小云雀合

唱团、甘肃白银“小银铃”少儿合唱团

……孩子们乘着艺术的翅膀，登上国

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中国儿童的美妙

歌声，传递友谊、美好与希望。

童 年 启 蒙 ，与 音
乐结伴

也许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

场音乐会结束后很久，心潮依然澎湃

不止。优秀的音乐作品之所以能够

“绕梁三日”，是因为它触发了我们的

情感阀门。音乐关乎心灵，它看不见、

摸不着，需要慢慢培养感悟力，才能领

会到其中的美好；音乐关乎精神，它无

限宽广，随着阅历增长，才能意识到它

可以不断拓展心灵空间。

儿时，父母为我创造了走进音乐、

爱上音乐的机会，从此我的成长路上

多了一位“良伴”。柴可夫斯基的《第

六交响曲》曾帮助我走出青春期的迷

茫徘徊，不仅排遣了我的胸中块垒，而

且让我对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马勒宏大的交响曲也是如此。他笔下

的音符将情感描摹得淋漓尽致，但最

终上升到对人生意义的追索，具有超

越性。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理查·
斯特劳斯……中外优秀音乐家的作品

莫不如是。

对孩子们来说，音乐既展现出无

限宽广的精神世界，也是生活中日复

一日的陪伴。细水长流，润物无声。

很多合唱团的孩子都有类似的经历：

完成学业后，再累也要去合唱团，哪

怕只在排练厅坐两个小时，也能感到

愉悦。对他们来说，歌唱是艺术心灵

的栖息地，也是童年精神的芳草地。

我希望所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

能有音乐相伴，从小建立起连接敏锐

感受和真诚表达的通道。艺术，是对

真情实感的表达；技法，是实现目的的

手段。很多孩子即使不参加合唱团，

不经意间也会被某首歌、某段旋律打

动，跟着摇摆，随着音符流淌而情感起

伏，这是多么美好的瞬间。还有些小

朋友弹奏的曲子虽然简单，但充满灵

性和真诚。让孩子在童年时爱上音

乐，或许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之一。

合 唱 交 流 ，搭 建
心灵沟通桥梁

在一次次国际艺术交流活动中，

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音乐是沟通各国

人民心灵的重要桥梁。在各种音乐形

式中，合唱最富感染力，能够直接充分

地表达情感。

音乐跨越语言、沟通心灵。1996
年，合唱团赴意大利参加国际比赛，一

位近 90 岁的当地老人说：“我这辈子

就想去一次中国，今天听到中国孩子

们 的 歌 声 ，也 算 实 现 了 心 愿 。”2004

年，我赴德国不来梅观摩世界合唱比

赛，当来自 100 多个国家、不同肤色、

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赛者合唱同一首

歌时，我被深深打动。数年后，在俄罗

斯索契举办的世界合唱比赛开幕式

上，我指挥来自不同国家的上千人演

唱中国民歌《茉莉花》，优美熟悉的旋

律响彻全场，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

然而生。

近年来，中国与各国合唱交流活

动 日 益 频 密 。 通 过“ 走 出 去 ”“ 请 进

来”，我们拓展了视野，提升了水准，

也让世界听到中国儿童的优美歌声，

了 解 更 多 中 国 作 曲 家 的 优 秀 作 品 。

2019 年，在世界合唱大奖赛暨第四届

欧洲合唱比赛中，广州市海珠区少年

宫小海燕合唱团获得童声组和有伴

奏民谣组两个组别的冠军。2021 年，

在意大利莱昂纳多·达·芬奇国际合

唱节上，广州市小云雀合唱团荣获冠

军赛全场总冠军和童声组、民谣组单

项组别比赛的两项冠军。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前夕，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金帆合唱团与俄罗斯文化中心欢

乐音符合唱团的少年们在北京唱起

《快乐的聚会》《卡林卡》等中俄经典

歌曲，传递两国青少年对北京冬奥会

的美好期盼与祝福。

中国童声合唱事业不断发展，不

仅在国际高水平合唱比赛中屡获佳

绩，歌曲曲目库也日趋丰富。中外文

化交流生机勃勃，音乐工作者接触到

更多国外优秀作品，同时我国丰富的

民间音乐、艺术歌曲和古典诗词也成

为合唱作品的创作源泉。越来越多的

作曲家为合唱创作曲目，比如刘晓耕

创 作 的《水 母 鸡》《撒 里 罗》《阿 细 跳

月》，演绎出独特的云南民间音乐风

格。在德国德累斯顿和柏林举行的音

乐会上，北京爱乐合唱团唱响《水母

鸡》，向国外观众展示中国民族音乐的

独特魅力，深受欢迎。今年，意

大 利 作 曲 家 米 歇 尔·乔

赛 亚 以 李 白 的 组 诗

《塞下曲》为蓝本，

融合笛子、二胡

和中国鼓等乐

器 ，创 作 了 一

首 童 声 合 唱

作品，展示了

外 国 音 乐 家

对中国传统乐

器 的 理 解 以 及

对唐代风情的遥

远想象，成为中西方

音乐文化交流互动的

生动注脚。

音 乐 教 育 ，
向着更高更远处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音乐最为抽

象，因而教育难度很高。面对少年儿

童 ，音 乐 教 育 中 的“ 育 ”字 格 外 有 分

量。我的父亲，音乐教育家、指挥家杨

鸿年经常说，音乐教育就像农民种地，

要一镐一镐去刨，不能急功近利、拔苗

助长；同一片地耕出来，不同的苗长得

也不一样。音乐教育不能背离音乐本

身，变得学科化、指标化、功利化，要避

免让孩子因为学了音乐而痛恨音乐；

也要注意训练方法的科学性，遵循儿

童成长规律和艺术教育规律，循序渐

进地开展。

音乐教育是对心灵体验的发掘与

丰富。比如说“这个音低了一根头发

丝”，“低”是看不到的，但可以用心去

感受。少年儿童拥有无穷的艺术潜

力 ，最 好 的 音 色 都 是 孩 子 自 己 找 到

的 。 在 帮 助 孩

子 们 提 升 艺 术 感 悟 力

和 敏 锐 性 的 同 时 ，我 们 也 要

注重音乐素养和音乐能力的培养，

注重艺术观、价值观的养成。

音 乐 教 育 是 对 视 野 和 胸 怀 的 开

拓。40 年来，北京爱乐合唱团积累了

千余首中外合唱作品。孩子们使用

不同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唱这些歌曲，

看到不同风景，有了多样感悟。孩

子们曾把《和平颂》带到中国维和部

队在黎巴嫩的任务区，用歌声呼唤

和平，真切感受到当地人对和平的

渴望，在人们心中埋下珍爱和平的

种子。

童声是人声中最明净空灵的

音色。 2021 年 4 月 27 日，北京爱

乐合唱团的徽章和歌曲《翠谷双

回声》搭载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发

射升空，孩子们的歌声将在太空

中回响，这是对中国童声合唱事

业的肯定。期待越来越多的孩

子以音乐为翼，飞向更广阔的世

界；以歌声为媒，促进中外艺术

赓续交流。

（作者为中央音乐学院教

授、指挥家，本报记者徐馨采访

整理）

图①：2021 年，北京爱乐合

唱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现场。

图②：2017 年，北京爱乐合唱

团在意大利阿雷佐演出期间合影。

图片均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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