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2025年4月16日 星期三
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张振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读书周刊 教师书房·

王子龙

唐诗，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千年前
文人的情感与智慧，亦是民族精神的凝练。然
而，在当代儿童的认知中，这些诗行往往被简化
为课本上的背诵任务，其背后的历史情境、诗人
情怀与文化肌理，却因时空的阻隔而变得模糊。
如何让儿童真正理解唐诗之美？如何让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生机？这些问题成为我创作《小布
丁漫游唐诗王国》的初心。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诗词研究与教学的教师作
家，我深知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创新载体。此前
的 《你若幸福，必有诗香》《千年历史千年诗》
等著作，虽以历史视角梳理了诗词脉络，但始终
偏于成年读者的范畴。儿童文学则是一片更广阔
的天地——它需要以童心为镜，照见历史的温
度；以幻想为舟，载渡文化的深流。于是，“小
布丁”这一角色应运而生，他是一个爱吃冰糕

“小布丁”的普通小学生，搭乘“唐韵悠悠”号
时空穿梭机，穿越至唐朝，与诗人们对话，在冒
险中感知诗意。这一设定，既是对传统叙事的突
破，亦是对儿童认知规律的尊重：唯有身临其
境，方能心领神会。元好问《论诗》说得透彻：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
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让孩子们通过小布
丁的引领，亲自到唐诗王国漫游一番，亲历长安
三万里，亲身领略唐诗魅力。

时空穿越的诗意重构

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想象力的启蒙。读《小布
丁漫游唐诗王国》能够扩展孩子的想象力，写这
本书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比如书中的“时空
穿梭机”就不仅是叙事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隐
喻——它象征着连接古今的桥梁。通过小布丁的
奇幻之旅，读者得以跨越千年，目睹《赠汪伦》
中李白与友人的依依惜别，亲历杜甫在安史之乱
中的忧国忧民，感受雷海青怒骂安禄山的壮烈，
甚至与贾岛共推“僧敲月下门”的炼字之趣。这
种“在场性”的体验，打破了教科书式的知识灌
输，让诗歌从文字符号升华为鲜活的情感流动。例
如，书中设计小布丁误将《赠汪伦》的诗人说成汪

伦的情节，并非单纯的笑料，而是直指儿童学习古
诗的痛点：缺乏情境代入。当小布丁亲眼见证李白
泛舟远行、汪伦踏歌相送时，诗歌的创作动机与情
感内核自然浮现。这种叙事手法，暗合教育心理学
中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知识不是被动接受，而是
通过主动探索与情境互动建构而成。

我在平时作讲座时，经常面对读者的提问，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走进古诗的意境，怎样再
现古诗的情境？其实不难，根据诗句本身去想
象，根据作者的生活去理解，就是学习古诗走进
诗意的不二法门。书中小布丁和兰笑笑等一班小
伙伴在唐朝近距离地与大诗人同行，就是为孩子
们再现古诗情境的一种具象化尝试。

建构唐诗的文化宇宙

在讲述小布丁的故事时，我一直有个想法，就
是想要通过小布丁把唐诗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瑰宝从缥缈的云端带到人间、带到身边，让我们触
手可得。在传统认知中，诗人常被神化为高不可攀
的文化偶像。本书则试图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的

“人”。李白不仅是“诗仙”，更是豪放洒脱的游
侠；杜甫不仅是“诗圣”，更是心怀苍生的普通
人。在“河边的老伯”一章中，小布丁偶遇杜甫，
起初未识其身份，却在交谈中被其悲悯情怀感染。
这种去标签化的塑造，拉近了诗人与儿童的距离，
使他们成为读者可亲可敬的“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并未因
童话色彩而妥协。例如，唐代文人“称字不称名”
的习俗、长安城胡饼与糖醋脍鱼的市井风味，乃至
茅厕形制等生活场景，均经过严谨考订，这些知识
点都是我平时上诗词课时讲给学生听的。这些细节
如同一幅工笔长卷，既还原了唐朝的社会风貌，也
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真实的土壤。

我希望这本书不止于用童书的笔触讲述唐
诗，更在于构建一个立体的唐朝文化宇宙。从

“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理念，到安史之乱的
历史镜鉴，从玄都观的诗意盛景，到雷海青宁死
不屈的气节，书中每一处情节都暗含文化密码。
此外，书中穿插的“知识卡片”与“趣味链接”
设计，是对儿童认知特点的精准回应。这些模块
以简洁的语言解释复杂概念（如“二王八司马事
件”），既避免了叙事节奏的断裂，又满足了儿
童的好奇心。这种“碎片化学习”与“整体性叙
事”的结合，让文化知识的传递更具弹性。

