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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把“打开的书本，是你飞翔的
翅膀”这句话，赠给爱阅读的少年朋友
们。是的，书本一打开，就是两只翅
膀。这两只充满魅力的翅膀，会把我
们带到远方，让我们看到远方的风景。

小时候，我在宣威老家的山村小
学读书。老师告诉我们，字在书本里睡

着了，我们要大声地读，才能把它喊
醒。可否说，所有在书本里睡着

的文字，都做着被阅读、被
喊醒的梦？我们的阅读唤
醒了它们，它们活跃起来，

争着给我们讲它们的故事。阅读也是
和作者的一种互动。文字的生命在于
被阅读。文字的生命因为读者的阅读
而存在并得到延伸。读者的阅读也是
对作者的鼓励和尊重。同时，阅读也会
激发读者对文字的敏感和喜爱，从而捕
捉一些向读者涌来的鲜活的语言。文
字因为读者的阅读，从书本走进读者的
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新的
生命。

我们的母语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它
的形、声、义都充满了想象力。作家就

是播种文字种子的人。他像有经验的
农民那样，挑选文字的种子，然后把它
播种在最恰当的位置，最后成为佳篇美
文。作为正在成长的少年儿童，只有通
过大量的阅读和不断地练笔写作，才能
学会表达，才能把文字的美种在自己心
里，并传达给别人。

《云南儿童文学选集》主编杨红昆
老师，曾担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是国家一级作家。他长期关注
关心儿童文学和孩子们的阅读。他主
编的这部选集就是从全国范围内不同

作家创作的有关云南题材的大量的儿
童文学作品中精挑细选而成的。为了
便于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欣赏，全书
分为“小学卷”和“中学卷”。选集中不
仅有全国著名作家写云南的美文佳篇，
还精选了少量有关云南并广有影响的
古代诗文，以扩大中小学生的阅读面。

我深信，这部《云南儿童文学选
集》，一定会给少年儿童读者带来阅读
的惊喜和快乐。通过阅读来增进对云
南的了解的同时，也必将有助于提升自
己的写作水平。

共享儿童文学之美
吴 然

在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阅读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书籍是我们获得
知识、不断成长壮大的精神力量。2024
年，“世界读书日”的主题是“阅读改变未
来”。阅读对广大的青少年读者来说尤
为重要，因为每个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孩
子拥有美好的未来，能创造幸福的人
生。那么就带领孩子从阅读开始吧！让
孩子从阅读中获得奋斗的力量，让人生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
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
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
鸟儿没有翅膀。”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
应该是快乐而幸福的，但是也会遇到各
种问题甚至要经历艰难曲折。他们应该
如何面对？正确的阅读，可以帮助孩子
健康成长。所以，阅读需要选择精品佳
作，更需要有人给予悉心的关心、指导。

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杨红昆主
编的《云南儿童文学选集》，就是一部值
得少年儿童认真阅读的精品佳作。它是
云南儿童文学界第一部跨年代的作品选
集，这部选集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从作品诞生的时间上看，跨度
非常大。这部选集包含了古代、现当代
作品，有一些已经是文学名篇，是文学中
的精品佳作。这些作品汇聚起来，其实
已经形成了一种文脉和传统。对儿童来
说，阅读这部选集是非常好的传承文化

的方式。让他们在阅读中接受潜移默化
的影响，种下审美的种子，对成长来说是
非常有益的。对儿童的成长而言，知识
和审美同样重要。二者若能兼顾，必然
会催生心灵的花朵。

二是这本选集体现了鲜明的云南特
色，是一本对宣传云南民族文化传统和
云南地方特色有促进作用的文学选本。
云南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
它们分散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各地的民
族风情及饮食、旅游等行业。但是文学
作品能以更集中更突出的方式，把云南
的文化特色表现出来，并产生强烈的艺
术感染力。比如，冯牧的散文《澜沧江边
的蝴蝶会》，张昆华的散文《杜鹃醉鱼》，
吴然的散文《走月亮》，都是非常具有艺
术感染力的佳作，对培养少年儿童的文
学审美能力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为
外界了解云南提供了很好的文学范本。
云南特色中蕴含的自然与文化、爱与诗
意，更是熏陶心灵的良药。

