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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专注中国传统文化

的考据，《节日之书》曾获得文津

奖推荐图书，这本《给孩子的节

日之书》是它的少儿彩绘版。

翻开书卷，仿佛掀开了一年

的画卷。四季轮转，乃自然，乃时

序。依着时令，生活亦是有序。犁

田耕作、采桑刈麦、秋狩围猎、冬

宴庆年，物物有其理，事事有其

径。

节气连着节日，节日产生节

俗。春节万户新，端午节赛龙舟，

七夕节乞巧两情悦，元宵节灯下

影成双……缤纷的节俗藏着百

姓的日常，大半与“吃”有关。老

祖宗的规矩来自于劳作生活，有

着朴素的健康学认知，即便未必

符合现代生活，但是每逢节日，

谁能不想起小时候的吃食呢？

节日饮食的象征意义，要比

营养价值更重要。近些年的生

活，仿佛成了手机屏幕的一道道

反光，来不及晃神就倏忽而过。

逢着这些特别的日子，我才会稍

稍停顿下来，与母亲、与亲友围

聚一起，享受祖辈延续的、藏在

食物里的爱。

慢慢地翻，回溯祖先留给我

们的传统。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所以，春

节那天要“穿新衣，戴新帽”。中

华文明以农业为根本，中国新年

要比阳历新年来得晚，在我们的

文化意识里，新一轮生长才意味

着新年的到来。

惊蛰一过，春社便近。春社

是春季祈福的节日。“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说的是上巳节结伴出游、水边

祈福的情景。

夏至九九歌，冬至消寒图。

气候影响着物候，影响着人的身

体和心绪，人心笃静，世界安然。

八月与十五，离别与团聚。九月

九日，重阳登高望故乡。腊八节，

粥香满街迎大年。小年大扫除，

除夕庆团圆。

年复一年，生生不息，都是

老百姓对于生活的美好祈愿。

虽说是《给孩子的节日之

书》，然而，我这自诩读书不少的

大人，其实仍然有很多传统习俗

不了解。这些节日的礼俗虽然缤

纷多彩，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

我们有意无意地遗忘，或者随便

凑合着过。关于节日礼俗的考

据，这样的归拢梳理并无太多新

意，但乐见这样的普及来唤醒我

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人与

自然端敬相亲的情态。

属于我们的中国节日，自有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余世存讲节

日，讲的不仅是礼俗，还会牵扯

出节日礼俗背后的文化脉络。书

中有很多诗词歌赋、神话传说、

养生知识，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化

修养。让我耳目一新的，是传统

节日与五行、干支的关系。比如，

春社、秋社与土地相关，因此属

于五行的“土”。十天干与五行相

对应，第五位是“戊”，因此以

“戊”命名的日子都属于土。土、

戊、五三者相关联，古人便把两

个社日分别安排在立春、立秋后

的第五个戊日。这样的历法知

识，在书中有多处讲述。

中国节日背后其实有很多

科学知识的支撑，是源远流长的

先民智慧的结晶。时届年底，阅

读这本书，对于大人是常识的补

充，对于孩子，是从小就接受的

文化熏陶。这是家庭教育书，也

是很好的亲子读物，牵连起亲情

与文化的交流。

打开《会讲故事的建筑》，

我跟随着作者见识到了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原来藻井是为

了防火；城门的门钉涂上泥巴

可以防止火攻；1500年前，我们

就已经用上了立交桥……司空

见惯的事情背后藏着那么多的

智慧。这本书以火车司机——

“爷爷”留下的游历笔记为线

索，以中华大地瑰丽传奇的古

建筑作为切入口，串起古建筑

背后的语文知识、人文历史、建

筑常识，让读者了解中国古建

筑的前世今生。

此书是研学笔记，带领读

者开启了一场中国古建筑与传

统文化的寻根之旅。研学作为

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

其内涵与“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的理念不谋而合。作者将语

文知识、历史知识与游学紧密

结合，按照不同用途和规划，将

建筑分成城池、宗庙、祠堂、鼓

楼、楼阁、园林、民居等类型，形

成了10条研学之路，由“爸爸”

