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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评委团成员：
韩浩月、张家鸿、闫晗
栏目主持：沈杰群
评委团投票推荐的书单——

《红狐狸先生的玩具店》

评委点评：
这是一部以寻找为

主题的作品。作品以熊

孩子和红狐狸之间的关

系变化为情节线索，讲

述了他们俩一道寻找快

乐、寻找自我的惊险旅

程。对红狐狸来讲，熊

孩子是它的幸运星。对

熊孩子来讲，红狐狸是

它的幸运星。在各自的

心中，它们是彼此温暖的星。我们应该努

力 寻 找 自 己 的 幸 运 星 ， 找 到 之 后 要 珍 惜

它、呵护它。

《一起等春来》

评委点评：
《 一 起 等 春 来 》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

景，着力刻画女孩黎

小玉对学习的专注与

热爱。美是整部小说

的情境特征。美在月

光，美在大山里，美

在肉眼看得见的现实

空间里。美通过人物的一言一行，恰如其

分地流淌出来。

《凡尔纳科幻小说经典译本》

评委点评：
法 国 “ 科 幻

小 说 之 父 ” 凡 尔

纳 的 作 品 历 经 百

年 而 不 衰 ， 带 领

孩 子 们 在 已 知 和

未 知 的 世 界 奇 异

旅 行 ， 上 天 入 地

下 海 ， 开 启 一 场

精神之旅。

《写诗真好玩》

评委点评：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

的诗人，童年播下一颗

诗的种子，心灵一生都

会有诗相伴。这本书引

导 孩 子 打 开 感 受 与 想

象，从欣赏诗歌之美到

写出属于自己的诗歌。

《一个仙子与两个七岁女孩》

评委点评：
这 是 一 本 风 格

独特的图画书，按

照时间轴，把一个

故 事 拆 分 成 了 两

半，一个旧，一个

新，相互关照、比

对，构成了一个让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结

构。这是一个心灵的故事，一个救赎主题

的故事，更是一个大爱无疆的故事。

《马头琴的故事》

评委点评：
该 书 把 蒙 古 族

乐 器 马 头 琴 的 来

历，融入了一个少

年 梦 想 的 起 与 落 。

该书以诗意而又略

带忧伤的口吻，展

现了少年该如何面

对有挫折、有泪水

的人生。

《中国节日童话》

评委点评：
这 不 仅 是 一 本

讲 述 中 国 传 统 节 日

的 童 话 书 ， 也 是 汇

聚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之

美 的 美 育 书 。 书 里

有 春 花 秋 菊 、 河 边

菖 蒲 、 山 间 流 水 的

自 然 之 美 ； 有 元 宵

看 灯 、 清 明 插 柳 、

重 阳 赏 菊 的 民 俗 之

美 ； 有 歌 谣 、 诗

词、故事的语言之美⋯⋯这本书如同景色

宜人的山中阶梯，能把孩子们带往传统文

化的一个“最佳观赏点”。

《大人也会做错事》

评委点评：
这 本 新 书 是 跟 儿 童 有 关 的 创 作 ， 却

不 是 纯 然 虚 构 ， 更 多 的 是 基 于 现 实 的 总

结 与 分 享 。 在 引 领 孩 子 成 长 的 同 时 ， 大

人 如 果 善 于 总 结 、

反 省 ， 也 必 然 是 与

孩 子 一 道 成 长 的 。

如 此 ， 则 这 个 家 庭

必 然 是 充 满 希 望 的

家 庭 。 犯 错 不 可

怕 ， 可 怕 的 是 犯 错

后 不 懂 得 、 不 愿 意

吸 取 教 训 ， 这 对 大

人或孩子都一样。

《迷路的小孩》

评委点评：
这 是 一 个 哲 思

妙 想 的 绘 本 故 事 ，

