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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离家的人们总是不

远千里返乡与家人团圆，带着孩子挂灯

笼、贴对联、堆雪人、吃汤圆，与家人围坐

在一起，嗑着瓜子、聊着家常，共同迎接新

生活和新希望的到来。儿童绘本《团圆》就

以江南水乡的春节为主题，讲述了留守儿

童毛毛与父母团聚又离别的故事。

春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团圆》的创作

手法十分巧妙，借用蒙太奇的电影手法，

在不同角色、场景的转换间，以一段温暖

感人的春节团圆故事，勾连出一幅热闹

欢乐、流传千年的春节风俗图。

团圆是春节最重要的主题，无论是

支持儿子勇敢闯世界的年迈祖辈，还是

留守家中渴望父母归来的主人公毛毛，

亲人的归来就是给他们最好的春节礼

物；而对书中毛毛父亲那样在异乡打拼

的人而言，不管有钱没钱，不管归家路途

多远……只要能回家与亲人团圆，就能

让跋涉的脚步和漂泊的心灵得以安放，

这就是春节的核心价值。

“浓浓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年之

中最具烟火气的时刻莫过于春节，美食

是春节文化的载体，小小的汤圆象征着

团圆和家庭的温暖，而包入的“好运硬

币”则饱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

的是数千年“年文化”的文明积淀与文化

蕴含。挂灯笼、贴对联、舞龙灯是春节的

重要习俗，体现着对幸福、繁荣和吉祥的

美好期望，也代表着中国人对新年的盼

望和祈愿。

春节既是我们隆重而熟悉的节日，

更是骨肉亲情的集中体现。随着时代的

变迁，我们所看到的春节一直在“变”，然

而所感受到的团圆情意却从未改变过。

《团圆》一书中，作者用精妙的结构、丰富

的细节，绘者用精致的描摹、耐人寻味的

画面，呈现出传统新年的欢乐氛围、留守

儿童的情感渴望和平淡生活里的情深如

海。

对留守儿童而言，春节是最有意义

的节日，因为只有这段时间他们才可以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团圆》用几句简单

的话：“我远远地看着他，不肯走近。”“镜

子里的爸爸越来越像以前的爸爸了！”用

“母亲接过父亲行李，欢喜雀跃跟父亲交

谈，而女儿偷偷躲在门口张望”的对比画

面，勾勒出留守儿童细腻敏感的精神世

界，让人们看到一颗渴望父母陪伴的心

灵。一枚包在汤圆里的“好运硬币”串联

起毛毛对父亲爱的历程，她跟父亲一起

包汤圆、依偎在父母怀中入睡、骑在父亲

肩膀上看舞龙灯、将硬币放在父亲的手

心……父亲在家的时光虽然短暂，却在

用心用情补偿家庭，重建女儿对自己的

信赖。随着《团圆》的场景流转，毛毛渐渐

感受到完整家庭的温暖和爱的抚慰，对

父亲的依恋溢出图画，清晰还原出无数

留守儿童在春节期间，对父亲“生疏—依

恋—不舍”的情感流动。故事的起落间一

直萦绕着丰沛情感和深厚意蕴，让我们

都能体会到人生总是在分别和团圆的路

上，更感知到悲与喜的交织，这是一直谱

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动人故事。

梁晓声在《几个春节一段人生》里

说：“亲情是春节最高质量的标志……亲

情是在我们内心里的，不是写在日历上

的。”只要家人在一起、心连在一起，每个

春节都是最盛大的节日。祝愿所有的家

庭都能在即将到来的佳节里迎来团圆。

学校准备给小学生们买一批新书

了。作为图书室老师，我自然责无旁

贷，一面和语文组严谨筛选好书，一面

想：不如借用小读者们的兴趣喜好，帮

我剔除不好的书。

上周五，我让三（2）班同学在图书

室向我推荐3本“最不喜欢看的书”并

陈述理由。今天中午，正好又是这个班

的同学先到图书室，我就请她们每人

再找3本“自己最喜欢的书”推荐给

我。

几分钟后，有3个小女生吵吵闹

闹地来到我办公桌前，因为一本书里

的插图，3人产生了争论。

一个女生说：“这是一本坏书！因

为有个女人没穿衣服。”

