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玉

带一样平静。人影给溪水染绿了，钓竿上立着

一只红蜻蜓。忽然扑腾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

蹦跳着鱼儿和笑声。”简单几个句子，组成了一

首题为《溪边》的童诗，为孩子们留下一段段童

真童趣的回忆。

这些小诗里的场景和回忆渲染成了一幅

“童年的水墨画”，作为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

级（下）教材课文，它们引导着孩子用一双发现

美的眼睛去感知大千世界。诗歌的作者，正是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继楼先生。

张继楼是我国成就卓著的儿童文学作家之

一，20 世纪 50 年代起，他就在儿童文学的花园

里酿蜜。日前，西南大学出版社全新推出了“张

继楼儿童文学精品书系”。近日，新重庆-重庆

日报记者随出版社工作人员专程为老先生送去

新书。98 岁的张继楼乐得像个孩子，他说自己

有个心愿：我要带着爱，继续耕耘在儿童文学的

花园。

最幸福的事
为孩子们写了一辈子

“真的没想到，我写了一辈子的书，一次出

齐 5 本，还是平生第一次。谢谢你们！”从西南

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

所教授蒋登科手里接过“张继楼儿童文学精品

书系”时，张继楼一边不住地感谢，一边双手接

过新书，郑重地放在面前，反复打量、摩挲。老

人那双阅尽沧桑的眼睛原本有些浑浊，此刻却

闪闪发光。

张继楼说一口带江苏腔的普通话，那是他

的乡音。1926 年出生在江苏宜兴，1948 年肄业

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新中国成立后，张

继楼随西南服务团来渝从事革命文艺工作，曾

任重庆市文联创联部主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四川省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我今生最幸福的事，就是为孩子们写了一辈

子。”他说。

早在学生时代，他便在报刊上发表诗歌、

散文。来到重庆后，他的写作重点转向了儿童

文学。“儿歌、儿童诗歌、童话，凡是孩子们喜欢

的我都写，估摸写了 50 多本书。我不想写成人

的，因为写儿童文学最让我高兴，和小朋友摆

摆龙门阵，我就开心，现在年纪大了，只能偶尔

写写儿歌了，但只要能写，我就要一直写下

去。”

“当代中国，毕生从事儿歌、童诗创作而且

成就卓著的作家，恐怕只有 10 个。上海有圣

野、鲁兵、任溶溶、张秋生，北京有柯岩、金波、樊

发稼、聪聪，浙江有田地，而在整个中国西部（大

西南、大西北）却只有一人，这就是重庆的张继

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知名儿童文学理论家

王泉根说，70 多年来，张继楼用真诚与爱心浇灌

着中国西部的儿童文学，“他在默默地拓宽与建

构属于他自己的童诗天地。他有他自己的美学

追求与艺术个性。”

推出精品书系
是致敬更是传承

张继楼一生成果丰硕，给孩子们营造了一

个美好纯真的童诗王国。这次全新推出的“张

继楼儿童文学精品书系”，主要集中于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创作的作品。“张老的创作包

括儿歌、童诗、童话、散文等，作品多次被选入小

学教材，我们精选了他的儿歌和散文细致打磨，

分《知识儿歌娃娃爱》《我陪爷爷找童年》《彩色

颂歌献祖国》《小蜗牛想旅游》《雨中音乐会》5

卷出版。”该书系责编李晓瑞介绍，书系所选作

品生动有趣、真挚动人，能在优美意境中带给小

读者全新感受，让小读者沉浸式体验儿童诗歌

韵味，也能让成年人重新回味童年记忆。

“儿童文学创作是张继楼先生一辈子坚持

的东西，他熟悉儿童心理，善于在选材和创作中

精准把握儿童的认知规律，并将精美的语言和

质朴的情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的作品主要

面向低龄学前儿童，特别生活化，有音乐美，朗

朗上口，他的儿歌倡导一种乐观向上的人格修

养，同时又寓教于乐，增长知识。”蒋登科说。

身为张继楼的忘年交，蒋登科对张老十分

敬重，二人相识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他的作品对

孩子影响很大，更难得的是他一辈子都有童

心。我记得以前每一次跟他一起参加作协的儿

童文学活动，他都戴红领巾、行队礼。张老很早

走上革命道路，一辈子都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对

于文坛的各种问题，他都仗义执言，满腔赤诚。”

带着敬意，蒋登科牵头策划了这套书系。

“前几年，我们曾出版《张继楼童话集》，入选农

家书屋，反响很好。那之后，张老给我写信，说

他还有一套书，没有出版。我带着出版社编辑

去他家，他拿出 11 本自己编订的手稿。我们带

回出版社，重新整理、录入，最后编辑成了 5

册。我们不但精心打磨文字，还制作了精美的

插图。历经曲折，这套书现在出版了，我们专程

给他送来，他很高兴，作为出版人，我们心里也

踏实了。”