一个希望引起关注

的小女孩，她异想

天 开 假 装 自 己 迷

路，于是独自去新

奇 世 界 探 索 和 挑

战。一路上她得到

很多人的关爱，才

体会到原来自己是

个幸福而又幸运的

小孩。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
系列丛书》

评委点评：
这 是 一

套 帮 助 青 少

年 读 者 系 好

人 生 第 一 颗

纽 扣 的 丛

书 。 小 读 者

们 能 领 略 到

先锋人物成长过程中的感人细节、丰富的

心灵世界，以及在共和国发展历程中闪光

的足迹。

中青阅读7月童书推荐书单 2021 年 7 月读者投票
最喜欢读的 5 本好书：
红狐狸先生的玩具店（张菱儿 著）

一起等春来（北辰 著）

凡 尔 纳 科 幻 小 说 经 典 译 本（ [法] 儒

勒·凡尔纳 著）

写诗真好玩（树才 著）

一个仙子与两个七岁女孩（彭懿 著；

田宇 绘）

中青书榜

□ 明 桥

现在叫做动漫的儿童读物，在我小时

候叫小人书，或是连环画，64 开，比智能手

机屏幕大不了多少。想来大概因为是给小

孩看的，所以才叫这个名吧！

我的第一本小人书叫《柳毅传书》，是

一位叔叔来家串门送给我的。柳毅的行侠

仗义和龙女的传奇故事一下子打动了我，

更吸引我的是它栩栩如生的绘画。我本来

就喜欢画画，尤其是中国画，那些图案和线

条仿佛有一种奇异的魔力，带给我说不出

的美感，后来我看过更多现代绘画风格的

漫画，但始终不像对传统连环画那般酷爱。

这本书一下子打开了我的世界，从此

我到处找小人书翻看、临摹，像岳飞、岳云、

杨六郎，“刘关张三结义”“三英战吕布”“逼

上梁山”，各种人物的不同形态和组合，可

以画很多遍。有的临摹了几幅，而特别喜欢

的《大闹天宫》，我就整本书一页页都临摹

了下来⋯⋯直到现在，只要说起某部名著，

我脑海里都会立刻浮现那些画面，故事情节

和人物仿佛是一部永不停机的动画片⋯⋯

在找书的过程中，我的库存也逐渐丰

富了起来，四大名著自不必说，还有古代神

话系列、春秋战国列传、成语故事、民间传

说、戏 剧 电 影、童 话 故 事 ⋯⋯ 版 本 作 者 不

论，有了一套，还可以再买一套画法完全不

同的。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所有小人书，

我集齐了绝大部分，后来的收藏家可能认

为这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藏品，但对我来说，

纯 粹 是 一 个 孩 子 寄 托 了 热 忱 与 梦 想 的 宝

库。这些书有的是别人看过不要的，更多是

用积攒的零花钱买的，作为生活在小县城

的 70 后，我那会儿特别拮据，手头根本没

有几毛钱。

县城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而当时人

们买书读书的愿望相当迫切，它每天 11：

30 开门，我常常中午一放学就奔过去，连

钻带挤，一定要抢占入口那一米宽的位置，

以便第一个冲到小人书柜台。想要的太多

了，可口袋里常常空空如也，记得那次是想

再买一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民美术

出版社的，十分精美，定价 0.14 元，而我只

有 4 分钱。我在书店已经转悠了好几回，眼

看就剩下一两本了，急得我烦躁不安。

回到家，四下无人，我悄悄翻腾妈妈的

衣服，掉出几毛钱，犹豫了一下，拿了 1 角

钱 ，加 上 手 头 的 4 分 ，正 合 适 。《三 打 白 骨

精》就这么到手了，我兴奋无比，一直翻看

着，爱不释手，很快就被爸爸发现了。

“书哪儿来的？”——“买的。”

“钱哪儿来的？“——“妈妈给的。”

下午放学，妈妈已经在家了。爸爸的脸

色很难看：“说！钱哪儿来的？”

