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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姜雅娟）法国小
说《小王子》至今已经被翻译成250多
种语言，征服了全球数亿读者。近日，
获得法国政府“教育骑士勋章”的诗
人、翻译家树才，做客上海闵行莘庄和
作家榜母公司大星文化联合举办的

“作家榜签售会”，直播解读《小王子》
精髓以及分享写作心得。

童心就是诗心
孩子是天生的诗人

“同学们在学校里已经读了很多
诗了，唐诗宋词大家都会背，想不想写
诗，当小诗人呢？”这是树才给孩子们
上诗歌课的经典开场白。近几年，树
才一直在教5岁至10岁的小朋友们写
现代诗，还出过一本《写诗真好玩：树
才老师给孩子的诗歌课》。

“人们常把诗看得很高很远，所以
经常说诗与远方。其实，诗就在我们的
身边。”树才告诉笔者，有一次他让孩子
们写关于树的诗，一个孩子无从下笔。
树才便让他下楼去，把院子里的三棵树
仔细地摸一遍，再用耳朵听树上的鸟叫
声，用眼睛观察树叶的颜色。不一会
儿，那个孩子回来了，很快就写出“树叶
像想飞却又飞不走的鸟儿”。

“如果，这个孩子不去亲近和观察
这三棵树，他是写不出诗情画意的。”
树才认为，“诗不是概念，也不是知识，
而是通过身体去感受、去发现自己与
某个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诗。生
命自带诗性，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是天
生的诗人。”

诗意如山中泉水
从心灵自然流淌

如何教孩子们写诗？树才会告诉

孩子们：“你们做梦的时候，诗是远方，
但是，当你们一睁眼，诗与远方就在你
们的眼前、你们的脚下。其实，生活
中，你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每一种变
化都蕴含着诗意，就看你能不能发现
其中美丽的诗意，并用鲜活的词语将
它记录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一
起写诗，树才擦亮了孩子们“发现诗的
眼睛”。

“孩子也许从来没写过诗，但是在
他们天真的语言里，在他们跟万物接触
时，都蕴含着诗意。”树才鼓励孩子们把

对生活的感觉用诗的形式写出来。
树才从来不讲什么是隐喻、什么

是象征。但是，孩子们天然就会。
“这就像一座山本来就蕴含了很

多山泉，我只是在石头上开个孔，泉水
就流出来了。”树才把诗歌教学比喻成
寻找泉水。

句句含情朗读
令文字充满魅力

《小王子》充满了诗的隐喻和寓

意，树才翻译的《小王子》充满诗性
表达和童趣，入选“作家榜经典名
著”后靠读者口碑热销近50万册，被
业内誉为：“一定不会再有比树才先
生翻译的《小王子》更完美了。因为
他是一位天真得如同安托万·德·圣
埃克苏佩里一样的诗人，他的文字
干净、优雅。”。

对于译作《小王子》受到的广泛好
评，树才向笔者吐露了翻译技巧：“诗
的语言是流动且带着节奏感，所以翻
译《小王子》时要找节奏感，找节奏最
好的方式就是朗读。”因此，他翻译每
一个句子都要朗读，读起来感觉多了
一个字就把它去掉，哪少一个字就把
它补上。

有教孩子们写诗的经历，树才对
孩子的语言有更多的了解。笔者获
悉，翻译《小王子》时，为了能让孩子们
看得懂，树才尽量翻译得简单、简明、
简洁。“越是简单的东西翻译起来越困
难”。为此，他付出了不少心血。比
如，书中，狐狸和小王子关系的建立过
程，一开始树才选择的是“驯服”，后面
又改为“驯养”。“因为‘驯养’比‘驯服’
要准确得多，前者是相互建立关系的
过程，而后者是强迫征服的、凌驾其上
的。”就这样，一词一句的雕琢，让《小
王子》句子简单，却又包含了深刻的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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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小王子》这本书中狐狸告诉小王子的
话，树才也是这样做的。“我定稿的时
候，会全神贯注地朗读自己的译文，用
母语感受文学的魅力，注重如何用母
语将译文表达得更加顺畅优美。我相
信每一个读过《小王子》的人都会爱上
小王子，无论小孩还是大人阅读都有
助于永葆童心。”

