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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卯卯赵卯卯赵卯卯：：：孩子的眼睛看世界孩子的眼睛看世界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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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的种子发了芽

海兴是赵卯卯的家，辽阔的湿
地、咸咸的海风，一代又一代人在
这片盐碱地上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赵卯卯的成长也是一样，土地虽然
贫瘠，精神却是富足的。她小时候
生活的农村还很贫困，吃不上好吃
的，穿不上新衣服，书在那样的年
代里更是件奢侈品，幸运的是，她
家却有不少书。

赵卯卯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很多
杂志，《钟山》《小说月报》 还有
《聊斋志异》 以及一些武侠小说，
这些是爸爸读的。那时候她太小，
还读不懂，但已经隐隐觉得有书的
家庭自然是不一样的。姑姑喜欢诗
歌，那优美的文字旋律拨动着赵卯
卯少年的心弦，那段时间，她对诗
歌如痴如醉。

虽然那时候，赵卯卯从来没想
过长大要成为一名作家，但文学的
种子已经悄然种下了，它缺少的只
是一个发芽的好时机。

这个时机出现在12年前。赵卯
卯在网上逛博客，无意中读到了一
个童话，而这个童话竟然是她小时
候在《少年文艺》杂志上读到的。
不一样的年纪，却有着同样对美好
童话的向往，她沉浸其中，从那一
刻，文学的种子不知不觉地发芽了。

从读童话到创作童话，赵卯卯
的笔像脱了缰的马，洒脱奔腾。她
的第一部长篇作品是一部叫作《我
和银扣的奇幻之旅》的童话。那个
故事讲了一个女孩儿在得知自己肺
部有阴影的情况下，写下了一张愿
望清单。在秋日的黄昏，一只叫银
扣的猫出现，银扣为女孩儿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梦幻的世界，让她从一
个不快乐的女孩儿，渐渐明白了什

么是幸福。
赵卯卯说，这个故事写得很

“自我”，也不复杂，但恰恰因为没
有各种压力，所以写得才轻松，还
在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从而开启了
她长篇故事写作的大门。

《我的，我的》
荣膺“中国好书”

一路创作，一路感悟。赵卯卯的
作品是自然的流露，就像春天，花会
开，秋天，果实会挂满枝头一样。

2022年10月，《我的，我的》入
选“百班千人”46期四年级师生共
读书目， 11 月荣登 2022 年 11 月

“中国好书”月榜，12月入选《中
华读书报》“2022年度十佳童书”。
今年1月上榜“2022 年度央视读书
精选”，2月连续入选“2022 年度
爱阅童书 100”、国家图书馆“四季
童读”2023春季卷，3月荣获第五
届张天翼儿童文学奖，4 月入选

“亲近母语”三年级整本书自主阅读
书目，同时荣获2022年度“中国好
书”和第十八届文津图书奖。

这本书是赵卯卯在写作风格上
的一次探索和转变，虽然这本书的
故事很简单——九岁男孩王盒盒对
抗病魔，最终与生命和解。但是它
所传递出来的意蕴非常丰富：无论
是孩子，还是大人，每个人都能在
这本书里找到共鸣、读到自我。

因此，这是一本很纯粹的文学
书。它不单是在讲男孩儿王盒盒的
故事，还用王盒盒的视角，讲述人
对世界的好奇，以及人的孤独感。
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对生命意义的思
索。

赵卯卯的创作灵感，与其说灵
感，倒不如说是对人生的意义有了
更深的思考。人的一生，会有很多
个对世界充满迷思的瞬间，这源自
我们“对世界充满好奇”。王盒盒就
是这样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在他
眼里，世界充满秘密。天空和小鸟，
大树和房子，小猫和小狗，爸爸和妈
妈，光和影子……眼睛所到之处，
都是秘密，值得他去探索。

“对世界充满好奇”是一种生命
的活力，有好奇心，我们的人生就

会充满趣味。我们总喜欢将“好
奇”这个词用在孩子身上，但实际
上，哪个成年人不是从孩子成长起
来的呢？其实大人依旧拥有对世界
的好奇，只不过受累于肩上的责
任，这份好奇心多了一份沉重。这
本书让我们看到孩子的好奇心，同
时也看到每个大人的小时候。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故事里时常萦绕着一种孤独感。就
像我们总以为“好奇心”是孩子的
专属一样，我们也总认为“孤独
感”是成年人的专属。事实并非如
此，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
会感到孤独。孤独感是贯穿人一生
的情绪，每当我们感到不被理解、
不被接纳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与
世界疏离的感觉。某些时候，孤独
感是折磨人的，但也有些时候，孤
独感能让人获得与自我相处的机会。