三是从篇章结构的安排上看，兼顾
了儿童和少年两个年龄段读者的需求。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不同年龄对阅
读的接受需求是不一样的。儿童时代的
阅读需要生动形象、语言简洁明快、能在
儿童心灵上留下审美的作品。比如，集
子中选了明代“状元”杨慎的《滇海曲》中
的一首，就是因为它短小，而且突出表现
了昆明作为“春城”的特色。其中，“天气

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已经是
流传广泛的佳句。儿童从小受到熏陶，
对培养热爱故乡的情感是有帮助的。小
学卷有古代的作者，但以当代作家为主，
选文都是围绕云南风光而展开。其中，
可以看到一些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
作家的名字，他们大多是“太阳鸟作家
群”的重要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
果卓著，已经形成广泛的影响。其中一
些作品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界的名篇，深
受小读者的喜爱。

中学阶段的青少年，阅读内容和面
都应该更广泛和深入一些，《云南儿童文
学选集》中选择的篇章从视野上看更加
开放，都是围绕云南特色来进行。一方
面选择的是一些云南特色鲜明的作品，比
如《大观楼长联》、《阿诗玛》节选、民歌《小
河淌水》等，以鲜明的云南特色而流传。
另一方面选择的是描写云南的名篇佳作，
都是由一些全国著名的作家创作而成，比
如沈从文的散文《云南看云》，汪曾祺的散
文《昆明的雨》，李广田的散文《花潮》，彭
荆凤的小说《驿路梨花》，等，都已经深入
人心。这些作品经过读者、评论家的参与
和解读，其内涵和意义已经广为人知，代
表着文学表现云南的高度。可以说经过
时间的检验之后，这些作品已经是文学
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对青少年阅读者来
说，阅读这些作品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
的，比如增长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培养

对文学的兴趣等。
我们身处一个科技发达、电子产品

流行的时代，要学会用毅力抵制诱惑。
在公共场合到处可以看到玩手机的

人，但是很少看到阅读的人，这是一种令
人担心的现象。所以，阅读习惯的培养，
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提倡和支持，尤其是
广大青少年，更应该成为阅读的带头
人。坚持阅读，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
也是成长中锻炼毅力的一种方式。关键
是要能做到持之以恒，一步一步去做，逐
步养成好习惯。

阅读，可以丰富青少年的情感，因为
爱与被爱，都是人生的重要内容，也是需
要认真学习的课题。学会爱自己、爱亲
人，爱家乡、爱祖国，应该成为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追求的目标和方向。进入阅
读，你就会感知到很多生动的故事，体验
到丰富的社会人生，让情感世界变得更
加丰富和深厚。

阅读，还有利于人类智慧的传播，会
让阅读者变得聪明又自信。而且，一个人
长期坚持阅读是会有回报的，效果可以用
两句话来形容：“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
诗书气自华”。这就是阅读给我们最好的
回报，也是一种让人憧憬的美好境界。

“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要在阅读
中学习成长，在成长中追寻美好的理
想。一定要相信，知识改变人生，改变世
界，会让未来绽放异彩！

在阅读中学习成长
黄 玲

丽江市华坪县离昆明有 4 个多小
时的车程。除此之外，我对张桂梅老师
所在的华坪县女子高中及华坪县一无
所知。

出发那天，循着百度导航从昆明向
着西北方向独自一路前行。

途经攀枝花高速路段时，不知何
故，车子被拦截，只能从二级路上走。
二级路平时货车走得多，坑坑洼洼的。
攀枝花已属四川地界，跟着前方车辆绕
了几公里山路，导航还是比较固执地提
醒掉头上高速。翻山越岭的路不知通
往何方，只能随着车流前行，坡陡路窄，
也不知这样盲目跟着走是否正确，心里
没底，开得手心冒汗。

第一天到华坪就比预期多出一个
半小时。夜幕即将降临，早已饥肠辘
辘，我没忙着去吃饭，直接把车开到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这所著名的学校。我
当然知道进不去，学校有自己的管理制
度，但还是径直前往。

我绕着学校的外围走了半圈，一个
人在栅栏外站了足足 10 分钟才离开。
当天，我没有见到老师也没有见到学
生，更没有见到张桂梅。

我 站 在 校 外 眺 望 校 园 ，思 绪 万
端：一个外乡人怎么会背井离乡地来
到这座小县城？什么样的精神支柱，
又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这位叫张
桂梅的老师如此无私无畏？校园里
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一切都让人
如此着迷。