“⋯⋯爷爷给的。”爷爷在郊区工厂上

班 ，平 时 两 三 个 月 才 回 来 一 次 ，可 邪 门 的

是，这一回，爷爷第二天就有事回家了。

“钱是哪儿来的？”爸爸大怒，拿起烧红

的火筷子就要烫我的嘴。我嚎啕大哭，连忙

求饶说再也不敢了。

爸爸心平气和后说，他并不反对我买

小人书，他生气的是我偷拿东西还撒谎，做

人绝不能这样。我想我一定是记住了，这辈

子再不敢偷拿人家东西。

正像爸爸说的，他没有不让我买小人

书，后来，书越来越多。我就拿出一些品相

不太好的，学着人家到街上摆地摊，租一本

两分、5 分不等，一天下来能挣几毛钱，攒

多了还能买新书。就这样，上大学前我已经

攒了四五百本小人书，满满装了 5 个木头

箱子，存在家中杂物间。

再后来，我留京工作，有一年老家发洪

水，5 个箱子全被泥水浸泡。有些泡烂的只

能扔掉了，而那些基本完好的，妈妈细心地

把书晾干，再一点点擦掉上面的泥土⋯⋯

经过了几次搬家，被家中小孩瓜分掉，我的

小人书残存不到 100 本，有一年爸妈来京，

全部给我带来了。其中那本《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至今还在抽屉里放着呢。

《三打白骨精》至今还藏在抽屉里

□ 白简简

当 00 后的表妹说，她喜欢看 《哆啦

A 梦》，我很激动地觉得作为 80 后，终于

和年轻人有了共同语言，然而一秒钟后我

伤 感 地 反 应 过 来 ， 原 来 “ 机 器 猫 ” 已 经

“改名”好多年了。

当她去电影院看哆啦 A 梦的大电影作

为娱乐时，我是作为怀旧，毕竟，我童年

记忆中的机器猫，只有一册册漫画和一集

集动画片。后者在没有视频网站的年代往

往无法尽兴，所以，《机器猫》 漫画成了

我童年的最佳记忆之一。

看漫画，在当时大部分家长看来，都

不 是 一 件 正 经 事 ， 所 以 主 要 在 学 校 里 完

成。每次有了新书，我往往用一天的课余

时间就能看完。那时候在班级里，同学们

的娱乐媒介不多，没有社交媒体，没有视

频网站，只有书；传播渠道也很原始，口

口相传、物物交换。

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们构筑了一个

庞大的交流系统，书非借不可读，这在我

们看 《机器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原因

很简单，漫画太多，而小学生的零花钱有

限，不可能买全，“共享漫画”就在班上

流传开来，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几册，但每

个人都会看过几十册。能第一个借到最新

一册的 《机器猫》，那说明你在班中有着

相当稳固的群众基础。

平面黑白画风的 《机器猫》 漫画，看

画面其实一点儿也不酷炫，纯粹靠情节取

胜。以至于后来看到彩色立体的大电影，

我还有点不习惯，有一种我只想玩旋转木

马你却让我坐过山飞车的惶恐。

《机器猫》最吸引人的点，无疑是掏出

一个来自未来的新发明，就能瞬间解决当

下任何不愉快的境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

是一部“爽剧”，堪称“穿越”戏的鼻祖。

当有的小男生为 《龙珠》《圣斗士星

矢》 的各种招式谁厉害争论不休时，我只

想拥有一个机器猫；当有的小女生为 《美

少女战士》 的发型和变装着迷时，我只垂

涎机器猫的那个口袋。在还相信一切皆有

可能的年纪，我觉得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 是 渐 渐 地 ，80 后 对《机 器 猫》的 讨