所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是
爱——你对世界的爱，以及世界对
你的爱。

阅读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赵卯卯的生活与别人无异，柴
米油盐，花鸟虫鱼，有孩子放学归
来的笑声，有一家人共尽晚餐的喜
悦。不同的是，她和家人的世界
里，有书，有文字，有天马行空的
想象，有和自己心灵的对话。

赵卯卯说，一旦进入了书的世
界，就会发现阅读其实是世界上最
快乐的事，孩子也是如此。她希望
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什么是好
书？经典就是好书，经典是被时间
过滤下来的好书，是被一代又一代
孩子反复阅读过滤下来的好书。

因为写作，赵卯卯家里的书比
大部分普通家庭的书要多很多。但她
没有刻意逼着孩子去读书，而是让孩
子在书的海洋里熏陶，用好奇心去翻
开他们感兴趣的书本，这样读书的效
率会更高。自然，他们写作文、写童
话、写短短的小诗歌，就特别轻松，
而这些都源自阅读。

任何一种文字都是作者对世界
的感知，在追求至真至纯的路上，
赵卯卯用一双孩子的眼睛，去不断
寻觅更加开阔的思维天地，把更多
爱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6月的一天下午，窗外疾风骤
雨，青县清州镇城里小学会议室里
却是书声琅琅。学校举办了“学习
型家长”表彰会暨家长同读会。

自2022年3月，城里小学发起
“为孩子成长做‘家’法”活动以
来，每天为全体家长推荐一篇家庭
教育资料，供家长们收听、收看和
阅读，并号召家长们书写读书心
得，从而营造了良好的亲子共读氛
围。

这只是城里小学建设书香校园
的一角。多年来，该校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读书活动，阅读，已成为滋
润校园的春雨，成为孩子们成长最
好的营养剂。

经典陪伴成长

阳光下，葱茏的花木、奔跑
的少年、处处可见的校园文化
墙，晕染着整个校园。城里小学
地处城乡接合部，学生主要是城
中村、农村进城、县域外来务工
的子女。为了让学生们读好书，
学校一直致力于建设书香校园，

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灵
气的阳光少年。

朗朗的读书声，是学校应有的
模样，也是学校文化的核心。

漫步在生机盎然的校园中，校
长皮青松讲起了校园的读书故事。
自2019年3月开始，城里小学开展
了走近《四库全书》活动，通过观
看视频、抄写经典、“今天我领
读”等形式，使读经典常规化。每
个班都有领读小明星，每天晨读带
领全班同学诵读，领读小明星们也
会到兄弟班级领读，展示自己的风
采。

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时，老师
们把《弟子规》《三字经》《论语》
《大学》《老子》和古诗词等中华经
典作为重点，推荐给孩子们阅读。
在此基础上，还组织学生阅读外国
名著、科普书籍、人物传记、时事
政治等方面的书籍，逐步实现了全
员阅读、全学科阅读、全过程阅
读。在这个过程中，经典在每个孩
子的心灵上根植，优秀传统文化像
涓涓细流滋润着孩子们成长的岁
月。

读书如花绽放

集体观影，互谈感受。城里小
学经常组织全体师生收看《典籍里
的中国》，让大家更形象地学习经
典，体会经典的创作过程和深远意
义。师生们在光影中走进中华古
籍，中华文化的力量在他们之间传
承沉淀。

皮青松说，在日常学习中，学
校还推荐学生们观看 《西游记》
《红楼梦》《三国演义》《茶馆》《城
南旧事》等名著改编的影视剧，让
孩子们感受文学背后的历史和情
感；观看纪录片 《“字”从遇见
你》《跟着书本去旅行》感受汉字
的魅力和语文的广博；观看大型史
诗电视剧《毛泽东》、电影《周恩
来》《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感受伟
人的气魄与奋斗精神；观看《狼牙
山五壮士》《地道战》《小兵张嘎》
《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经典电影，
传承革命文化。

阅读的前提是了解一本书，阅
读的成果是分享收获。近几年，城

里小学还将“图书推介课”“读书
分享课”开到了课堂上，让学生有
兴趣读书、喜欢读书、体验读书所
带来的成功与自信。图书室和语文
老师经常为学生推介图书，利用各
学科阅读指导课、晨读午诵等时
间，指导学生分享读书收获。故事
会、主题分享、知识竞赛、手抄报
展览、演讲比赛、情景剧表演等，
成为学生展示读书成果的有效载
体。

