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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劳恩与父亲和儿子的生活

点滴。书中有对于普通生活天马

行空的想象，有偶获巨额财富后

保持本心的生活观，有面对困境

的乐观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所

有爆笑捧腹的图画背后，则是饱

满到溢出的亲情和爱。 （晓阳）

本书从诗词、绘画经典的欣

赏进入，寻找到诗画艺术的融通

之妙，以“全人教育”的美育理念

为背景 ，让孩子们从小就沉浸在

由感觉、情感与思致交织的人文

情怀中，以滋养孩子的性灵，培养

艺术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王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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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五官不协调、表情扭曲”等问

题，人教版教材插图引发社会热议。对此，人

教社迅即发声，将对相关教材插图进行更换，

教育部也立即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进行全

面排查，并将组织专家团队进行严格审核。

而在社交平台上，“插图事件”的影响仍

在发酵，不少网友反映，“儿童形象丑化”的教

材之外，儿童绘本、读本等出版物也存在诸多

问题，一些常识性错误和低俗内容并不罕见。

教材为何会“翻车”？ 以此为鉴，我们应

怎样尽力杜绝儿童出版物的质量问题？

儿童出版物插图良莠不齐

“万一影响孩子的身心发育怎么办？”

“出版社的审核把关呢？”……讨论内容从绘

画风格到图案内容，从设计理念到编校出版

流程，相关话题数次登上热搜。

公众的关注，“包括批评、建议，应该大

都是出于公心的，是促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

事张洪波说，社会各方面广泛讨论和发表意

见是促进教材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有关教材插图的讨论也需要条分缕

析，需要理性的声音。记者调查中多位专家

表示，应就事论事，把教辅书籍出现的问题

都归于教材也有失偏颇。

今年 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通报图书“质

量管理 2021”专项检查结果，在少儿图书、教

辅材料区块，100 家被抽查出版单位的 300

种图书中，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高达 62

种。其他各类儿童出版物的质量也同样受

到关注。

无论是审美，还是价值观的养成，儿童读

物“都会给孩子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多

年绘画经验的画师申阳说，儿童出版物的设

计者有责任设计出符合儿童年龄和身心特点

的作品，这是保证儿童出版物质量的第一关。

“不过什么是好的插图，在画师眼里实

际是个市场问题。据我了解，绘制出版物大

多由甲方定价，画师在出版物面世之前结算

稿费，议价能力弱，主动性不高，即使销量很

高也未必见得约定了提成。而且出版社的

稿件往往量大，时间紧，画师也会衡量付出

和收益是否成正比。”申阳介绍道。

更让申阳感到无奈的是，市面上的儿童

出版物良莠不齐：“质量平平的和质量优秀的

销量差不多，甚至质量有瑕疵的也能出版。”