论，开始走向现实主义：大雄那么没用，为

什么能娶到静香？小夫家到底有多少钱？哆

啦 A 梦 里 为 什 么 家 家 住 别 墅 ⋯⋯ 《机 器

猫》 的漫画作者之一藤子·F·不二雄已

经于 1996 年去世，恐怕他也无法回答这

些问题。

不过，后来我又发现，梦想还是要有

的：“万能制造机”，不就是 3D 打印；“显

示行踪的徽章”，不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

用 到 的 GPS 定 位 ； 还 有 那 个 自 动 打 扫 卫

生的机器人，如今的扫地机器人早已成了

常用电器⋯⋯

每当哆啦 A 梦的大电影上映时，电影

院就会迎来一群不那么年轻的观众。大银

幕上的主人公仍然是那几个，故事也仍然

是“套路”，或者说“经典叙事”。但看到

开头就能猜中结尾的故事，所拥有的魅力

在 于 ， 让 我 相 信 有 些 东 西 是 永 恒 的 ， 比

如，爱，比如，陪伴——无论它叫机器猫

还是哆啦 A 梦。

当《机器猫》
已经改名《哆啦A梦》

□ 河 樱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夜晚，我在家乡市

中心的书店，第一次翻开德国幽默大师埃·

奥·卜劳恩的漫画作品《父与子》。漫画中，

一个胖胖的、秃顶的父亲，一个瘦小的、头

发略乱的儿子，每天都黏在一起，遇见和经

历生活中大大小小、稀奇古怪的故事。

记得有一页漫画当场把我逗乐了：母

亲让父亲去喊正在看漫画书的儿子过来吃

饭，父亲照办了，结果儿子乖乖坐上饭桌，

父亲人却不见了——父亲居然被儿子的漫

画书迷住了，趴在地上看得津津有味。

可能因为我现场笑得太大声，引起了书

店店员的注意。他满脸写着烦躁，走过来呵

斥道：“小朋友，我看你站这看半天了，到底买

不买呀？”我愣住了，手足无措呆立在那儿。这

时爸爸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书店就是大家

都可以看书的地方，您欺负小孩子合适吗？”

那一晚，爸爸陪着我一起看《父与子》，

回家路上我还意犹未尽地聊着漫画情节。

没想到，一个月后，爸爸去省城出差回来，

从行李箱里掏出一套精装本的《父与子》全

集。我如获至宝，赶紧把它摆在书桌上最显

眼的位置，怎么也看不腻。

《父 与 子》中 一 个 个 生 动 幽 默 的 小 故

事，都来自于埃·奥·卜劳恩与儿子克里斯

蒂安之间的真实生活。长大后，我 N 刷《父

与子》的体验，也从单纯的欢乐搞笑，转变

为试图寻找与自我生活的“贴合度”。

例如，这部漫画里父亲对儿子的爱，总

能体现他个人乐观、阳光的人生态度。在主题

为“儿子的礼物”那组画里，儿子原本兴致勃勃

地端着一个雕塑要送给父亲，奔跑过程中不

小心跌倒，雕塑碎了一地，儿子见自己心意毁

了，大哭不止。这时候，父亲从地上捡起了原

本雕塑人物举着的“长枪”，用来通自己的烟

斗。他指着“瞬间”好用的烟斗，向儿子证明他

送的礼物有多棒！儿子立马破涕为笑。

而我小时候也经历过相似的场景。曾经

我用攒了好几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个玻璃

摆件送给爸爸。有天我不小心打碎了摆件，难

受地哭起来。结果爸爸打扫干净玻璃残渣，捡起

里面的塑料小海豚，挂在了自己的钥匙链上。

爸爸安慰我说：“开家门的钥匙是我每

天必带的东西。你看，这个礼物和钥匙串在

一起，一直跟着我。”

