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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旧书时，翻到女

儿上幼儿园时读的绘本，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那个阳

光明媚的下午，我靠在沙

发上，女儿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一起读《猜猜我有多

爱你》。讲这个故事时，我

年轻的声音有兔子般的温

柔，女儿一脸甜蜜，抱着我

亲了又亲。爱意和阳光将

我们母女包裹，我们沉浸

在温暖的阅读之中。

陪伴女儿读书是我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

刻意，而是像吃饭走路一

样自然。每个周末，我们会

去一趟书店或者图书馆，

女儿总是兴奋不已，小雀

般欢叫:“这么多书啊，世

界上有这么多书，我怎么

看得完呢？我选哪一本

呢？”我们像蚂蚁搬运粮食

一样把那些好看的书搬回

家，童话、诗歌、小说、科

普、自然，世界上没有一艘

非凡的船只能像一本书把

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而

且每一本书都像一扇任意

门，你想去哪里都由你自

己决定。

女儿喜欢男生贾里和

女生贾梅，她跟我复述这

两个有趣的人物时眉飞色

舞。女儿也喜欢《海的女

儿》，我听到她读书时忧伤

的叹息。我告诉女儿，小人

鱼的故事并不悲伤，她虽

然化为泡沫，却获得了属

于自己的灵魂，这是她追

求的生命意义。女儿似懂

非懂地点了点头。记得有

次她读到《儿童文学》中的

一篇小说，非要和我一起

再看一遍。小说写的是一

只猫和一只狗的生命陪

伴，读到结尾猫的死去，作

者的某句话突然堵住了我

的喉咙，泪水涌上眼眶，我

悄悄忍住。偷瞥女儿，她的

睫毛上正挂着晶莹的泪

滴。我们被文中同一处所

打动，好的文字如甘泉，一

遍遍洗刷我们的心灵，让

它变得纯净而澄澈。

女儿渐渐长大，她不

再读我指定的书，开始自

主阅读了。上初中时，她曾

和一帮同学迷上了充斥着

玄幻、穿越、“恋爱脑”的所

谓青春文学。为了扭转方

向，我又主动“陪读”，带着

女儿读三毛、读杨绛、读史

铁生、读路遥。我们探讨爱

情、理想、生活和命运，摒

弃那些快餐阅读，在经典

作品中认识世界和自己。

我们达到了共识：要让每

一次阅读成为一次身心的

光合作用，努力汲取养分，

因为好的阅读会使人看到

光明和希望。

不知从何时起，女儿

已建立了自己的读书体

系，当我和她聊起某个事

件，我惊讶地发现，女儿的

视野和思辨能力已远远超

越了我。有时候，因为相左

的观点，我们激烈地争论，

女儿常常引经据典，娓娓

道来。那个小时候追着我

问东问西的小女孩不见

了，眼前的女儿变得博识

而睿智。女儿不再问我读

哪些书，相反，我会跟着她

的书单去学习。我们的角

色好像互换了，从前是我

带领着她，现在是她影响

着我，我们共同读过的每

一本书里，都藏着成长的

足印和幸福的时光。

《从大象便便到再生纸》是一部

聚焦科普环保的儿童绘本，它收录了

全球范围内生态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诸多优秀案例，用色彩明亮的图画、

生动有趣的文字表现出来，鼓励孩子

们边读边玩，快乐地“捣鼓”起来，创

造身边的“万物循环”。

冰岛居民用温泉代替烤箱来烤

制面包，东非居民用摩托车的旧轮胎

做鞋子，危地马拉人用废弃塑料瓶制

造生态砖，秘鲁人通过捕捉雾气获取

水源，古代波利尼西亚人用椰子树制

造独木舟、房屋，泰国人甚至以大象

的粪便造纸……该书选取的故事涉

及人类的衣食住行，理念前沿而又贴

近生活，在妙趣横生的娓娓道来中，

