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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图书读懂我们的情绪

选择开放的读物提示孩子多元化评价的可能

一起阅读 共同成长

儿童读物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有着
重要的作用，而父母在其中的角色也是
不容忽视的。在日本享有“图画书之
父”之誉的松居直先生说过，在母亲怀
里听母亲读书的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
是白发苍苍时仍能回忆起的含情脉脉
的经历。

父母为孩子读故事，孩子听着父母
讲述或者看着图片，是睡前温馨的片
段。而对青少年来说，一家人共同的阅
读可能更多通过各自阅读再讨论问题来
实现。无论阅读的内容如何选择，一起
阅读本身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更好的
互动和沟通的重要方式，通过阅读可以
用借喻的方式，对比的方式来沟通各自
的情绪，这种情感的沟通润物细无声，也

更加能为孩子形成一个强大的支持体
系，而相互陪伴的时光总是宝贵的，会在
很久的将来都闪闪发光。

家庭共同阅读也需要社会环境的支
持，首先是对于读物丰富性的大力推动，
出版机构、学校体系、推广机构要向全社
会推广好书，并且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和
孩子提供不同的选择。第二是公共文化
机构对于家庭阅读的支持，如果希望周
末逛图书馆成为流行的家庭活动，这就
需要更好的儿童友好社区环境和高质量
和高覆盖的公共图书馆系统。让阅读成
为增进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辅助
方式，也需要阅读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
的联动，让专业化的内容通过文化的方
式惠及更多的家庭。

亲子阅读是青少年情绪的“缓解器”
杜晓馨

家长都知道阅读对孩子很重要，但或许并不了解，父母在阅读中的角色尤其
不容忽视。孩子与父母共同阅读的时光，对于缓解情绪压力有着重要的帮助，事
实上，阅读给青少年带来的更多是愉悦的体验，缓解那些难以消解的负面情绪，缓
解来自学业、社交、家庭变故等方面的压力。

我在做儿童早期阅读推广过程中，
发现情绪类绘本能帮助孩子更加理解自
己的情绪。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来
说，尽管他们对于情感本身的认知可以
是成熟而复杂的，但要表述自己的情感
却存在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孩
子会通过调皮捣蛋来引起大人的注意，
有时他们宁愿要成年人的责骂，也不要
成年人的忽视。这正是因为，孩子对自
己情感上的需求无法直接通过语言表
达，而儿童读物就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在儿童阅读中，不少阅读绘本对情
绪的表述有很好的描述和疏解，例如，

《我的情绪小怪兽》提到了“我”的情绪一
团乱麻，情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混合在一起，这些“颜色”就是情绪的代
码，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定义不同的情绪，
这本书对每一种情绪都进行细致的表
述，从而帮助读者梳理自己的情绪，并且
在其中提到，将不同的情绪进行分门别
类的好处。

孩子如果大一些，在青少年时期所

面对的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
都会更加复杂，他们的情感也会更加细
腻。除了绘本之外，青少年读者也可以
在儿童文学中找到自己的情绪对应，通
过别人的故事来更好地了解自己。《平
安小猪》讲述男孩杰克在节日期间经历
的奇幻冒险，但这一冒险的重要事件铺
垫，则是自己家庭的变故，父母离异，母
亲再婚，两个离异家庭无亲缘关系的孩
子的情绪和冲突在节日期间一触即
发。杰克在书中通过一次冒险完成了
心灵上的成长，不再完全依赖母亲，和
自己的家庭变故完成了和解。如果父
母能以这样的书籍内容和孩子进行探
讨，会帮助孩子更好理解书中人物的心
路历程，在孩子自己可能遇见类似的情
况时更加清晰分辨自己产生的情绪，并
且学会如何去面对他们，并且最重要的
是，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情绪时，可以找
到谁来和他们进行沟通及纾解；也帮助
他们理解一些身边的事例，也许他们也
能成为别的孩子的支持体系。