牵着“小依”和“小慢”的手循着

“爷爷”的足迹踏上了旅途，从

李白“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

声”中提到的长安城开始，探索

中国古建筑的建造特点与承载

的厚重历史。

中国的建筑文化魅力无穷，

每种古建筑都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通过“爸爸”对中国古建筑

的结构及相关历史知识的讲解，

孩子们认识了“最高级别的家

庙——太庙”，并从中了解到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祖先的民

族，而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

祖先的家庙，曾经比紫禁城还要

神秘。可以说，读懂了中国古建

筑就如同看懂了中国文化，让孩

子们进一步了解建筑也是一种

文化形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知行合一，是由明朝思想

家王阳明提出来的哲学理论，

也是此书最突出的特点。此书

让孩子们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

我国各地不同建筑的魅力，还

能通过游学了解古建筑背后的

故事。作者特意在诠释每个古

建筑特点的基础上拓展了“语

文故事”“历史故事”两大内容，

极大地增强了绘本阅读的趣味

性，同时也满足了孩子们猎奇

与探索的心理。

书中通过一幕幕亲子对

话，将知识源源不断地输送给

读者，如“语文故事”中提到古

代讲究北方为正，所以衙门都

“坐北朝南”；“历史故事”中提

及“暮鼓晨钟”制度的由来等。

这些知识在书中密集出现，让

孩子们在饱览古建筑时，能够

汲取更深、更广泛的知识。同

时，作者还别具匠心地在书中

引用了许多课文里关于各种建

筑的古诗，如“楼阁——站得高

看得远”中，就罗列了《黄鹤楼》

等8首古诗，结合生动的古建筑

绘图，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古

诗的含义，更深刻地体会中国

古建筑文化的重要性，带领孩

子们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会讲故事的建筑》是一场

因建筑而生的穿越和探索，孩

子读此书，能学到知识、开阔眼

界，父母读此书，则会更加深刻

地意识到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

性，了解教育的意义和旅行的

真正价值。

《头脑国历险记》所聚焦的是儿

童文学中“不同寻常”的另一部分，故

事里的很多孩子在现实世界中是有

身体缺陷的弱势群体，但在充满奇妙

色彩的头脑国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弥补身体缺陷的能力。当健全孩子丹

丹机缘巧合走进头脑国里，她和残障

人士平等、互敬地相处，与他们一起

用智慧和勇气踏平坎坷，搭建起健全

人士和残障人士之间增进理解和互

建友谊的通道。

该书作者一木秋曾从事过残障

人士的服务工作，在每天面对特殊群

体的过程中，她看到了世界的“另一

面”，深刻认识到“残障人士是弱势群

体，残缺并不由自己选择，而他们能

选择的是面对残缺后的心态”，因而

从特殊人士身上感受到强烈的生命

能量和“从裂口中迸发出的光芒”，促

使她将这些让自己感到震撼的力量

注入文字。

作者用奇思妙想为残障人士构

筑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头脑国”。这个

由残障人士创造出来的国度，看似是

存在于他们头脑里的精神乐园，其实

处处含有残障人士在现实世界里不

断经受内外“阻碍”的缩影。现实生活

里，身体上的缺陷是困住残障人士的

牢笼，他们能在头脑国里成全自己身

体上的梦想，可终究无法摆脱现实生

活带来的心灵束缚。如肢残儿童程天

希望长大后努力挣钱，能换上一副可

以跑的义肢，像正常人一样走各种各

样的路，这是个简单的梦想，但对他

而言，却意味着漫长的等待和跋涉。

而对他最为重要的，或许是丹丹初次

见他时，向他伸出的一只手。对他而

言，掌心的微弱温暖却是照进他生命

里的一缕阳光。

童年是一段难以重返的黄金岁

月，但它并不是完全无忧无虑的，每

个孩子都会经历成长的痛苦和心灵

成长的艰难。与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不

同，一木秋并未回避儿童成长必须经

历的沉重和阻碍，她所构筑的头脑国

并不是一个纯净无瑕的完美国度，这

个国度里有美好人性的绽放，也有幽

暗心灵的迷雾。当小主人公丹丹用真

心和善意推开通往头脑国的大门，拼

劲全力去营救程天，却遭遇一心想把

她变成残疾人留在头脑国的怪叔叔，

他的围追堵截让丹丹难以应付，在另

一个残障女孩杨小枝的帮助下，丹丹

才化解了危机，找回朋友，收获爱和

友谊，也让这份温暖感染了否认平等

和爱的头脑国国王。

任何人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孩

子也一样，只有为孩子的人生打下尊

重、勇敢、善良的底色，才能使他们在

成长过程中，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挫

折和困扰，有足够的能量去温暖他人

和世界。小主人公丹丹秉性善良，可

内心却有一只名为懦弱的“小怪兽”，

对于从未见过的义肢，她不敢“靠近

那副可怕的金属装置”“要花费很大

的力气才能站稳”，直到和程天、杨小

枝携手赢得了冒险之旅的胜利，她从

他们身上感受到勇气的力量，实现了

从懦弱到勇敢的成长。这份成长是双

向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尊重，但人

得先学会尊重自己”，头脑国国王在

小朋友的冒险经历中感受到平等和

情感的力量，从丹丹的话语里找到如

何尊重自己的答案，鼓起勇气去打破

内心的枷锁。

诚如一木秋所说，对于弱势群

体，少年儿童不应一味恐惧躲避，而

更应理解、接纳、尊重，用心去感受世

界的多样性。让残障孩子获得勇气与

尊重，让健全孩子获得包容和鼓励，

让成年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让每一朵生命之花都能迎着

阳光绽放，这或许是《头脑国历险记》

最大的价值和影响。

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指出：“钻进儿童圈

子里去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而刘晓军作为

一个在教育界耕耘30余年的资深教育人，做

过教师、当过校长，又在四川省教科院做教

研员，对于教育，他像孙悟空一样，既能钻进

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又能一个筋斗云跃于高

处纵观天地。正因此，他的《阿文进城》《闯进

冬至节的羊》《霸王龙返乡》（以下简称“三部

曲”），是基于对教育的长期观察与探索，厚

植于长期的思考与实践，对教育的理解更深

刻，对教育的希冀更特别。

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不是灌输，而是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意味着教