另外一个女生说：“旁边还画着可

怕的恶龙，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呀？”

围观中，我看见有个小女生回头

望向了后排的另一个女生，偷笑的表

情间，传递出感到不好意思的回避感。

于是，我让其中一个女生把图指

给我看。原来是一本叫《穿越夜空的疯

狂旅行》的书里的插图。这本书的作者

瓦尔特·莫尔斯从画家古斯塔夫·多雷

的数万幅画作中挑选出21幅插图，以

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演绎出一个漫长

的故事。

我特意查了一下，古斯塔夫·多雷

是19世纪法国的版画家，他以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融合精致写实的风格描绘

精灵神怪而闻名于世。

面对这群9至10岁的小女生，我

顿时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借图普及性教

育的好机会。可从哪儿说起呢？说文化

差异吧，我感觉话题太大；说观念对错

吧，又感觉二元对立太狭隘。我既不想

误导学生，又想让学生明理善思。

于是，我理了理思路，想到图，我

忽然有了个主意。我问女生们：“你们

去影院看过《美女与野兽》这部动画电

影没有？或去书店看过《格林童话》中

类似的插画情节吗？”

这时，书桌前面的女生点了点头。

我问她们：“《美女与野兽》中，被施魔

法变成狰狞野兽模样的王子和美丽善

良的公主共进晚餐的画面，是不是也

有一种鲜明的视觉冲击感呀？”

女生们点点头，我继续说：“这其

实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中外审美观

念不同，并没有对错。在艺术家眼中，

画的就是艺术。”

女生们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见她们虽然也在表示认可，但脸上

还是有不解的表情。我停了几秒，换了

个思路，继续说道：“在生理课上，老师

应该教过你们要保护好自己身体的隐

私部位这些知识吧？”

女生们继续点头，说：“对，老师说

裸露身体是不好的。”

我接着说：“女生有爱护身体的防

范意识是好的，老师教得对。只是，如

果单从是否裸露身体，就简单判断人

是好是坏、或书是好是坏，可能会因为

片面而判断失误。比如说在夏天，人们

去室内游泳馆，穿泳衣身体自然就会

有大面积裸露，难道这就坏吗？所以，

这里面也存在观念与看法问题，凡事

不能简单论对错。”

我又指了指书中插图说：“就像你

们生理老师讲的，每个小男孩、小女孩

都会经历身体的成长发育。你们现在

还小，再过几年到了青春期，逐渐有了

第二性征，就会逐渐像画中那样，出现

每个成年女性都会有的身体特征，就

像你们妈妈那样的状态，这都是很自

然的身体变化过程。”

那群女生听完这话，表情都变得

自然了许多，有人似乎若有所思，但已

不像一开始那样惊奇和羞怯。后来，大

家又开始分头找书，对图书进行新的

探索。

之后，我细想这个“小插曲”，觉得

对自己的教育工作有新启发。孩子们

现在所学，就是在为未来进入社会做

准备，而社会环境远比书本复杂。我希

望孩子们既保有好奇心、愿意一如既

往探索知识，以免除无知，又能对书中

道理、老师所讲，包括我的看法，都有

理性判断和个人主见，学会不盲从，能

正确分辨什么适合自己，而对不适合

自己的，他们也懂得自我保护。如果

说，这也是教育的正向意义，那么一

图、一字、一文，也都能创生出好的教

育场景，关键看如何引导。

《我听见这世界缤纷》是被称为中国版的“海伦·凯勒”吴晶撰

写的自传，获得中国盲协特别推荐，讲述了吴晶从一位自幼失明的

乡村盲人小童，一步步成长为国际知名的音乐演奏家和中外交流

活动家的成长历程。

这是一本流淌温暖的书。一路走来，爱给了吴晶前行的力量。不

论是中国的老师、同学，还是外国的“爸爸”和“奶奶”，都给了吴晶无

私的帮助和关爱。在家里，父母为了她，选择了只生一个孩子。在扬

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尤老师夫妻和班主任给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在南京外国语学校，由于有巴特校长的爱，她有幸成为南外历史上

