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第三期推荐的《宝葫芦
的秘密》，得到了许多读者喜爱。有读者称：“无论
大人还是小孩，都能从妙趣横生的童话故事中得到
启发。”

《宝葫芦的秘密》是著名作家张天翼1958年创
作的童话。故事中，小学生王葆在梦中得到了一个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从此，他贪图享受宝
葫芦给他带来的“快乐”。可是，这种不劳而获的

“快乐”给他带来了无限苦恼。最后，他下定决心和
宝葫芦一刀两断。

面世60余年来，这部作品陪伴几代人成长，还
于今年4月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它
为何能经受住时间考验？该书又有什么艺术特
色？5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资深媒体人、
书评人、作家傅小渝。

时隔50年仍记得精彩情节

重庆日报：您是什么时候阅读《宝葫芦的秘密》
的？这本书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傅小渝：阅读这本书大概是1965年小学四年级
暑假吧，这本书是爸爸买给我们兄弟仨的，两个哥哥
看完后，我才接着看。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
较匮乏的年代，有书读就很知足了，有童话书读更是
十分幸福。阅读这本书时，我如获至宝，被童话中一
个接一个的悬念深深吸引，一口气就读完了。这本书
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50多年过去了，我仍记
得书中的精彩情节。

重庆日报：《宝葫芦的秘密》传递了怎样的价值
观？

傅小渝：这部作品告诉我们，辛勤劳动、踏实学
习工作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得他人的
认可和尊重。那些平白无故得来的东西，不仅不能给
人带来快乐，还极有可能让人走上歧途。

将童话手法与小说手法融为一体

重庆日报：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傅小渝：这部童话采用了独特的创作手法，将

幻想与现实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也将童话的手
法与小说的手法融合在一起，使童话的幻想夸张
融入小说的通真描绘中，从而创造出虚实相生、真假迷离、引人入胜的
故事情节与艺术氛围。

它让小读者通过一场虚拟的梦去经历错误，也经历成长，独自面对
伴随每一次“惊喜”带来的后果。在书中，王葆想要什么就会飞来什么，
却根本没想过，这每一件不劳而获的天降之物都是他人劳动的成果，梦
想成真变成了不敢声张的“窃取”，自己一不小心竟成了一个不良少年
的“挚友”和“偶像”，如此得来的好吃好玩之物，并不能给他任何快乐，
反而成了他避之犹恐不及的“秘密”。

这部童话的故事场景和人物，都取自现实生活，小读者进入其
中，身临其境，每一个情节发展都与孩子的成长年龄合拍，所以才能
打动孩子，让他们从一场自己挖坑的荒诞奇遇中，去获得宝贵的人生
体验。

重庆日报：您对张天翼作品的整体印象如何？
傅小渝：张天翼曾提出，儿童文学必须向孩子们讲“真的事情”“真

的道理”，不应开口闭口总是“从前”“古时候”。他自己就是本着这样的
主张而创作的，《宝葫芦的秘密》就体现出他的创作理念。这部作品没
有空洞的说教、生硬的灌输，而是引领读者走近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童
话中，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故事启迪读者。

家长要成为孩子的“阅读辅导员”

重庆日报：您认为这部作品为何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傅小渝：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它的故事性比较强，而

且也贴近孩子的生活，尤其是将王葆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活灵活现；其
二，它的语言风趣幽默，给读者带来清新的阅读感受；其三，故事中包
含着一定的教育意义，让孩子能够通过阅读懂得如何追求进步，做优
秀的孩子。

重庆日报：现在不少孩子痴迷于网络游戏，对阅读兴趣不大。您认
为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傅小渝：从小有阅读力的孩子，在品格、想象力、思辨能力、动手操
作能力方面都有比较优秀的表现。

我建议，家长要成为孩子的“阅读辅导员”，多抽些时间陪孩子阅
读。家长还可以和孩子讨论书中的故事情节，培养孩子的思考和表达
能力。家长还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因为早期阅读，重要的不是让孩子读
到多重要的书，而是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让他们爱上阅读，从少年开
始就与书香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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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舒

去年在巴黎，我去了拉丁区著名的
人文景点先贤祠。这是一座模仿罗马
万神殿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供奉着法国
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伏尔泰、卢梭、居
里夫妇、雨果、大仲马等等。《小王子》的
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也在其
中。

入祀先贤祠，对于法国人来说，可
是至高无上的殊荣，两百多年来，仅有
72位人士获此殊荣。

大学时，我就读过法文原著《小王
子》，知道其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
佩里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他是
一个小说家、诗人，又是一个飞行员，
1944年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踪。《小王
子》正是他在失踪之前两年的1942年
写成的著名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这篇只有短短两万多字的童话式
故事，却登顶“人类有史以来经典读物”
书单，被誉为“每个人不可不读的心灵
之书”，被译成30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
拥有数亿读者。

《小王子》的主人公是来自外星球
的小王子。也许因为作者曾经是一名
飞行员吧，书中以一位飞行员为故事叙
述者，讲述了六年前他因飞机故障迫降
在撒哈拉沙漠遇见小王子的故事。