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资源循环利用背

后的生态学原理与实用技术方法。

“泰国北部清迈的丛林中，有一

家大象便便造纸厂。这里的人们与大

象保护区密切合作，大量生产象粪

纸！”书中介绍，大象的食量很大，每

天都要花上19个小时进食，吃掉150

千克左右的食物，因此也会产生大量

的粪便。大象粪便所富含的植物纤

维，恰是制造纸张的主要原料。作者

简要勾勒了“象粪造纸”的基本步骤，

同时发出“拯救树木”的倡议：为了造

纸而砍伐森林，不仅影响生态平衡，

还有可能导致气候变化。其实，生活

中我们大多时候并不需要完美的纸

张，既然如此，或许可以多使用由废

弃物制造的、不太完美的“象粪纸”。

如何用废弃物建造一所学校？书

中提到，在危地马拉偏远而云雾缭绕

的森林中，当地的农民、儿童和志愿

者正努力为村庄建造学校，但他们没

有砌墙用的砖块、木头，甚至稻草，只

有遍地的塑料瓶。众所周知，塑料是

一种很难降解的物质，塑料污染已成

为人类的新挑战。危地马拉人收集了

大量的塑料瓶，往瓶子里塞满塑料

袋、吸管、零食包装袋等废弃物，用长

棍压实，然后把这些“生态砖”绑在铁

丝网上用来建墙，再用水泥封住墙

面，加上屋顶和木框架做整体支撑，

就能够建造出一所环保学校。而在南

非，“生态砖”还可以用作高架花盆、

棚屋和室外座位区。

能不能把黑乎乎的汽车尾气变

成墨水？书里讲述了印度学生阿皮特

的故事，他在路边摊买甘蔗汁时，注

意到烧柴油的榨汁机排出的烟尘，把

后面的墙壁染成了黑色。他转念一

想：是不是可以用烟尘粉刷东西，或

做成墨水呢？后来，阿皮特和他的朋

友们发明了一种能捕捉烟尘的过滤

机，此后升级的过滤器连接到了汽车

排气管，一辆汽车行驶45分钟，收集

到的烟尘足以制造 30 毫升墨水，能

填装 100 多支笔芯。就这样，影响人

类健康的汽车尾气，以更加环保的方

式实现了其“生命”的循环利用。

对儿童来讲，这个世界都是崭新

的，他们对日常生活物品的感知力，

远远超过了成人，他们会主动思考、

提出问题，并沉醉在自己感兴趣的地

方。而《从大象便便到再生纸》中一个

个新奇非凡的图文故事，正契合了孩

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对未知世

界的好奇心。这本书就像一位科学启

蒙老师，把“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变暖”等看似

遥远的词语，用孩子听得懂、也愿意

听的方式讲解，并让他们能够参与其

中。

人人可参与，万物皆循环。有研

究表明，学龄前阶段是孩子养成各种

良好习惯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

有助于只是在其头脑里留下深刻印

痕，进而成为一种“动力定型”。把环

保的种子“植入”童心，我们不仅会收

获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和良好习惯，还

将拥抱人类家园更加美好的未来。

“清澈的眼眸、柔嫩的脸颊、甜蜜

蜜的声音，一身的奶香味儿，我想，没

有人能拒绝一个孩子的亲近……”从

女儿牙牙学语起，葛少文就有意识地

记录下女儿仔仔的零碎话语，截至女

儿入读小学，不觉间竟积累了400多

次暖心表达，稍加整理后，便形成了

一本纯真可爱的亲子随笔集《童言趣

语》。在作者自然流露的笔墨中，可以

感受到育儿的真谛，不是拽起孩子走

进成人世界，而是蹲下身子耐心倾

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翻开书，一幕幕或搞笑、或温馨

的童言稚爱场景铺展开来，养育儿女

的辛苦自不必说，却又有着太多的幸

福与美好时刻。孩子脱口而出的那些

“小情话”，又傻又真，像一条小小的

溪流，浮动着彼此的岁月光影。

