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孩子喜欢的语言输
出知识

读品：你的科普作品“写给孩子
的名人传”系列广受大小读者好评，
也获得多个奖项，其中涉及历史、科
学、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十几位名人，
这个名单最初是如何确定的？具体
创作时，你是如何将硬核的知识，转
化为幽默的脱口秀式表达的？

邹凡凡：“写给孩子的名人传”
系列现在出了16本，但其中不只是
16个名人。就像奥运会入场式，封
面上的这 16位名人像是前面举旗
子的，他们是一个时期有代表性的
人物，后面其实跟着很多人，比如在
《达·芬奇与文艺复兴》中，除了达·
芬奇，还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
天才大师。这套书最初的定位是以
天才大师为节点，向青少年读者介
绍人类的近现代文明史，所以有些
人是必须谈到的。谈到人类文明的
进步和发展，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
重点人物是绕不开的。此外，肯定
还会有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在，比
如《福尔摩斯与侦探小说》，这本的
代表人物按理说应该是柯南·道尔，
选择福尔摩斯是因为他名气更大，
这个文学人物已经如此活灵活现，
他在伦敦甚至有故居，还挂了“福尔
摩斯在此居住”的牌子。

“脱口秀”的说法略有点夸张，
就是用比较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
一个人怎样才算真正理解了某件事
情？就是他能用别人也能懂的语言
把事情复述出来，这是物理学家费
曼强调过的学习方法。比如写《达
尔文与生命密码》的时候，我先读了
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物种起源》。大
家都知道物种起源，有的小朋友就
会问“既然物种会演化，那为什么关
在动物园里的猴子、猩猩没有变成
人？”“如果这样演化的话，那海里面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鱼了，鱼都进化
到陆地上去了？”这些看似很简单、
很有童趣的问题，你要真正回答出
来并不容易。我在写作过程中，也
会咨询各个学科真正专业的人，和
他们讨论后，再看怎么用孩子能够
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

读品：你的“秘密之旅”系列、
“奇域笔记”系列都是带着孩子们在
悬疑解谜中了解世界各地的历史文
物、文化古迹，有人将这些作品概括
为“旅行悬疑少年小说”，最初你是
如何萌生将悬疑与历史普及、少儿
小说相结合的创作灵感？

邹凡凡：“秘密之旅”三部曲是
中国孩子在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冒
险故事。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中国

人在欧洲求学、工作和生活，这三个
国家恰好是我个人最熟悉和最喜欢
的欧洲国家。这套书陆续出版的过
程中，就有读者来问我会不会有在
中国的冒险故事，所以几年之后我
就开始写“奇域笔记”系列，第一辑
共有10本，都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
冒险故事，但是在地域上并不局限
于中国的城市，比如写到丝绸之路、
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等等。

我想以世界的眼光写中国，写
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联结以及在世界
上的地位。举个例子，《奇域笔记：
一片青花瓷》的故事发生在伦敦，如
果写中国瓷器仅仅局限在景德镇之
类的国内城市，那是对中国瓷器重
要性的严重低估，因为中国瓷器的
影响力是世界性的，且超越了文化
和商业的范畴。少年人应该心怀世
界，人类文明本来就是互相影响、互
相碰撞的，当孩子们看到这些不同
和相同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方式就
不会局限在单一的维度。

读品：你的创作同时兼顾了非
虚构科普作品和虚构类小说，两种
类别的创作是否会相互渗透影响？

邹凡凡：我个人其实还是更喜欢
写小说，相较于人文科普，小说可以
发挥想象力，自由度比较大。故事中
也会涉及历史、科技、文化等各个领
域的知识点，可以说每翻一页都是

“梗”。如果小说情节能引起小读者
的兴趣，他们会自主去挖掘、去拓
展。这是我觉得正确的学习方法。
当然，不管“秘密之旅”也好，“奇域笔
记”也好，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写有
趣的故事、大家爱读的故事。如果在
有趣的故事基础上，还能同时有文
化、有格调，那是再好不过了。

写得好的儿童文学成
人也能读

读品：在儿童文学、儿童科普创
作领域深耕多年，你如何看待儿童
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界限？