申阳认为，如果作品质量和画师收益的关联

不够紧密，那么必然会打击画师的积极性。

编审儿童出版物需多些敬畏

审美多元没错，但关涉到孩子美育培养

的教材更需倍加严谨和审慎。插图质量存

疑的教材得以发行并沿用近 10年，问题到底

出在哪里？这是进一步的追问。

因个人经历、理念不同，审美体验有别

是正常现象，但教材不是‘艺术探索’，它的

受众是孩子和家长，“美”的标准必须建构在

社会、文化普遍接受的基础上，出版社“对教

材编审需多一分敬畏。”在某出版社工作了

20多年的资深编辑张亮说。

出版物插图在编审过程中要经历“三审

三校”，即责任编辑初审、部门领导复审、分

管的社领导终审。“教材审校理应更加严

格。”张亮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

示，教师、家长、学生乃至社会各界都有对教

材监督和提出建议的权利，一些问题长期没

有解决也说明反馈渠道还需要更加通畅。

“从行业看，儿童出版物插图质量良莠

不齐也与出版行业的市场现状有关。”张亮

透露，由于出版业各环节利润被不断压缩，

图书插图往往都是责编自己找设计师设计，

一幅图最低可能只有几十元。低廉的价格

导致招标竞标流程被省略，出版社出于对成

本的考量，除非插图质量很糟糕，否则基本

都能通过。

根据《2021 年图书零售市场报告》，在

2021 年各类图书的码洋构成中，少儿类仍然

是码洋比重最大的类别。“巨大的市场潜力

引得出版社纷纷涉水儿童出版物，引进了一

些质量良莠不齐的国外儿童书籍。”张亮表

示。申阳补充说，这也催生了一大批“赚快

钱”的画师，以模仿画作入市，导致儿童出版

物市场鱼龙混杂。

激发插图创作的源头活水

作品被选入教材对画师是一种肯定，但

教材也存在索图的现象。“一些入选插图并

不署作者名字。”申阳认为，只有重视版权，

画师才会有创作积极性。

教材中选用的插图分为自行设计、委托

设计和法定许可三种。出于国家教材建设的

需要，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的教

材编写出版单位可以根据教学大纲，对已发

表的文字、美术摄影、音乐作品等，实行“先使

用后付酬”，标准是2013年国家版权局和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

品支付报酬办法》，每幅作品200~400元。

据教育部数据，2021 年我国九年制义务

教育在校生达 1.58 亿，高中阶段在校生达

4162万。语文，历史、政治三科教材由教育部

统编之后，每年单科统编教材的发行量达上

千万册，依旧按照 2013年的付酬标准给付报

酬。张洪波坦言，有关部门应该考虑根据发

行量激增这一客观事实提高教材选用已发表

作品的稿酬标准。

指望某一个机构来统编审核所有教材，

难度是很大的。储朝晖相信，丰富多样的充

分竞争，开放的选择机制，才能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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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儿童出版物需更加严谨和审慎
艺术是成长的礼物

《时间的礼物》
[韩]洪淳美 著 李明淑 译

接力出版社

遴选世界上百余幅名画，用

30 个主题线索将名画、画家、艺

术史等知识串联起来，通过主要

作品及事件，历述西方绘画由拜

占庭时期直至二十世纪后半叶

近八百年的风雨历程，细数西方

绘画发祥至今的潮流演变，了解

艺术家们的精彩人生。

本书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寓

言。五个孩子里，黎明、清晨、中午、

傍晚都收到了美丽的礼物，但是深

夜收到的只有黑暗。伙伴们将自

己的礼物送给了伤心的深夜，深夜

也把自己的礼物送给伙伴们……

《名画里看世界》
钟华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高谈阔论G

于灵歌

最近，关涉漫画的话题耀眼，这让我想

到日本的漫画。印象中，那些广为人知的

漫画家与其代表作联系在一起，有着深入

人心的角色形象和情节，不少作品还被改

编为动画，深深影响着我们 90 后的童年和

青春期。

日本的漫画产业繁荣，背后的缘由，可

以说是“专业精神”的支撑，不仅是专业人

士，即便是“素人”作者，也透着“专业”的

执着。

就拿 30 年来仅出版 3 部作品的“业余

画师”丰田彻也来说吧。其出道作品《护目

镜》尽管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没有夸张到

失真的漫画语言，但那些细致的线条，人物

细微的动作和表情，场景中还原得事无巨

细的日用品，以及恰到好处的分镜与留白

……处处彰显着专业精神。这部作品在漫

画比赛中获奖，评审称之为“完美之作”。

因为认真，丰田彻也在连载完长篇作

品《暗流》后说，“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画漫画是其中最辛苦的，”然后，他留下一

句“我要去工厂干活”，便不再发表作品，去

了工厂打工。并非科班出身的他，对作品

用心打磨——正因为画得用心，才更觉得

辛苦。

在日本，许多知名漫画家都是从吃苦

开始的。在《常盘庄最后的住户》一书中，

日本漫画产业开始火热的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不少有志于画漫画的年轻人来到东

京追求理想。在一栋名为“常盘庄”的公

寓，因为当时声名鹊起的漫画家手冢治虫

（《铁臂阿童木》作者）居住过，而成为许多

创作者的落脚点。这座非常简陋的木质二

层公寓，平均每个房间不到 9 平方米，人们

不得不在厕所旁的厨房里洗澡，房间的墙

上全是裂缝，冬天冷夏天热，但公寓很安

静。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创作环境中，一批

年轻的漫画家互相切磋，精进技法：水野英

子、赤冢不二夫、石森章太郎、藤子不二雄

组合……常盘庄，也因为这些如今我们耳

熟能详的漫画“泰斗”而熠熠生辉。

此外，还有许多与漫画相关的从业者

也是满满的“职业操守”。福元一义是手冢

治虫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一位漫画家。

他 1952 年与手冢治虫相识，1970 年加入其

公司后，一直致力于辅助手冢治虫的创

作。作为编辑，他看着漫画家们伏案作画，

常常通宵作业，与截稿日赛跑；作为漫画

家，他意识到创作的艰难。在他记录自己

工作经历的《手冢老师，截稿日要过了！》一

书中，讲述过这样一个细节：“就在这繁忙

的某日，手冢老师递给我一份画好主线的

原稿，右手微微颤抖着说，‘福元，你手上的

老茧疼过吗？’‘疼过。尤其是过了截稿日，

必须彻夜赶稿的时候，简直针扎般疼’。”