每年暑假，学校都要召开教师
读书分享会，有力地推动了教师阅
读，也推进了老师对全体学生的阅
读指导。

诵读写相结合

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专注力、
发展学生记忆力的黄金阶段。为
此，学校以《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为主要内容，在语文课堂上尝试组
织学生“限时背诵”——2分钟内
看谁背得多，为每天的优胜者颁发
小奖状、小组加分等不同形式的奖
励。老师们还进行了“1分钟记忆
极限”比赛，学生体验到在注意力
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原来 1分钟记
忆的内容可以这么多。

在不断坚持练习的过程中，背
诵一首古诗、一篇篇幅较短的古
文，多数学生能在两分钟内背诵下

来。背诵时高度专注的神情、忘我
的状态，是平时课堂上不多见的。
为了在“限时背诵”中成为优胜
者，有一些学生，会在前一天猜测
老师将要布置的背诵内容，尽量提
前背下来。尝到提前背诵的“甜
头”，每天的学习也变得越来越主
动。

在读书活动中，老师们积极组
织学生写读后感、写推荐信、续
写、改写、仿写等多种形式的写作
活动，引导学生把通过阅读“输
入”的内容“输出”为语言优美、
感情真挚的小短文。

用声音赋予文字生命，用声音
传递美好。语文课上，老师指导学
生朗诵课文；每日晨诵，全体师生
大声朗读；升旗仪式上，各班轮流
朗诵展示；课后的朗诵兴趣班里，
学生排练了 《诗意中国》《中国
话》《春江花月夜》等许多经典美
文，形成人人参与、班级间比赛、
年级间交流的浓厚氛围。

为了提高全体教师的朗诵水
平，学校还成立了教师朗诵社团，
开展了“故乡情，梨花香”“粽叶
飘香，诗意端阳”“文明之花香清
州”“书香清州，朗诵青县”等主
题朗诵活动。在刚刚结束的 2023
年“诵读中国”沧州经典诵读大赛
现场比赛中，城里小学教师组朗诵
的《新愚公移山》获一等奖。

城里小学书香浓城里小学书香浓城里小学书香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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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亮、跳脱，赵卯

卯的眼睛会说话，而且

说的每一句都是“孩子

话”。她像一个孩子，

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可大声哭也可大声

笑，可欢乐得像田埂上

跳跃的兔子，也可孤独

得像黎明天际的星星；

她又像个老师，可以钻

进孩子们的心里，明白

他们的喜怒哀乐，诉说

他们不为人知的世界和

情感。

赵卯卯是中国作协

会员，出版了长篇小说

《我的，我的》《阿鲸的

世界》《6点30分躲进屋

子里》《时光隧道里的

大头男孩》《夕阳背后

的世界》等。曾获第十

八届文津图书奖，2022
年度“中国好书”、冰

心 儿 童 文 学 新 作 奖 、

《儿童文学》“温泉杯”

童话大赛金奖、《儿童

文学》金近奖等。

赵 卯 卯 的 光 环 很

多，但在所有人眼中，

她的一切依然像粼粼流

淌的小河，自然且充满

力量。

现在正是桑椹上
市的季节，桑椹果实
甘甜，营养丰富，是
不可多得的时令水
果。桑树是我国的古
老树种，栽培历史悠
久，种桑养蚕更是我
们古老的传统。在我
的家乡沧州大地，每
到春天到处都能看到
郁郁葱葱生长茂盛的
桑树林，现在桑椹已
进入收获期。今天就
带大家去泊头的苟鲁
道村走走，保证让你
眼界大开。

此刻的苟鲁道，
千亩万亩的桑园成了
桑椹的海洋。树上是
桑椹，树下是桑椹，
黑麻麻的一筐筐一车
车还是桑椹。如果不
是亲眼所见，很难想
象这是一个怎样的情
景。为了一饱眼福，
我顺着乡间小路一路地走着看着，
晒桑椹的、收桑椹的、运桑椹的、
卖桑椹的，大家都沉浸在桑椹的甜
蜜事业里不能自拔。我也被感动
了，多么勤劳质朴的人们，他们用
双手托举着桑椹，也托举着梦、托
举着幸福，在奔小康的路上越走越
高兴。

走在绿油油的桑园里，鸟鸣声
声，让人一下子仿佛回到古老的《诗
经》里，“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
我桑椹，怀我好音”。泊头苟鲁道一
带曾是黄河、滹沱河故道，土层堆积
深厚，加上蒙金砂土丰富的矿物质，
再加上老盐河优质水源，让这里的
桑椹汁甜味正营养丰富，黑黑的桑
椹含有多种矿物质成分。据地方
志记载，这里桑椹种植历史已有
2000多年了。一代代勤劳的人们积
累了丰富的种植技术、收晒技术，并
摸索出一系列桑椹产品的深加工工
艺。