邹凡凡：“儿童文学”这个词本
来就比较宽泛，你要说适合18岁以
下的孩子读，但3岁和17岁完全是
两码事，这中间其实可以细分成很
多阶段。所谓的儿童文学，是根据
特定年龄儿童的认知特点、情感需
求来创作，既要符合他们的理解能
力，又要帮助他们思考。儿童文学
不是成人文学的简化，不是说把一
个写成人文学的作家拉过来，让他
写一个以小孩为主人公的小说就是
儿童文学。当然，像《小王子》这样
的经典作品，你说它到底是儿童文
学还是成人文学？二者间的界限也
不是那么绝对的，写得好的儿童文学

成人也能读。我的写作一般是面向
青少年的，我觉得写给这一阶段孩子
的作品，在中国还是比较缺失的。

读品：在你看来，美学教育、通
识教育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体现
在哪些方面？

邹凡凡：我觉得美学教育主要
是培养对于美的感知力，可以是自
然之美、器物之美、运动竞技之美、
文字之美等等。对美的感知力也是
想象力、创造力，是表达的能力，这
意味着从此你不再是一个针扎不进
一般迟钝的人，而是能够感觉到自
己与世界的联结、丰富而柔韧的人。

我每次回到南京和朋友们吃
饭，只要他们有孩子，十句话之内一
定会讲到“如今的孩子真是太苦
了”。除了作业多之外，许多孩子看
不到自己拼命刷题的意义。我觉得
小朋友真的需要去接触大自然，去
接触世界，去了解古往今来的历
史。由此，他们才会想到自己其实
是人类发展长链上的一环，才会更
加爱自己，内心会更坚强，才能更好
地面对这个世界。

我也一直倡导通识教育，也是
因为现在学科越来越细分、大家越
学越窄，经常出现理科生缺乏人文
素养、文科生缺乏理科常识的现象，
但学科知识之间其实并没有一堵
墙。我们需要有跨学科的思维方
式，要有整体的知识框架，要有独立
思考、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面对一个
问题，要能多角度地分析，而不是只
有单一的视角，那样会很狭隘。通
识教育讲的是“打通”，不仅是学科
的打通，也是“内外”的打通，在培养
自省力的同时具备成为世界公民的
意识。

读品：你之前也被文化教育机
构邀请在线上讲课，你了解到当下
孩子的阅读需求是什么样的？

邹凡凡：经常会有家长说，“我
的孩子只偏爱读某一类型的书，或
者读那些‘不太正经’的书，怎么
办？”我每次都会说，你要先把孩子
的阅读兴趣培养起来，如果小孩只
读兵器类的书，或者科幻类的书，你
就让他读好了，其实并不存在什么

“必读书”。人类从生下来开始，其
实就本能地对不知道的东西、新奇
的知识充满兴趣。如果孩子在很小
的年龄，就被强迫去读一些对他们
来说过难过深的名著，反而会把孩
子的阅读胃口破坏掉了，他以后就
再也不想翻书了。

较小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更喜
欢一些互动性比较强的书，比如有
设计感的书、绘本、有声书等等。现
在又有一些人过分强调绘本的重要
性，觉得只要是儿童文学就要配上

插画、图解，我觉得也大可不必，随
着年龄增长，孩子们的阅读会自然
而然从更多图画过渡到更多文字。
绘本也好，漫画也好，会把故事的人
物、场景都明明白白画出来，但是文
字里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此外，
现在碎片化阅读越来越多，我觉得
一定要在孩子年龄还小的时候磨一
磨他们的性子，让他们能坐得住，能
读得下去纸质书，少接触电子产品，
千万不能让他们在阅读初期就总是
被打断注意力。

情感和想象力可以跨
越文化

读品：你的多部作品在马来西
亚等海外华人社区引发热烈反响，
你认为华文儿童文学的“国际化”需
要注意哪些方面，如何克服跨文化
传播的“水土不服”？

邹凡凡：华文作品在东南亚地
区的传播，比起在欧美地区遭遇的
隔阂更少，因为那边主要还是以华
人社区为主，读者们可以直接读中
文。抛除其他因素，与当地读者交
流时，我能深刻地体会到海外华人
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传承的
重视，像“奇域笔记”这样的作品会
激起他们心中的共鸣。