透过《父与子》，我读到的父爱，不只停

留于“保护欲”这个层面。故事里，无论处于

生活的顺境还是逆境，父亲总是以诙谐幽

默的方式，不卑不亢，陪伴儿子面对命运的

每一次安排。即使遭遇挫折，他们父子俩也

随时可以把伤痕转化为酒窝。

《父与子》的结尾很有深意。这对父子

忽然走红了，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打着“父与

子”印记的商品。但他们俩一点不高兴，陷

入了深深的苦恼中，最终决定离开。父子俩

手牵手向地平线走去，一直走到了月亮上。

长大后我才明白，这个结尾，是埃·奥·

卜劳恩本人被纳粹迫害的事实隐喻。作者

的悲惨命运，这也为这部漫画添上一层伤

感的意味。

人间每段父子缘分，都是命运的馈赠。若

你有幸拥有，请珍藏父亲的礼物，请一读再读。

《父与子》：父亲的礼物
值得一读再读

□ 王翼鹏

那年夏天，两本不知道是谁带来的《阿

衰 online》单 行 本 忽 然 开 始 在 三（3）班 流

传。在我们那个县城郊区的小学里，刚刚开

始有零花钱的孩子们，连买 5 毛钱一包的

拖肥糖都舍不得，那些动辄售价四五块的

漫画杂志，更是遥不可及的存在。两本小小

的漫画，忽然就打开了幻想世界的大门。

早 已 出 名 的 连 载 漫 画 里 ，“ 灌 篮 高

手”的热血与梦想，“偷星九月天”的奇

幻 旅 程 ， 对 低 年 级 的 我 们 来 说 ， 太 过 艰

深。反而是简单的四格漫画里，阿衰和他

的朋友们，在校园里轻松愉快的日常，紧

紧抓住了我们的心。

擅长“铁头功”的冤家同桌大脸妹，长着

一头金毛的富二代庄库，老实巴交又讲义气

的好哥们儿小冲，生活一团乱麻，却依然苦中

作乐的班主任金乘五，还有我们的男主角小

衰⋯⋯在小小的四格里构建了简单却充满笑

料的校园世界。随着漫画书一页页地翻下去，

他们之间的搞笑故事似乎永远也讲不完。

本是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年龄，在学校

却天天受“四五六，背好手”的纪律和小木棍制

约，每个男孩子心里的小怪兽都被这个调皮

捣蛋的阿衰唤醒了。他上课睡觉，成绩倒数，嘴

里还总是嚼着油炸臭豆腐；但他又是古道热

肠的好小子，偷出家里的刮胡刀，给总欺负他

的大脸妹“刮胡子”，还想尽办法帮看他不爽的

班主任金乘五“生发”。孩子们贪图玩耍讲义气

的童心如果有个模版，大概就是阿衰万年不

变的黄色长上衣，脏乱蘑菇头。

不仅男孩子们心里有个小衰，连女孩子

们的生活也像极了大脸妹。学着漫画里的样

子，班里诞生了一对对“欢喜冤家”，桌子画上

了奇怪的三八线，模仿漫画对白互相斗嘴，连

生气起来，那句经典的“找死啊！铁头功——”

也成了女孩子们的口头禅。仿佛破旧的木桌

椅间便是漫画里的“怕踢中学”，嬉笑打闹的时

光也像一直连载的漫画从不磨灭⋯⋯

那时，老师都会要求大家在上课的时

候，把书立在桌子上朗读。我们用的外研社

新课标版的英语课本，有 16 开大小，比其

他所有课本都大一条，把蓝莓手机大小的

《阿衰 online》偷偷夹在里面，绰绰有余。只

要自己忍住不笑出声来，便万事大吉。

两个小小的单行本，就这样在班里你

传我，我传你，在全班手里流转一遍。有时

同桌两个人都想看，竟然把书从中间撕开。

一本一二百页的小册子，最后竟撕成了七

八份，传着传着，也不知所踪了。

再 后 来 ，年 纪 渐 长 ，零 花 钱 也 多 了 起

来，半月刊杂志里的热血漫画成了大家追

逐的对象。但每当新一期杂志拿到手，大家

依 然 会 聚 在 一 起 看 完 最 前 面 寥 寥 几 页 的

《阿衰》，嘻哈笑闹几声，再四散开去追自己

喜欢的漫画。年龄愈长，仿佛心事愈难平，

回忆的那块糖，却一似少时那样甜。

《阿衰》：藏在16开英语课本里
的回忆那样甜

□ 李丹萍

记得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一经上映，

便引发热潮。影片根据作者熊顿同名漫画改

编，对我来说，这个名字还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从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她了。熊顿本

