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读懂瓷器，编辑去了景德镇

这本书，揭开了滇金丝猴的“小秘密”

《珍稀动物在中国：滇金丝猴小不点儿》是一本
原创科普图画书，也是“珍稀动物在中国”系列图画
书中的第二本。它用观察日志的形式，饶有趣味地
讲述了中国特有的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成长
过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珍稀动物的生存现

状，以及科学家为保护它们作出的种种努力。阅读
这本书，孩子们不仅能够学习到滇金丝猴的相关知
识，获得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视野，还能树立保护濒
危物种、保护环境的意识，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生命观。

近年来，全球变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吞
噬着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很多物种甚至因此濒临灭绝……这不禁让人感到维持物种多样
性、保护生态平衡的紧迫性。

我们有责任为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贡献一份力量，让人们意识到保护珍稀物种就是保护我
们自己。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本原创科普图画书，它能让孩子看到科学的趣味，感受生命的多样，体
验大自然的震撼，收获艰辛后的快乐！

《珍稀动物在中国：滇金丝猴小不点儿》

编审专家团队推荐：

内容简介：

“雪山精灵”滇金丝猴是世间最像人的生灵，
面庞白里透红，有着美丽的红唇，堪称云南动物王
国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然而，滇金丝猴却长期披着神秘的面纱，即便
是今天，人们对这一中国特有珍稀濒危灵长类物
种仍知之甚少，它们身上还有许多谜团在等待有
缘人给出正解。

图画书《滇金丝猴小不点儿》旨在引发人们，
特别是少年儿童对滇金丝猴这一神奇物种的好

奇心。全书以图画为主，辅以文字，深入浅出，叙
述生动，逐一探索这些奥秘：为什么它们的嘴唇
那么红？为什么它们会失去鼻梁骨？为什么它
们在寒冷刺骨的冬天也依然待在高高的雪山之
巅？……这本图画书让人轻松漫游滇金丝猴王
国，逐渐明白其中奥妙，不知不觉中已然成为滇
金丝猴的粉丝。

——中国灵长类学会名誉理事长
滇金丝猴动物保护专家、“猴爸爸”龙勇诚

近几十年，我国对“雪山精灵”滇金丝猴开展
的寻找、研究和保护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离不开国内外动物保护专家的关注、支持，也要
归功于保护区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坚毅付出。在
一路艰辛巡护的过程中，有欣喜的发现，也有寻觅
无果时的失望。

在这本真切地讲述滇金丝猴巡护历程的图
画书出版之际，我希望更多的公众看见真实又
灵动、充满生命力的雪山精灵，和我们一起守护
身边的国宝，让滇金丝猴长久自在地跳跃于山
林之间。

——原云南白马雪山管护局副局长 钟泰

作者简介：

秌秋，科普读物作家。长期致力于
各种自然类选题的调研、整理和撰写工
作，曾负责诸多图画书中与动植物相关
的调研和编写。其作品《起飞吧，燕鸥小
一》曾获第五届“大鹏自然童书奖”十大
自然童书“黑脸琵鹭奖”。

有人说，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
人。这句话放在编辑身上，最契合的表述应该是一个编辑的气质
里藏着他编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

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少不了编辑与作者的一
番切、磋、琢、磨。这套《孩子从这里读懂中国》亦
是如此。我细细地打磨着其中的一本《流淌千年
的艺术与美感》，表面上是我编校了书中文字，实
际上是这些文字滋养了我。

于是，在一个寻常周末，我带着好奇心奔赴
南昌，要去书中提到的千年瓷都景德镇探寻中国
的“文化名片”瓷器，也想去探究一下“瓷话”究竟
怎么讲。

在泥土与火焰的舞蹈中产生的瓷器，布满器
身的冰裂纹、千年秘色的青花瓷、瓷中的贵族釉
里红，对我来说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熟悉
是因为在编校过程中，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无数次
招呼。陌生是因为我只是见过它们的纸上容颜，
并没有亲身触摸过它们。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顶层的第一个展览
便是《天工开物》中记录的景德镇制瓷的七十二
道工序雕塑展。在书中，我们以插图的方式展示
了制瓷过程中的8个关键步骤——制浆、做坯、晒
坯、画坯、混水、取釉。而当我置身这72座雕像组
成的长廊之中时，依然感觉到震撼。一件小小的
陶瓷，凝结了如此繁复的工艺，而这工艺的背后
无不体现出中国瓷器匠人的真切与从容。

接下来是探秘青花瓷的千年秘色。顺着展
馆一路向下，我来到了青花瓷的天地。青花瓷的
神秘之处就在于它使用了含钴的颜料——氧化
钴。氧化钴作为稳定的蓝色，不管如何重复烧制
都不会变色。

观览之中，一件用碎瓷片拼接在一起的青花
瓷瓶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不似馆中其他的瓷器
那样，因为身价不菲被安全地封存在玻璃展柜之
内，而是直接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中。据说，这件
青花瓷是用不同的钴料烧制成的瓷器拼接在一
起的，所以可以在一件瓷器上看到呈色不同的青
花。用手抚摸着这千年前的青花瓷片，整个人在
嘈杂的人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青花瓷有一种
静气，它的简洁清雅可以在青白之间平息人心的

浮躁。
瓷器何以成为中国的文化名片呢？在逛至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第一层时，我找到了答
案。这琳琅满目的展品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中
国外销瓷器。在这些瓷器中，可以看到来自比利
时的18世纪的荷兰王子纪尧姆四世肖像陶盘，来
自葡萄牙的英格兰城市纹章盘等定制瓷器作品，
也有中国婴戏图风格的粉彩母子瓷雕，古彩人物
纹大碗等。可以看出，中国的瓷器可以说是当时
欧洲的奢侈品，称瓷器为中国的文化名片也就顺
理成章了。

