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悦读空间责编：张鹏禹 邮箱：bnuzhangpengyu@163.com

2024年8月22日 星期四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
娃晶晶，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火遍
大江南北的冰墩墩；从美国著名动画
电影《功夫熊猫》里的“熊猫大侠”，到
央视网iPanda熊猫频道中广受关注的
动物明星……大熊猫总是以憨厚、友
善、可爱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近年来，在出版领域，以大熊猫
为对象的童书绘本、科普读物层出不
穷，它们从不同角度切入，或塑造形
形色色、鲜活生动的大熊猫形象，或
向海内外读者传递大熊猫知识、讲述
动物保护故事，让人们走近地球上的
这个神奇物种。

以大熊猫为主角传递爱与美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是孩子们最喜
欢的动物之一。扫描近年出版的童书
不难发现，大熊猫常常在故事中被塑
造为孩子们的“陪伴者”和他们成长的

“引路人”。大熊猫与孩子携手漫步于童
话世界，其纯真无邪、充满童趣的互动
不仅烘托了爱与治愈的主题，更潜移
默化地传递了成长必需的人生哲理。

“自我认知”与“成长”是儿童文学
时常探讨的命题。蒋林被称为“熊猫
作家”，他的《熊猫男孩奇幻旅行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大熊猫福顺是
一只会说“熊猫话”、能与人类交流的
神奇动物，它携手男孩安迪开启一场
探寻人生方向的冒险之旅。《熊猫康吉
的远行》（四川教育出版社）则以野生
大熊猫康吉的远行历险为线索，以大
熊猫的“远行”折射人的成长，诠释责
任、使命与梦想。作家周晓枫近年转
型儿童文学创作，她的《我的名字叫
啊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冬奥
为背景，讲述大熊猫啊吨走出阿密寨、
寻找偶像冰墩墩的励志故事，探讨了
梦想与现实、友谊与信任等话题。“这
是一部由出发到寻找，在寻找中战胜
自我、发现自我的成长童话。”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

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另辟蹊径，书
写大熊猫另一面，凸显它们顽强的生
命力与野性。大熊猫怎样与红狼作
战？谁是“森林刀客”？刘先平的《大熊

猫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是一部大
熊猫题材儿童文学经典之作。小说描
写果彬和晓青兄妹俩在雪山冰川中救
助逃难的大熊猫母子的故事，展现了
大熊猫高超的生存技巧与川西高原充
满野性的自然风光。该书被改编为
3D 动画电影，以更饱满的视听形式
重新诠释了“人与自然”的主题。

大熊猫与主人公“携手同行”“双
向奔赴”的故事中，往往蕴含着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如今，越来越
多儿童文学以率真纯朴的笔触描绘自
然生态，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理念深植于小读者心中。
叶广芩的儿童文学作品《熊猫小四》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献给
高山生灵之作”，小说以主人公汪汪与
大熊猫小四之间的故事为主线，为读
者呈现出秦岭深处人与自然结下的一
段美妙情缘。保冬妮的《熊猫外交家》

（南京大学出版社）中，作者引导人们
从全新角度认识大熊猫，提醒小读者
大熊猫“外交家”的身份之外，更是自
然之子，传达了“爱动物首先应该尊
重其自然天性”的思想内涵。

科普大熊猫“前世今生”

大熊猫为什么是黑白配色？大熊
猫吃竹子会扎嘴吗？大熊猫有着怎样
的生存秘密？与喜爱相伴的，是人们对
了解大熊猫的渴望。近年来，随着人们
动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一批介绍大
熊猫生活习性与保护现状的科普图书
乘势而生。