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
球，经历了对六个星球的历险，遇见了
国王、爱虚荣的人、酒鬼、商人、点灯人、
地理学家、蛇、三枚花瓣的沙漠花、玫瑰
园、扳道工、商贩。这些角色虽然各有
其荒唐，或权欲熏心，或爱慕虚荣，或颓
废贪杯，或财迷心窍，或冥顽不灵，或脱
离实际，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过于关注
外在，从而丧失了用孩童之心去感知世
界的能力，也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与快

乐。
飞行员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不喜欢

这样的世界，并告诉读者自己是个爱幻
想的人。

这本书以小王子孩童的眼光，透视
出成人世界的空虚、盲目和教条，用天
真澄澈的语言写出了人类的孤独寂寞、
随风流浪，同时表达出作者对纯真的讴
歌。

小说的叙述者——一个飞行员，毋
宁说他就是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
佩里本人，在本书的第四章就指出了成
人世界的荒谬：

大人热爱数字，如果你跟他们说你
认识了新朋友，他们从来不会问你重要
的事情。他们从来不会说：“他的声音
听起来怎么样？他最喜欢什么游戏？
他收集蝴蝶吗？”他们会问：“他多少
岁？有多少个兄弟？他有多重？他父
亲赚多少钱？”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
他们了解他。如果你对大人说：“我看
到一座漂亮红砖房，窗台上掰着几盆天
竺葵，屋顶上有许多鸽子……”那他们
想象不出这座房子是什么样的。你必
须说：“我看到一座价值十万法郎的房
子。”他们就会惊叫：“哇，多漂亮的房子
啊!”

当我再一次翻开《小王子》这本书
时，我已不再年轻，更不再是个孩子，我
已走过了人生的一半，这时候，我才真
的读懂了这本书。所以有人说，虽然
《小王子》是一本童话，但却也是一本写
给成年人的书。

试想，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我们
是否都在一天天以世界的标准、外在的
标准、他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有多少人
追逐的是比别人大的房子、比别人好的
汽车品牌，而不是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
东西，真正让自己安宁和放松的兴趣、
爱好、价值？

这恰恰是成人感到不快乐、无意义
的根源。

事实上，我们是否快乐，更多地取
决于主观，而非客观。

正如书中狐狸告诉小王子的：“看
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重要的
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如果说，在这
里，“重要的东西”指的是生活的价值、
意义，那么“心”，则代表内在的感受。
只有用心，且用一颗孩童之心去感受，
你就会发现世界的美。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我们互相
看到，是因为我们想看到。”或许也说明
了体验与幸福，来源于“心”的追逐。

换句话说，幸福感，来源于爱与责
任。

正如小王子曾经以为他在B612号
小行星上的玫瑰是全宇宙仅有的一朵，
后来却在走进一个花园后，发现五千朵
和那朵玫瑰一模一样的花，他为此伤心
欲绝，却在经过狐狸的点拨之后恍然大
悟，他回到花园，对玫瑰们说：

“路人会认为我的玫瑰和你们差不
多，但她比你们加起来还重要，因为我
给她浇过水，盖过玻璃罩，因为我为她
挡过风。因为我为她消灭过毛毛虫。
因为我倾听过她的抱怨和吹嘘，甚至有
时候也倾听她的沉默，因为她是我的玫
瑰。”

或许这就是爱与责任。

当我们用纯真的孩童之心去感知
世界的时候，或许我们就能感知到爱；
当我们付出责任的时候，或许我们就
能感知到幸福；当我们付出行动，我们
就会感知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
在。

所以，孩子们，去读这本书吧，用你
们不曾被污染的眼睛和心灵。

所以，成年人，带着你的孩子去读
这本书，再做一次“小王子”吧。记得保
持你们的眼睛，你们的心灵，永远不被
污染。

永远记得，用孩童之心感知这个世
界。

再做一次小王子吧
用孩童之心感知世界

□唐利春

初夏的傍晚，一缕斜阳透过玻璃窗
轻洒进来，在翻开的书页间跳跃，惊扰
了一段清静的时光。我和女儿乐此不
疲地整理着杂乱无章的书房，翻翻捡
捡，思绪翩然，回顾它们来到我家的过
程，仿佛回到那一段已然逝去的时光。

《爱的教育》依然占据着书架重要
的位置，已上大二的女儿重新翻看，重
温当年稚嫩的读书笔记，说这本书是陪
伴自己成长的亲密朋友，并因此而爱上
了阅读和写作，一定要珍藏起来，以后
与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一起成长。看
着女儿阳光自信的笑脸，我的心头不禁
涌动着一股温情和快乐。

一本好书，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
一生，更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爱的教育》原名为《心》，是意大利作
家亚米契斯创作的日记体小说，以一位
名叫安利柯的四年级小学生的见闻感
受展示他一个学年的生活，其间穿插着
老师带领学生共读的“每月故事”，还