游走于景德镇，落于眼底的是一件件器物，
但落于心底的是中国瓷器艺人天成至简的审美
追求——这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照见。这种遇
见与文字中的遇见不同，会给人沁入心底的滋
养。我更希望这种滋养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因为
那些少年时代没有见过的山川，没有得到的滋
养，可能会成为孩子一生的贫瘠之源。

而最好的山川就是中国，最好的滋养就是我
们流传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何以中国？对孩子而言，中国是旅行时庄严
的紫禁城还是巍峨的长城？是课本上的唐诗还
是博物馆里的古画？是一撇一捺的汉字还是黑
白方圆的围棋？是三星堆里神秘的青铜面具还
是秘色千年的青花瓷？这些构成了“中国”这本

“大书”，也走进了这套“小书”里。这字里行间流
动的是中国文化的根与脉，中国人的灵与性。在
天坛中看到我们的敬畏与感恩，在长城上感悟我
们对和平的祈求，在水墨画中感受心中的丘壑，
在唐诗中感受生命的壮阔，在围棋中品味落子的
智慧……

这是一套“大家”写的“小书”，将中国文化的
万里长空与一朝风月写得淋漓尽致。而中国又
是一本好书，值得孩子用一生来慢慢读，读懂日
月星辰之姿，山川湖海之美，花鸟鱼虫之奇。

（作者为《孩子从这里读懂中国?流淌千
年的艺术与美感》责任编辑）

编辑手记：带着好奇心出发

《春猎》：枪口下的生命交响曲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下简称 BC省）

是全世界黑熊数量最多的地方，约有16万头黑
熊。一头母熊每年产崽约2.5头，平均成活率95%
以上，黑熊在成年之后几乎没有天敌。如果没有
狩猎活动，BC省的黑熊数量会稳定上涨，所以猎
人的介入成为控制黑熊数量、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的必要方式。

BC省每年的猎熊季有两次，分别是春季（4—
6月）和秋季（9—11月），具体日期根据附属猎区
的不同情况略有调整。每个持证猎人的黑熊猎
获数量为每年两头，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两次
完成，时间须在猎熊季内。一般来说，由于春季
食物较少，黑熊比较好打，所以本地人更喜欢春
季猎熊。《春猎》便是在这样特殊的环保背景下创
作的原创图画书。

作者崔学君是一位资深猎人，《春猎》的故事
源自他的亲身经历。

故事中，一对通过考核、取得了猎人牌照的
父子老布和小文在春猎季前往温哥华岛狩猎黑
熊，他们原本的计划是猎一头大公熊（初春时食
物短缺，强悍的公熊会咬伤母熊甚至吃掉小熊，
同时，受伤的熊很容易得传染病影响种群健康），
在实际搜寻黑熊踪迹时，遇到的却是一头为保护
小熊毫不退却、勇敢迎向猎人的母熊。父子俩被
深深打动，最终放弃了这场猎杀。

故事洋溢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传递出耐
人寻味的生态观和生命观，也传递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

跨越物种的母爱与亲情

母熊为了保护身后的两头幼崽，面对猎人的
枪口和皮卡车这样的庞然大物，不仅没有逃跑或
退缩，反而勇敢地迎了上来准备殊死一搏。这一
举动令老布和小文感到深深震撼，他们庆幸自己
觉察到了黑熊的异常行为并及时发现了黑熊身
后的小熊仔，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故事结尾处，老布的两个小孙子在妈妈的陪
伴下迎接爷爷和爸爸回家的团圆画面，与危险解
除后母熊与小熊在森林中漫步嬉戏的场景遥相
呼应，这种跨越不同物种又相互连通的爱，令小
读者为之动容，也给心灵带来弥久的震撼。

生态观与生命观启蒙

故事巧妙地通过讲述一个温情的狩猎故事，
将生态平衡的理念与生命教育相结合。

父子俩身为持有牌照的猎手，在参与狩猎活
动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虽然
选择在更易完成狩猎的春天行动，却坚守着不猎
杀带着小熊的母熊原则。父子两人对生命的理
解和尊重在万物勃发的春天闪耀着光辉，在展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同时，也启发小读者敬
畏生命、尊重自然。

原始森林的独特风光

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提名画家娜杰日达?布
戈斯拉夫斯卡亚的插画，为这本书的内容增添了
无尽的魅力。

娜杰日达?布戈斯拉夫斯卡亚以淡雅的水彩
为小读者呈现了碧蓝的天空、壮阔的大海、静谧
的森林以及林中出没的憨态可掬的野生动物，引
领小读者沉浸式体验加拿大原始森林的独特魅
力，透过细腻写实的画面，我们仿佛置身于那片
广袤的森林之中，与书中的角色共同经历一波三
折又充满温情与感动的狩猎之旅。

作者崔学君，生
于1958年，现居加
拿大温哥华。崇尚
陶渊明式的田园生
活，种菜、打猎、钓
鱼、爬山是其生活日
常，很享受与孩子相
伴的时光。

绘者娜杰日达?布戈斯
拉夫斯卡亚，莫斯科艺术家
联盟会员。1967年生于俄
罗斯艺术世家。先后毕业于
俄罗斯艺术学院、俄罗斯艺
术研究所。曾获得国际安徒
生奖插画家奖提名，作品入
选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
年展、博洛尼亚插画展。代
表作品有《行吟诗人》《鹅妈
妈童谣》等。

◎陶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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