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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丰子恺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丰子恺的家中有很多孩子，
为他们读书、陪他们游戏对他而
言是顶欢喜的事情。在那个年代
可供孩子们读的书并不多，丰子
恺就从《史记》《汉书》《虞初新
志》《虞初续志》《说苑》等中国
古代经典作品中挑选出一些适
合孩子们读的小故事，按照自
己的理解用白话文的形式将

之复述，然后一字一句地
抄写下来，装订成册，

名之为《小故事》。

《借东西的小人》
[英]玛丽·诺顿 著

任溶溶 等 译
译林出版社

在一座古老的乡村庄园
里，偷偷地住着一家只有铅笔一

般高的小人。他们专门拿走地面上

人类的东西，自称是“借用”，所以被称为“借
东西的小人”。小人家的女儿与到庄园养病的
小男孩产生了友谊，小人家终于被大人家发
现了，他们只好逃离庄园，希望在田野上寻找
到新的生活。“借东西的小人”在英国已家喻
户晓，成为他们民间故事中的童话人物。

《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
朱莉娅·埃克谢尔 主编
中国画报出版社

这是一部庞大的阅读指南，一份百科全
书式的童书书目。在网络时代当然不会缺少
各种各样的书单，但选得精、涵盖全、有系统
性的好书单依然是稀缺的资源。这份书目的
编写由雀巢童书奖评委会主席携手30余位优
秀的童书作家合作完成，所选的书来自47个
不同的国家，从《好饿的毛毛虫》《花格子大象
艾玛》等绘本和图画书，到《长袜子皮皮》《夏
洛的网》这样适合5岁以上的儿童文学，一直
到表现尖锐问题、适合12岁以上的青少年小
说，既有经典作品，亦包括了当代作家的优秀
之作，全面之余，依然显露出个性与温度。

《疯狂原始人》
[法]米里埃尔·祖尔切 著
菲利普·吉洛特 等 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怎样做一杆标枪？如何用石头加热凉水？
你会自己动手打造一辆史前“货车”吗？翻石
子、五彩游戏棒、翻彩绳，这些动脑又动手的
游戏你还记得吗？《疯狂原始人》幽默地展示
了史前人类，尤其是克罗马农人的日常。除此
以外，它还是一本包含了手工制作、经典游
戏、野外生存技能训练的百科全书，为孩子们
提供一个愉悦的阅读体验。

《坏狐狸》
[法]本杰明·雷内 编绘
花山文艺出版社

这是关于一只失败的狐狸的故事，他如
此孱弱，以至于当他去鸡舍寻找口粮时，全部
的家畜，从母鸡到看门狗，都毫不遮掩地蔑视
他。经过他的朋友——— 狼的指点，去农场偷了
三个鸡蛋，打算孵出小鸡之后吃掉，结果却莫
名其妙成了小鸡崽儿的妈妈，并在抚养的过
程中渐生情愫，最后帮助小鸡崽儿逃离狼口，
回归农场。

《碟形世界》
[英]特里·普拉切特 著
文汇出版社

“碟形世界”系列是英国作家特里·普
拉切特的幽默奇幻作品。茫茫宇宙中，一只
巨龟正缓缓地游过星星间的深渊，它的背
上站着四头大象，大象的背上就驮着碟形
世界，这个世界跟地球有些像，生活着和我
们相似却又不太一样的人。这个世界里有
各种各样的魔法，有倒霉巫师，还有各种怪
物。碟形世界是一个魔法世界，在这里，一
切怪事皆有可能。

大概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哥哥十岁，在那个夏
天的一个正午，他第一次带我去五里外的高家庄，
去找一个神秘的老头。我们顶着烈日路过一个村
庄，然后在路边的一棵大柳树下歇息，树上的蝉鸣
至今萦绕在我耳边。我们又蹚过一条小河，我好像
还趴下来喝了一通水，因为我清晰地记得水里的蝌
蚪。我们进入高家庄，匆匆走过一条胡同，绕过几个
柴垛，像在执行一项艰险的任务，我仿佛还能听到
我们激动的喘息声。这老头很高、很苍老，他的屋子
里摆满了连环画。我震惊的表情符合哥哥的预期。

“五分钱，十本。”他催促我说，“我给你出押金，看完
了你得还回来。”那枚五分钱的硬币被我一路攥在
手心，我心怦怦跳着递给那个老头。“挑吧。”他说。
我大概挑了一个下午，才被我哥哥拖回家。

这是我这一代人的童年阅读。看连环画，听评

书，着迷于《岳飞传》《杨家将》
《三国演义》等历史故事。还有晚
上钻在被窝里听奶奶和邻居在油
灯下讲传奇，大抵是武功高强的武将
或女侠千里取人头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
模糊年代的十几里外的某个村庄，或者是一些关
于黄皮子作祟之类的灵异事件。我对世界的认知就
建立在这些故事所激发的巨大想象之中。用今天的
眼光看，我基本没读过什么像样的书，遑论经典。如
果一定要找出一本书来证明自己热爱阅读，那就是
大概十岁的时候，我读过一部莫名其妙的长篇小说