孩子，或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疗

愈大师。作者笔下的仔仔跟爷爷玩耍

时，会摩挲着爷爷粗糙有力的大手

问：“你的手怎么这么老？”不等回答，

她又问：“怎么才能不老？”见到妈妈

不开心时，她会大声喊：“妈妈，大拥

抱！”扑进妈妈怀里，学着妈妈哄她的

样子说：“摸摸毛，吓不捣（着）。”与脚

趾受伤的爸爸一起出行时，她会小心

翼翼地搀扶，麻利地一脚踢开前方的

小石头，提醒爸爸：“这儿还有（石

头），那儿也还有，你小心点。”没有目

的，没有功利，孩子只是真实地反映

自己的想法，然而越是如此，越容易

令人动容。

孩子的语言，率真之余，也有一

点专属的小心思，需要家长去用心理

解。“妈妈你在干嘛呢？”“我在养手串

呢。”“那我呢？”仔仔不解地问。酸溜

溜的醋意，跃然纸上。作者还讲述了

一则差点酿成“冲突”的故事：妈妈不

小心把积木掉到桌子底下，连忙弯腰

去捡。仔仔笑了一声：“你傻了，笨妈

妈。”妈妈很生气：“你和谁学的，不许

这样说别人，很不礼貌。”仔仔不语。

“如果你在幼儿园这样说其他小朋

友，人家就不和你玩儿了。”仔仔轻轻

一笑：“我在幼儿园不舍得说。”什么

傻呀、笨呀，不见得就是脏话，关起家

门讲，或许正是孩子向最亲近的人表

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世界上有一种语言叫作“婴语”，

能听懂的人，大概只有妈妈。书中提

到两岁的仔仔初学说话时的情景，吐

字不清，很难听懂她在说什么。“吞

肖，吞咩不撅肖，嘟嘟温梯袅，谒来风

与蹬，花蜗鸡多刀……”仔仔讲得一

脸陶醉，爸爸听得目瞪口呆，悄悄问

妈妈：“她在说什么呢？”“她在背《春

晓》。”作者不由感慨，无论孩子的读

音多么离谱，妈妈总能听懂自己孩子

的“婴语”。而这也成为了妈妈心中的

小得意，因为每当有家人对孩子的言

语不明所以时，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

转向妈妈：“她说啥？”

教孩子听话，不如听孩子说话。

除了记录女儿的童言趣语，书中还有

多篇“育儿遐思”，慢慢体味与孩子相

伴的每一道风景。而在提及为什么要

创作这样一本书时，葛少文表示：“我

想让她知道我们所有人对她的爱。我

想让这些爱成为她的精神底色，成为

她人生路上披荆斩棘的力量。”

倾听孩子的“小情话”，我们将拥

抱一片纯真无瑕的园地。孩子就像一

个小小的魔法师，让我们可以瞬间回

到童年，一起天真烂漫，一起简单纯

粹，任何的烦扰和痛苦都被轻松治愈。

童话本质是表达童心，但也是教

育父母们要学会理解童年。

法国剧作家尤内斯库《写给女儿

的故事》只有四个小故事。故事看似

很幼稚，实则大有深意。

1
清晨，两岁多的何赛特来找爸爸

讲故事。爸爸说：“从前有个小女孩儿

名叫夏克林（夏克林是家中保姆的名

字），妈妈叫夏克林夫人，爸爸叫夏克

林先生，两个姐姐都叫夏克林，所有

的人都叫夏克林。这么多夏克林去了

布龙森林，在那里遇到了他们的朋友

夏克林夫人和夏克林先生以及他们

的女儿夏克林。”

何赛特听得津津有味，保姆夏克

林说：“你要把这小孩儿搞糊涂了，先

生。”

夏克林带着何赛特离开爸爸去

商店。在商店里，何赛特真的遇见了

一个叫夏克林的小女孩。她开心地

说：“我知道，你的爸爸叫夏克林，弟

弟叫夏克林，娃娃叫夏克林……”

周围人都睁大眼睛惊恐地望着

她，只有保姆淡定地说：“别担心，这

是她爸爸跟她说的蠢话。”

爸爸说的真是蠢话吗？不是的。

他说的是童话，是小孩子成长初期混

乱而有趣的语言。一幅画，不必非要

画得像。一件事，不必非得有标准；一

种语言，不必非得规规矩矩。童年就

是毫无标准，它应当被允许有趣、胡

说、莫名其妙。

2
何赛特问爸爸刚才是不是在打

电话。爸爸说这不是电话。

女儿说：“不，这是电话。妈妈说

过，夏克林也跟我说过。”

