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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泡被人类广泛运用以前，隐秘
又宁静的田园村落举目皆是：人类拓荒
者的历史遗迹存于乡村建筑的墙上窗
棂上瓦顶上，每个安详的早晨与傍晚，
炊烟四起。太阳照耀着山冈时，树叶在
风中轻轻摇晃，叽叽虫鸣平添人世生
机，雨幕落雪都是闲看的风景；太阳落
下的暮归时分，耳畔传来人类深沉的低
吟或者高歌，那是把时间拉长把空间无
限打开的舒缓，那是梦一般的乡村圣
歌。那时，有人生活着的乡村是真的灵
魂家园，是人类站起劳作，坐下躺下便
可依赖的精神原乡。

2014年 5月的一天，我偶然间用手
机拍到雨后美人蕉叶片上的一只绿头
苍蝇，细看，它竟然长得那么漂亮！从此
我开始迷虫拍虫。这过程中，我决定写
一本“与虫书”，而我的虫书绝不写成一
本科学的专业论著，搞科普。我拿我人
类的两只单眼与虫虫们的复眼对视，我
发现，我与虫可以沟通。这本书并非仅
仅是观察摘要，也不是虫虫的歌颂史赞
美诗，我只是想跟你——我的读者说，
我们要跟自然界里的这些小东西玩好
一点，它们的生存技艺非凡智慧令我肃
然起敬。

如今，智能机器人正在很多行当里
代替人类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人类
将被闲置一边。如是，人类将如何排遣
正涌向我们的无穷无尽的虚无感？敏于
行的人已真正地杞人忧天起来，开始为
未来焦虑。智者说唯一的方向是空出来
的时间除了锻炼身体之外要用来提升
精神生活的层次，比如进行文学的艺术
的自我修为，除此，需要多跟自然相处，
且要好好相处，在自然中自在地活着。

我大学读的是生物学植物专业，毕
业即放弃。后来在平面纸媒工作，业余
文学写作。如今自认感觉力在钝化，心
智不再活跃，文学世界变得苍白、单调。
文学评论家呼吁，作家要从闭门造车的
密室写作走向旷野在场的写作，作家灵

魂眼界要开放，要重新面对现实发言。
有评论家说：一个作家，在一己之私以
外，还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
关注。旷野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
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
闺房、密室里生活，他还在地上行走，还
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而我认为这里说的天道人心规约
也还不够，人不应只局限于人类的世
界，人还应多多关照到这个星球上的
其它物种。人类一直沾沾自喜于每一
次对付自然的胜利，却一直回避漠视
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有一种道德是自
然之大道，老子《道德经》示我们要“道
法自然”！

现在，人类开始担心自己创造的人
工智能终将把自己毁灭，看看电影《银
翼杀手2049》吧，人类描绘的未来故事，
并非只是虚构，电影里的人类被起义的
生物人一再干掉。杀虫剂灭了虫子，杀
虫剂也在灭人，食品安全问题光提有何
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只是正面的
么？是否忽略了其负面影响？经济全球
化，地球温度上升，气候恶劣成没有理
性的“疯子”，生物物种多样性的生态一
派凋零相，地球上人类的独断专行正自
食其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

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在现代化生活的
高速流变里拧巴起来。

我的另一本书《看花是种世界观》
采访了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的博物学
家、北大教授刘华杰先生，他竭力倡导
博物学文化，提醒人们反省现代性逻
辑，欣赏自然之美，追求天人系统可持
续共生，接续传统，从“无用而美好”出
发，着眼生态文明，重塑人类质朴心灵。

步前辈博物学家的后尘，我写我的
在野阅微，我要把个人对自然界瓜葛不
断的深情与引得我兴趣盎然的世界冶
为一炉。

只要是假日，我都身心在野。在野，就
是在田野、乡野、山野、旷野、荒野，在野是
一种姿态，外逸，逃出框定。这种姿态可以
让我一下子就弃了纠结着的小我，没入自
然中，与自然融为一体，看花时变花，看虫
时为虫，像是天地小了，心胸倒开阔大气
起来，所有烦忧被山风吹走。

《与虫在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9年 8月发行，出版以来获第二届中
国“十大自然好书奖·自然生活奖”和第
四届《十月》杂志评出的“琦君散文奖·
特别奖”，入新浪2019年度好书榜，入封
面新闻 2019年度全国十大非虚构作品
榜，入全国机关企业 2010-2019十年科
普书单 50种书目、“华文好书”“全民阅
读·春风榜十大科幻博物好书”“云南十
大好书奖”等等奖项和推荐榜单。并受
到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

