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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阅读慢阅读

童 话 故 事 当 然 是 孩 子 喜 欢 的 读
物，甚至成人也能从中受益。不过，
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今天的儿童对产
生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童话故事有一
种遥远感。儿童一般很难理解其中的
时代差异和文化差异。他们阅读的是
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创作的故事，并没
有考虑到世界观的差异。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儿童需要童话。童话是离儿童最

近的文学样式之一。好的童话是儿童
的精神食粮，好的童话故事能够塑造
儿童美好善良的心灵，培养他们丰富
的想象力，自然也是儿童的最爱。由
于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刚刚开始，缺少
最基本的辨别力和洞察力，他们最初
看到的童话所蕴含的任何信息和知识
都会对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
巨大的影响。正如格林所说，有个孩
子向前走去，他看见的东西就变成了
那个东西，他就成为那个东西的一部
分。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印记。在这
个意义上，并不是所有的童话都适合
儿童。有人研究过，《格林童话》的原
版就有很多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
比如睡美人并非由王子的吻而唤醒，
而是受孕后被生产的疼痛所唤醒。安
徒生的《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讲述
大克劳斯打死小克劳斯的马，砍死小
克劳斯的祖母，最后被小克劳斯哄
骗，装到口袋里被扔到河里淹死等。
这些无疑都是“儿童不宜”的内容。
所以后来要么不被选入儿童读物，要
么结果改变以后才推荐给儿童。其
实，正如阿德勒所说，即使内容在教
育意义上没有大的问题，也会有“儿
童对产生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童话故
事有一种遥远感”的问题。所以，在

为儿童选择图书的时候，我们应该考
虑尽可能不要给他们“儿童不宜”的
东西，而要给予充满阳光与温暖的正
能量读物。这也是为什么新教育阅读
研究所要给儿童精心选书，以及国外
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对于儿童读
物进行分级的原因所在。同时，我们
特别倡导亲子共读，在共同阅读的过
程中与孩子讨论、交流，也可以避免
童话中负面内容的消极影响。

神 话 故 事 并 不 是 儿 童 的 最 佳 读
物。这当然不可能完全禁止，因为孩
子会从中了解很多关于人性的知识。
不过，应该在这些神话故事读物中附
上正确的评论，应该阻止他们阅读那
些含有残忍描述和扭曲幻想的神话故
事。人们有时会运用那些写有强者残
忍行为的神话故事来磨砺儿童，使他
们坚强粗犷，克服其温柔的情感。这
又是一个源自英雄崇拜的错误观念。
男孩子认为表示同情是一种没有男子
汉气概的表现。温柔的情感遭受嘲
弄，这很令人费解。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神话故事要不要、能不能推荐给

儿童阅读？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
题。赞成者认为，神话在想象性和故
事性上类似于人类的“童话”，孩子们
读起来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和合理性。
正如神话研究学者严优所说：“神话是
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瑰宝，而人类个
体的童年常常在迅速地经历和重复人
类这一物种童年的精神历程，孩子们
对这个世界发出的疑问，常常与远古
人类的话题和疑问相似，这是神话对
小朋友独具吸引力的原因。换句话
说，今天我们通过讲述神话的方式来

帮助孩子们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可能
比其他方式更具备天然的优势。”神话对
于培养儿童的想象力、了解古人的思维
方式与认知风格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
有反对的声音，阿德勒就是其中的代表
人物，他明确指出：神话故事并不是儿
童的最佳读物。因为神话中有许多“残
忍描述和扭曲幻想”，是不利于孩子的成
长的。如古希腊神话人物之间错综复杂
的扭曲关系，低龄孩子不仅难以理解，
而且不利于心灵健康成长。中国的 《山
海经》 神话中也有一些杀戮场面，如
《女娲补天》 中的女娲砍了海龟的四条
腿，用来竖立在大地的四方；《刑天舞干
戚》 中的刑天，被黄帝斩去头颅后，把
胸前两乳当作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
左手握盾、右手拿斧厮杀。这些恐怖场
面无疑也是不适合在孩子面前渲染的。
有的认为这些内容有助于培养孩子勇敢
无畏的精神，其逻辑也是有问题的。尤
其是儿童成长的早期，处于他律的道德
阶段的孩子，倾向于去遵守绝对的权威
和正义，更是无法全面、辩证、历史地
看待问题。阿德勒也批评了那些认为这
些神话有助于培养孩子们勇敢无畏的精
神的说法，用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个观
点。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为孩子将
神话一概拒绝于门外，而应该认真选择
适合孩子读的神话，同时要“附上正确
的评论”，给孩子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普通的报纸常常给予那些准备不足
的孩子一种扭曲的生活画面，使这些孩
子相信，我们整个生活是充满谋杀、犯
罪和各种事故。各种不幸事故的报告尤
其令孩子感到沮丧和压抑。我们可以从
很多成年人的谈话中得知，他们童年时
是多么恐惧火灾，这种恐惧又是多么持

