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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寻宝。 每年大约有三分之
一的时间，我会前往世界各地 ，寻觅
我喜欢的一花一草，一鸟一兽 ，一云
一树，但最让我着迷的 ，还是当地淳
朴、原始、充满人文特色的宝藏，古老
的建筑，神奇的艺术，有趣的文化，都
让我浮想联翩，流连忘返。

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属
于自己的文化标记，这些地方就像宝
船似的， 承载着许多如宝藏般的文
化。 我想，记录下这些富有意趣的事
情，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
里还有这样一艘艘宝船，上面蕴藏着
丰富多彩、璀璨夺目的宝藏 ，该是一
件多么值得做的事情啊！

于是，我有了一个做关于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图画书的念头，在小小
的图画书中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深厚
底蕴，用故事和图画将宝船上的宝藏
给孩子一一述说。在长达几十年的旅
行中，我积累了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大量素材。 恰巧，明天出版社
的编辑向我发来邀请，于是有了这一
套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画书大
系》。第一辑有涉及昆曲的《游园》、皮
影戏的《影子爷爷》、剪纸的 《小小虎

头鞋》、蜡染的 《蓝花坊 》、风筝的 《放
风筝》、儿童头饰的《虎头帽》。 后续还
会有更多非遗项目加入这套书系。

回忆起创作这一本本图画书的历
程，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创作《游园》

时，我去了两趟苏州，每天清晨一个人
到拙政园体验园林之美。 为了能把昆
曲与苏州园林巧妙交织， 同时又与当
下孩子的生活相联结， 我与画家刘江
萍商讨， 把戏剧与现实的双空间设计
在一张画里，交融中独立地讲述故事。

于是在一本图画书中， 昆曲的音乐美
与园林的建筑美精妙地融为一体。

《影子爷爷》讲述了泰山皮影戏传
承人安爷爷和小男孩豆子之间的故
事。 很多北方的小学把皮影戏引入课
堂，《影子爷爷》抓住了真实题材，在真
实与虚构中寻找嫁接点， 画家曹艳红
灵敏地捕捉到了皮影戏的特点， 在绘
画风格上突出了泰山皮影戏的人物色
彩和造型特点，把山东人直率、真诚、

热情、爽快的性格描绘得生动传神。

一看《蓝花坊》的封面，少数民族的
气息便扑面而来， 无论是少女的服饰，

还是人物的脸型特征，浓浓的边寨味跃
然纸上。 贵州蜡染以它素雅的色调、优

美的纹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贵州民
间艺术中独树一帜。画家黄捷用她细腻
的水彩画笔，描绘出了蜡染特有的素雅
之美，让全书弥漫着蓝调的旋律。

风筝起源于中国，距今已有两千
余年的历史，被称为人类最早的飞行
器。 相传春秋时期，建筑工匠鲁班曾
制木鸢飞天 ，后来以纸代木 ，称为纸
鸢；五代时期 ，人们在纸鸢上系以竹
哨，风入竹哨，声如筝鸣，因此纸鸢又
称为风筝。 《放风筝》把北京孩子在春
天放风筝的生活搬进了图画书里。 跟
随哈爷爷探秘北京风筝，让孩子们能
够对风筝有更多的了解。

《虎头帽》以福建围龙屋和传统民
间儿童头饰虎头帽为背景。 福建围龙
屋是一种极具岭南特色的客家建筑，

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
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
称为我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
宅建筑形式。 围龙屋和虎头帽代表了
童年与故土文化。 而戴上虎头帽的新
时代小移民客居他国，心系家乡，让我
们在变与不变中品味过去、展望未来。

《小小虎头鞋》是一本展现了中国
北方剪纸的图画书， 孩子的天真和想

象在这本书中一览无余。 本书的文字
是童谣体，充满了游戏感和仪式感。 插
图并非剪纸作品， 但画家黄捷却用水
彩，手绘再现了剪纸的精妙与拙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画书大
系》虽然沧海一粟，但却余味无穷。 因
为，宝船上还有更多的宝藏等待着我们
去寻找和发现。希望孩子能徜徉在文化
艺术的海洋里，在这六册图画书中一起
分享充满美和爱的故事，了解文化中的
故土，认识美丽的中国。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画书
大系”：《游园》《影子爷爷》《小小虎头
鞋》《蓝花坊》《放风筝》《虎头帽 》，保
冬妮/文，刘江萍 黄捷 曹艳红/图，明
天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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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墨中

国艺术启蒙系列》以中国画为

主题， 让孩子把美术馆带回

家。 已经出版了 《看懂名画》

《认识名画家》两辑。前者介绍

五幅传世名画及其作者：张择

端和《清明上河图》、顾恺之和

《洛神赋图》、阎立本和《步辇

图》、张萱和《捣练图》、顾闳中

和《韩熙载夜宴图》。后者选取

宋徽宗、赵孟頫、八大山人、郑

板桥、唐伯虎五位画家。 在讲

述美术史以外注重跟同时代

其他艺术家和艺术形式的关

联，既是中国艺术启蒙，又是

中国文化通识。 后续《颜色里

的中国画》《有意思的中国画》

也将陆续出版。

深具特色的中国连环画

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 中国的民间传说也对

孩子的传统文化素养、 知识

构成有重要的作用。 由“小活

字图话书”推出的“中国绘本

系列”，将传统的中国绘画与

民间传说相结合，推出《牛郎

织女 》 《白蛇传 》 《李逵闹东

京》《少年将军岳云》 四本图

画书，既有神话传说，也有古

典故事， 让孩子从小在中国

故事中插上想象的翅膀。

在童心中激活传统智慧和中华美学
本报记者 金莹

隐喻人生哲理，讲述历史人文，启迪人生

智慧……中国传统寓言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的

基因和密码， 也融合着穿越时空依然闪烁的

智慧和哲思。 如何让那些记载在浩如烟海的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寓言故事， 与具有东方气