第一个盲人学生。步入社会，吴建华夫妻、梁正中夫妻从经济上、精

神上给了她莫大的支持。在国外，施奈德夫妇、诺玛奶奶给了她家一

般的温暖。他们的爱，使吴晶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并想通过学习，“可

以帮助那些同样勤奋好学的儿童改写他们的人生旅途”。

这是一本催人奋进的书。吴晶在书中写道：“我不断想要突破

黑暗的限制，挑战自我，为我自己，也为更多同样看不见的人，去尝

试、去探索、去拥抱这广阔而缤纷的世界。”她1岁失明、7次病危，

却成为了国家级的短跑运动员，夺得14枚金牌。对大多数盲人来

说，能读到中专、从事盲人按摩，已经是不错的人生了。然而，升入

南京盲校中专部的吴晶不想一辈子守着一间小按摩店工作、过活。

她毅然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音乐，并付诸行动，希望用自

己的努力告诉所有的盲人兄弟姐妹们：我们还可以有别的路走。她

通过中国残联的一位领导，获得了中央音乐学院韩国良老师的电

话，向韩老师大胆地说出自己想学音乐的想法，争取到了面试的机

会。最终，因当时学院无盲文乐谱无法入学，而不得不遗憾地回到

南京。不甘心的她又打电话给曾在广播电台主持过英语讲座的格

里高利·巴特先生，幸运的是巴特那时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教书，热

情地邀请她到南外读高中。吴晶成为南外录取的第一个盲人学生，

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刻苦学习，每

天只睡4个小时，最终从南京外语学院毕业，并收到了许多名校的

录取通知书。

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我一直都希望我的父母能够有尊严

地、开开心心地做父母，我非常希望自己能让他们有一种为人父母

的自豪感。我希望他们能因为有我这样的一个孩子而感到骄傲。”

这是《我听见这世界缤纷》的题记。吴晶做到了，她不仅成为父母的

骄傲，还为残疾人带来了希望。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吴晶的母亲看

到她被普通学校拒之门外后，也曾痛苦过、失望过。吴晶无法进入

中央音乐学院后，也生出过极端想法。但她们最终都没有选择放

弃，而是努力地寻找着机会。“如果更多机会还没有来临，那么，我

就为自己创造机会。”吴晶在前往美国读大学的飞机上，记录下当

时的心境，其中有句：“虽然我看不见，可是我可以通过努力，让别

人看见我。”