从“共情”到“有声剧”

当前儿童古诗学习的困境，根源在于兴趣的
缺失与方法的僵化。这本书通过小布丁的成长轨
迹，提供了一条破解之道。最初，小布丁对古诗
充满抵触，认为“背诗又麻烦又啰唆”，但在与
诗人的互动中，他逐渐发现：诗歌是情感的载
体，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心灵的共鸣。第十回
中，小布丁与杜甫共处黄师塔前，眼见“春光懒
困倚微风”的实景，顿悟“背诗就是分分钟的
事”。这种转变，揭示了古诗学习的本质——唯
有与诗人共情，方能真正理解诗意。

书中行文也包含了对诗词教育的反思，我认
为，诗词教育不能急功近利，要温柔，要敦厚，
儿童急需一种“慢学习”的体验。通过故事中的
冒险、对话与思考，读者得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审美能力与人文关怀。正如书中雷海青摔琵琶明
志的情节，不仅传递了忠诚与气节，更让儿童感
受到文化精神的力量。

在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需借
助多元媒介。本书配套有声剧的推出，扫码即可收
听。通过声音的韵律、角色的演绎与背景音效的烘
托，诗歌的意境被具象化为可感的听觉体验。这种

“听觉阅读”不仅契合儿童的感官偏好，更让诗歌
的节奏之美深入人心。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跟随小
布丁的脚步，在唐诗的王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
坐标——那里有李白的月光、杜甫的江水、王维的
松风，更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脉络。

愿这场穿越千年的诗意之旅，不仅是一场童
心的狂欢，更是一颗文化种子的萌芽。

（作者系石家庄学院副教授、央视《中国诗
词大会》［第二季］季军）

童趣穿越千年童趣穿越千年 诗教润泽课堂诗教润泽课堂
《《小布丁漫游唐诗王国小布丁漫游唐诗王国》》对诗词教育的启示对诗词教育的启示

作者亲笔信

周其星

熟悉儿童文学的人大多会知晓凯斯特纳。他
是德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被誉为“西德战后
的儿童文学之父”，与格林兄弟享有同等地位。
他的文字幽默风趣，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和趣味
性，兼具深刻的教育意义，在吸引小读者阅读的
同时，又教给他们生活的哲理。他还善于将现实
与虚构相结合，在作品中构建出独特的世界，让
读者既能感受到故事的真实性，又能体验到情节
的奇幻性。

以他的成名作《埃米尔擒贼记》为例，这部
作品讲述了埃米尔在去柏林看望外婆的火车上被
偷了钱，于是他追踪小偷，并在途中结识了一群
小伙伴，大家齐心协力擒获小偷的故事。情节看
似简单，但细节极为丰富，有极强的真实感。

正如作家自己所言：“一个故事，一部小说，一
则童话，它们同生物体一样，也许本来就是生物
体。它们有头，有腿，有血液循环系统，像真人一
样有衣着。要是它们脸上少了鼻子，穿错了鞋，只
要细看，人们就会察觉。”所以，一个引人入胜的故
事，一定是完整的、细腻的、丰富而又曲折的。《埃
米尔擒贼记》如此，《两个小洛特》亦然。

我们先说说 《埃米尔擒贼记》 吧。我总觉
得，作为凯斯特纳的第一部儿童小说，主人公埃
米尔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而故事也是以他自己
的童年经历为蓝本虚构而成的。我这样说并非毫
无根据，你看，凯斯特纳全名是“埃里希·凯斯
特纳”，他出身于普通人家，父亲是皮革工匠，
母亲在家里开了一家很小的理发店，凯斯特纳是
家里唯一的孩子……这些情况跟书中的埃米尔是
不是很相似？不要怀疑，很多大作家都会这么
做。他们直接从自己的生活中取材，最后写出了
世界名著。

凯斯特纳自己也说过：“很多很多人像对待
一顶旧帽子一样把自己的童年丢在一边，像处理
一个不用了的电话号码那样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他们都曾经是孩子，后来都长大了，可他们现在
又如何呢？只有那些已经长大了，但仍然保持童
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感谢凯斯特纳，帮助他的每位读者唤回童
心，成为“真正的人”。

凯斯特纳不仅有一颗童心，而且从根本上
说，他关爱儿童且尊重儿童。他的作品内容十分
贴近儿童生活，如《埃米尔擒贼记》中，埃米尔
独自坐火车去柏林的经历；还有《两个小洛特》
中，双胞胎姐妹在儿童营地度假的故事。特别难
能可贵且令人敬佩的是，他持有鲜明的儿童立
场。在他的笔下，埃米尔和小伙伴们齐心协力，
跟踪并最终抓住了小偷；两个小洛特互换身份并
最终感化了父母，让他们破镜重圆……他通过故
事告诉读者，是小孩拯救了这个被大人搞砸了的
世界，这是何等伟大的宣言。他十分重视孩子，
认为他们机智勇敢、坚强独立、善于合作，且富
有正义感。他们的能力丝毫不逊于大人——能独
自乘车，能保护自己，能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帮