《与虫在野》是我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思考，是有具体时间地点的生态观察
笔记，我不是昆虫分类专家也非生态摄
影师，我一直用一个手机近距离地拍虫
子，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告诉人们：你只
要拿起一个小小手机，你就可看到美丽
新世界。虫子存于地球亿万年，它们的
生命有尊严。可喜，世界生物多样性保
护大会拟于今年在云南召开，生物多样
性意味着特有性、丰富性和脆弱性，云
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存较好的一个

区域，但情况并不乐观，六年前我在滇
池湿地附近就能拍到两三百种虫子，现
在常常仅能见到苍蝇、蚊子，我需要走
到更远的地方去才能拍到稍微独特一
点的虫子。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平衡一再
被打破，而外来生物入侵事件（比如紫
茎泽兰、福寿螺的疯狂繁殖）屡屡发生
造成物种的单一性恶果，这不仅仅是景
观的破坏更是生态平衡的万劫不复。

《与虫在野》的写作令我自觉自愿
地做了中国博物文化复兴的践行者和
观念传播者。走向田野山野荒野，用文
学接驳自然情怀，我真正地觉察到人类
与草木虫豸是命运共同体，人类要与野
性的生命同呼吸共命运，最终实现生态
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设美丽中
国——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这篇文章中说：“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
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自然是生命
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
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
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保护环境爱护生态是生态文明的
初心！抱着这样的初心，受阿里巴巴公
益基金会邀请，去年 12月 23日我到云
大附中给两个校区（现场+直播）约1000
多名初一年级的师生作了一场《向自然
学习 寄情自然保护自然》的讲座，受到
师生们热烈欢迎，相信中国博物学复兴
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生态坏了，自然便无序。一场史无前
例的瘟疫正袭卷全球，这是人类破坏自然
产生的恶果之一，但疫情期间，大自然也
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和修复。所有的生命皆
须敬畏。生命的周期节律如复调音乐，声
部各自独立却又和谐统一，万物生，生生
不已。和光同尘，自然自在。

现代人感知自然的触觉已失灵钝
化，那就需要唤醒。

任何民族的文学之花，都是生长在
本民族的沃土之上的。其一根须，一枝
杆，一叶脉，一花香，一甘果，无一不是
本民族的灵气与生态、精妙与美好，从
风雨历程到欣欣景象，正可谓是“沃土
无声，繁花春雨”。

在这个手机阅读成为掌上炙品的
时尚年代，我自信对于纸质书本的喜爱
和品阅，一如既往，多年未变。因此，当
有20卷之巨的《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
学作品选》放在书桌上时，面对着这封
面米黄、图文设计富有民族元素感的书
籍，心中满是惬意。

说实在的，对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的广泛接触和认知，对云南少
数民族作者及其作品的了解与品悟，我
都是从《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选》开始的。此前，只是单一或零碎地在
一些报刊媒介或个人单集、地方史志上
读到一点，但从未像这套选集一样，可
以如此多地通过文学作品解读如此多
的少数民族的方方面面，比如痛苦与喜
悦，幻梦与追寻，鞭笞与颂扬，粗陋与华
美，撕裂与前行，从黑暗奔赴光明，从愚
昧迈向文明，从贫弱走向富强，等等，令
人时而噙泪共伤，时而欢欣同乐。这套
选集的少数民族作者，如星云集，各显
光辉，作品如花海时空，释卷余香。

这套选集，是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
部支持下完成的，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
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期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大梳理和大
检阅。同时，也是落实云南努力成为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体现。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
族团结。作为拥有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
省份，维护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云南改
革发展、边疆巩固、社会稳定和各族人
民福祉的大事，而文学是促进各少数民
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重要手
段。云南世居的 25个少数民族，以其自
身的独特文字表达丰富着社会主义文
学事业的同时,也为边疆民族的团结和
谐作出了贡献。《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选》的编辑出版，目的是让云
南少数民族文学有一个展示自己在新
时期以来文学成就的平台。

选集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收录了布朗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
族、白族、怒族、佤族、景颇族、普米族、
阿昌族、拉祜族、纳西族、傈僳族、傣族、
哈尼族 15个云南独有民族和彝族、壮
族、藏族、回族 4个共有民族，计 19个少
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共计735万余字。其
中录有小说 195 人 218 篇,散文 370 人
523篇,诗歌 285人 852首。作家阵容强
大，作品琳琅满目。