回顾大熊猫的“前世今生”，从传
说中的“食铁兽”到圆滚滚的黑白萌
兽，大熊猫这个神奇物种已经走过
800 万年历史。魏辅文的《野生大熊
猫科学探秘》（科学出版社）系统介绍
了野生大熊猫家族历史、食性特化与
适应机制，关注环境变迁和人类活动
下大熊猫的演化潜力等问题，回应了
公众有关大熊猫保护的问题。考拉看
看的《大熊猫之路：一部绚烂的大熊猫
文明史》（现代出版社）从地理、生物、
政治、历史、人文等方面介绍大熊猫与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密切关系，
揭示了熊猫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尤

其是儒家文化的渊源。
随着国内外喜欢大熊猫的人越来

越多，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便
捷，人们对大熊猫的关注逐步朝着个
体化方向发展。《熊猫虎子》（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较早关注大熊猫个体，
作者潘文石通过 17 年野外科学考
察，真实记录了大熊猫虎子独特的生
活方式及其神秘的“社会”结构。近年
来，花花、福宝等大熊猫爆火“出圈”，
成为流量明星，更多关注大熊猫个体
的作品进入读者视野。四川人民出版
社出版了《熊猫萌兰》《熊猫香香》等一
批科普图书，以精美的照片和温情的
故事为主体，记录大熊猫个体成长历
程，满足读者走近大熊猫、亲近大熊
猫的愿望。

大熊猫知识科普图书往往注重视
觉效果。张志和主编的《果赖！大熊
猫》是一本全面介绍大熊猫知识的画
册式科普读物，书中包含100多幅超
清图，栩栩如生地呈现出一座“纸上
熊猫园”，并且增加多幅真实、珍贵的
大熊猫养育实拍图，带读者走进“月
亮产房”。

“讲好大熊猫故事要注意文学与
科学的结合、故事与知识的融合，同
时彰显大熊猫科研保护工作者的辛勤
付出。”作家蒋林表示，自己接触到很
多从事大熊猫科研与保护工作的人，
他们的野外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都
对这项事业充满热情，对大熊猫有着
发自肺腑的爱。“正因他们的付出和努
力，大熊猫保护事业才有了今天这样
有目共睹的成绩。”

海外视角中的大熊猫故事

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受到
中外创作者喜爱。许多外国科普作
家、绘本画家通过讲述大熊猫故事，
表达对自然环境和生命的尊重，诉说
人类共通情感，引起广泛共鸣。

在外国创作者笔下，大熊猫的形
象往往是可爱亲人、贴近生活的。日
本绘本作家龟山达矢、中川敦子的绘
本 《熊猫澡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讲述大熊猫一家三口来到澡堂洗
澡的故事，“脑洞大开”地想象大熊猫

身上的黑色并非天生。另一位日本绘
本作家宫西达也的《我是熊猫》（新世
纪出版社）讲述了一个“真假熊猫”的
有趣故事。大熊猫是动物园里的明
星，受到大家喜爱，但每天在公众面
前展示自己，大熊猫也感觉有点累。
于是，他想出一个好主意，用白色和
黑色的颜料，把其他动物变成“熊猫”
代替自己。美国作家琼·穆特的童书

《熊猫师父和阿古》（新星出版社）的故
事则蕴含着日本禅文化与东方哲学，
讲述了大熊猫师父静水的3个孩子如
何学会与人相处的故事。国外创作者
以大熊猫为原型，用拟人化的手法，向
读者传递出生活智慧。

大熊猫的演化历程、文化史也是
外国创作者关注的重要方面。上世纪
20 年代，小西奥多·罗斯福与克米
特·罗斯福来到中国，追踪大熊猫的
轨迹并记录下这次探险经历，他们合
著了“探险家日记”《追踪大熊猫》（北
京出版社）。今天重读这本书，有助
于我们反思这一段历史。在《来自中
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
英国作家亨利·尼科尔斯讲述了世界
范围内大熊猫的历史与保护进程，对
大熊猫未来如何存续这一问题提出了
独特见解。与此同时，国内大熊猫题
材文学作品也逐渐“走出去”。蒋林的

