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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奇迹童书年度十佳作品

拥抱童年的那个自己
■陈蔚文

如果，给那个当年的自己，那个童年与少女时期

的我写封信，我会写些什么呢？我想，先抱抱她吧，当

年那个女孩那么孤独无助，父亲长年在部队，母亲带

着她和姐姐，或许因为生活与工作的压力，母亲的脾

气总是不够好。父亲偶尔回来探亲，总因为母亲的告

状对她和姐姐倍加严厉。

10岁的冬天，外公去世，他是女孩人生中最重要

的护佑者。一辆载着外公回乡安葬的白色车子消失

在小街拐弯处，像把女孩的童年也带走了。她还不能

理解死亡，只觉得天地异常寒冷。

就这么长大了，写下这本书时的我是一位16岁少

年的妈妈。而当书出版时，少年已走向他的大学。

芙蓉花是习中医的外公常用的一味药，不过或许

称它为日常保健饮品更合适。每到入冬，芙蓉盛开，

扶疏摇曳时，外公收集那些掉落的粉色的复瓣花朵，

将它们晒干煎水，煮出浓稠的汁液后加一勺白糖，说

可清热消肿，还可治肺热咳嗽等，比中药好喝多了。

那一勺在那个年代珍贵的白糖使这碗汁液有着特别

的甘醇。

芙蓉这种树木成为串联起我童年记忆的独特植

物。我的童年记忆中，还有写不完的作业、不好对付的

跳皮筋，妈妈不停的催促、教数学的班主任的责备，也

有父亲从部队回来探亲带回的零食、隔壁邻居家播放

的流行歌曲、书橱里的“闲书”，还有每个女孩成长中都

会碰到的困惑……

舞蹈，它的确曾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我后来学了

美术，再后来因为兴趣，成为一名编辑与写作者。舞

蹈一直是我热爱的，虽然我只在健身房以业余的姿态

跳过若干年，已经挺满足了，那些起舞的时光仿佛是

一种可通向永恒的飞升。

我喜欢音乐响起那刻，身体汇入音乐中的肢体舒

展——舞蹈，它创造与定格了一段最纯粹的美好。我

把这个舞蹈梦想赋予了小说的主人公姚姚。她没有

很好的习舞的先天条件，可她和我一样热爱舞蹈，她

还像我一样喜欢阅读，她是个感情丰富、敏感的女孩，

当然，她比我幸运，在小说中，她遇到了一个像大姐姐

般的舞蹈老师丽娃。

是不是每个女孩成长路上都会有几个让她难忘

的“大女孩”形象？丽娃这个形象，是以我一位老邻居

的女儿为原型写的，她的名字中就有一个“丽”字，她

进进出出总是哼着歌，面庞挂着笑，她的歌声为那时

的薄瘠生活注入了玫瑰色泽，也成为我音乐的启蒙。

小说当然更多是虚构，除了丽娃，里面还借用到

一些我熟悉的童年时的邻居形象，马小夏、薇薇姐姐、

苏阿姨……现实生活里，这些故事并不属于她们，她

们有着另外的人生。但这些人物里，也多少有她们的

音容与性格，她们使我写这部小说时，有了更具体的

形象参照。

童年的我，时常感到孤独，要过若干年，我才知

道，作为一个一直不怎么愿意加入热闹的人，那个女

孩其实正经历着她生命的丰富——或许只有孤独中

才能生长出更为茂密的丰富。

我想写写那样一个女孩的童年时光，写写女性应

当有的勇气与独立。我想告诉每个正经历成长的女

孩，不要畏惧孤独，别害怕疏远，诗人里尔克在致一位

年轻诗人的信中说过一句话：

“你说，你身边的都同你疏远了，其实这正是你的

周围扩大的开始。如果你的亲近都离远了，那么你的

旷远已经在星空下开展得很广大，你要为你的成长欢