手上和心上的那些疼和那点骄傲，不止

于围绕漫画而活的人，无论是哪个行业，做哪

种工作的人，肯定都有自己的“老茧”。

对读者而言，读漫画是轻松有趣的体

验。但对于漫画创作者而言，这份轻松有

趣的背后往往是辛苦与付出。有漫画读者

评论道，手冢治虫的理念是要做手艺人而

非艺术家，他很在意读者的感受，害怕被读

者遗忘。

转过身来，广受诟病的“画师”和出版

业者，你们在意过读者的感受吗？

需在意读者的感受

作家阿莹的军工题材长篇小说《长安》（作家出版社出版）

被李敬泽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重工业的‘创业史’”。小说以

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开端，忽大年从战场转到军工厂任厂长。

通过对忽大年、黄老虎、忽小月、黑妞等众多典型人物人生际

遇和情感纠缠的描写，勾勒出一群新中国军工人的人生轨迹。

30年的历史跨度，中国军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

是一部为一代建设者画像立传的现实题材著作。在《长安》

里，他们是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研发新技术的“长安人”，

揭示出军工人的精神品质。

作者阿莹在小说《后记》中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我国

几代军工人默默无闻地拼搏，为共和国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章，但他们的生活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军工人

其实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与普通人一样有痛苦也有悲伤，

“经历过前进的磨难，也获得过成功的喝彩。”