《熊猫康吉的远行》已翻译成英语、泰
语和缅甸语版，泰国《世界日报》的报
道给出了“有趣励志”的评价。

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在他所
写的《最后的熊猫》（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说，大熊猫“跳脱出它高山上的家
园，成为世界公民，它是我们为保护
环境所付出努力的象征”“能跟大熊猫
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演化历程发生交
错，是我们的运气。”可见，大熊猫是
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世界公
民”。阅读大熊猫题材作品，人们不仅
能读到大熊猫的物种演化史、保护
史，还能了解到与它有关的“外交
史”、生态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史。
大熊猫作为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
相关题材出版物的推陈出新将继续
传递和平与友谊的美好愿景，促进
民心相通。

大熊猫题材图书：

生动讲述“国宝”故事
蒋欣雨 张鹏禹

苏东坡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
家、文学家。近年来，“东坡热”持续
升温，研究他的专著、传记层出不
穷。出于对东坡先生的景仰，笔者在
潜心研读相关著述中发现，苏东坡作
为文学家、艺术家、美食家乃至“乐天
派”的一面，受关注较多；而官员苏
东坡这个角色，似有待深入挖掘，尤
其是他的廉政思想。于是，我便萌生
了写一部作品的念头，挖掘苏东坡为
官从政的德贤绩能，以资今人借鉴。
这部《千载浩然苏东坡》即是成果。

在苏东坡和苏辙的成长、成才道
路上，母亲程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苏东坡曾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中记述母亲程氏言传身教的一段往
事：“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縠行。一

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
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夫人
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
凡一年而已。”发现疑为前人秘藏的一
坛宝物，如何处置？正当众人打算开
挖之时，程夫人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
定，盖上乌木，重新埋好。“非义不
取”之举对童年苏东坡产生深刻影响。

正因为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苏
东坡从小养成了清廉不贪的秉性。据
苏辙《龙川略志》记载，苏东坡在凤翔
任签判，闲暇时常孤身一人去开元寺
观赏古画，往往一去就是一天。一来
二去，苏东坡与寺里的僧人相熟。有
一僧人为了取悦苏东坡，便有意将

“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的秘方献给
他，苏东坡不为所动，厉声说道：“吾
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刚刚
入仕，便大义凛然地抵制诱惑，这是
苏东坡清廉自洁的体现。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
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
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
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
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
子之所共适。”这是苏东坡《赤壁赋》中
的名句。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如

果不属于自己，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不
求取，成语“一毫莫取”由此衍生。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
取”，是东坡廉政思想的提炼。《赤壁
赋》系苏东坡被贬黄州后的元丰五年

（1082 年）所作。初到黄州时，作为
没有俸禄的贬官，苏东坡的日子过得
非常紧巴。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
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尽管生活艰
辛，但他依然保持了超然物外的追求
和“虽一毫而莫取”的节操。

其实，早在熙宁十年（1077年），
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就提出了“君
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
物”的观点。苏东坡在文中指出，“凡
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
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
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说的是如
果迷恋书画到了无法放下的程度，就
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祸害。苏东坡年
轻时酷爱书画到什么程度呢？家中收
藏的，唯恐失去；别人拥有的，唯恐
得不到。后来他幡然醒悟，在文中自
嘲道：“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
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
哉？”此后，苏东坡不再沉溺其中，书
画给他带来的更多是愉悦。

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现身说
法，告诫人们要正确处理好“寓意于
物”与“留意于物”之间的关系。而他
也正因处理好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
人生低谷、生活艰辛之时，才能秉持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操
守，并践行终身。

苏东坡毕生清廉的动力来自哪
里？来自家风家学熏陶下自幼养成的
内在约束、廉洁精神和根深蒂固的民
本思想。苏东坡在其著名的《刑赏忠
厚之至论》中赞扬尧、舜、禹等古代圣
君：“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
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元祐七年