育的本质是给孩子以好的影响。什么是好的

影响？《阿文进城》中阿文的爸妈，从农村到

大都市务工，爸爸妈妈通过自己的勤劳坚

韧，逐渐在大都市扎下根，最终把菜摊经营

成了3家鲜菜连锁店，并准备开第四家分店。

这个打拼的过程时刻影响着阿文，使得他从

最初的怨恨到奋起拼搏，在“融入与逃离”的

内心撕扯中，学会悦纳、学会共处，最终融入

大都市的学习和生活，谱写了一曲逆风飞扬

的少年赞歌。

“三部曲”里还有许多可做榜样的长者，

有“夫子”“大先生”那样优秀的教师，有堂文

爷爷、寨主爷、牛爷那样德高望重的老人，有

城里校长、拴牢那样心里装着学生和村民、

一心想着学校和村寨发展的管理者，有杨丹

妮（阿灿妈妈）、史密斯夫妇那样的科学家

……形形色色的劳动者，除了身体力行外，

也以各自的方式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成长

环境，提供各种帮助，让他们去研学、科考、

体验、合作、创造。近朱者赤，孩子们周围全

是这样可爱的榜样，又怎么可能不爱劳动、

爱创造呢？这就是传承和影响，这种力量让

孩子们在使用识物APP、无人机等各种工具

和量表中，在分工合作中成长。

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不是灌满一桶

水，而是点燃一把火。”《阿文进城》中的夫

子，在语文课堂上“那么热情洋溢，那么慷慨

激昂，就像一团火……”师者如炬，夫子以他

的火点燃学生心中的火种。书中写夫子教学

《穷人》一课，老师的美、语文的美，通过夫子

的朗读融为一体，学生感受到了这种美，情

感被点燃，阿文也产生了共情，“奋笔如飞，

在歪歪扭扭中倾诉心中的痛苦和烦恼”。

在“夫子”“大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刘

晓军的影子，“《错题集》展览大会”“吃喝玩乐

综合实践活动课”“吃板栗课”，英语考试是小

组合作编排表演“课本剧《丑公主》”，美术考

试是“文化墙上进行自由涂鸦”……写作来源

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刘晓军把他对教育美好

的期冀，把理想化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一并融入到笔下，由书中的“城里校

长”“大先生”“独行侠”“寨主爷”等去实现。

好的教育不仅点燃学生情感的火，而且

着眼时代与未来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去

谋划，去点燃学生探究的火、创新的火。“三

部曲”里，场馆学习、研学、科考贯穿了《闯进

冬至节的羊》《霸王龙返乡》，这让学习的时

间、空间、场景、方式、内容等从课堂、图书馆

走向开放。

《闯进冬至节的羊》一开篇“博物馆奇

闻”便是场馆学习，羊字族、羊诗词、羊成语

故事……如果说这些还是语文味很浓的传

统文化综合性学习，那么接下来书中阿灿们

的“飓风计划”则是基于问题解决的科考项

目，以问题为引导、任务为驱动，在真实而具

体的情境中，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学习

材料，孩子的各种感官都参与到学习中，

告别纸上谈兵，告别高分低能，告别眼高

手低……《霸王龙返乡》已从阿文、阿灿的

个体学习，走向团队学习，即书中所写的研

学、科考。项目化学习让孩子们学会深度合

作、深度探究之法，学会与不同文化、性格的

人相处之术，学会面对复杂问题情境去求解

之方，学会野外求知与生存之道。

什么是好的教育？《阿文进城》中好的教

育就是给阿文这样的“转学生”一个与老师、

同学不断磨合的宽松环境，《闯进冬至的羊》

《霸王龙返乡》中好的教育就是给阿灿这样

“天赋异禀”的天才少年一个扬长的自由环

境。阿文及其家人是那个时代闯进城里的

“羊”，阿灿是当今时代闯进乡野的“羊”，他

们都那么格格不入。

“三部曲”让我们看到，好的教育能包容

孩子“离经叛道”的行为，能保护“天才少年”

的“另类”，能因材施教，能张扬孩子的个性。

好的教育既能激发阿文这样的孩子勤能补

拙的勇气，又能激发阿灿这样的孩子的天

赋。好的学校，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人人自

由发展的学校”，好的教育则是：“天地是最

好的课堂，万物是最好的教材，‘十万个为什

么’是最好的教学策略，发现探究、实证创造

是最好的学习成果。”

如果《阿文进城》探讨的是“教育如何使

孩子活出平凡而又不凡的人生”，那么，《闯

进冬至的羊》《霸王龙返乡》探讨的则是教育

如何让每个孩子的个性、兴趣、爱好、天赋、

情感都得以充分发展。阿文也好，阿灿也好，

让他们在不断试错中不断成长，最终悦纳自

己及周围的一切，作者似乎要告诉我们，包

容是最好的教育。

不可否认，“三部曲”确实是作者以教师

之笔描绘教育理想，寄托了作者对教育的理

解及憧憬。这使得“三部曲既具普适价值，又

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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