不光在用中文阅读的地区，在
全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核心情
感和想象力也是可以跨越不同文化
的。就像我们读到西方那些经典的
儿童文学，尽管那些魔法、妖怪、公
主王子的设定都是我们不熟悉的，
但是我们读起来完全没有障碍，主
人公成长历程中的亲情、友情、好奇
心、冒险精神，这些都是共通的。只
要作品真正写得好，那些表象的东
西反而会让外国的小读者觉得有新
奇的异域感，是会加分的。

读品：除了创作之外，你还翻译
了《小王子》等著作，翻译是否会反
哺你的创作？在翻译时，你如何平
衡对作品的还原与自己的主体性？

邹凡凡：我翻译的东西不多，以
英翻中为主，法翻中若干，主要翻译
了一些绘本。在翻译的时候，我觉
得首先要选择那些自己喜欢的、风
格与自己比较贴近的作品，比如《小
王子》的文字就很轻盈，不会特别拗
口和深奥，与我本人的风格比较贴
近。翻译之前我会通读几遍，对作
者遣词用句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形
成一种感觉，在翻译的过程中，真的
会自然而然地被原著作者的风格带
着走，也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我个
人的风格，但我觉得这非常自然，也
没有必要去回避。

读品：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或其
他工作计划？

邹凡凡：我还是会继续走现在的
道路，专注为少年儿童创作。“写给孩
子的名人传”系列每一本里面都涉及
中国的伟人，但是没有出现在封面
上，近期我们也考虑即将出版的4本
都以我们中国的名人打头。“奇域笔
记”目前我在写第二辑，已经写了两
本，可能是非遗相关的内容，故事上
我觉得会更好看。此外还会有一些
小的拓展，比如绘本，比如一些单本
的创作。还会进行其他类型的尝
试，比如纪录片，“奇域笔记”未来也
有可能会出舞台剧或精品短剧。希
望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少年儿童、
家长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接触，共同
贯彻我们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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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凡凡：我想以世界的眼光写中国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

从南京外国语学校到
北京外国语大学，后又赴
法国巴黎留学获得博士学
位，如今，邹凡凡已经在法
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
年。这些年，邹凡凡专注
于为少年儿童写作，创作
了“奇域笔记”系列、“写给
孩子的名人传”系列、“秘
密之旅”系列等，作品深受
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广大读
者的喜爱。

来到法国后，邹凡凡喜
欢上了逛博物馆，由此一
发不可收，在巴黎博物馆
联盟艺术工作坊担任指导
老师，执笔“改变一生的博
物馆之旅”系列节目脚本
并客串解说，又写了“博物
馆大冒险”系列。越是深
入探索，邹凡凡越是意识
到美学教育和通识教育的
重要性。在她看来，比起
门门考第一名，更重要的
是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美的
感知力，让他们看到更广
阔的世界，建立起与世界
的联结。

很多读者中小学时喜
欢读邹凡凡的小说，长大
一点后出国留学，会特意
赶去法国看看小时候憧憬
的作家。邹凡凡也非常珍
视来自读者们的反馈，常
常被他们感动：“一些小读
者会受到故事中的主人公
影响，选择学习特定的专
业，想要成为更有力量的
大人；还有读者告诉我，他
们到书中出现的城市旅
游，会想起故事里的场景；
读者们考上大学、结婚也
都会来跟我报喜。能在他
们的成长过程中提供一些
快乐和安慰，让他们获取
一些知识，对世界产生更
多向往，对我来说就是最
重要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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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凡凡

江 苏 南 京 人 。 博
士，作家，少儿通识教育
专家。代表作“奇域笔
记”系列、“写给孩子的
名人传”系列、“秘密之
旅”系列、“博物馆大冒
险”系列、《兰园》等，另
有译著和电视纪录片作
品若干。作品获桂冠童
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
曹文轩儿童文学长篇佳
作奖、江苏省优秀科普
作品奖等。

作家邹凡凡与小读者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