喜……”是的，去找寻让你的生命丰富、强大起来的精

神所寄吧，舞蹈、阅读、画画或是其他。

谢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谢谢我的责编冯祖耀，她

对小说的肯定，以及为本书付出的耐心细致的劳动。

我希望通过书中不同代际的女性形象，呈现女性

成长中可能遭遇的问题与困境，也看到女性成长的力

量与勇气。

我希望更多的女孩，去打破规训，怀抱梦想，勇敢

地焕发自我的生命力。

我想把这篇小说献给山中的外公，告诉他：亲爱

的外公，穿过童年的那些时光，我已经长大了。

《芙蓉花开》陈蔚文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2024年6月版/29.80元

ISBN：9787556882021

作家从赣地女孩的童年经验出发，讲述了

女孩姚姚热爱舞蹈、沉浸文学的成长经历。作

品关注到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面对的烦恼、压力

和困惑，也书写了由梦想、友情、亲情衍生而来

的美好，真实而细腻地呈现了一幅丰富绮丽的

少女心灵成长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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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度关山》莫晓红著/江苏凤

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 7月版/

28.00元

ISBN：9787558434471

小说以儿童视角呈现民族的抗

战历史，以一个家庭的动荡和离散，

折射大时代中普通百姓的命运和遭

际，刻画中国少年身上旺盛的生命力

和强大的精神力。作品时空跨度广

阔，涵盖缫丝产业、粤戏文化、异国求

生等主题。

出版于2024年7月的儿童长篇小说《明月度关山》，

是第四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以下简称曹奖）的获奖作

品。这部作品在海选阶段就因广阔的时空跨度、充满韵

味的地域风情以及纯文学的细密质地从众多来稿中脱

颖而出，后面更是一路过关斩将，收获好评和赞誉，最终

成为曹奖星空中的又一颗明星。

被分配为这本书的责编后，我心里非常高兴。第一

次看这部作品，我就被文本深深地吸引了。这部小说主

题宏大，以儿童视角呈现民族的抗战历史，以一个家庭

的动荡和离散，折射大时代中普通百姓的命运和遭际，

作品不仅时间跨度较大，还有一个连续的场域迁移：从

顺德水乡写到广州，从广州又写到南洋。令人敬佩的

是，莫晓红在处理庞杂素材和复杂情节时，有条不紊，处

处显示出一个成熟作家的从容气度与节奏把控力，让作

品在厚重与轻盈、悲调与暖色、突进与低徊间，达到了一

种精致的平衡。从文学水准的角度说，我觉得这是一部

达到相当创作高度的作品，经得起细读和审视，不需要

编辑做太多的调整。

虽然莫晓红老师是个粤剧迷，据说平时在家写稿

写顺了，还能自己来上两段，但故事发生的背景是 80

多年前，当时的粤剧与现在的粤剧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要原汁原味地还原当时粤剧的经典曲目、演出盛况、发