很多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是 他们面对很高的期待，最终却产生了

很低的自我评价，父母能做的是尽量
让孩子理解并接纳世界是多元的，而
评价也应该是多元的，帮助孩子全然
接纳自己。主题相对开放的读物，能
够使得家长和孩子拥抱一个相对多元
的世界。

目前也有相当多的儿童文学作家能
够带着儿童的视角，怀着对童年的念念
不忘，为孩子演绎各种成长故事。例如，
作家秦文君曾经写过的男生贾里和女生
贾梅就从来都不是完美小孩，而是真实
的校园学童模样，在成长中遇到各种各
样的麻烦。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挣

扎，也会在错误中学习。好的儿童读物
中，其实也融入了作家的教育观——希
望家长能尊重孩子，对孩子耐心帮助，并
且给予孩子足够的成长空间。共读这类
作品，家长和孩子应该都能产生对彼此
更加深刻的理解。

青少年阶段，由于孩子自己阅读能
力的提升，家长陪伴式的阅读会减少，
但如果在家庭中不同成员能各看各的
书，时不时一起聊聊自己看的书，那也
会带来更多沟通的契机；一旦有了有
质量的沟通，对于彼此的理解会更加
深入，也就更加能相互接受。

近年来，对年轻人而言，阅读正
在重新成为一种潮流。据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调查，青年阅读正呈现
出三大趋势：一是阅读量和阅读率
在持续缓慢提升；二是青少年对新
媒体阅读兴趣浓厚，比如手机阅读
和有声阅读、视频讲书等等；三是青
少年在新媒体阅读中，也呈现出碎
片化、浅阅读、视频化、娱乐化的倾
向。总体而言，尽管多少也会受到
网络时代某些负面趋势的影响，当
代青年的阅读率和阅读量，仍远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这一背景下，

“是否阅读”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如何阅读、为何阅读，才是更值得关
注并探讨的话题。

每个热爱阅读的人，都相信书
籍在他们的生命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没有书籍，就没有辉煌
的人类文明。对个体而言，阅读也
是 汲 取 知 识 、收 获 成 长 的 重 要 阶
梯。不过，相比于“书中自有黄金
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种稍显功
利的传统表述，书籍的价值更在于
它 能 以 一 种 有 条 理 、可 复 现 的 形
式，帮助我们将知识与思想的吉光
片羽组织起来，让我们形成自己的
思考，把握心灵与头脑的自主权。
每一段静心阅读的过程，都是一个
让 人 得 以 独 立 思 考 的 时 间 窗 口 。
越是在“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
代，这种体验越显得弥足珍贵、无
可取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常有人说，电
子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实体
书。就算想要买实体书，网购的价
格也更便宜，属于书店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平心而论，这些观点所引
用的事实的确存在。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书店因此就该退出历史舞
台，更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作为
公共空间的书店。

在数个世纪的文化发展史中，
书店从来都不单是一个买书卖书、
进行钱货交易的场所。如果实体书
店产业仅仅作为一种零售业存在，
当然竞争不过经营成本更低的网络
书店。当下，实体书店如果想要生
存下去、破局出圈，最重要的就是发
挥其难以取代的公共空间作用。通
过精心选书荐书、组织文化活动、开
展专题讲座等形式，书店可以成为
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成为传递真
知的共享客厅，以及个体与个体、社
群与社群之间的文化纽带。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青年报社
开设“温暖的 BaoBao 青年书店”的
实践，正是这种“书店精神”的具象
化体现。通过新文化业态和新媒
体的赋能，青年书店既在一场场交
流活动、一个个文化场景中通过阅
读 传 播 着 青 春 奋 斗 、活 力 四 射 的

“向上向善好活法”，也做到了将中
青报文化资源更紧密地同广大市
民连接起来，将“青春元宇宙”与一
代代青年的奋斗和美好生活需求
连接起来。

不论是追问阅读的意义，还是
发扬书店的价值，都将使我们更加
贴近“全民阅读”的理想社会氛围。
推进全民阅读事业，既能为每个人
的生存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也能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注入
澎湃动能。 （杨鑫宇）

