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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品价值观有问题，还是过度焦虑导致？

家家长长为为何何频频频频““拉拉黑黑””儿儿童童作作品品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小朋友模仿佩奇，
家长不淡定了

近日，一家长发网帖称，自
己的宝宝沉迷英国动画片《小
猪佩奇》，常模仿小猪跳床、跳
泥坑、跳水坑，还天天学猪叫，
学了一年多。一时间，此帖引起
许多家长共鸣，大家纷纷列出
一系列让孩子在“行为模仿”上
欲罢不能的动画片。比如《汪汪
队》，有的孩子看完“学狗爬，学
狗叫，学狗吃饭”。

其实小朋友“行为模仿”惹
恼家长的不只以上动画片，还
有《大卫，不可以》《挖鼻孔真好
玩》《小快活卡由》《睡觉去，小
怪物》等经典绘本。《大卫，不可
以》中描绘的各种“不可以”不
少小朋友在模仿：洗完澡光屁
股到处跑，踩凳子拿零食，挖鼻
孔等。很多家长对这本绘本大
加讨伐，认为误导了孩子。

对这些影响儿童行为的
书，儿童阅读推广人、小海豚书
店品牌筹划人向丽萍告诉记
者，“站在儿童的角度创作绘
本，是儿童文学的第一要义。这
样才能吸引孩子的兴趣点，让
他们在绘本中找到乐趣，培养
阅读兴趣。家长觉得是‘糟心’
绘本，其实孩子则发现‘太好
了，还有和我一样的人呢’，模
仿这种阶段性行为有助于孩子
在模仿叛逆中建立成长的安全
感，情感得到疏通。经典绘本都
具有有价值的儿童观，家长不
必过度焦虑。”

不少支持《小猪佩奇》《汪
汪队》等经典动画片的家长也
认为，这两部片子其实“三观端
正”，孩子从中学会礼仪礼貌及
团队合作精神，打开了思路，语
言能力得到了提升。孩子学“狗

叫”“狗爬”，说明这些情节增加
了孩子的体验性。有专家认为，
符合儿童阶段的养育比超越这
个阶段的教育更重要。

作品价值观有偏差，
引发大讨论

低幼儿童的模仿行为好与
坏，很容易辨别，但一些价值观
存在问题，甚至存在隐形负面
价值观的书籍和动画片，则需
要家长和孩子们谨慎对待。

这两年，在家长圈内引起
较大争议的作品，大部分传递
的价值观值得商榷。比如多次
被家长“拉黑”的《一只丑小鸭
的悲剧》《我是彩虹鱼》《蒂科与
金翅膀》《彩虹色的花》《爱心
树》等绘本。《一只丑小鸭的悲
剧》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一只小鸭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天
鹅而离家出走，后来被一个老
妇人捡回家杀死炖肉吃掉了。
这种有点儿邪恶又黑暗故事被
父母“拉黑”一点儿也不冤枉。

但家长“痛批”的《我是彩
虹鱼》《蒂科与金翅膀》等经典
绘本中呈现的价值观，则非对
与错、黑与白的二元对立观点
能判定的，而是需要越辩越明。
这些绘本强调要牺牲自己成全
别人，或剔除自己的优势与大
家变得一样：彩虹鱼把鳞片分
给大家，变成了普通鱼；蒂科将
金羽毛拔光变得普通，大家才
跟其一起玩耍……很多家长认
为牺牲自己收买来的友谊根本
不是友谊，而不尊重个性、强调
嫉妒与无条件奉献的价值观存
在偏差。但持反对观点的家长
则认为，这是成人的过度解读
和误解，这些书其实是告诉孩
子帮助别人来实现自己的价
值，而不是一味地牺牲。

青少年读物中被质疑最厉
害的是沈石溪的“动物小说”，

有家长认为其小说只是借动物
之名，写人类社会的丑恶、权
力、谋略甚至情色，文字俗不可
耐，还有数不清的常识性错误，
必须“拉黑”。在这个讨论中，

“动物小说”的严格界定是什
么、到底适不适合青少年阅读、
儿童阅读要不要分级等问题都
成为焦点。

而《熊出没》《大头儿子小
头爸爸》等被很多家长诟病的
国产动画片，也存在将成人价
值观硬性灌输给孩子的弊病，
片中充满了成人世界的“丛林
法则”，充斥“电锯”“炮弹”“猎
枪”等暴力元素，这些与儿童成
长相违背。这种不以儿童视角
创作的动画片被很多明眼家长

“拉黑”过。

建立分级规则和
家庭预防机制

家长将一些儿童作品的自
发“拉黑”，引发了大众对儿童
读物、动画片的大讨论。很多专
家都提出，在多元化阅读的当
下应该建立分级阅读规则，动
画片分级也是讨论的热点。

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值得
借鉴。比如，美国图书馆协会每
年的投诉“禁书”活动，基于家
长投诉而列出的“禁书”中，有
诺奖得主的小说、《暮光之城》