选集自 2014 年 8 月决定编辑，至
2020年春全面呈现给读者，历时近6年。
由于各少数民族作者分散，各民族文学
发展不均衡，编辑过程中所遇困难可以

想见。在各分卷编委、编辑的辛苦努力
下，这套有益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
族发展，凝聚民族力量的选集终于完成
并出版发行。这套具有较强资料性和研
究价值的百科全书式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选的问世，为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
的现状和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文本。

中国是一个拥有 56个民族的大家
庭，民族团结、平等、发展、共进，是各族
人民的生命线，是关系到各族人民福祉
的大事。而文学则是促进各少数民族之
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的重
要手段。云南全境有 25个世居少数民
族，因此，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
发展，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是中国多民族文
学集体合唱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

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
环境，造就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魅力
和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
重视与支持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从之
前的口头文学创作与传承常态中走出
来，最终呈现为一片灿烂星空，众多的
少数民族作家用自己的热血，用手中的
笔在反映社会生活，熔铸灵魂，讴歌勤
劳善良，张举康庄幸福，颂扬追梦，释放
正能量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各项
民族政策和相关工作的落实，使得相对
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历史机
遇、有了新的动力、活力，各民族都从无

到有，从少到多地涌现出了本民族的文
学创作者，有了本民族作者的文学作
品，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机遇、大发展的
氛围里，《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选》的出版，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支持的结果，是众编辑与作者的收获，
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与繁荣的必然。

选集中的文学作品，由小说、散文和
诗歌三大文体集结而成，各分卷主编或
编委会成员，基本上就是由本民族的作
家或专家组成，他们一方面用自己的笔
撰写着本民族相关的精彩故事，同时也
作为编委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本民族
的文学作品选粹。选集收录的作家和诗
人，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力量的代表，
也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要群体
之一。他们具有民族性和当代性的作品，
在云南，或是在全国，都是当代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作品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对
本民族生存环境和文学生态的内在联系
的探究与思考，学习与挖掘，必然会使本
民族文学的特质，发挥出对时代的推进
作用，展现出对文明的前瞻力。

《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选》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集中
展示，是桥梁，是窗口，是新时期以来云
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小百科”。我们相
信，通过这一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这
些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后面，还
有着浩浩荡荡的创作队伍，还有着云南
少数民族文学更加灿烂的明天！

中国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有一
位重要的作家，他就是云南武定籍
作家谢人堡。

中国抗日战争沦陷区文学，在
小说创作方面，华北出现了一批青
年作家，他们的作品主要收入“新进
作家丛书”，共 10种；北平新民印书
馆出版的“华北文艺丛书”，共 8种。
丛书作者中，云南武定籍的谢人堡
是当时较为活跃的“新进作家”和校
园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春满园》
《逐流之歌》《月夜三重奏》，对男女
知识青年矛盾、苦闷的心理作了深
刻的刻画，视野逐渐跳出了“小我”，
自觉担当起了社会观察和批判的职
责。他的小说在当时颇有影响，其文
学成就是值得充分注意和研究。

据徐廼翔、黄万华编著的《中国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介绍∶“谢
人堡，原名谢仁甫（1915——?），云
南武定人。1940年毕业于北京辅仁
大学，后致力于小说创作。主要作品
有短篇小说集《葡萄园》和长篇小说
《春满园》《逐流之歌》《月夜三重
奏》，都出版于 1942 年至 1944 年之
间。”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张重岗在《原乡体验与钟理和的北
平叙事》一文中对谢人堡有评论说∶

“谢人堡乃是华北沦陷时期的一位
校园小说家，当时较为活跃。谢人堡
的故乡云南武定，山川灵秀，孕育着
诗情画意。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期
间，他追求进步，热爱祖国传统文
化，开始积极向《晨报副刊》《麒麟》
等杂志投稿，他的文笔流利生动，才
华名震一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
者是位教授呢，已经成为了名满华
北的新文学进步作家之一。”

关于谢人堡的作品及发表、出版
情况，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以下一些
情况——谢人堡入华北求学时，日寇
铁蹄下的华北，竟沦为了“孤岛”。几
年中，他经历了沦陷区的畸形繁荣，
感受了抗日爱国志士们怎样用自己
的正义行为表达不愿做奴隶中国人
民的爱憎，也亲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凶残地躏蹂中华大地。面对现实，他
以积极健康的精神，开始发奋写作。
1940年谢人堡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
后专心于小说创作，同时积极参与了
《国民杂志》的编辑工作，结识并培养
了大批进步的新文学作家，扩大了自
己在社会上的影响。