在公共文化空间中
看见阅读的力量

作家鲁敏的长篇小说《金色
河流》在人物塑造、故事结构、情
节叙述以及内涵开掘上做出有
益探索，既写活了我们置身其中
的烟火世界，也生动展现了一个
理想高洁的精神世界。

《金色河流》作品名意境隽
永，阅读小说可知，“河流”寓意
人生，“金色”既指财富，也指超
越物质财富的金子般的心灵。
作品以民营企业家穆有衡生命
最后两年的时光为切入点，回望
他艰辛打拼、步履不停的创业历

程，讲述他在财富、亲情、道义之
间抉择的故事。从穆有衡大开
大阖的人生巨变，到他与子一代
的观念碰撞，再到他选择将财富
捐赠作为生命的终章，作品写出
了物质创造、道德情感与时代发
展的同频共振，折射出时代大潮
中精神世界的嬗变。

从作品中，可以读出作者自
觉的戏剧性追求。绵密的现实
生活书写里潜藏着戏剧性结
构。人物关系构成也带有戏剧
性特征，以一个人物为中心，逐
渐向周边扩散，又因种种显在
和潜在、直接和间接的交错关
联，构成一种网状形态。在故
事情节与人物关系的不断推进
中，小说逐渐引出一个正剧式
的严肃主题：人在创造物质财
富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心灵和
精神的光泽？这既是义利关系
的考量，也是对精神品格的淬
炼。对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
思考和回答。可贵的是，这种表
达是通过人物故事的发展、丰沛
的现实细节自然引出的，给读者
留下了思考空间。

姚仁才的长篇小说《耐烦》
（河南文艺出版社）讲述了一个
让人回味无穷的乡土故事，一个
热爱土地、顽强拼搏与真情守护
的故事，一个情义地老天荒的故
事。这本书以女主人公杨祯秀
一家近半个世纪的坎坷命运为

表现对象。祯秀是典型的中国
传统农村劳动妇女的代表，她隐
忍、坚强、能干，经历着与乡亲们
同样的悲欢。全家从四川开县
杨家坝到陕西一个叫皮家沟的
村庄定居后，祯秀父母双亡，全
家的生活重担落在她身上。她
的坚韧勤劳、勇于担当、真情大
爱，是作品中最感人的部分。为
了家族的嘱托，为了弟弟、儿子，
祯秀艰辛劳碌，扶助他人，无怨
无悔。面对困难时，祯秀常说的
话是“只要活着，就没有迈不过
去的坎”。这是她生命韧性的体
现，也是一代人面对苦难时的坚
强态度。她的无私、善良，闪耀
着人性的力量、母爱的光辉，照
亮了整部小说，震撼着读者的心
灵。跟随作者细致入微的笔触，
我们难免掩卷沉思：我们社会的
进步发展，离不开祯秀这样平凡
而伟大的女性。

一条闪耀精神光泽的河流

书写乡村大地的韧劲与生机常新港的长篇儿童小说《一万种你》
是专为儿童写作的，也是为现代文学的
思想与艺术而写作的。

《一万种你》的特别之处表现为对长
篇儿童小说艺术中的人物塑造、语言风
格、结构形式等的新拓展。由肖菲菲、舒
西西和被他们串联起来的二十几个儿童
形象，在一个个特定的情境里展现出各
自不同的“隐痛”。比如，幼儿时期的肖
菲菲什么都顺利，却苦于分不清楚图画
书中的藏獒与狮子；“父母都是快递员”、
甘愿为同学“跑腿”的陈果果时常被人忽
视；“几乎一次批评都没有受过”的班长
刘清小松也有哭得不能自控的时候；“脸
油黑油黑”的赫庆林终究还是离开了小
学；“说话慢”的吕威内心记挂着敬老院
里的奶奶；“沉默寡言”的尚一诺无论如
何 也 忘 不 掉“ 姥 姥 抱 着 她 离 去 的 事
情”……这些人物形象新颖、生动、饱满，
又让人感慨万千。

