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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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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词：全书按
照儿童阅读的发展规律，
分别触及了文学、科普、
历史、传统文化、自然科
学、侦探小说、地理、艺
术、哲学等当下热门的儿
童图书阅读领域，并分析
了这些领域的图书特点以
及小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
途径。

《那时儿戏》
作者：王 旭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编辑推荐词：本书是一
部记录北京城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儿童游戏的散文集，
笔调轻松愉快。作者不仅详
细描述了那时的游戏、玩
具，而且笔端充满对美好时
光的追忆和留恋，伴随着淡
淡的怀旧的甜蜜。

小时候，我们都曾是小小的纸飞机的乘
客。当一架架亲手折出的纸飞机抛向空中，
希冀的心便随之起飞，随着它在空中颠簸、
翻转、滑翔，画出永不重复的航线，享受片
刻紧张美妙的飞行。

那时候天确实很蓝，蓝天下的日子也的
确过得很慢。很慢的日子里，有太多对着天
空发呆的时刻，春天的飞絮、夏天的蜻蜓、
秋天的雁阵、冬天的雪花，都曾使我们幻想
过飞。纸飞机，则使我们第一次加入了飞行
的行列。

折纸是一门技巧，现在有了专门讲折纸
技艺的书，里面涉及各类折法有数百种之
多。但不用看，纸飞机的折法也还能被大多
数人随手“捡”起。最简单的就是用一张长
方形纸，下端掀起两角，对齐压平，上翻；
再掀起两角斜对，用先前一角扣住，纵向折
三道，机身和两只机翼便已成形。

纸飞机飞行表现的优劣，全看机翼与机
身的各项比例和角度，所以折的时候需要细
心拿捏，而且需要试飞多架，才能选出一架
姿态优美、飞行时间长的精品。

所以，折纸飞机，需要很多废纸。
纸，是一个孩子最早可以大量拥有并自

行支配的物资。还没有发书，书包里就先有
了家长们按入学通知买好的各种小本子：生
字本、算术本、草稿本，等等。通常，还没
等日积月累的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把这些方
格、横线一页页填满，废纸就已开始大量产
生了。

学童废纸多，是自古就有的。旧时人们
对写有文字的纸张心存敬畏，读书人要在书
桌旁摆一个字纸篓，将不要的纸丢入其中；
会有专门收字纸的人定期上门，将字纸倒进
贴有“敬惜字纸”红条的专用箩筐内，再用
扁担挑到专门修建的“敬字亭”去焚烧。

现在，这些字纸被折成小飞机，得以一
飞冲天，也算是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去处，料
想那造字的仓颉老祖在天有灵，也不会特别
生气的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用航空事业还没
有面向国内大众，在人们的观念里，飞机基
本上不是交通工具，而只是战争武器。虽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援华抗日的美国空军名将
陈纳德及其飞虎队，当时的孩子们没人知
道，那些空战史上的精彩场景被当时的特殊
政治背景遮盖了；但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
的余波却还在一些电影和样板戏里激荡，当
时孩子们流传很广的一本小人书，就叫《战
斗英雄杜凤端》。

那时的男孩女孩，都在纸飞机的机翼上
用铅笔和蜡笔画上志愿军空军的五角星标
志，有的还在机身画上机关炮，想象自己像
杜凤端一样飞上蓝天痛歼美帝，心情非常豪
迈。而纸飞机的飞行特点，也时常很给这种
豪迈提气：有的扔出去，会在空中急停，然
后或盘旋俯冲，或来个鹞子翻身，仰飞侧
飞，其机动灵活惊险多变，绝对超越现在有
些空中特技表演，地面上的欢呼叫好也十分
鼓舞士气。

不知是谁，还发明了飞机撒传单的花
样：撕些碎纸片，写上“美国佬投降吧”一

类口号，夹在机身里一起抛上
天，待飞机空中
翻转，满天纸屑

飞舞，地上的欢呼更
是 像 过 年 一 样 ……

节选自《那时儿戏》

有限的时间最好用来读经典
2015年 8月底，哲哲满10周

岁。哲哲妈张罗了一个生日派对，
还买了一块大蛋糕。等我回到家，
想尝尝美味的生日蛋糕，小家伙一
耸肩，告诉我：“爸爸，蛋糕都被
我的同学吃完了。要不，我给你个
抱抱吧！”

然后，他张开双臂，把我紧紧
地抱住了。这个抱抱暖暖的、久久
的。后来问他怎么想到这种方式，
他说看过一本图画书，书中的小男
孩就是把抱抱作为给妈妈的生日礼
物。我这才想起原来他说的是那本
美国童书作家玛乔里·弗莱克的
《问问熊先生》。

以前总以为童书看完了，孩子
就忘记了，没想到看过的书都与孩
子的生命相连接，甚至产生了化学
反应——那些或幽默或忧伤或平淡
或感人的故事，都不知不觉沉淀在
孩子的心中，塑造着孩子的心灵。
尤其是好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
品，更能培养孩子高雅的品质，将
其浸润成一个积极向上、心中有爱
的阳光少年。