有父母为他写下的许多具有启发意义
的文章。

文中没有乏味的说教，也没有豪言
壮语，只是以一个小学生的眼光审视身
边的美与丑、善与恶，感知和领悟生活
中无处不在的细小却令人温暖的情意。

正是这些看似平凡、实则真实可信
的记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爱的世界，
认识了一群心中怀着爱的人，他们有的
家庭贫困，有的身患残疾，但仍然积极
乐观，阳光般灿烂。老师之爱、学生之
爱、父母之爱、儿女之爱、同学之爱……
爱犹如一股清泉，流淌在字里行间，流
进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心灵,也感动
了众多教师和家长。

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社会、学校、
家庭的多方面努力。而家庭是孩子生
命的摇篮，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在12月
的“小石匠”中，当“小石匠”来安利柯家
做客时，衣服上的灰蹭脏了沙发，父亲
提醒儿子不能当着“小石匠”的面去弹
掉沙发上的灰，要给予同学应有的尊
重。在2月“街路文明”中，因安利柯的
父亲从窗口看见儿子过马路时撞了一
位女士,便写信给儿子，教导儿子在公
共场合要尊重他人,规范自己的行为。
在4月“卡隆的母亲”中，安利柯的母亲
拒绝当着刚失去母亲的卡隆的面拥抱

儿子，而是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着卡
隆，以免引起卡隆心中的孤独与哀伤。
在5月“畸形儿”中，她不让儿子进校
门，出来后对儿子说:“我之所以不让你
进去，是因为不想让那些不幸的残疾儿
看到你，你这健全的身体，会让他们多
么艳羡而失落……”

这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中，父母一起
参与孩子的成长，一起陪他沐浴阳光风
雨，一起去感悟生活中点滴的美好，并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导和启迪着孩子，
无需太多的说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自然
会使孩子的行为成型。

细心呵护方能静待花开。“每个孩
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
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
地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
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颗还没动
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
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
着长大，陪着他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
不是一种幸福。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
会开花，因为他是参天大树！”

多么美好的一段话，但是很多父母
却并没有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他们
只看到了“静待花开”，而忽略了“细心
呵护”。

《爱的教育》中，每一个月父亲或母
亲都会给安利柯一篇寄语，言辞恳切，

感人至深，有亲情的交流、行为的示范，
有细腻的引导、关键事件的告知，他们
俯下身来，做孩子的朋友，用坚韧而又
亲切的笔触轻轻地敲开孩子的心扉，教
会他如何与同学化解矛盾、合作共赢，
如何善待他人，珍惜友情，如何热爱乡
国，帮助弱者。从小在孩子那块心灵的
沃土上播下爱的种子，让其随着年岁增
长，这颗爱的种子，一定会长成为别人
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爱的教育》中穿插有10篇主人公
安利柯阅读课学习的“每月故事”，每篇
都催人泪下。12月故事“佛罗伦萨的
小抄写员”里，爱爸爸胜过爱自己，就算
被父亲误解，就算再苦再累仍坚持夜起
偷偷替父亲工作。3月故事“洛马格那
的血”里，曾经叛逆的小男孩在关键时
刻勇敢地保护了带大自己的外婆，牺牲
了自己。5月故事“六千里寻母记”里，
小男孩历经艰难险阻，尝遍人生酸甜苦
辣，终于找到奄奄一息的妈妈，患难的
母子得以团圆……这些小故事，充满了
感动和爱，不仅使书中的人物受到熏
陶，让看书的儿童受到启发和教育，身
为家长的成人更应该有所悟。

父母与孩子，既是一场缘分，更是
一场修行。让我们与孩子共同乘上

“爱”的小舟，用心体会一路上的鸟语花
香。

别当着“小石匠”弹掉沙发上的灰
——《爱的教育》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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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世界上也有五千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
的玫瑰。

●夜里，你要抬头仰望满天的星星，我那颗实在太小了，我都没法指给
你看它在哪儿。这样倒也好，我的星星，对你来说就是满天星星中的一颗。
所以，你会爱这满天的星星……所有的星星都会是你的朋友。

●对我而言，你只不过是个小男骇，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
需要你，你也同样用不着我。对你来说。我也只不过是只狐狸，就跟其他千
万只狐狸一样。然而，如果你驯养我。我们将会彼此需要，对我而言，你将
是宇宙唯一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
我就越感到越幸福。

●仪式是什么？它使得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日子，某个时刻不同于其
他时刻。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

●我会倾听她的一切声音，发牢骚也好，知吹嘘也罢，甚至沉默不语，我
都会倾听，因为她是我的玫瑰。

●你知道吗，人在难过的时候就会爱上日落。

●如果不去遍历世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但
我们一旦遍历了世界，却发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那美好的地方去了。当我
们开始寻求，我们就已经失去；而我们不开始寻求，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自己
身边的一切是如此可贵。

●“我今天也要回家了。”“路好远也很艰难。”

对话

重温这些经典句子
你是否已经热泪盈眶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