小说的语言平实、天然。驾驭这样
的语言，考验的不只是语言的表现力，更
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力和体察力。通过
作品中关于人物的行动描写、对话描写、
细节描写等，可以感知到作者如何在

“人”的意义上，而不单是“儿童”的意义

上来体察人物形象。尽管小说与当下长
篇儿童小说的结构形式看起来相似，故
事由一个个事件推动，但各个故事之间
并非平行结构关系，而是纵深结构关
系。每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颇为精妙，
堪称是对传统小说“虽云短篇，颇为长
制”的经典艺术结构的一种承继，亦是对
长篇儿童小说艺术结构的一种新拓展。

常新港在长篇儿童小说艺术上的种
种拓展，使得这部小说虽然选材于今日
儿童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内容，包括上幼
儿园、上小学、上课、下课、打篮球、打雪
仗、回家等，但在思想意蕴上则具有相当
深邃的现代意识。

之所以这样说，不单是因为这部小
说新增了养宠物猫狗、玩无人机、上网
课、拍短视频等现代生活内容，更因为它
内含了重新“理解”儿童的 21 世纪现代
儿童观。尽管小说的故事内容可以概括
当下儿童自幼儿园至小学在家庭、学校、
部分社会场景所经历的各自不同的成长
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哪些故事参与了
儿童的成长？如何参与儿童的成长？作
家为何选择这些故事？这些故事的背后
所蕴含的深意是什么？正是这些成长故
事所引发的儿童问题，才构成它们在小

说中被讲述的动因。作家关注的不是儿
童成长的故事，而是儿童成长的问题。
因此，这部小说的故事内容既有经验层
面的意义，也有思想层面的意义，一个个
看似平行的故事内容却有一个纵深的思
想构成，所有故事都旨在推动读者思考：
在21世纪中国，如何重新“理解”儿童？

这个问题不仅是贯穿于这部小说的
思想主线，而且是沉潜在这部小说中百
年中国儿童的历史远景与现实近景。百
年前，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发现
了“儿童”。1919 年，鲁迅提出“一切设
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确立“儿童本
位”的中国现代儿童观。他还提出，对儿
童“开宗第一，便是理解”。这是针对成
人对儿童的“误解”而提出来的，也是批
判将儿童培养为“缩小的成人”的传统教
育观。鲁迅所言的“理解”，是与“指导”
和“解放”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实现三者
融合，“儿童”才会成为“人子”。百年里，

“儿童”在中国一次次重新诞生，都与社
会的变化同步而行，儿童文学史上的“小
少爷”“小公主”“小八路”“小英雄”“小大
人”等形象皆源自百年中国社会变化。
当下的中国社会加速城镇化、网络化、数
字化，也同时催生了21世纪中国的新儿

童，包括“小游戏迷”“小手机控”“留守儿
童”等新形象。在此意义上，多维变化中
的21世纪中国社会可谓是塑造《一万个
你》中儿童形象的现实近景。小说中，二
十几位儿童形象被放置在 21 世纪背景
下的家庭、幼儿园、学校、公园、电梯等具
体场景中。这些场景，不只是这部小说
中的艺术场景，而且是小说中的儿童成
长所置身的生活场景。

常新港赓续了百年前的现代儿童
观和现代教育观，以重新“理解”儿童的
方法深思 21 世纪中国的新型父子、母
子、师生、同学和邻里关系等。小说
中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
现为经由矛盾性“反抗”抵达新的理
解、和解与尊重的新关系。父母和老
师教育儿童的旨归是培养儿童，尤其
是成人在意识到自身对儿童存在误解
时，能够主动向儿童认错，这一点曾
经是难以想象的。

这部小说还重新理解儿童与祖父
母、同学、邻里等关系问题。儿童对祖父
母则常常带有难以言说的深厚的隐秘情
感，正所谓血浓于水。儿童对同学的友
爱、对邻居的关爱，呈现中华民族代代相
传的醇厚民风、素朴心性和精神血脉。

用心“理解”儿童
——读长篇儿童小说《一万种你》

徐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