续地困扰着他们的心灵。
——（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阿德勒的这段文字是针对西方世界
100 年前的报纸等媒体所说的。西方的
媒体价值观与我们不同，更多地报道阴
暗面，更多地猎奇，是他们的重要特
点。这些对于有识别力的成年人也许没
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成长中的青少
年儿童可能就不合适。阿德勒认为，那些
充满谋杀、犯罪以及各种不幸事故的报
告，容易使孩子们感到沮丧、压抑和恐
惧，由此产生的各种消极情绪会“持续地
困扰着他们的心灵”。100多年后的报纸
与媒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
说，现在的孩子完全是伴随着大众传播媒
介长大的。从他们出生后开始，电视、报
纸、书籍、杂志、电影、电子游戏机、录
音带、录像带、计算机等媒介就围绕在他
们身边。有人统计过，城市孩子平均每天
接触4种的媒介，80%以上的孩子几乎天
天看电视，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青少年成
长的重要社会环境之一，对他们的社会性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如何为青少
年创造良好的媒体环境，如何培养他们的
媒体素养，是现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都必须重视的问题。

儿童与阅读
苏禾日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被称为
“欧洲的书橱”。因为一年一度的法
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最大的出版
行业展会之一。这个展会从1949
年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75届。

法兰克福书展在每年10月第
一个星期三到第二个星期一举行，
为期6天。这个季节，中国南方正
是秋高气爽，但在法兰克福，早晚
的空气中已经有了初冬的料峭轻
寒。

国际书展无疑是向世界传播中
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平
台。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和现
在的作家，近20年来，我参加过
许多次国际书展，也目睹了中国文
化如何一步步“走出去”与世界交
流。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湖
南出版人为湖南优秀绘本作家蔡皋
举行的作品展，吸引了众多国际友
人的目光。在书展期间，我还与德
国著名童书作家乌瑟尔·舍弗勒女
士就童书创作国际交流互鉴进行了
对谈。回忆自己的童书创作初始，
我们都发现在自己的童年记忆里，
祖母都是我们英雄，小时候听过的
故事，对我们的一生影响深远。

法兰克福与书极有渊源。伟大
的德国作家歌德是法兰克福的骄
傲。歌德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
法兰克福市中心西思格拉大街23-
25号度过的，他也在这里创作了
他最早的成名作 《少年维特之烦
恼》。如今，在西思格拉大街23-
25号的歌德故居里，还保留着他
出生时登在报上的消息，以及他读
书写作的书房和桌子。歌德故居的
楼上，是歌德博物馆。博物馆里保
存着歌德各个时期的手稿，各种版

本的歌德作品，还有与歌德同时期
的法兰克福作家艺术家们的作品。
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参观者可以沉
浸式体验歌德著作中的场景。

为图书出版带来革命性变化的
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在法兰克福
的歌德广场上，有一组三人雕像，
那是发明家古腾堡、他的助手雪弗
尔和赞助商福斯特。他们被称为西
方印刷史上的三驾马车。其实，早
在约1000年前，中国的毕昇就发
明了活字印刷。古腾堡的贡献是金
属活字以及印刷机。古腾堡1398
年出生在美茵茨，据说他原是一个
贫穷的制镜商人，当他用一个压具
把镜子装到框子里去时，产生了奇
妙的联想：能不能用同样的压具把
排成词或句子的活体铅字托住，然
后利用这样的压具来印刷，于是，
他发明了一种适于制造活字的金属
合金，一种能准确无误地倒出活字
字模的铸模，一种油印墨水和一种
印刷机。印刷机的发明，为现代图
书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们对德国人的印象是严谨刻
板。正是这种严谨刻板，让“德国
制造”成为品质的代名词。在法兰
克福展会中心附近，有一个巨大的
机械工匠雕像。远远地望过去，你
便能看到这个机械巨人手持铁锤，
手臂以缓慢而又精确的速度上下摆
动，这正是德国工匠精神的写照。
雕像以类似剪影的形式呈现，材质
上的铁锈红与高远的蓝天形成鲜明
对比。