韵的画面相契相融，携手走入现代儿童的生

活， 为当下的中国孩子提供一种对于传统文

化和智慧的直观认识，为他们留住那些渐行

渐远的中国记忆？

近日出版的《绘心寓意·中国古代寓言典

藏图画书》，便是少年儿童出版社近年来“向

经典致敬，继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

践之一。 22 年前，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过一

套名家齐聚、内容丰富的《中国寓言世界》丛

书，丛书中的每本书都由多位画家绘制而成。

22 年之后，这些富有中华传统文化意味的作

品再次焕发生命力。 作为此前经典 “寓言图

画书”的新版本 ，“绘心寓意 ”从中国古代典

籍、尤其是诸子百家的经典篇目中选取 45 篇

的寓言作品，在把握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赋

予图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的表达形式。

在继承中深入， 在传递中创新。 中国古

代典籍中记载的寓言故事， 以文言文为表达

方式，内涵丰富、寓意深刻。 只有阐释得浅显

有趣、耐人寻味、朗朗上口，简洁中有深邃，浅

白中有丰富， 才能真正走入阅读者的内心。

在当年的《中国寓言世界》丛书中，儿童文学

作家郑马便以深厚的文化涵养和幽默清浅的

语言风格改写了这些寓言故事。 他借助浅语

的艺术重新阐释古代的寓言，易于儿童理解，

便于家长朗读，能引发儿童的兴趣，为“绘心

寓意” 留下了这一系列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

文本。 “绘心寓意”系列保留了老版篇目中深

受大众喜爱的寓言故事，如“滥竽充数”“叶公

好龙”“愚人买鞋”等，又与近年学生常用古文

教辅资料进行比对，选取“截竿入城”“薛谭学

唱”“越人溺鼠”等常见篇目纳入新版。 而“80

后”符文征和“90 后”叶露盈的全新创作，也

为这一系列作品增添了时尚气息。

十位在中华大地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本土

画家组成了一个豪华阵容：从出生于 20 世纪

初的国宝级画家贺友直，到成长于 21 世纪的

新锐画家叶露盈，以及速泰熙、韩硕、蔡皋、朱

成梁、张培成、周翔、缪惟、符文征……虽然年

龄最大差距已超过半个世纪， 虽然有着不同

的艺术气息、个人品味和儿童观，但他们却都

拥有中华艺术的视野和中国文化的生命体

验。画家们将自身所拥有的独特的文化体验、

艺术感受融入到绘画作品当中， 创造了包含

中国元素的绘画作品， 用画笔牵引着儿童走

入中国文化的殿堂， 向儿童诠释传统与现代

的中华艺术魅力。

“在《愚公移山》中，贺友直为读者展现了

登峰造极的中国传统绘画技艺；速泰熙、韩硕

和张培成三位名家则通过 《死里逃生》《曾子

不撒谎》《齐宣王的弓》，向读者表达了中国画

传达意境的独特气质； 儿童原创图画书名家

蔡皋和朱成梁则在《秦西巴放鹿》《拔苗助长》

中，借鉴中国民间艺术，用生动、活泼的方式

表现故事；出版人缪惟、周翔分别在《一点不

假》和《吴人放猿》中，一个细腻描摹，一个夸

张演绎，表现中国绘画艺术本色的同时，展露

新的面貌；绘画《滥竽充数》的叶露盈和绘画

《叶公好龙》的符文征则以别具一格、耳目一

新的现代手法表达她们心目中的中国风。 ”责

任编辑周婷介绍。

十位画家，十本图画书，既有用传统的水

墨中国画方式阐释寓言故事， 也有借鉴中国

民间艺术， 采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来演绎中

国风。 贺友直绘的《愚公移山》便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画家在中国画白描手法上的高超技

艺。 古代劳动人民因长期劳动而显露的强健

身体，狡猾商人的尖嘴猴腮，以及鸭子的根根

羽毛、兔子的细细绒毛，全都真实动人，神形

兼备。“这是贺老潜心观察、深入思考、反复磨

练，几十年如一日地修炼，才修成的正果，最

终达到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境界。”周婷说。

中国元素、 中国童趣、 中国智慧、 中国风格

……童年稍纵即逝， 那些能真正体现中国特

色和东方气韵的图画书， 才能为孩子们带来

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记忆和艺术味觉， 并在

他们的成长中发挥启蒙和文化播种的作用。

“这不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吗？作为这本图画

书的画家， 贺友直先生不仅用画笔将故事描

绘得气韵生动， 而且也用个人的艺术修为印

证了这本图画书所传递的中华民族精神。”周

婷感慨地表示。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随成为社会潮流，从古典诗词到传统绘画，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民间艺术，从艺术到日常，从
社会到课堂，从成人到儿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热火朝天的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当下的图画书出版，我们可以看到一批时尚又古典的图画书牵着孩子们
的手，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斑斓画卷，将中国本土的美学精神与现代的绘本艺术进行无缝衔接。 早期中国图画书市场黄头发白皮肤尖顶房子的“西式童
年”终于有了旗鼓相当的对象，中国孩子在近年来本土图画书的井喷中逐渐认识到了祖祖辈辈传递不绝的中国童年的模样。 ———编者

责编/陆梅 金莹 技编/黄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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