（1092年），苏东坡到扬州上任办的第
一件公差就是停办劳民伤财的万花
会。心中常怀百姓冷暖，是苏东坡廉
政思想的基础。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
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
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这是
王国维对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东坡
的赞美。苏东坡一生跌宕起伏，命运
多舛。然而，无论显赫时居庙堂之
高，还是贬谪时处江湖之远，他都始
终信奉“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从政
理念，践行“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
而莫取”的廉政承诺，保持“一点浩然
气，千里快哉风”的精神高度，实现
了“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的毕生
目标。

向先贤学习，学什么？关键是学
习他们的高尚人格、廉洁操守和知行
合一，努力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本报电（王筱卉） 近日，《地图
上的中国史》青少版全10册由中国
画报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家李不白
首部面向青少年的中国古代史通识
读物，适合9—15岁中小学生阅读。

李不白毕业于武汉大学地图学
专业，有十数年地理编辑经验，其
作品《透过地理看历史》一度畅销。

这套《地图上的中国史》通过历史与
地理的融合、时间和空间的交织，
为青少年读者了解中华文明构建起

“宇—宙”的维度。
该书内容近 280 万字，含 159

幅全彩原创地图，282页重大事件
地 图 专 题 ， 1282 张 书 画 文 物 彩
图，全景式描绘了中华民族从远古
神话时代到晚清鸦片战争的壮阔历
史画卷。全书以时间为线，从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5个维度
构筑历史，以故事化的讲述方式、
图文并茂的版式设计，结合语文、
历史教材中的知识点构筑中国历史
通识构架，并附有中国文学史大事
全年表、5000 年大事年表、中国历
代疆域图册。

从地理视角讲历史，以山形水
势解历代兴衰，是该书的与众不同
之处，有助于青少年读者真正读懂
读透历史大事件背后的基本逻辑。

王鼎钧的《现代小说化读》不
是理论著作，也不是文章作法、创
作指南一类的书，而是一部文体独
特的名作鉴赏读本。作者在 38 个
章节中，以沈从文《菜园》、丁玲《莎
菲女士的日记》、朱自清《笑的历
史》、老舍《一封家信》、巴金《哑了的
三角琴》等现代文学佳作为聚焦
点，谈短篇小说的材料组织、谋篇
布局、人物设计、主题深化、文体选
择、对话锻造等写作技巧，并从典
型文本延伸开来，旁征博引中外作
品乃至作者本人的创作，围绕某一
问题讲深讲透。

在王鼎钧看来，创作与写作不
同，“创作”是无中生有，没有范文
样本，创作者需要独辟蹊径；“写
作”是有中生无，以范文样本为教
材，可以教也可以学。因此，《现代
小说化读》旨在通过剖析作者精心
挑选的这些范本，向读者传递可教
可学的写作技巧。但这本书不是那
种模版化、套路式的写作指南，它
的主体部分是对现代小说佳作的

“化读”。所谓“化”既取“涵化”之
意，讲求读通读透，又包含“转化”

“变化”之意，注重活学活用。比如
讲萧红的《手》意在阐发如何抓住

“一语”而抓住小说的题眼和中心。
《手》的主人公是一个染坊里的女孩
子，手颜色的变化揭示出她命运的
经纬。作者接着讲了3个故事，一
是一位三朝老臣与汉武帝的故事，
二是西方一位黑人校长的故事，三
是作者自己编的一个小故事，都是

《手》的变体，最终引发关于小说如
何书写命运的思考。作者写道：“我
们出生为人，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为
我们的成长发展做好准备，缺少某
些有利的条件，反而有一些障碍摆
在那里，我们既没有依靠，又受到
限制，这种感觉叫作命运。”命运是
这种“限制感”的客体化，“它仿佛站
在人物的对立面，有意志，有行
为，对写小说有帮助”。