严谨的德国人其实也不乏幽
默。在法兰克福的采儿（Zeil）街
上，有一组由蓬头彼得、调皮的弗
里德里希、玩火柴的宝琳、打猎人
的兔子等童话人物组成的喷泉雕
像，雕像上的人物全都来自德国家
喻户晓的儿童图画书 《蓬头彼
得》。1844年，法兰克福的心理医
生海因里希·霍夫曼因为在书店里
找不到合适的书送给儿子作礼物，
自编自画了这本《蓬头彼得》。全
书由《不爱卫生的彼得》《调皮的
弗里德里希的故事》《一个玩火柴
的不幸故事》 等 10 个故事组成，
每一个故事涉及孩子身上的某个坏
毛病。比如不爱干净不剪头发不剪
指甲、趁爸爸妈妈不在家偷偷玩火
柴、走路抬头望天、嘲笑别人、招
惹虐待动物等等，这些有坏毛病的
孩子最后的结局都挺可怕的，比如
爱玩火柴的宝琳最后被烧得只剩下
一双鞋子，不听话偏要在刮风下雨
天到外面去玩的罗伯特被风吹走
了，喜欢嘬手指的小孩子的手指被
裁缝用大剪刀剪掉了……这种带有
几分恐怖的故事，有一种特别的黑
色幽默风格，让孩子们非常着迷。
这本书从出版以来，已经被译成了
100多种语言，当年马克·吐温曾
亲自翻译成英文，送给女儿做礼
物，而《剪刀手爱德华》的造型，
灵感无疑来自蓬头彼得。

法兰克福也是欧洲的摩天之
都，与古典的欧洲城市相比，显得
现代感十足。目前德国最高的十大建
筑，全都在法兰克福。但法兰克福市
中心的老城区，完整地保存了德国
传统的建筑风格。当夕阳照在美因
河上，站在河岸边眺望，现代的摩
天大楼与古老教堂高耸的塔尖交相
辉映，而河边的草地上，灰雁、天鹅
和人们在一起悠闲地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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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地方，是想到就会热泪盈
眶，是准备了很久的如愿以偿。

当我在回忆青藏高原日喀则之行
时，我当下的生活之流中断了，我进入
了另外一个状态，仿佛是千年前跟随文
成公主入藏的随行之一。

将 时 间 拨 回 到 唐 贞 观 十 五 年
（641），江夏王李道宗之女——文成公
主一行从长安出发，途经西宁，经过日
月山、倒淌河，看见青海湖，邂逅汉武帝
心心念念的天马——青海骢，经过长途
跋涉最终到达了吐蕃。松赞干布亲至河
源迎接，谒见李道宗，行子婿之礼，之后
松赞干布偕文成公主返回拉萨。

这场和亲本质上是一次成功的“文
化交流”活动。文成公主从中原带入吐
蕃的物品包括佛像、文典、医典、农耕技
术、种子、珍宝、绸缎、占卜术以及各类
技工，基本涵盖了律令、宗教、文化、农
业、医学、历算等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如此数量浩繁、种类齐备的典籍和物品
当然不可能是文成公主一个人、一次性
带入西藏的。在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
派遣酋豪子弟进入唐朝的国子监，研习
《诗》《书》。有唐一代，唐蕃双方有记载
的交聘多达 290 多次，其中，蕃使来唐
180多次，说明西藏人民是如何渴望学
习中原文化。

在藏地，流传甚广的传说中文成公
主擅长堪舆、占卜。她协助藏王松赞干
布建造了大昭寺。她也被藏族人民认为
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日喀则一带的铜
匠、木匠等，都奉文成公主为祖师。同
时，藏地还流传着纺织、刺绣等技术都
是文成公主所教的说法。这些都反映出
中原文化对西藏地区深刻久远的影响。

“青藏高原四千三，羊啼马啸鸟飞
难。”在过去数千年岁月里，从青海到西
藏，这段旅程曾被蒙上死亡的阴影。汉
武帝在位时，将军李息带兵征讨羌人，
途经青海湖，一夜之间，五千人马冻死。
1300 多年前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进
藏，到达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时，随
员与牲畜也是损失过半。