《爱情的葬礼》，那是我姐姐的一本书。
那时候，我对世界所知甚少，却充满想象，与自

然的接触才是最重要的端口，一种对未知的渴求奔
涌其中。

李乐天刚上初中时，问了我一个问题：学历史
有什么用？我被问住了。后来我回答他说，你来到这
个世界上，在家庭中长大，你长大的过程就是历史，
爸爸妈妈也是你的历史，爷爷奶奶也是你的历史，
历史会让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可能也会告诉你，你
是谁，要到哪里去。历史不是说时间过去了，就不存
在了，历史不是身外之物，它其实是一个人生命的
一部分，是始终存在的。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民
族也如此，后者就是你课本上所学的历史。他问我，
既然历史是一直存在的，它在哪里？我说大部分在
书里——— 这是广义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通
过读书，你会联通人类的历史、万物的历史，通过读
书，也会联通历史、现在和未来。

青春期的李乐天对我的回答不屑一顾，我也发
现，我并没有提供一个答案，只是一种自己的思考
而已。但我又问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信服
呢？其实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不断发问，并非寻
求别人的解答，只是自己寻找答案而已。

李乐天从小读书很多。他在二年级时就能够废
寝忘食地读完二十四本《猫武士》。我们一起阅读过
很多图书，尤其在他能够开始流利地朗读以后，我
就有意识地拓宽他的阅读视野。选一本书，经常是
我读三页，他读一页，慢慢地，我读两页，他读一页，
当他被吸引，他往往迫不及待地自己抱着书去读
了。在他十二岁的时候，我们甚至一起读了著名科
学家加来道雄的《平行宇宙》，我先读，再和他一起
读，我们一知半解，甚至很多完全无法理解，但不妨
碍我们热烈的讨论。大概在李乐天四年级的时候，
我发现他经常偷着去买漫画书，开始我觉得无所
谓，但后来发现漫画书对孩子思维的影响之大，最
直接的反映，是他写的作文中全是漫画语言，失去
画面的漫画语言极其苍白。再后来，是游戏取代了

他读书的乐趣。这大概是互联网一代很多孩子的切
身经历。相伴而来的，是家长的焦虑和无可奈何。

孩子是天生热爱读书的，就像他们天生对世界
充满好奇一样。但孩子的兴趣需要呵护和引导，一
个可悲的现实是，很多人恰恰以读书之名扼杀了孩
子读书的兴趣。功利是最大的敌人。我一个朋友的
孩子，在四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求他们读《老人与
海》，为了确认他们真的读了，还设置了一次考试，
我不知道这个老师会考什么，但我知道这老师一定
中了经典的毒。“好的”和“适合的”中间显然不能画
等号，我不确定应该在哪个年龄读《老人与海》———
每个人的兴趣点和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而且读一
本书也需要机缘，我是直到大学时期才读了这本
书——— 但我可以确定，四年级的孩子根本不应该被
要求读这样的书。我觉得最恶劣的是考试，本来学
习是快乐的，考试把学习变成了痛苦的。现在，终于
又让孩子把读书当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功利不仅仅
体现在我们容易中经典的毒，还体现在对孩子的智
力开发上，体现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功利之外，是书的质量，是给孩子读什么样的
书。这世界上有很多糟糕的书。三岁的乐施和十三
岁的乐天都是由绘本伴随长大的一代。乐天从小所
拥有的绘本可以构成一个小型图书馆，几乎全部是
引进版权的欧美绘本，我一直努力给他寻找中国传
统文化的读物，但往往归于失望。这是出版人的悲
哀。这种状况在十年后，在乐施的阅读环境中获得
了改善，我已经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拥有好故事、
具备人文内核、充满创意、制作精美的关于传统文
化的图书。

功利的读书和糟糕的书一样贻害无穷。因此，
如何保持、引导孩子的阅读兴趣，是我们在亲子阅
读中必须做好的功课。

三岁的乐施早上起来，到书房转了一圈，忽然
开始兴师动众地搬凳子。我问他要做什么。他说那
个罐子上有水流出来了，他要摸摸。那是一个摆在
架子上的瓷瓶，上边绘着“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画
面中水淌了一地，这是乐施的重大发现。在他无休
止的问题中，我们出门，我们走过初夏的早晨，我给
他讲完这个故事，我们到达幼儿园，他愉快地和我
说再见。这让我想到，乐天八九岁的时候，我读阿西
莫夫的“银河帝国”系列、“机器人”系列，每读完一
本书，我就拿出几天的时间，晚上我们两个靠在床
头，我给他讲书里的那些故事。

我想这大概是最好的亲子阅读。直到开始陪伴
乐施读书，我才忽然意识到，当我们倡导亲子阅读

时，重点是亲子，而非阅读，因为在一定的阶段，孩
子需要读书，更需要玩耍和游戏。这时候你只需要
耐心就好。没有耐心的呵护往往变成呵斥。耐心需
要你用一个孩子的心灵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每天
都在被不自知的东西追赶，我们心存莫名的恐惧，
我们需要向孩子学习，学会像他们一样，看天上的
白云，看枝头的小鸟，看草地上的飞虫，嗅一朵花，
捡一段树枝玩打仗的游戏。因此，乐施不如乐天小
时候读书多，但他有比他哥哥更多的户外时间，我
们四处闲逛。

我们引导孩子读书，首先是为了守护他们的想
象力，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在我看来，在孩童阶段，
这比知识的获得和理性的培养都重要得多。

>> 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根植于童年故事书

>> 功利是培养儿童阅读兴趣最大的敌人

>> 亲子阅读的重点是亲子，而非阅读

童年的阅读
□李北山

著名出版人李北山长期从事阅读推广，有着超出
一般人的阅读量。有了儿子李乐天、李乐施之后，他又
拿出专门时间做亲子阅读。童年阅读的经历，往往会成
为一个人足以回味终生的美好记忆。书坊周刊特约李
北山撰稿，讲述他陪伴孩子阅读的经历与感悟。

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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