爸爸却说她们搞错了，她们都不

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叫奶酪。而

奶酪的名字不叫奶酪，叫做音箱，音

箱的名字叫做台灯，天花板的名字叫

做地板。

何赛特懂了：“我一边吃我的枕

头，一边看着椅子外面，我打开了墙，

用我的耳朵走路，我用十个眼睛走

路，我用两只手指看。”

爸爸和小孩子是在胡说八道吗？

不是的。他们只是在以好玩的想法编

故事。孩子天生是写故事的高手，他

们眼中的世界原本就与成人规定的

不一样。孩子应当享受这种说奇奇怪

怪的话的权力。爱孩子，其实就是引

导与倾听的过程。

3
冬天的周末，爸爸不想出去。何

赛特说：“讲有爸爸和妈妈的故事。”

爸爸和何赛特开始编两个人出

去坐飞机的故事：他们穿上喜欢的衣

服，和所有人说再见。出门时告诉遇

到的邻居要去坐飞机。他们走过马

路，坐上公交车来到飞机场。飞机

“咻”地飞上天，经过自家屋顶，来到

了森林，又去了城堡、农场，最后飞到

云朵上面，吃了一块月亮。又飞到太

阳上面去，飞机融化了。他们只能走

路，还要快点走回家，因为饭菜要凉

了，妈妈会生气的。

爸爸和何赛特一人一句地说着

上面的话，妈妈走进来说：“你那些蠢

话会把她弄傻的。”

妈妈不懂爸爸，也不懂女儿。也

许读故事的你会懂，这个故事非常暖

心。当不能出去玩时，爸爸带着女儿

用语言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这个

过程中，女儿在现实与想象中穿梭，

既锻炼脑力，又在练习表达，实在是

一举两得。孩子渴望交流与表达，当

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吵

闹。而智慧的父母则会以疏为路，成

为蹲下来拥抱童年的人。小孩子的一

切行为，都是父母在点点滴滴中塑造

出来的。

4
爸爸在洗澡，女儿想进去找爸

爸。爸爸说：“我不在里面。”孩子说：

“你在哪儿？”

爸爸说：“我不知道，来找我吧，

我可能在餐厅里。”

女儿果真去找了，没有找到。爸

爸说你仔细找，看看桌子下面。女儿

找来找去，爸爸不在烤箱里，不在锅

里，不在餐馆里，不在门店底下，不在

口袋里。

当爸爸好不容易洗完的时候，他

走出门，说：“我在这里。”

有没有觉得这个父亲十分可

爱？小孩子的需求是父母的陪伴，他

们并不知道自己给大人造成了麻

烦。有的大人嫌孩子烦、不懂事，训

斥他们，总要求他们保持安静，却忘

记了孩子并没有什么错，他只是活

在自己的年龄里做自己以为正确的

事情。故事中的父亲懂得孩子，“骗”

孩子去找他，既让小孩子有事做，又

成功地洗了澡。

像这位父亲一样喜爱孩子的男

人还有很多。我们中国的文学家朱自

清、丰子恺、林良，都曾温情脉脉地写

下了很多关于孩子的生活场景。读这

些文字时，心是暖的。作家们知道孩

子是上天的礼物，不肯慢待。事实上，

当我们好好地爱孩子时就会发现，他

们回报给我们的远远胜于我们付出

的。孩子是天使、是光，是生生不息的

灵感源泉。

尤内斯库的这四个故事，听起来

仿佛都是爸爸和女儿间的蠢话。事实

上，它们满满的都是爱，是一个成人

对于幼儿以及童年的理解与尊重。

《写给女儿的故事》

[法] 尤内斯库 著
艾丁·德莱赛 绘
苏迪 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4月
ISBN: 9787020112005

理解童年 和孩子一起说“蠢话”
■ 商艳燕

《童言趣语》

葛少文 著
出 版 社：海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ISBN： 9787511060372

倾听孩子的“小情话”
■ 任蓉华

将环保种子植入”童心“
■ 刘学正

共读时光
■ 王晓燕

【
读
书
】

《从大象便便到再生纸》

[英]麦迪·莫特 著
[英]保罗·波士顿 绘
李璐 译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年2月
ISBN: 9787552039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