如今，在这条曾经渺无人迹的路
上，青藏铁路打破了时空壁垒，火车在
高原上追逐壮美的风光。要感谢无数铁
路建设者和工作者的付出和奉献，他们
犹如雪域的雄鹰，意志坚决，让青藏铁
路在翻越唐古拉山到达拉萨后，能继续
展翅高飞，去往下一个城市日喀则。

东临拉萨与山南，西接阿里地区，
南与尼泊尔、不丹、印度接壤，处于喜马
拉雅山与冈底斯山之间的日喀则，是西
藏第二大城市，也是历代班禅额尔德尼

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的所在。
扎什伦布寺，意思是“吉祥须弥山

祥善乐园殊胜各方之洲”。寺庙依山而
建，始建于公元1447年，寺内供奉着世
界上最大的弥勒大佛铜像和历代班禅
的灵塔。扎什伦布寺是一座寺，也似一
座城，引领着无数人走出心灵的迷障。

让我们将历史的轮盘拨回到15世
纪。在日喀则的尼色日山上，尊者宗喀
巴的弟子之一根敦珠巴大师，为了纪念
圆寂的上师喜饶僧格，聘请尼泊尔的工
匠，制作了一尊释迦牟尼鎏金铜像。围
绕着这尊圣像，根敦珠巴大师开始修建
佛殿，于是有了扎寺的第一座佛殿释迦
牟尼殿的建成。

如果说，珠峰是日喀则的宝冠，那
么扎寺就是日喀则的心脏。一定是至深
的因缘，才能让扎什伦布寺在500多年
的风雨中伫立不朽，静静守护着日喀
则，护持着后藏的百姓。

在日喀则还有一处神圣的颇章，被
称为德庆格桑颇章。德庆格桑颇章是历
代班禅额尔德尼的宫殿，由七世班禅丹
白尼玛在清道光年间所建，颇章内有佛
堂、金殿、护法神殿等建筑。但在 1954
年不幸被洪水所毁，后来由国家拨出专
款，修建了目前这座“德庆格桑颇章”，
被称为“新宫”。如今，颇章里居住着十
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大师。

新宫位于日喀则城西，距扎什伦布
寺约一里地，是一座传统与现代所交融
的建筑，古朴典雅又雄伟奇丽，院中树
木葱郁，花卉遍地。主体建筑中除了班
禅大师的起居室、办公室外，还有大小
经堂五间，供奉着百余尊精美的佛造
像。最令人感到绝伦的是大厅两侧的彩
色壁画。笔法圆融细腻，色彩绚烂夺目，

清晰地描绘出佛教经典中极乐世界与炼
狱的故事，猛兽、蟠龙、人物、祥云让宗教
与艺术合为一体，让人不觉沉浸于其中。

扎什伦布寺自四世班禅大师之后，成
为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地，同时也是藏传
佛教格鲁派六大寺庙之一。我有缘于藏历
八月初二，观摩了扎寺传统的跳神节——

“寺莫钦波”。“寺莫钦波”是由七世班禅丹
白尼玛创立的，距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
每年的跳神节期间，远近乡亲前来拜佛、
转经、观看羌姆，进行物资交流，热闹如赶
集。扎寺的僧人要表演金刚、骷髅、鹿牛、
比丘、鸦鸱、六长寿等数十种不同寓意的
神舞，以此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扎什伦布寺的“寺莫钦波”传承严谨，
盛大庄严。即使是对佛法、对“寺莫钦波”
不了解的人，都可能因观看神舞而心生恭
敬，升起善的心念。

参加完“寺莫钦波”之后，十一世班禅
大师建议我一定要去萨迦寺。萨迦寺在日
喀则萨迦县奔波山下。“萨迦”系藏语音
译，意为灰白土。北宋熙宁六年（1073），
吐蕃贵族昆氏家族的后裔昆·贡却杰布发
现奔波山南侧的一山坡，土呈白色，有光
泽，现瑞相，即出资建起萨迦寺，逐渐形成
萨迦派。

说到萨迦寺，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传
奇人物，他就是南宋恭帝赵顯，国破家亡
之后，被遣往雪域出家，终成一代高僧翻
译家，也是峰回路转，令人称奇。