相反，劣质的童书就起不到这
一作用，且危害不浅。客观来看，
当下的童书种类繁多，从中挑选精
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就需要
父母把好关口，慧眼识珠。其实，
我刚当爸爸那会儿，也不知道该给
孩子看什么书，只是凭感觉买了一
些书：“小熊和最好的爸爸”系
列、“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系
列和《博士娃语言起跑线》《好孩
子最想知道的寓言故事》。第一套
哲哲爱不释手，第二套哲哲4岁时
才产生共鸣，后两本他干脆翻了两
页，再没看过。后来我反复思考，
询问专家，逐渐意识到儿童阅读是
有规律的，就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泉根指出的一样，这个黄金定律
就是什么年龄的孩子读什么书。孩
子的身心发育特点，其实是与阅读
内容、书的形式相对应的。父母们
需要明白，儿童阅读是有关键期或
敏感期的，即某一年龄段对某种书
籍有着天然的敏感性。一旦错过了
阅读关键期，就像种田错过了播种
期，不仅会影响孩子对阅读的看
法，更影响到孩子阅读能力的提
升，乃至阅读兴趣的养成。

相对而言，学龄前的孩子更喜
欢纸板书、立体书、翻翻书、洞洞
书、图画书，如果给他一些大部
头，很容易使孩子对阅读产生畏难
情绪，留下阅读一点也不好玩的印
象，进而抛掉书本，从此不再碰任
何读物。所以，孩子6岁之前，父
母不妨多读图画书——因为图画书
画面精美，那些经典图画书的每个
画面都堪称艺术品，故事性强，蕴
含着丰富的哲理与情感，对于低幼
孩子来说，是很好的启蒙读物。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如果图画书
读得不够多，要抓紧时间补课，把
世界经典图画书扫荡一遍，然后再
读那些不太长的中短篇儿童文学作
品，如《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
鹅》《波普先生的企鹅》等。

等孩子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开
始对科学、动物等内容感兴趣，引
导孩子读读动物小说、知识类图
书，既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也有助
于夯实阅读根基。升上五六年级
后，孩子开始探究与生活、生命相
关的宏大内容，想知道世界的来龙
去脉，因此看看地理、历史、艺术

等读物，能帮助孩子养成通过阅读
探索新知识的习惯。小学高段的孩
子陆续进入青春期，诗歌由于应和
了其内心节奏，也是必需的阅读内
容。

童年看似漫长，其实很短暂。
我的看法，有限的时间最好别浪费
在可读可不读的作品上，要读就读
经典。具体到某一个孩子，阅读进
度或许有别，阅读内容和兴趣也不
一样，但在适宜的年龄，围绕孩子
的性别、兴趣等，父母要让其读到
适宜的书、经典的书。

选图画书时，最好按照靠谱的
奖项按图索骥，如凯迪克奖、凯
特·格林纳威奖、丰子恺奖等；儿
童文学作品则要多选国际安徒生
奖、冰心奖、纽伯瑞奖、雨果奖、
星云奖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
儿童文学作品， 像张天翼、叶圣
陶、陈伯吹、严文井等老一辈文学
家的童话，很值得阅读。诸如《小
马过河》《神笔马良》《猪八戒吃西
瓜》等经典故事，也应该纳入孩子
的书单。

选择经典文学作品，是让孩子
吸收精神营养，也是为其心灵打下
良好的底色。儿童文学作家、《纳
尼亚传奇》作者刘易斯说过，“当
人们长大后重读觉得没什么价值的
书，最好小的时候就不要去读
它”。读了经典之后，孩子会不自
觉地抵制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哲
哲上小学三年级时，记得一次放学
接他，他告诉我同学们都在看特别
流行的某套小说。我问他是否喜
欢，他说：“我看了几段，觉得太
暴力了，都是亡灵啊、死神啊、诅
咒啊什么的，就没往下看。”

我知道这套小说市场销量很
高，但内容上确实有少儿不宜的成
分。于是又问哲哲：“那你觉得什
么书才是好书呢？”他张口就来：

“有想象力的，故事吸引人的，搞
笑一点的，就是好书。”还罗列了
像《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小淘气
尼古拉》《淘气包埃米尔》《大林和
小林》《月光下的肚肚狼》等一长
串书单。

透过这些书目，我看到的是充
满童真与童趣、文字与审美趣味俱
佳的作品。而缺少亲子共读经验或
者没有童书阅读习惯的孩子，对书
的判断天然存在短板，甚至只读某
一种类题材的书，这样就容易走入
阅读的死胡同。就像一个人长期吃
甜品，久而久之败坏了胃口。而那
些营养均衡的孩子，反而不会痴迷
垃圾食品。当他们逐渐长大，会循
着内心的方向青睐经典，追寻经
典。

一 位 知 名 作 家 说 过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
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
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
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
杨树的倒影。经典文学作品中有着
太多美丽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丰
富了孩子的心灵与情感，让童心变
得更加善良、友好、温情而勇敢，
也让其拥有了一种安定感、幸福
感。就像那本经常陪哲哲入睡的
《鳄鱼哇尼》，将这本书抱在怀里，
整个世界仿佛都是他的。

节选自《给孩子的童年书》

纸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