名项瑶，是一位超人气绘本达人。2011 年，

她被诊断患有非霍其金淋巴瘤。被病痛折

磨的她，非但没有放弃希望，还将自己的经

历画成漫画。以诙谐幽默之姿，游戏人间。

逗趣的画风，一下便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

我初次知道熊顿还是在高三，正值课业

紧张之时，所有娱乐活动都让位于学习，唯

一的休闲就是同学间互相传阅杂志了。那天

随手一翻，《滚蛋吧！肿瘤君》赫然出现在我眼

前。这是一本新书推荐，附着了几幅漫画。

“2011 年 8 月 21 日清晨，我病了。刚起

床走到房门口就轰然倒下，口吐白沫四肢

抽搐，完全不省人事，并且⋯⋯全裸。”

“刚刚上两天化疗，我的症状就缓解

了。除了经常不淑女，其他也没什么别的

反应。”

什么呀？生病也可以这样自嘲。我像是

发现了新世界，对这个女孩充满好奇。简介

里寥寥数语已经无法满足我了，我急切地

想知道熊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她身边还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下课后，我直奔书店买下了这本书，不

到一个小时就读完了，之后又关注了她的

微博，上下翻阅着她的“碎碎念”。

在 我 当 时 浅 薄 的 认 知 中 ，生 病 是“ 凄

惨”的，对患者的“嘲弄”是不合时宜的。然

而，在熊顿的世界里，癌症没能和绝望挂起

钩来，各种治疗不过游戏般的“打怪升级”

罢了。她会对着帅气的医生犯花痴；拔罐放

血 拍 照 ，她 会 吐 槽“ 哎 呀 拍 虚 了 ，再 来 一

张”；喝到鲜榨葡萄汁，连发 35 个叹号感叹

幸福人生⋯⋯她闹着笑着，仿佛病痛从来

没有找到过她。

我持续关注着她的动态，时间长了，竟

感觉她是从未谋面的一位“老朋友”。我偶

尔也会在微博评论，竟然有时候还能收到

她的回复，虽然不过是“这是什么呀”之类

的对话，却能让我高兴好几天。

“外米，艾面冷，你多穿件衣服~~！⋯⋯

我妈慈祥地叮嘱艾米”，艾米是熊顿好友，

经常被她恶搞。初次刷到这条微博时，我反

复读了好几遍，才发现“精髓”。之后笑点像

被打开了般，哈哈大笑不停。可没想到，这

竟是她的最后一条微博。再听到关于她的

消息，就是讣告。这位可爱的女孩，最终还

是没有战胜病魔，生命定格在了 2012年。

现在熊顿已经离开近 9 年了，我还是

会时常想起她。我的脚踝做了个小手术，每

天只能靠单腿蹦移动。行动不便，心情自然

很差。转念一想，如果是熊顿会怎样呢，她

也许会开心地说：“看，手术也不耽误我穿

裙子！”每当生活不顺，她灿烂的笑容总会

浮现在我的脑海，好像在给我力量。

豆瓣网友“寂然”说：“明明是一个没有

发生奇迹的故事，却带给了人无限生的希

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熊顿把患

病治疗的故事变成了生动的经历，却用别

样的方式，温暖了更多的人。

她 爱 美 ，爱 笑 ，觉 得 自 己 长 得 像 林 青

霞。在《滚蛋吧！肿瘤君》电影里，她直接成

为了女主角，熊顿想必一定很开心吧。更何

况里面还有她最爱的偶像——吴彦祖！

《滚蛋吧！肿瘤君》：熊顿直接成为电影女主角

小时候看过的漫画书

在学校，天天受“四五六，背
好手”的纪律和小木棍制约着，
每个男孩子心里的小怪兽都被
这个调皮捣蛋的阿衰唤醒了。

父亲总是以诙谐幽默的
方式，陪伴儿子面对命运的安
排。即使遭遇挫折，也随时可
以把伤痕转化为酒窝。

当有的小男生为 《龙
珠》《圣斗士星矢》 的各种
招式谁厉害争论不休时，我
只想拥有一个机器猫。

在熊顿的世界里，癌症没
能和绝望挂起钩来，各种治疗
不过游戏般的“打怪升级”罢了。

上大学前我已经攒了四
五百本小人书，满满装了 5个
木头箱子，存在家中杂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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