《饥饿游戏》等热门畅销小说
等，而且非常详细地列出了限
制阅读的年龄。“禁书”名单一
出，家长就可以在给各年龄段
的孩子选书时，避开雷区。

国内儿童文学研究专家王
泉根很早就提出了阅读分级，
他认为“让什么年龄的孩子读
什么书”是儿童阅读的黄金定
律。王泉根在一篇文章中就提
到了绘本《活了一百万次的
猫》，他说这是一本成人读物，
在日本是男女青年婚礼的赠

品，而在我们这
里却是畅销儿童
绘本。“不是每一
种图书都适合小
读者，需要挑选、
推荐那些可读性
与适读性的书给孩
子。分级阅读不同
于经典阅读，经典阅
读的主动权掌握在
成年人手中，而分级
阅读则需要专业的、
知识复合型的阅读推
广人或者公益机构
来做。”

也有专家提出，
不仅需要建立分级
阅读制度、动画片
分级规范，更需要
家庭建立预防机
制，家长应积极
地扮演好“把关
人”的角色。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现实题材的电影不好
拍，聚焦电信诈骗的电影《巨
额来电》，在对手如林的贺岁
档中名头不算大，但导演彭
顺和部分演员的表现，却为
观众带来了惊喜。

影片内容的惊喜来自导
演彭顺，彭顺执导的《巨额来
电》将电信诈骗这一题材拍
成了一部好看的商业类型
片，揭露了“卡头、菜商、车
手、水房”为主的电信诈骗产
业链，环环相扣的故事、快节
奏的场景转换和干净利落的
枪战……如果仅仅表现警察
与诈骗者的较量，《巨额来
电》就只是部中规中矩的警
匪题材商业类型片，但彭顺
通过两个情节设置，让影片
具有了大片气质。第一个情

节，骗子阿海的大学生妹妹
也遭遇电信诈骗，被骗走
9500元学费，妹妹因此轻生。
这个情节虽然是艺术加工，
但极具讽刺意义，让影片从
单一的故事情节上升为社会
意义上的解剖。

第二个情节，雌雄大
盗 阿 海 和 阿 芳 来 自 小 渔
村，阿芳对第一次行骗成
功的香港轩尼诗道怀有执
念。当影片即将以大团圆
结局结束时，彭顺加了一
个颇具意味的情节：阿海
曾告诉阿芳，自己在轩尼
诗道16号买了套房子。阿海
被警方击毙后，阿芳念念
不忘轩尼诗道，她带着警
方到了轩尼诗道16号后，才
知阿海买房之说是在骗她。
骗子被自己的情侣骗了，这
一仅三分钟的设置绝对算

“豹尾”，让影片的立意上了
一个层次。

另外的惊喜来自演员的
表演，无论是张孝全、桂纶
镁，还是陈学冬、蒋梦婕，都
形成极强的辨识度，尤其女
演员算是惊艳了。以“林黛
玉”角色为人所知的蒋梦
婕，这次饰演卧底警察，反
差非常大。反差更大也更
为惊艳的是桂纶镁。之前
她出演的角色多是“受害
者”，这次饰演骗子头目之
一阿芳，帅气干练的短发，简
单性感的吊带，冷艳深重的
唇色，处处透露出一种冷酷
美。阿芳看起来是个大姐大，
实际是个内心渴望爱情的小
女人，片中有多个伏笔展示
其大姐大的一面，这一角色
的张力为影片带来不少惊
喜。

1 . 12月6日19:30，济南山东梆子剧团
在群星剧场演出山东梆子《仇亲》。
2 . 12月8日19:30，济南市歌剧院在宝
贝剧场演出音乐会版歌剧《闵子
骞》。
3 . 12月9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
湖居演出《开心甜沫》。
4 . 12月9日、10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演出儿童剧《丑小鸭》。
5 . 12月9日19:30，山东省会大剧院音
乐厅举办“单簧管演奏家王弢独奏
音乐会2017中国巡演——— 济南站”。
6 .12月10日19:30，济南市京剧院、济南
市吕剧院、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群
星剧场演出京剧小戏《起风桥》、吕剧
小戏《嫂子》、儿童剧《青蛙王子》。
7 .山东省文化馆继续举办“大美墨韵
2017——— 当代中国画名家提名展”。
8 .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庆祝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山东油画作品展”“应
物·传神——— 山东美术馆馆藏国画

（人物画）精品展”“艺彩新锋——— 山
东美术新人新作展（2017）年度精品
展”。

近日，有家长发文吐槽动画片《小猪佩奇》，称该片“有毒”，原因是孩子看后成
天沉迷于学“猪叫”、跳水坑。无独有偶，近年来遭遇家长“拉黑”的儿童绘本、动画
片不在少数，有共鸣的家长开始“粗暴地干预”孩子的阅读和观看。到底是这些作
品价值观有问题，还是家长过度焦虑导致？家长干预儿童接触动画片和图书的行
为，从侧面反映了儿童阅读图书、观赏动画片需要规范化、专业化的引导。

新片放眼瞧

一一部部现现实实题题材材，，带带来来几几多多惊惊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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