展境况，还得请业内专家把把关。为此，我们找到了南

京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安庆师范大学戏剧学

教师路露老师。路老师对多个戏种都很精通，粤剧更

是她的心头爱。她把书中提到的每个关于粤剧的篇

目、唱词、戏剧知识、历史事件等一一核对，有疑问的地

方就去找权威材料逐一确认，最后提出了非常中肯的

修改意见。

我关注的还有作品中的抗战历史。书中的故事线

是从1927年广州起义前夕，至卢沟桥事变后，作家把当

时的一些大事件，如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

顺德缫丝业从兴盛到凋敝的悲剧、被贫穷和战乱压得无

法喘息的民众下南洋求生的历史，与抗战的大背景结合

起来，试图让小读者从中体会到个体命运与国运之间的

联系。对于这部分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党史出版社的

编审王兵老师来做审读，王老师在认真读稿后，形成了

非常专业的审稿意见。随后，我们将两位专家的意见整

理好，一起提交给莫晓红老师，请她以此为依据，再次精

修文本，确保这本书能经得起专业的审视和推敲，在出

版后，能成为孩子了解非遗文化、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

精品文学读物。

在沟通修改的过程中，我和莫晓红老师发现彼此非

常聊得来，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趁机向她提

出了心中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她一个居住在烟台的作

家，能把几十年前广州地区的故事写得这么地道，让人

误以为她是个广东作家？健谈的莫老师跟我细数她的

家族史，我这才知道她是一位军嫂，也是一位老师，跟着

丈夫居住过好几个地方，而广东顺德是她的祖籍地，也

是她父亲念念不忘的故乡。她跟我分享对父亲的回忆，

分享顺德亲戚们的传奇经历，一件一件，听得我大为惊

叹。她又跟我提起她的女儿，提起她教过的学生，讲述

自己对少年内心的观察，对人内在精神力的理解。她还

说到自己喜欢历史题材，喜欢泡在史书堆里，把那些历

史故事放在脑海中演绎，这种思维训练的方式让她感到

非凡的乐趣。聊着聊着，我忽然觉得，这不就是一篇很

好的创作谈吗？不仅让孩子能够聆听作家的创作心声，

明白作家架构故事时的考量与取舍，还能让他们更直观

地理解作者的历史观、文学观、价值观，这些都有利于孩

子们把书读透。于是，在精修文本之余，莫晓红又创作

了题为《惟余两乡思，一夕度关山》的创作谈，最后以后

记的形式收录在书中。

（下转第35版）

《电线杆去哪儿了？》李含文、图 信谊图画

书策划/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6月版/

43.80元

ISBN：9787572814518

一根电线杆身上，浓缩了中国的时代发展。

该书从电线杆的第一人称视角，旁观中国城市化

进程，讲述宏大叙事。电线杆身上，看见时代进

程中，无数看似平凡的角色的支撑与担当。

在时光褶皱里打捞城市记忆
■谢 雨（信谊图画书编辑）

作者剪影+创作缘起

如果你在重庆那些老旧的街巷里穿梭，也许会偶

遇一个带着速写本的女生。她也许正对着一个开了

20年的水果摊涂涂画画，也许正打量着一栋老式居民

楼，也许正忙着把过路的路人、保安、嬢嬢描摹到纸

上。这个叫李含的插画师，也是一个“山城观察员”。

与许多怀旧的人一样，她很怀念上世纪90年代的生

活，也喜欢回味过去慢慢的、悠闲的日子。作为土生

土长的重庆人，她总爱穿行在重庆的大街小巷，追忆

老重庆，邂逅新重庆，同时带着思考去观察那些人们

容易忽略掉的细节，用画笔对“城市与人”进行属于自

己的表达。有一天她突然发现，童年时堪称为路标的

电线杆，竟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大半——它们就像

不会说话的老邻居，某天忽然搬走，你才惊觉没好好

道别。创作的冲动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涌上心头，催动

画笔。李含的绘本作品《电线杆去哪儿了？》获得了第

13届信谊图画书奖的首奖，又在出版后，入选2024年

大名鼎鼎的德国“白乌鸦奖”。一根电线杆，能有什么

样的故事呢？

打动评委，撬动出版机缘

翻开绘本，会看见城市这样的水泥森林，是如何

“进化”的：从一个小山村，到一个小城镇，最后高楼层

层耸立。而这一切，竟然都是从一根平凡的电线杆视

角看到的——故事的最初，是电线杆的到来，让村子

里夜晚的小屋亮起来了，让山路亮起来了，让夏夜里

的乡亲们可以在路灯光亮的照顾下，聚集在凉爽的院

子里，说话、聊天、讲故事。电线杆每天从高处向下

望、向远望，可以看到人们忙忙碌碌做着好多的事情：

这个山村渐渐盖起了许多房子，铺设了许多道路，还

开了许多店铺……人们又把小房子改成大高楼、窄街

道变成宽马路、小店铺变成大商场，还建了宾馆、医院

等等。电线杆既是这座山城一天天成长的目击者，也

是亲历者和扶助者。它时而像一位长辈那样欢喜地

接受着随风而来的风筝“礼物”，也接受着人们对它的

任意“装扮”……生活的融融暖意弥漫在它的周围，生

机盎然。

作者李含并未对电线杆做拟人的描绘，但她为电

线杆所安排的心理语言却很好地表达了一种重情重义

的担当气概。同时，李含使用了拼贴与手绘相结合的

方法，既丰富了画面肌理，也为电线杆增加了一种果断

而有力量的硬朗气质，它与生活中日常的琐屑与流动，

形成了一种十分有趣的反差。电线入地了，改造后的

城市上空，越来越干净。电线杆，开始渐渐消失……

合上这本书，所有人心里都多了一份沉甸甸——

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平凡的小角色，品味之下，却突然

发现，它在运送整座城市重要的血液：电力。换个角

度想想，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每个普通人，都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所有力量聚在一起，推动着整个社会、