“重庆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儿童文学作家，

应该让更多人读到他的作品。”蒋登科说，“1926

年出生的张继楼老师，可能是重庆知名作家中

最年长者，他还在坚持读书、写作，身为出版单

位，我们有责任去传承，帮他把心血转化为书

籍，这也是为文化强市建设尽了绵薄之力。”

对话>>>
孩子阅读第一步可从儿歌开始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是怎么走上儿童文学

道路的？

张继楼：我从上海参军到重庆后，进入市文

联编刊物。当时文联有很多驻会作家，他们要

深入生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因编务在

身，无法下去，但心不甘，也想写点什么。我在

农村长大，从小记得不少传统儿歌，就想从儿歌

入手，搞儿童文学。那时我已有一个女儿，用不

着去幼儿园、在家就能体验儿童生活。于是开

始写儿歌，并尝试投稿。很快被采用后兴趣就

更大，成了终生爱好。

新重庆-重庆日报：如何创作出好的儿童文

学作品？

张继楼：儿童文学反映的首先必须是儿童

生活，用的是儿童语言，刻画的是儿童的思想感

情。当然，儿童文学也可以写和儿童有关系的

成人的生活，但必须以儿童的语言、儿童的思想

感情来刻画。说到底，想要写出好的儿童文学，

首先是要有一颗童心。以童心回忆自己的童

年，以童心接触周围的儿童，然后才能进入创

作。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对孩子们读书有什么

建议？

张继楼：读书可以从儿歌开始，儿歌天真烂

漫、朗朗上口，能帮助孩子们建立起审美，收获

愉悦，一定要多读，读优秀的儿歌，可能是未来

接受教育的第一步。

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我们时常被各种

声音所左右，迷失在纷繁复杂的选择之中。但

只要翻开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著作——《走自己

的路，戴自己的花》，则宛如自饮甘露，神清气

爽，什么焦虑、不安、内耗，统统化为泡影，无影

无踪。这本书不仅是对美学思想的一次深刻阐

述，更是对人生哲学的一次独特诠释。

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

理论家，其学术造诣深厚，思想独特。在这本书

中，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探讨了人生

与美学的关系，他强调个体在追求美的过程中

的自主性，鼓励我们走出自己的路，戴着自己的

花，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

《走自己的路，戴自己的花》全书共分为四个

部分，从读书、艺术、西方文化、生活等方面畅谈，

是朱光潜平时对于美学的诸多思考的汇总。这

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朱光潜深厚的学术功底，更体

现了他对人生的豁达与对审美的执着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朱光潜对于文学与人生的

关系的阐述，堪称精妙。

他认为，性情在颐养的状态中应该是健旺

的、生发的、快乐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

大部分时间都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很少有时

间去回想自己的性情，更谈不上颐养性情。而

文艺，正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的另一种超现

实的意象世界。它既是对现实人生的反照，也

是对人生的超脱。在颐养性情、享受文艺甘泉

的时候，文艺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读文艺作品，感受文艺，进行文艺创作，并

非一定要成为文学家或艺术家，在朱光潜的眼

中，一个人的资本或许有高有低，但每个人心中

都潜藏着成为文学家的可能性。文学的城镇，

如同星辰大海，或大或小，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这

片广袤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不能奢

求对每件事都登峰造极，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至少应该具备欣赏文学和表达思想情感的能

力。这种能力，如同种子，只要用心浇灌，便能

在心田中生根发芽，开出绚烂的花朵。

朱先生尤其鼓励人们成为一个会欣赏的

人。他深知，欣赏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修养。

会欣赏的人，能够领略到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能

够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他们懂得尊重他人的

劳动成果，懂得感恩生活中的一切恩赐。这样

的人，内心充满阳光，生活充满乐趣。

修养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

积累和实践。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锻炼，才

能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先生的这些话语，如同春风拂面，他让我们

明白，修养是一种力量，它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

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

对于青少年来说，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部启

迪心灵的佳作。它教会我们如何在成长的过程

中发现美、欣赏美，从而在美的熏陶下茁壮成

长，成为一个更有趣更美好的人。

而对于有了一定阅历的读者来说，这部作

品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品味美的同时，也

反思自己的人生。它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种

种磨难与困苦，其实都是美的另一种表现形

式。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在生

活中找到乐趣，活出真我。

诚然，朱光潜的豁达与审美追求，都是从他

人生起起伏伏中得来的。他的人生经历丰富多

彩，既有学术研究的艰辛，也有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对美学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更独到的见解。这种