作为军工题材小说，作者并未过多地描述专业层面的故

事，而是抓住人物在工厂大院里的命运来铺排，将国家和民族

的每一次起落投射在人物命运的兴衰起伏之中，让工厂大院

里的喜怒哀乐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烙印。

粗豪刚硬、隐忍且讲究谋略的忽大年，善良单纯、朝气蓬

勃却又略显执拗任性的忽小月，性格爽直、刀子嘴豆腐心的黑

妞，心思狭隘、睚眦必报的门改户，质朴纯良而寡言少语的满

仓等 40多个生动鲜活的人物，跃动在“长安人”的工作和生活

中，构成了一个真实完整的生活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打破第一人

称或第三人称贯穿到底的传统写法，从一个个人物的视角

展开，通过不同人物的心理、情感让读者沿着人物的思想去

感受每个人物的情感脉络，走进人物内心世界。这让小说

形成了张力，塑造出一个个复杂而又真实、具有时代特征的

典型人物。

“在《长安》里，我们能看到深刻的时代烙印，看到作者对

时代深入而又体贴的描摹。小说的基本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

的，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

精神；同时，作品中有诸多现代小说元素，特别是人物心理的

摹写，大大丰富了小说内涵。”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说，“《长

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

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

20多年军工企业的生活工作经历，让作家阿莹有着深深

的军工情结和源自心底深处对于表达军工人这个特殊群体生

命轨迹、精神历程的渴望。其实早在 1989 年，他的短篇小说

集《惶惑》出版时，他就萌生出创作长篇小说的念头，但繁重的

工作最终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此后，他以散文、戏剧创作为

主，并斩获众多国家级重要奖项。其中，散文集《俄罗斯日记》

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饺子啊饺子》获第五届冰心散文

奖，报告文学《中国 9910 行动》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

奖，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获第九届国家文华大奖特别奖、优

秀编剧奖和第二十届曹禺戏剧文学奖，话剧《秦岭深处》获第

三十一届田汉戏剧奖一等奖。

自 2017 年开始，阿莹将创作重心放在这部长篇小说上，

经过 4 年的写作和不断修改，这部被寄予了“长治久安”美好

祝愿的作品终于完成，且一经面世，就受到多位评论家、作家

的高度评价。

“难得一见的神秘的军事工业场景，不可多得的各色文学

人物及他们的故事：炮火连天下的爱恨交加，大山深处的世俗

争斗……交织成一个时代的传奇。好读，耐读，不可不读。”作

家蒋子龙的评价恰如其分，因为《长安》所展示给读者的，不仅

是新中国军工领域热血沸腾的奋斗岁月，中国文学画廊里的

第一组军工人群像，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崭新经验和方向，还

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长安》：一部动人心魄的“创业史”
柏桦

插图质量存疑的教材得以发行并沿用近10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关教材插图的讨

论也需要条分缕析，需要理性的声音：“美”的标准必须建构在社会、文化普遍接受的基础上。

阅 读 提 示

彭鲁

因为一场洪水，孙家湾村野生扬子鳄保

护站的孙大水和名为“河龙”的扬子鳄孙大

圣，竟然遇上了“大雨”夏雨彤、“大皖”郑皖生

和抗洪英雄老雷爷爷。这里，作者不仅给我

们摹绘出了一幅“战洪图”，还童心绵绵地虚

构了极端环境下，“河龙”孙大圣这样一个清

新、自然、美好的动物形象。

少年孙大水在大水破圩之时，漂到被大

水淹没的古镇，与离家出走的女孩夏雨彤不

期而遇，最后见到抗洪英雄老雷爷爷，加入了

防洪巡堤小组。一天大坝管涌突发，老雷爷

爷舍身排险，壮烈牺牲……调皮的“话痨”孙

大水、女扮男装的夏雨彤以及来自抗洪前线

的军校生郑皖生，在这个夏天，心灵都受到极

大的震撼，并由此走向成熟。这也是一个成

长故事。特别是孙大水和夏雨彤两位具有叛

逆性格的少年，形象极为鲜明与饱满。

然而，“人类没有理由不相信一个有着如

此纯净的眼神的动物”。在《大水之夏》（安徽

少年儿童出版社）这部小说里，作者从孙大水

爷爷的“喊龙”开始，将“河龙”孙大圣形象浓

墨重彩地推出来，不仅写出了“河龙”与人的

和谐相处。作者以活泼清新的语言，一边漫

不经心地为我们普及扬子鳄的知识。比如：

“鳄鱼吃东西时会流泪”；还因为“河龙终生会

打洞”，乡亲们并不喜欢它，还经常捕杀它。

一边却写出面对困难时，人与动物的豪迈：

“如果没有救星来，我就是救星。”许多细节表

现了“河龙”孙大圣的机智勇敢：“大水也急

了，他解下腰间的牛皮裤带，一头缠在自己的

手臂上，一头下来，大圣立即一口咬住了皮

带。”“河龙”的形象在这里栩栩如生。在孙大

水，“河龙”是他的大救星。在我们读者，“河

龙”孙大圣的出现，自然有力地为这部小说注

入了美好的寓言和童话元素，从而使这部儿

童小说具备了神奇性、艺术性、趣味性。在严

峻复杂的抗洪救灾形势下，让“大水之夏”更

增添了一种让人感动的温暖与浪漫。

小说的作者余同友说起创作这部儿童文

学的初衷，他说，在智能手机与电子屏幕普及

的年代，我们再不能躺在老祖母的怀里，听老

祖母讲那“口口相传”的童话，他希望自己做

一回“老祖母”，讲一个与众不同的让人惊喜

与怀念的儿童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极其

用心地将孩子与孩子，孩子与大人，孩子与动

物以及人与动物相互理解的可能与丰富性展

现出来，用了一场洪水作背景，又让人与动物

在一个极端的环境里呈现出人性与灵魂。

童心与人性
——读长篇儿童小说《大水之夏》

《革命者》获俄罗斯“2021年度最佳图书”奖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近日，中国作家何

建明的《革命者》（俄文版）获得俄罗斯“2021
年度最佳图书”奖。该奖由“全俄出版商协

会”主办，每年举办一次，是俄罗斯规模最大

的国家图书评奖活动，至今已是第 31届。这

是中国作家的原创作品第一次获此殊荣。

《革命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何建

明 2019年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首次披露了

当年在欧洲包括在莫斯科留学回国参加革命

而壮烈牺牲的共产党人传奇故事。

目前，《革命者》已出版了英语版和俄语

版，西班牙语版也将于今年内出版。

桑德罗·波提切利是意大
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
的艺术家，他的绘画风格典雅、
秀美、细腻动人。《读书圣母》
（The Virgin and Child）是在
面板上以蛋彩画完成的，年代
大约在 1480 年至 1483 年，
现藏于意大利波尔迪·佩佐利
美术馆。波提切利最负盛名的
作品《春》被誉为“描绘出了永
恒的春天”。

供图·配文 玛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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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波提切利

（S.Botticelli 1445~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