《本草纲目》：“桑椹单独吃可消
渴，利五脏关节，通气血。平时多采
收些晒干制成末，做成蜜丸每天服，
使人不感到饥饿”等。《刘邦食桑》，
二十四孝里《蔡顺拾桑》的故事可以
说家喻户晓。饥荒时期，桑椹能救命
已是众人皆知。

苟鲁道村的桑园里大树参天，遮
天蔽日，在这里，你需慢慢走、静静
听，总有感动在心胸。啪，啪，自由
落体的桑椹仿佛正在演奏古老的宫商
乐声。这样的天籁里是不是很让人感
动？

苟鲁道村不仅桑椹飘香，还充满
了书香气。村里建的七星文化园，就
在万亩桑林中，品桑椹美味，传千年
文脉。适逢桑椹成熟，一场别开生面
的“泊头桑椹”杯全民读书大赛颁奖
典礼正在这里举行。而另一场关于桑
椹的“诗朗诵”也在安静的桑园里悄
然进行。小小村落一下子沸腾了。多
读书，读好书，耕读传家，代代延
续。文兴，农兴，家兴，村兴，国家
兴，世代兴。

桑树在我国南北都有栽培，关于
桑树的品种古书也多有记载。

《尔雅》桑辨有葚，栀。女桑，
桋桑。

郭璞注：“辨，半也”。葚，同
椹，桑树的果实。一半结桑椹的树称
为栀。女桑，桋桑：一种树小而枝长
的桑树。“猗彼女桑”《诗经》。

《齐民要术》记：“今世有荆桑，
地桑之名”。

《本草纲目》 中的桑，有好几
种：“白桑，叶大似掌而厚。鸡桑，
叶和花较薄；子桑，先长出椹而后生
叶；山桑，叶尖而长。桑若产生黄衣
称为金桑”。是说树木将要干枯的表
现。

我不懂桑树的品种之间有什么区
别，我也不知道苟鲁道村的桑树是什
么品种，但我知道，这一望无际、成
方连片的桑林，足以告诉我，这里都
是优良品种。不然怎么能获得如此大
丰收呢？

桑树具有春天而荣、生长速度
快、易成活的特征。桑树全身是
宝，叶可养蚕、做菜、做茶，椹果
可鲜吃可做果酱做酒。树皮树枝树
根皆可入药。如今，苟鲁道村依托
桑椹产业让全村居民都走上了致富
路。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
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默念着
《诗经》，行走在这片土地上，麦子金
黄，桑椹飘香，沃野千里，村庄安
详。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处处都是
欢快的笑声。丰收的景象深深印在心
中。忙碌中的苟鲁道，给我许多感
动。

芒种，我来到了七星园

初夏的风，像调皮的孩子

又像温柔的美丽女子

阳光尽情释放着激情

踏着斑驳的树影

走在桑椹染成紫黑色的小路

怕惊扰两旁的高大桑树

轻轻迈步，缓缓来到七星园

挂满桑椹的枝条

热情地打着招呼

一株株桑树遮天蔽日

地上铺满黑色珍珠

抚摸七棵寿星树

七棵树龄六百年以上的古桑树
依然枝繁叶茂，青春焕发
缀满珍珠的寿星
笑盈盈地迎接八方来客

抚摸水星、木星、福星、禄星、
寿星、喜星和财星

一股股清爽洒落身上
园里幽静、祥和

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七星园，我把你刻在了心里

幽雅宜人的环境
适合读书与讲学
西汉的毛苌看中这风水宝地
曾在林中讲学
鲁国儒士也在此传道授业

于是，一望无际的桑林

生出厚重的历史文化

传统美德枝繁叶茂

如今，一次桑椹杯读书征文大赛

我与泊头营子镇七星园结缘

叩开历史的大门

跟大儒开始对话

成熟的桑椹带着希望落地生根

新时代的营子镇百业兴旺

甘甜爽口的桑椹产品

走向世界

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结缘

捧起红色的获奖证书
轻轻抚摸毛苌的铜像
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世界之大，书海浩渺
但愿我们是一粒种子
点亮人们的心窗
多读书，读好书
弘扬传统美德
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

走出七星园
灿烂的阳光铺满前面的路
心胸开阔，美景尽收眼底
七星园，我来过！
你这么近，又这么美

深深地印上我的心

七星园印象七星园印象七星园印象（（（组诗组诗组诗）））
燕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