见解，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更体现在他

的文字之中。他的文字如同他的人生一样，充

满了智慧与美感。

此外，朱光潜还提倡通过对“人生的艺术

化”达到“艺术的人生”，关注人的存在本体论意

味。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被忙碌的生活节

奏所束缚，忽视了生活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我

们可以借鉴朱光潜的思想，将审美教育融入日

常生活，引导人们用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过一

种艺术化的生活。这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

质量，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生活中的

美学元素。

“谈美，得从人谈起。”这是《走自己的路，戴自

己的花》的基调，也是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核心所

在。一读再读这本美学佳作，它教会我如何在忙

碌的生活中找

到 片 刻 的 宁

静 ，如 何 在 喧

嚣的世界中找

到 内 心 的 平

静。

让美成为

生 活 的 底 色 ，

让幸福成为人

生的主题。

让美成为生活的底色
——朱光潜《走自己的路，戴自己的花》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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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风云，百年沉浮；烟雨

江南，杭城史影。

江南，在每一个人心中，都

会有着不同的审美意象。有的

是澄澈天空，有的是小桥流水，

有的是青瓦白墙，有的是吴侬软

语，有的是魏晋余韵，有的是诗

赋风流，有的是天下粮仓，有的

是家国情怀。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

南，是因为总有一种气韵神思，

会和自己的品位意趣，形成心灵

共鸣。

美到深处的江南风格，其实

还是士人风骨。这样的风，是温

和的，而不是漫卷的；这样的骨，

是坚硬的，又是深藏的。就像有

些人和事，隐没在江南的岁月风

雨中，已经化作了江南风物和人

间草木，想要重新发现，非经过

长久凝望不可。

茶人，茶事，就值得如此静

思打捞。王旭烽小说《茶人三部

曲》，就是一部值得珍视的“纸上

江南”。小说融千年茶史、百年

历史、五代传人于一体，以茶叶

茶树茶人茶事为切口，将江南景

观和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作

者通过史诗式的文化叙事，让那

些最有灵气和灵性的江南美人，

最有风度与风骨的江南士人，最

有气度与气节的江南儿女，从历

史烟云中走出来，如同绚烂的夏

花、高贵的楠木，深情绽放，兀自

挺立。

《茶人三部曲》，由《南方有嘉

木》《不夜之侯》和《筑草为城》三

部小说组成。不过，获得茅奖的

只是一、二两部，因为第三部出版

时间超过了那届茅奖评审年限。

《茶人三部曲》，有人视之为江南

版《白鹿原》，有人称之为民国版《红楼

梦》，还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百年孤独》，

这些说法也从某个侧面说明这部作品的

厚重。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第一部《南

方有嘉木》，书名即来自茶圣陆羽的《茶

经》，嘉木的文化指向，就是君子风范；

古诗中有“破睡须封不夜侯”，其中“不

夜侯”亦为茶名，意即喝者为“不睡”的

官人，这是第二部《不夜之侯》的书名意

旨；第三部写十年动荡岁月，野蛮与文

明在交战，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书

名则为《筑草为城》。作者把风物文脉

和世情人情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史、家

族史、民族史交织在一起，擘画出一幅

江南文化的精神版图。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曾这样说。获得茅奖的《南方

有嘉木》和《不夜之侯》，背景主要有太

平天国起义、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辛

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和抗

日战争，小说通过杭州忘忧茶庄主人杭

九斋一家的命运起伏，书写出一部中国

近现代史上的茶业发展历史，赞扬了江

南士人的血性和高贵，也批评了那些低

贱的奴性人格。

江南风情，杭城旧影。小说中，茶

文化茶知识的典章风俗，随处可见。无

数江南景致，皆成故事发生之地。西

湖、灵隐、孔庙、虎跑、清河坊、鸡笼山、

九溪涧……处处皆是江南风景。杭天

醉点菜的名单，也都透着悠远的江南味

道。春笋步鱼、生爆鳝片、清炒虾仁、乳

汁鲫鱼汤、红焖圆菜、蜜汁火方，每道菜

名都有着别样的雅致。甚至，连林藕

初、沈绿爱、吴茶清、杭天醉、杭嘉和、赵

寄客这些人物名字，都透着独有的江南

文化气韵。

有人评价《茶人三部曲》植入太多

文化典故，有因辞害意之嫌，容易造成

阅读断顿割裂，其实不然。因为王旭烽

有着精深的文字功力，不但“辞不害

意”，反而能通过植入知识典故，来提升

小说的文化感染力。正如著名评论家

雷达所说：“王旭烽的语言、文笔很清

丽，文化气息很浓，那种书卷气的语言，

加上杭州的方言，本身就和她描写的茶

文化的艺术氛围非常契合，很

相衬，很和谐。”