他的小说题材主要是取材家园
故土，这些作品既充满对故土的怀
念，也以诚实的笔端触及到“故园”
人生活中的痛苦与不幸，而战争等
因素更增加了“故园”悲情，“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作者对“故园”中贫
穷、脏乱及颓废、怠惰、猥琐、腐化一
方面予以揭露，另一方面也以五四
精神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视点理性
地观察民众的生存状态，作品中还
洋溢着中华民族抗日必胜的信心。

谢人堡的短篇小说集《葡萄
园》，1942年 3月由天津建筑书店出
版。书中，作者“谢人堡”后特别注明

“云南武定人”。告诉读者，这是中国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云南武定籍作
家。该书收入小说 22篇。其中写“乡
野生活”的有《眢井》《新宾》《河门一
夜》《凤子》《守夜人》等篇什。这些作
品大都洋溢着浓郁的家国情怀，既
有童年的飘逸情趣，又有一份山乡
风俗的独特美感，有一种对贫贱者
深表同情的感受，也创造出一种张
力四溢的审美效果。

谢人堡的长篇小说《春满园》《逐
流之歌》《月夜三重奏》都于 1944年
由马德增书店出版。马德增书店是抗
战时期沦陷区华北的一家民办书店，
出版过一些书籍，文学方面如 1944
年出版的谢人堡的长篇小说《春满
园》《逐流之歌》《月夜三重奏》，1945
年出版的当时台湾旅居大陆著名乡
土作家江流（钟理和）的小说集《夹竹
桃》、雷妍的小说《少女湖》等。在中国
出版史上，像抗战时期马德增书店这
样小的出版机构为数众多。到北平沦
陷后，出版业更遭受重创，书局和出
版量锐减，位于北平东安市场的马德
增书店不久也就结束了短暂的出版
历程，寿终正寝了。

北平《晨报》的“晨报副刊”，早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和《民国日报》
的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副刊

“学灯”以及《京报》的“京报副刊”一
起被誉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刊
载过许多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鲁迅
的名篇《阿 Q正传》最初就是在《晨
报》的“晨报副刊”上连载的。到了
1938年北平沦陷时期，随着大批文化
人的相继撤离，除了周作人等少数名
作家在上面刊登作品外，名家文稿已
经很少见到，谢人堡等“新进作家”成
为了支撑版面的生力军。

《麒麟》杂志创刊号于 1941年 6
月，在长春面世，系月刊，终刊于
1945 年，共刊出 46 期。杂志拥有广
泛的写作队伍，不仅有东北本土的
通俗作家，还有不少华北新文学作
家，谢人堡就是其中之一。

谢人堡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华北沦陷区一位新文学进步作家，
十分热爱健康向上的中国新文学，
把它作为自己接受新思想、认识新
事物的一个重要渠道，他勤于写作，
也鼓励别人写作，常常在创作上无
私地帮助他人，对追求进步的新文
学青年怀有不同寻常的爱心、耐心
和责任心。1945年，旅居北平的台湾
乡土作家钟理和到了而立之年。这
一年的 4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夹
竹桃》以“江流”为笔名，在北平马德
增书店印行。该书出版后，当时被誉
为“北平文化界人士”的谢人堡还热
情洋溢地写了一篇短评，文中介绍
说∶“在这一个短篇小说集中，第一
我们可以看出原作者对于生活立场
所抱的观点，第二我们更可以发现
江流先生在文艺间所显示的个性。”

华北沦陷以后，中国新文学的
文脉没有中断，翻译活动亦没有中
断。1940年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的
谢人堡就发表过《中国翻译文学史
料》《论林译小说》等文章。这些翻译
理论文章，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珍
贵的历史资料。

不知道什么原因，20世纪 40年
代后，谢人堡的创作突然沉寂了下
来，他好像是索性放下了手中的笔，
像一颗流星一样默默地消失在了历
史长河中。好在历史对每一个人都
有一把公正评价的尺子，历史不会
忘记对历史、对民族有贡献的每一
个人，相信谢人堡的作品会永远鲜
活地留在 20世纪中国抗战时期华北
沦陷区文学的史页上！

（书影配图：郑千山）

由著名翻译家陈黎、张芬龄伉俪
共同翻译的《赛弗尔特诗选——唯有
爱情不沧桑》日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12月版）出版发行。书中选译
了捷克著名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尔
特的代表诗作86首，较全面地反映了
诗人一生创作的轨迹与风格。