本报讯（记者 魏星 通讯员 李
月婷）近日，“以百县千校科教行 喜
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的2022年科技
教育乡村行活动走进开州区。西南大
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何华伟教授
受邀为开州区临江中学、开州区赵家
街道中心小学的学生作科普报告，满
月小学、大进小学、雪宝山小学、巫山
小学、大德小学、镇东初中、天和初中、
九龙山初中8所中小学线上同步观
看，受益师生达2000余人。

报告中，何教授以“改变历史的动
物——蚕”为题，详细介绍了蚕的成长
过程、蚕丝的用途、新品种培育以及蚕
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塑造了学生对蚕
桑相关知识的认知。

报告为学生科普蚕桑知识的同
时，也为学生描绘了未来美好蓝图。
深入浅出的讲解让现场学生踊跃参
与，时而认真聆听，时而凝神思索，现
场气氛热烈。本次科技教育乡村行
活动不仅是学生学习蚕桑文化的窗
口，了解蚕桑科学知识的一个途径，
更是引导学生认知生命与承担责任

的重大尝试。让学生了解中华优秀
的传统文化，深入了解、发掘自然科
学的独特魅力，有效地增强了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更激发了
学生的科学梦想，树立了学生的创新
意识。

此次活动是2022年开州区全国
科普日系列活动之一，通过专家进校
园的形式为青少年们提供丰富的科普
盛宴，普及了科学知识，传播了科学方
法，弘扬了科学精神，营造了讲科学、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助推开州区青少年科学素质的提升。

据悉，2022年“科技教育乡村行”
（重庆）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在长
寿区、垫江县等10个县（区）100所农
村中小学校，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深入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通过“五个
一”即一支专家队伍，一批科教阵地，
一个资源平台，一次“科技教育乡村
行”联合行动，开展一项“她·未来”女
童科技教育专项活动，从队伍、阵地、
资源、品牌等方面推动建设高质量乡
村青少年科普服务体系。

本报讯（通讯员 杨贵中）2022
年6月，由重庆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
重庆市创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
博士干勤教授组织带领，汇聚了来自重
庆科技学院能源、冶金与材料、经济、管
理、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法学等专业博
士组成的多学科交叉编写团队，出版了
国内首本高校素质教育通识教材——
《双碳与生活》。

该教材编写团队是在重庆科技
学院双碳教学科研团队的基础上组
建而成的。重庆科技学院长期依托
石油与冶金两大行业办学，2006年建
成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
2019年获批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省
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2022年获批第
二轮重庆市智能零碳学科群立项建
设，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形成了较
为深厚的学术积淀。重庆市创新文
化研究中心是省部级新型科技智库
平台，聚集了一批重庆市优秀年轻学
者。团队依托学校和平台，聚焦双碳
等领域，在教学、科研、决策咨询等方
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基础。

该教材在介绍碳达峰、碳中和及
相关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从行为链、
产业链、技术链、成本链和制度链等
不同角度讲解碳排放及控碳措施，分
别提出了个人控碳、生产控碳、技术
控碳、机制控碳和制度控碳等路径，
创建了“五链五控”的知识体系；首次
从国家承诺、行业举措、地方示范及
基层治理四方面，对碳达峰与碳中和
的中国方案进行叙述。

在技术控碳方面，该教材介绍碳
循环、碳捕集、碳转化、碳封存、碳监
测、碳智慧的概念及原理，并介绍了
下一代通信技术、元宇宙等未来技术
在双碳中的应用。

该教材力求将教学与研究、共识
与焦点、服务与普及等深度融合，力求
夯实“3060”目标行动的教育启智与人
才培养基础。教材是一本教学之作、
系统之作、科普之作，期冀能为国家碳
中和之路提供更多的力量。该教材主
要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
的素质类、通识类课程教材，也可作为
研究生及相关领域人员的参考用书。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
法国教育骑士勋章得主树才做客“作家榜签售会”分享写作心得

树才（左一）做客作家榜直播间和读者分享写作心得。 （受访者供图）

高校首本
双碳素质教育通识教材出版

2022年科技教育乡村行活动
走进开州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