吴晶的生命故事是一

部充满坎坷与奋斗的史

诗。读完全书，你不仅认识

她，进而认同她，还会从她

的故事中收获温暖、力量

与希望。

年终岁尾，影院里一部接着一部的新片争先恐

后地登上贺岁档舞台。在主打欢乐喜庆的氛围中，

有一部作品却显得有点特别——《小小的我》。

在传统观念里，“脑瘫”往往被简单地与智力低

下划等号，但这部电影却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让

我们看到了脑瘫患者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有着向往

的未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

《小小的我》从一位脑瘫患者刘春和的视角出

发，记录了他20岁高考后暑期的普通生活，清晰地

展现出了许多平日里被我们忽视或难以触及的角

落。它是一部剧情片，但更像一部纪录片。影片没

有意味深长的铺垫，也没有跌宕起伏的转折，把所

有汹涌剧烈的感情都隐藏在平静自然的日常生活

中。刘春和就像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

的梦想和追求。他努力考大学，梦想做一名老师。

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付出的艰辛比常人要

多出很多，但他从未放弃。

影片没有刻意放大角色的苦难，而是通过细腻

的情感描绘让观众与角色共情，感受着刘春和的喜

怒哀乐，以及他的成长、进步。

妈妈对刘春和的爱，充满了复杂和矛盾——在

妈妈眼里，春和似乎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她希望

儿子成长，却又常用自己的意愿绑架儿子的选择；

她将春和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又很难从思维

和情感上分开；她对春和的保护欲很强，却常常忽

略他的真正需求。

而外婆的存在就像一道温暖的光，照亮了复杂

母爱的阴影部分。刘春和的外婆是一个乐观的老

太太。影片中，外婆这个角色很讨喜，因为外婆把

春和当一个完整的人对待，她积极地参与春和的生

活——为春和过生日，邀请大家一起庆祝；陪春和

去各种地方应聘；虽然晕车，但始终坐在后座陪春

和练车；在老年合唱团缺鼓手时，毫不犹豫地推荐

春和……这种态度让我们看到，真正地接纳是尊重

春和，把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完全正常的成

年人的存在，而不是因为身体的缺陷就特殊对待。

影片更引发我们对儿童心理健康、特殊教育等

问题的思考。春和的浴池旁边的无障碍设施、春和

床上方的拉环……这些细腻而真实的细节，无不体

现出影片的用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电影中有很多令人感到刺

痛的细节：在公交车上，春和主动给一对母子让座，

孩子的笑灿烂纯真，而母亲却略显回避；在培训机

构，春和拿着优异的成绩去试讲，孩子们听得津津

有味，可培训机构的老师却婉拒了他；咖啡厅老板

给了春和一个工作的机会，但背后有着减税和做公

益宣传的利益考量……这一幕将一些人对特殊群

体的偏见暴露无遗。

正如春和所说：“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

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

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

己人的，除了我身旁的这群老人。当我看见他们不

会手机支付，也不会身份验证的时候，我有一种找

到同类人的心安……”所以，他在外婆所在的退休

老人合唱团里找到了归属感。这些老人与春和在

互相温暖的同时，也向社会展示了特殊群体与正常

群体和谐相处的可能性。

影片背后蕴含着对生命、梦想和幸福的深刻定

义。春和在试课时，提到了一句诗：“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我觉得这是他对自己的鼓励，也是对

所有脑瘫患者的鼓舞——再小的个体，都有权利追

求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独特而灿烂的价值。

春和在电影中展现出的勇敢尤其让我动容。

其实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勇敢。他会尝试牵起

喜欢的女孩的手；他敢报考师范专业，实现自己的

老师梦；他敢去课堂上试讲，他甚至敢去咖啡店应

聘——在大庭广众下，表演自己的各种才艺。

正是春和的勇敢，他才可以冲破身心的枷锁，

如破土的苔花，一层一层挣脱束缚，最终触碰阳光，

完成灿烂地绽放。

对春和来说，这个暑假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他

过了自己20岁生日；讲了人生第一堂课；学会了架

子鼓，并且结识了一帮老年朋友；他有了怦然心动

却无疾而终的初恋……电影通过讲述这些或大或

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缺乏社交、常遭

受不公、被家人束缚的春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善良、坚强、乐观、才华横溢、闪闪发光的少年。

影片的结局，是一幅充满希望的画面——春和

开着车和外婆驶向山野，寓意着春和同外婆都拥有

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和广阔的世界。

■ 宜宾市翠屏区凉水井实验学校 廖予茜

是春节最大的意义
■ 李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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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我》

导演：杨荔钠
主演：易烊千玺 /林晓杰 /蒋勤勤
类型：剧情 /家庭
地区：中国大陆
上映日期：2024年12月27日

苔花也有
自己的春天

■ 马庆民

爱与勇气的交响曲
■ 汪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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