在对经典名作的拆解中，王鼎
钧着重分析了压缩、拉长、放大、堆
高等写作技巧。在谈到“压缩”时，
他认为，短篇小说的压缩，不是把
长篇剪短，也不是从长篇中摘出一
段，而是采用另一种构造——“横
断面”的写法。他以郭沫若《歧路》
为例，分析小说“故事的时间”虽然
只有一天，但是把10年“生活的时
间”盘绕镶嵌在这一天里，形成了
年轮一样的结构。在谈到“拉长”
时，作者以王任叔《疲惫者》为例，
认为这种“由根到梢”像竹节一样的
小 说 ， 既 可 以 在 末 尾 延 长 它 的

“尾”，也可以在中间延长它的“节”，
扩充小说的细节和容量。“放大”看
起来和“拉长”有相似之处，实则不
然。前者指程度的提升，后者指新
质的增加。作者以彭慧《巧凤家妈》
为例，分析了小说主人公从在田里
劳动到进别人家帮工，再到女儿被
日军炸死后投身滇缅铁路修筑工
作、参与抗战的故事中，多处用到
的“放大”技巧。作者还大量援引余
光中诗对六朝诗句意境的拓展，阳
关古琴曲对王维《阳关三叠》主题的
深化等“放大”的实例。在作者看
来，小说创作中的“堆高”是作家的
必备技能，它指小说冲突的加剧、
意义的深化、意蕴的提升。在讲黎
烈文的《决裂》时，作者分析了小说
如何通过父子冲突的激化而实现题
材堆高，接着用坊间流传、书报刊
载和历史书中的几个故事进一步阐
明“堆高”的效果——“有学问的人
常说量变质变，拉长、堆高都是量
变，悲剧变喜剧、喜剧变悲剧是质
变。”悲喜剧之间的转化，往往就是
通过这些写作技巧实现的。

阅读《现代小说化读》，仿佛进
入一片故事的天地，宛如徜徉在文
学史的海洋。其间，作者充满洞见
的观点时时浮现，语言却毫无学院

派的晦涩。比如谈对话，“写对话不
是试场考卷，不要教科书那样的答
案，它需要机智，或者幽默，或者
模糊，或者误会，或者不相干，还
记得吗？为什么‘孔雀东南飞’？因
为‘西北有高楼’。”又如谈小说家成
长的几个阶段，“起初，他学鲁迅，也
很像鲁迅，这是‘他法’；后来他又去
学别人，学了这个又学那个，这叫

‘共法’；最后形成独有的风格，叫作
‘我法’。”再如讲小说中的“法”，
“‘法’指小说人物用以排除障碍、达
到目的之有效手段……‘法’是小说
情节极能引起读者兴味的部分，如
果‘法’不足观，小说往往因之乏善
可陈。”尤其精彩的是，书中在化读
经典文本后往往有生动的写作示
例，比如第 36 章，在分析小仲马

《鸽子的悬赏》如何通过对话把过去
的事烘托出来之后，接着放上作家
自己写的一段对话，凸显中西语境
的差异；第 23 章结尾，贴上一则
作者从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放大而成的一篇散
文，其中有“你沿着这条路走下
去，有老人，没有你的父母；有炊
烟，没有你的食物；有学校，没有
你的同学；有教堂，没有你的菩
萨”的句子，令人印象深刻。

王鼎钧具有作家、文学评论家
和语文教育家三重身份。因此《现
代小说化读》一书形成了独具个性
的文体风格，首先围绕典型文本进
行讲评，提炼出作品可资借鉴的突
出特点，之后阐发这一写作特点的
技巧性，并援引多样化的文学文本
进行发散或深化。用论者李昕在该
书序言中的话说，即“模式演示
法”。熟读此书可以激发文学爱好者
的写作冲动，更能让我们对写作的
关隘有更透彻的洞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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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苏轼的廉政思想
——《千载浩然苏东坡》创作手记

汪维宏

向青少年讲“地图上的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