助，能抓住小偷，甚至能帮助父母复合——他们有
能力重建一个有序的世界。

因为信任儿童、尊重儿童，凯斯特纳用饱满的
爱，塑造了一个个生动可爱、个性鲜明的儿童形
象。埃米尔在发现自己的钱被偷后，没有畏惧可能
存在的危险，毅然决定追踪小偷。双胞胎姐妹中的
洛特文静、稳重，心思细腻，做事谨慎；而露易丝
开朗、活泼，性格直率，敢说敢做……这些正面的
儿童形象起到了表率作用，传达了积极向上的教育
意义。读着这样的作品长大的孩子，也会变得更加
勇敢、善良和美好。

显然，凯斯特纳是一位编织故事的高手，他并
没有将儿童故事简单化、幼稚化，在曲折的故事背
后，是作者惊人的想象力在发挥作用。例如，埃米
尔在与小偷对质时急中生智，想起自己曾用别针将装
钱的信封别在上衣口袋里，于是利用钱上会有针孔这
一关键证据，最终让小偷露出了马脚。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得是一个好故事，
然后还要讲好故事。这就得说说凯斯特纳的语言特
点了，读他的作品，你不会感觉到被冷落，他会一
边讲故事，一边不忘跟你做一些互动。

你看《两个小洛特》的开篇：“你知道西比尔
吗？知道山区小镇西比尔吗？知道布尔湖畔的西比
尔吗？都不知道？从没听说过？真奇怪——问来问
去，竟然没人知道西比尔！”

再看这段话：“这是一个有点儿复杂的故事，有
些情节你需要格外留意，这样才能完全理解整个故
事。不过，故事的开端是轻松愉快的，到了后面的章
节，故事才逐渐变得复杂而引人入胜。”不要以为这
些是废话，你应该这么想：真是一位贴心的作家，一
边照顾着书中的人，一边关心着读书的人……

关于凯斯特纳和他的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人
物，我已经说完了。听完我的唠叨，希望你直接打
开书，把故事一口气“吞”下去！放心，很好消
化，很多营养，很是快乐！

（作者系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教师、中国教育
报2012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真正的人”永葆童心
——评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作品

麦田守望

岳爱华

文体作为不同时代群体和个人的精神
镜像，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然而，由于
中国古代文体发展阵线长，数量多、形
式复杂，加之古今文化制度差异，常令
人有些隔膜。而郗文倩教授的《秦汉文
体史》重返历史现场，深耕细作，为今
人理解古人的文字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秦汉特别是两汉时期是古代文体的
生发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格
局，对后世文体以及文体理论的发展都
产生深远影响，故刘师培说：“文章各
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
史》） 作者对数十种文章体类细致梳
理，秦汉文体几乎网罗殆尽。其中不仅
有辞赋、史传、诗歌等传统文学体类，
更有大量应用性文体，古代文体面貌遂
清晰呈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文体
的形式分析，而是将文体看作“历史活
体”，将其纳入礼制、政治、民俗等特定
历史语境中考察，文体的诞生、演变、
繁荣与消亡的历史原生态遂逐一显影，
读者翻开这本书，扑面而来的就是秦汉
社会的鲜活气息和文体的生动样态。

如歌谣、俗谚和隐谜，作者称之为
“口耳相传的智慧和艺术”，认为在文字

教育尚未普及的时代，它们以其谐和上
口的节奏韵调，以及言语表意的丰富
性，承担着情感抒发、史事记录、经验
累积和语言游戏等多种功能；铺采摛文
的汉大赋成为一代之文，与文人对大一
统帝国的自豪感息息相关，更得益于一
批“职业文人”对汉语言表达潜力的沉
醉和开发；秦汉帝国疆域广袤，官文书
的成熟运作，有力支撑着国家各项事务
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当时科技和通信水
平下，可谓巨大的历史成就。

而对于丧葬文体，作者将其概括为
“人世间的送别和纪念”。作者认为，中
国传统对死亡说得少，但做得多，即隆
丧厚葬，对死者有着超乎寻常的礼遇和
妥善安置。作为礼仪文书，丧葬文体用
言语文辞表达着人世间的送别和纪念之
情，为生者带来情感抚慰，亦协助社会
的秩序整合。如此，以往不被人关注的
丧葬文体也呈现出深刻的意义。