赛弗尔特（1901—1986),捷克著
名诗人，198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创作出版过《泪城》《无线电波》
《母亲》《岛上音乐会》《哈雷彗星》《皮
卡迪利的伞》《避瘟柱》等 30多部诗
集，作品歌唱自然、生命、爱情等，艺
术风格独特，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
誉。晚年写有回忆录《世界美如斯》，
以诗意的文字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文
学生涯。 郑千山

嫏嬛撷珍

抗战时期一位重要的云南作家

新书架

《赛弗尔特诗选——
唯有爱情不沧桑》出版

杨继渊

唤醒人们钝化了的自然情感
——《与虫在野》创作谈

半 夏

苦口甘口

云岭阅读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集成与流香
吴兴葵

读书随笔

儿童阅读要“多吃杂粮”
我历来认为，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必须

要多阅读。多阅读，不仅意味着阅读量要
大，还意味着阅读面要广。

事实上，人的阅读也是一种进食行
为。我们吃食物，是为了促进身体发育，
确保生命延续和身体健康，这是一种物
质生活。我们阅读书籍，则是为了促进精
神成长，提高生命质量，彰显人生价值，
这是一种精神生活。如果出现偏食行为，
将会营养不良，影响精神发育和精神成
长，从而导致人生缺憾。

也就是说，儿童的课外阅读，必须要
“多吃杂粮”。

曾经有人问我，倘若读那么杂，能记
得住吗？我想强调的是，孩子进行课外阅
读，只要能够引发相应的感受、认识、共
鸣和思考，留下大致的印象，孩子的阅读
目的，也就基本上达到了。

想进入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阅读，必
须以广泛的阅读为基础。没有广泛的阅
读积累，就没有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阅读
效果。孩子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多

吃杂粮”，扩大阅读面和阅读量。随着认
知的增长，思维的成熟，阅历的丰富，孩
子从小到大读过的那些书籍，终会相互
交融，凝聚成一股强的力量，彰显出应
有的价值。

我们在引导阅读时，不妨让孩子多
读这些方面的“杂粮”书——

首先是科普。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得以
发展的核心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
开科普教育，离不开我们对于科普书籍的
阅读。广泛阅读科普书籍，能够让孩子获
得更开阔的科学视野，从宏观世界到微观
世界，具有更丰富的科学知识，以及更多
的科学探究精神，更多的认识世界的科学
思维方式。孩子从小接触科普书籍，奠定
科普基础，不仅能促进物理、化学、生物等
课程的学习效率和考试成绩的提升，更可
以奠定他们科学思维的基础。

其次是文学。文学堪称人学，是孩子接
受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养的最重要媒介
之一。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对于促进孩子的

精神发育和心灵成长，有着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其中，建议孩子多阅读的，是古今中
外的经典长篇小说。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往
往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囊括着更
广的视野，更高的格局，更多的思考，更大
的智慧……事实证明，一部经典长篇小说
带来的收获和滋养，能影响人的一生。

历史也不可偏废。唐太宗李世民有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
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所谓“以
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意思就是说，将此前
的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可以知道历史演变
过程中的兴盛和衰亡。我们今天学习历史
课程，阅读历史书籍，一方面是为了明晰人
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从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掌
握了这个规律，我们才能高瞻远瞩，以前瞻
性的思维，去决胜未来的社会和人生。

在很多人眼中，哲学无疑是个受人冷
落的“无用之学”。但事实上，哲学无处不
在，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
与哲学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比如人的思

考行为，就是哲学的重要体现。一个人有
着怎样的哲学素养，就有着怎样的思考，
进而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
成，影响着为人处世的态度，影响着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多人为什
么人云亦云，盲目跟风，缺乏独立思考的
能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缺乏哲学素养。我
们在引导孩子阅读时，不但不能忽略掉哲
学书籍，而且应该给予哲学足够的重视。

人物传记很重要。人物传记的主人
公，往往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杰出人
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做出过重大
贡献。人物传记中，记录着主人公的成长
轨迹、辉煌成就，也反映着主人公的奋斗
精神、成败经验，凝结着主人公的人生智
慧、思想精华……引导孩子阅读人物传
记，意义就在于，让孩子以主人公为榜样，
向主人公学习，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不断超越自我。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任何
空洞的励志教育，也比不上一部经典人物
传记产生的力量。

“杂粮”营养多，成长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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