整个时代。这样的我们，虽然不是大人物，但也绝非

小人物。当这本书出现在第13届信谊图画书奖的评

委面前时，大家自然而然地，将它摆上了仅有一枚的

首奖位置。

后续编辑出版的过程也十分顺畅——编辑们基

本只对画面中的细节安排做了调节，这个故事非常完

整，并不需要做大的改动。

不得不说，《电线杆去哪儿了？》这本书，确实凝聚

了李含在行走中，对于“城市与人”的思考。她用她的

观察、探究和心血，创作了这样一本有力量也有沧桑

感的图画书。

伤疤是痛苦的回忆，但也给了我机会
■贝娅特丽丝·阿勒玛尼娅

亲爱的读者，当我写到一个小女孩和她膝盖上

的小伤疤时，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些从自行车上摔

下来，抑或在学校操场上被绊倒的痛苦时刻。我知

道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但不知为何，我觉得

自己的伤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我身上流的血呢，

一定是最血腥的！我身上留下的伤疤呢，一定是最

难看的。希望有一天，我不会再摔倒，也不会再让自

己受伤。

直到现在，我身上还有许多同样的小伤疤。看着

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些往事又一次涌上心头，《再见，

小伤疤》的故事也随之娓娓道来。童年的小伤疤无疑

是我痛苦的回忆，但有趣的是，它们也为我提供了一

个机会，让我可以写一个关于成长和改变的故事。

如果学会与最困扰我们的事物相处，甚至爱上那

些事物，我们就会成长。我始终认为，思维的转变是

关乎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当我选择将“伤疤”

视作爱恨交织的对象时，我发现《再见，小伤疤》这本

书还讲述了只有孩子们才会在脑海里建构的想象之

中的友谊。那种“甜蜜的疯狂”一直深深吸引着我。

我女儿6岁了，多年来，她一直有一个想象中的朋友：

一头名叫泽布利诺（Zebulino）的大象。她告诉我：“直

到我死去，他都会和我在一起。”

孩子们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对成

人看来荒谬的事物充满了无比的热爱和莫名的情

感。对他们来说，看似不真实的东西其实是再简单不

过的现实。

在故事结尾，小女孩望着窗外，她想知道那个突

然消失又被发现，最后被埋在虞美人中央的小伤疤是

否一切安好。甚至，在小女孩的膝伤彻底痊愈之后，

小伤疤对她来说依然是真实的。她们的关系很亲密，

即使小女孩现在有了一只她一直想要的宠物小狗，她

仍然对小伤疤——那个她曾经讨厌的、丑丑的一小块

结痂——心怀爱意，念念不忘。

希望你能喜欢这本我最新的作品。

《再见，小伤疤》[意]贝娅特丽丝·阿勒玛尼

娅著 赵佼佼译 乐乐趣策划/未来出版社2024

年9月版/49.80元

ISBN：9787541776908

小女孩不小心摔伤膝盖，留下了一个小伤

疤。慢慢地，她学会了与伤疤相处。作者用极

富表现力的笔触描绘了小女孩细腻而丰富的

内心，这个故事符合孩子的成长特点和心理需

求，既能让孩子认识并了解伤疤愈合的过程，

又能让孩子学会如何与伤痕共处。

第十二届 特刊 奇迹童书

“奇迹童书大赏”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发起，旨在第一时间发掘优质童书，让更多好书与读者、业者结缘。童书参选标准：内容科学、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具有正确的价值观；故事语言须平等与孩

子交流，不轻视、矮化儿童；受孩子喜爱且内容具备突出的创新性；鼓励新生代原创作家创作优质作品。《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童书报道组结合出版机构自荐、编辑部甄选、市场数据、样书评审等多种方

式，开启童书推荐，受到业界和大众读者关注。2024年度十佳作品于2025年4月11日在北京终评会上评出，专家评审团成员包括：资深出版人、作家、中国出版协会原副主席海飞，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成员王林，童书作家、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全国妇联亲子阅读推广大使、北京市首届金牌阅读推广人李一慢，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宋强。最终

评出儿童文学、绘本、知识科普10种年度好书。此次专题，我们特邀部分图书策划人、创作者来分享年度作品的研发和创作经历，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