这种动态和灵动的研究视角，让读
者看到文体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社
会需求的产物，是古人应对现实、表达
情感的智慧结晶，每一位热爱传统文
化、关注汉语言表达的读者，每一位从
事古代文学经典教学的教育工作者，都
能从中获得直接的启发。

（作者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古代文体都是“历史活体”
——读郗文倩《秦汉文体史》

吴大顺

刘亮教授新著 《明代乐府诗学研
究》 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成
果。全书十三章，50 余万字，结构严
谨，体大思精。其内容大致涉及七个
方面：第一，系统考察了明代乐府诗
学文献；第二，分析了明代乐府诗学
的发生背景和乐府观念；第三，考察
了明代乐府诗总集、拟乐府创作及乐
府诗学名家与明代乐府诗学的关系；
第四，考察了明代乐府制度及乐府诗
的体制研究；第五，考察了明代乐府
诗文献及乐府诗的本体研究；第六，
对明代乐府诗创作论和批评进行专题
探讨；第七，对明代乐府诗学的诗学
史价值和影响的客观评价。

通观全书，该著作尤其值得肯定
之处有四个方面：

一是对明代乐府诗学文献的全面
梳理。著作第一章 《明代乐府诗学的
文献考察》，细致耙梳了史书、书目、
乐府诗总集、诗歌总集与选集、作家诗
歌别集、诗话、类书、杂撰等各类著作
中的乐府诗学文献，是第一次如此系
统、全面地对明代乐府诗学文献的梳
理，既为各章节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文
献基础，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
料线索。又在第四章 《乐府诗总集刊
刻、编撰与明代乐府诗学》中，对郭茂
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等前
代乐府诗总集和明代新出现的乐府诗总
集的编撰、刊刻、流传情况进行了细致
考察和梳理。全书对明代乐府诗学文献
资料的耙梳和辨析用力甚勤，学术价值
突出。

二是对明代乐府诗学内容和相关
命题的系统考察。如第三章 《明人的
乐府观念与乐府诗学》，考察了明代人
的乐府诗体观、乐府主声说与乐府功能
观；第八章《乐府制度、乐府活动与音
乐及诗歌体制研究》，重点讨论了明代
人有关乐府制度、音乐活动与音乐及乐
府诗体制问题的研究；第九章《乐府诗
文献与诗歌本体研究》，主要讨论明代人
对前代乐府文献留存、乐府诗题名、本
事与作者的考证、乐府诗作品补遗等问
题；第十章至第十三章集中讨论了明代
人的乐府诗创作论和乐府诗批评论问
题；第六章 《明代诗学名家与乐府诗
学》，对李东阳、前后七子、杨慎、胡
应麟、胡震亨、许学夷、钟惺等诗学名
家的乐府诗学批评内容、观点和风格特
点进行个案分析。这些章节是著作的主
体内容，初步建构了明代乐府诗学的
内容体系。

三是对明代乐府诗学价值的准确
定位。该著作通过对明代乐府诗学的
系统研究指出，与汉唐、宋元时期的
乐府诗学相比，乐府诗学在明代发生
了显著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为从以
解题诗学为主发展到以评论诗学为
主，从以传统的音乐研究为主转向了
以文学研究为主，从只重视乐府诗的
社会功能转向了对乐府诗思想艺术全
方位的关注。在 《绪论》 中也提出，
与汉唐、宋元时期的乐府诗学相比，
明代乐府诗学家既有理论探索，又通
过创作实践进行检验，既有诗歌解
题、字词考证、作者考证等微观研
究，也有乐府诗史构建的宏观研究。
这大大发展了乐府诗研究的方式和范
畴，在诗学研究体系化、完整性方面
都远远超越前代，将中国古代乐府诗
学推向了顶峰。这些观点准确把握了

明代乐府诗学的特点及其在中国乐府诗
学史上的价值。

四是将明代乐府诗学放在明代复古
诗学与乐府诗创作实践中进行双向考
察。著作第五章 《拟古乐府创作与明代
乐府诗学》，重点探讨了明代诗坛大量拟
作古乐府诗现象与明代复古诗学的关
系，以及与明代乐府诗学的互动。作者
指出，乐府诗是明代复古诗学的主要体
裁和载体，认为王世贞、胡应麟、许学
夷等明代诗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拟古乐府
作品，同时也通过对乐府古诗的评价来
阐发自己的复古诗论。

总之，该书第一次对明代乐府诗学
进行了系统考察和全面研究，有效推进
了明代乐府诗学研究的深化，是中国乐
府诗学研究领域的一部优秀著作。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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