第一次采访，张桂梅知道我的来意
后愣了一下，然后摇头。我心里一惊：
难道张老师不同意写她？张老师半开
玩笑半认真地说：“写书？没人投资出
版走市场，别让你和出版社都亏了，现
在没多少人看书！”我为张老师的善良
涌起敬意和感动，也为这样一位老人内
心葆有的天真而差点笑出声来。实际

上也没啥采访的，她的故事早已传遍大
江南北，我也早做了充分的准备。那
天，我们谈得更多的是教育和农村女孩
出路的一些问题，不像采访更像闲聊。
经过10多年的采访宣传，用张桂梅老师
的话说：“我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末了，
她问我：“你待几天？”我说：“一两个
月。”她呵呵一笑又是摇头：“很多人都
这样说，但华坪小得很，估计待几天你
就走了。”

没想到张老师的话差点应验。由
于关注度高、采访人员多，为不影响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常的教学秩序，也
为保护张桂梅本就虚弱的身体，华坪
县对所有的采访人员进行统一安排，
并对采访的时间和人员进行限定。据
学校老师说，采访的人太多了，最多的
时候，有一天竟然有 13 家媒体去学校
采访！

学校进不去，采访的人员见不到，
我留下来干什么呢？

我重新换了家酒店，也不再依靠
安排的采访，拖着箱子找了家民用自
建房改成的小酒店。在华坪县深入生
活期间，我住在这家叫佳逸的酒店没
有挪窝，最长的一次住了 56 天。一是
因为这里方便，往东南方向走离华坪
女子高级中学不到一公里；向东北方
向走，离华坪儿童之家不过几百米。
二是因为这里价格便宜，80 元一间，没
有压力。

我在县城游走，观察看到的每一个
人，包括街巷的老百姓怎么生活，华坪
人怎么说话，附近村民进城来做什么。
我停下来后，发现一切都安静了，便暂
时摆脱了焦躁。

华坪县有条穿城而过的鲤鱼河，拦
河坝独具特色。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座
拦截河流的橡皮坝，将河水截成一个个
水塘和一道道小瀑布，既可储水亦可观

景，河水入城后，将橡皮坝一堵，河水再
没了奔腾不羁的气势，变得深厚平缓。

我爱在河边走，河畔有很多闲散的
人散步或锻炼身体，也有很多钓鱼的
人。当地人以为我是外地的游客或是
出差到此匆匆一瞥的过客，在河边与当
地人闲聊，我总是不经意地把话题引向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儿童福利院和张桂
梅。当地无论是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还
是街头的贩夫走卒，几乎人人都知道张
桂梅及她和学生的故事，人人都有话
说。保安、小饭店老板、钓鱼老翁、广场
舞大妈都能说出很多张桂梅和孩子们
的故事，滔滔不绝。

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访圈慢慢扩
大。由于现代资讯的发达，很多采访采
风活动在微信上也可以完成，比如采访
家长、毕业的孩子们。开始，他们对我
很戒备，但当我告诉他们，我在华坪县
的某个地方，在某个桥头，甚至在某棵
攀枝花树下，他们一下就觉得距离近
了，也就想把在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或儿
童福利院的故事讲给我听。

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旁观者和倾
听者，体会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对这位伟大师者的感激之情，听他们说
生活的艰辛以及孩子们走出大山的不

易。在闲谈中，一个全面的、立体的张
桂梅形象逐渐丰富起来。

写作和采访都很顺畅，但很多时候
内心却很煎熬，我为这样一位伟大的老
师与母亲，也为那些笔下的孩子们感动
和忧伤着，我曾多次在晚上沿着鲤鱼河
走出县城很远，没有路灯，没有人烟，一
个人在黑夜中又默默返回。

冬去春来，离开华坪县的前一天下
午，我去儿童福利院与张桂梅老师告
别，她比较吃惊：“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我以为你早走了！”

回酒店收拾行李那天，鲤鱼河又放
水了，橡皮坝瘪了，应该是下游要春耕
了。浅浅的河底，一群群小鱼在游。

离开华坪县前的那天上午，我沿着
那个走了多次的长长的斜坡，一个人走
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门口，又去了儿童
福利院。没提前联系也就没进去打扰
他们，两地大门紧闭，我没看见华坪女
子高级中学学生及福利院的孩子们，但
我知道他们就在里面。

离开华坪县的路口，红色的三角梅
丛中，有一只菜粉蝶飞飞停停。

这只菜粉蝶没有斑斓绚丽的色
彩，灰色的翅膀一张一合扇动着，毛毛
虫升空飞往远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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