这部小说的人物，有的温婉

如玉，有的狂野不羁，有的忧伤

悲悯，有的勇敢坚强，有的人格

卑劣，有的阴狠毒辣。在典型

人物塑造上，王旭烽为中国当

代文学提供了经典群像。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杭嘉

和，是真正的“士人”，他不缺激

情，又崇尚静守。虽然他在内

心也想像弟弟嘉平那样，到外

面世界追逐理想抱负，但还是

选择扛起家族的责任。他对弟

弟杭嘉平说过这样的话：“因为

你在天上飞，我们这些人才命

里注定在地上爬。”

杭嘉和注重内在修为，极具

文化学养，做事沉稳内敛。他

对 被 嘉 平 抛 弃 的 叶 子 一 生 情

深，爱到深处多是静默。面对

日本人烧杀屠戮，他放弃逃亡，

烧毁杭家，绝不屈服。面对日

本将官小崛一郎逼迫，他宁愿

挥刀砍下手指，也不屑与之对

弈。风骨气节，凛然屹立。

除 了“ 士 人 ”，还 有“ 侠

士 ”。赵寄客 ，早年好舞枪弄

棒、打抱不平，后来转向救国救

民，从革命救国，到教育救国，

再 到 实 业 救 国 ，再 到 抗 日 救

国。面对孔庙大成殿的梁柱被

拆掉做日本人棺材，他头撞经

石，悲壮赴死。惊心动魄，荡气

回肠。

“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士以天下为己

任”，这些士人之节，侠士之义，

通过《茶人三部曲》，表现得那么

从容，又那么决绝，让江南文化

与家国情怀熔为一炉，让历史命

运与家族沉浮形成律动。

小说中对江南女子的描摹刻画，给

人带来一种击穿灵魂的锐痛感。她们

如此浪漫多情，如此温柔狂野；她们爱

到凄血，美到战栗。

林藕初对吴茶清的爱，是刻骨铭心

的，又是疯狂的。丈夫杭九斋常在秦楼

楚馆里鬼混，因为抽大烟，丧失生育能

力，林藕初独守空房，后来，她与吴茶清

偶遇，萌生爱意，主动求爱，生下儿子。

二人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同样，沈绿爱对赵寄客的爱，也是

坚定勇敢，无限深情。丈夫杭天醉与收

养的瘦弱女子小茶在一起，天天都是威

猛男人，而在沈绿爱的绝色美貌面前，

竟然失去男性生理功能。侠士配美女，

沈绿爱第一次见到赵寄客，就陷进去。

从此，爱相随，生死同。

杭寄草，无比果断，极为泼辣。在被

日机轰炸的街头，她遇上作战参谋罗力，

一见钟情，街头相拥。后来，罗力到中缅

边境前线作战，杭寄草难忍相思之苦，只

身远赴边地战场寻找恋人。她对家人

说：“我本来就是一个疯子，我们家的女

人都是疯子……我找不到他，我就得死，

我找到了他，也可能是一个死。两死相

比，我还是选择了找到他死的路。”

相爱相随，相依为命。当人生遭受

苦难，生命遭遇作贱，熬不下去的时候，

寄草就会想起大哥杭嘉和这样的叮嘱：

“当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想一

想山里面的茶，它们没吃没喝，一点点

的水，一点点的土，可是它们还是活了

下来，还发芽，开花，长成茶蓬。一个

人，要像茶一样地活”。

“一茶一世界，一味一人生。”茶的

文化，就此成为茶人的精神之源。这些

江南好儿女的性格命运，也正如作者笔

下的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

雅而乐生的……

何处是江南？江南，就在江南儿女

永远不变的人格风骨之中。不论历史

如何兴衰，人性如何复杂，江南的气韵

气度气节，如同杏花烟雨中的楼台，永

远挺立。

往事如烟，风起江南。犹如那句歌

词：“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

20242024年年44月月2323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

本版主编：龚小芹 组版：马诗奇

44
QIJIANG RIBAO

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 印刷：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每期杨宏 一版金方霞 二版魏源森 三版简小军 四版杨莹 校对：一二版吴越 三四版周铉

【作品简介】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85—1988）《茶人
三部曲》，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王旭烽创作的长篇小说，
共分为三部，分别为《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和《筑草
为城》，其中前两部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茶人三
部曲》以杭州茶叶世家的兴衰沉浮为主线，从忘忧茶庄
几代人的命运起伏中展现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中国
茶文化的精神，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展现茶文化的长篇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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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兵

98岁重庆作家张继楼：

带着爱，继续耕耘儿童文学花园

▶张继楼为新书签名。

重 庆 日 报 记 者 赵 欣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