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临安城
破，5岁的小皇帝宋恭帝随谢太皇太后投
降，被忽必烈封为瀛国公、开府议同三司
检校大司徒。恭帝18岁时，获知忽必烈想
除掉他后，请求剃度为僧，永脱尘世，被
应允。

据元代高僧释念常所著《佛祖通载》

记载:“宋主以王位来归，学佛修行。帝大
悦，命削发为僧宝焉。”于是“受赐钞百锭，
往吐蕃学法”。赵顯从脱思麻进入乌斯藏
（在今西藏自治区）。

赵顯入藏后居于萨迦寺，更名为合尊
法师，号本波讲师。赵顯以赵家人遗传的
文化素养，很快在萨迦寺学会藏文，并勘
对藏汉文佛经，重加修订翻译，有《百法明
门论》《因明入正理论》等译作传世。在《因
明入正理论》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大汉
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被藏族史学家列
入翻译大师的名单。赵顯一生从临安开
始，徙居元大都、上都、乌斯藏，他在乌斯
藏定居35年，讲经说法，译经法，于54岁
时亡故，虽再未返回中原，却成为历史上
游历最远的一位汉人皇帝。

萨迦寺用象征文殊菩萨的红色、象
征观音菩萨的白色和象征金刚手菩萨的
青色来涂抹寺墙，所以萨迦派又俗称

“花教”。萨迦原分南北二寺，我来到南
寺，映入眼帘的是并不大的门和高耸的
宫阁。这种特殊的建筑，像一座碉堡，
巍峨、壮丽、厚重地耸立在那里，萨迦
寺大殿中用到的巨木高达几十米，有40
根，其中最著名的有 4 根，各有传奇。
听着那些传说，我不禁感慨，在遥远的
年月里，要以无比坚韧虔诚的心，才可
以建成这样恢宏的寺院。

萨迦寺所藏贝叶经，其数量已经超过
印度，更有《布德甲龙马》大藏经这样令人
叹为观止的巨型经书。大经堂正西佛像墙
后，有一处经书墙，堪称“慧海经山”。它拥
有高达10米、藏书84000部的经书墙，其
中包括2800多部元、明期间的手抄经典，
绝大多数来源于古印度，都有上千年的历
史。大殿的四壁曾堆满了经书，都是用金
汁写成的。萨迦人说，如果殿外的墙壁倒
了，经书就是第二层墙壁，由此可知经书
之多。当年缮写经书所耗费的黄金，算一
算何止千斤。

萨迦寺素有“第二敦煌”之称，所存留
的元代坛城壁画，颜料是采用上好的绿松
石、红珊瑚、黄蜜蜡等材料磨成粉末，绘制
而成，颜色鲜艳，历久弥新。萨迦曾是西藏
制造佛像很有名的地区，其佛像用金、银、
铜三种原料混合而成，色泽柔和光亮，寺
中佛像不下万尊。700多年后，萨迦寺在政
治上的辉煌早已淡去，作为艺术的价值却
依旧令人瞩目。我爬上又窄又陡的木楼
梯，来到平顶，眺望蓝天下峻凛的山脉、随
风飘扬的桑烟和风马旗。近处有逶迤转经
的人和不绝于耳的诵经声。不需要更多
了，此生此刻就很好。

回到日喀则，这座欣欣向荣却依然
保持着古朴庄严的城市，充满了生命
力，充满了朝气，是神圣寂静之地，让
人心有寄托。回到扎什伦布寺，坐在历
代班禅大师曾经驻足的经堂，思想历代
班禅大师的爱国爱教情怀；阳光洒在酥
油茶上，继而折射在桌上，红色的袈裟
映衬着金色的佛像，庄严在我心中油然
而起，这不是色彩带来的，而是安静与
平和带来的。诚如十一世班禅大师所
言，我们看到的、见到的人间美好，都
是因为美好而成为美好。

日 喀 则 游 记
黑德昆

▲由蓬头彼得、调皮的弗里德里希、玩火柴的宝琳、打猎人的兔子等
童话人物组成的喷泉雕像 汤素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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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书展无疑是向世
界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
国故事的重要平台。作为
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和现
在的作家，近 20 年来，
我参加过许多次国际书
展，也目睹了中国文化如
何一步步“走出去”与世
界交流。

■阅读提示：

▲美因河风光 汤素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