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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小学语文教材值得信任吗？
一个孩子，发现语文教材《同步阅读》材料中的文章涉嫌抄袭，人们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紧接着的第二个疑问，就
是这样的问题是否是孤例。

【产业观察】

对“东方梦工厂”的期待
上周中美双方达成电影相关协议。分账大片的新规让观众有了

更多眼福，而梦工厂动画（DreamWorks Animation SKG）将在上海成立
合资公司“东方梦工厂”，更可能带来深远的产业影响。

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
从他女儿的口中得知，人教
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的

《同步阅读》中一篇署名“江
江”的《树的故事》，和图画
书《爱心树》，内容几乎一
样，可以看做简单复述，后
面还加了几句颇为拙劣的
读后感。这自然事关抄袭
与侵权。《同步阅读》并非教
材，而属于跟教材配套使用
的教辅。其实，据我的观
察，非但教辅中很多这种篡
改，教材本身对原作的篡改
与删节也不少。

当年叶圣陶先生曾说，
课文无非是个例子。在民
国时代，小学语文教材有很
多种，供各学校挑选的余地
很大。即便仅仅是个例子，
这些例子也颇为严谨。以

《读库》重版的《共和国教科
书》而言，这些小学语文课
文在言之有物，观之可亲之
外，几乎每一则文章，都有
出典，经得起推敲。因为教
育要给予孩子们起码的认
知能力，以及自由选择的可
能。这在前人看来，是不言
自明的。而当教材被定于
一尊，成为不可质疑的教学

经典之后，竟然连内容的真
实性也变得可疑起来。以
现行的几种小学语文教材
而言，对选入教材的原文的
篡改与删节，多到令人不敢
相信。

吕栋先生曾对意大利
作家罗大里的名著《不肯长
大的小泰莱莎》进行过文本
对照。在选入北师大版的
小学教材三年级上册时，该
文被改名为《不愿长大的小
姑娘》，原作译文三千余字，
入选后又改写又删节，仅剩
619 字。这般篇幅，如何保
持罗大里的原意？但问题
其实不在于篇幅的压缩，而
在于彻底改变了原文的主
旨、结构以及人物形象。罗
大里何辜啊？

人教社版四年级上册
中，有一篇巴金原作的《麻
雀》。该文选入教材，删除
了两段重要的原文，其中
结尾处，巴金的立意在于

“爱”，这符合巴金一贯的
思 想 主 题 。 但 选 入 教 材
后，完全删去了这两句话：

“是的；不要笑啊。我尊敬
那只英勇的小鸟，我尊敬
它这种爱的冲动。爱，据

我 想 ，比 死 的 恐 惧 更 强 。
唯有靠它，唯有靠着爱，生
命才得以维持，才得以发
展。”这本是画龙点睛的结
尾，删除之后，巴金的原意
被 完 全 曲 解 。 对 爱 的 赞
歌，变成了毫无由来的莽
撞的勇敢。难道我们还真
好意思继续认为，这是巴
金的作品吗？

当然，技术性的删改未
必不能做，在不损害原意
的前提下，以便于孩子们
接受，或许可以。但若这
种删改使得原文的意思都
被扭曲，首先是对原作者
的极大不尊重。尤其，在
持续地关注，广泛地考察
后，我发现这样的篡改、杜
撰并不是偶然的，恰恰是
一种常态，甚至我怀疑这
些篡改是一项系统性的工
作。比如郭初阳曾多次质
疑人教社《地震中的父与
子》一文的真实性，为了应
对这一质疑，在不断的新
版中，出版方对此文做了
三 次 修 订 ，以 自 圆 其 说 。
教材如此儿戏，怎能成为
孩子学习的经典？
□蔡朝阳（资深语文教师）

“东方梦工厂”，据称这
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中外合
作文化交流投资项目，也是
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动画
影视公司。

从早期的《怪物史莱
克》系列到之后的《马达加
斯加》系列再到近年来席卷
全球的《功夫熊猫》系列，
短短十年时间里，梦工厂
动 画 已 经 牢 牢 在 美 国 扎
根，在中国也家喻户晓，这
不能不称之为一个传奇。
反观中国动画业的发展，辉
煌却定格在了上世纪 80 年
代停滞不前。这一情形，与
美国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遭
遇有些相像。

当我们还沉浸在传统
动画的创作之中时，大洋彼
岸以皮克斯为代表的动画
业新星已经开始了CG动画
的探索。1995 年，《玩具总
动员》的上映开启了 CG 动
画的新时代——也就是十
年的工夫，我们又被别人远
远甩在了后头。而这一回
的落后，至今也未能赶上，
连一部市场认可、观众买账
的本土 CG 动画都拿不出
来。年初大热的 3D 版《大

闹天宫》，请的则是好莱坞
的特艺集团操刀。

说来也巧，特艺集团一
直就在参与梦工厂动画的
特效制作。《大闹天宫》的中
美合作体现的正是一种双
赢，我们学习了人家的技术，
人家领悟了我们的文化。

如今的中国动画似乎
用“喜羊羊”三个字就足以
代表了，可商业上的大获成
功却未换来品质上的持续
进步。而美影厂频频以怀
旧为噱头将几十年前的动
画精品重新包装后推出，固
然有其可取之处，却激起了
公众对于它无力再创新的
质疑声。以上两种模式，都
难以为中国动画业的重新
崛起提供借鉴。

或许我们可以从梦工
厂动画的发展史中得到一
些启示。在成立之初的几
年里，它同时从事着传统动
画、停格动画和 CG 动画三
种类型的创作，可传统动画
的霸主是迪士尼、停格动画
的技术在合作方手里、而
CG 动画由皮克斯领衔，面
对这样的局面如何生存下
去？这是一个问题。2001

年，当《怪物史莱克》为梦工
厂动画捧回第一座小金人
时，它果断做出决定，从此
致力于方兴未艾的CG动画
制作。到2010年，它成为第
一家在同一年里发行三部
CG动画的制作公司。

抓准时机、敢于创新，
成就了梦工厂动画。也正
是基于此，我对梦工厂动画
与中国动画业的这次联姻
乐观其成。它将带给中国
动画人的不仅仅是炫酷的
技术、讲故事的技巧或者成
熟的商业模式，更是专业和
专注的精神。我甚至完全
不担心经由它发掘而创作
出的彰显中国文化的动画
片会失了曾经驰名国际的

“中国学派”的魂儿。自然，
有合作就有竞争，如果这样
一次高规格的合作能够挑
动中国动画人迎头赶上的
心气儿，它对中国动画业的
发展无疑将起到极大的催
化和促进作用。最后，我也
留下一个乐观的展望：当有
朝一日神形兼备的《功夫熊
猫 3》问世，至少那时，咱们
的底气还在。

□米兜（武汉 影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