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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皋：她的画走进日本小学教材
1982 年，在出版社与教委的努力下，

蔡皋得以回到长沙，供职于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工作。

1995 年 6 月，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中 国 分 会（CBBY） 举 办 了“ 小 松 树 ”
儿童图画书奖评奖活动，而湖南少儿出
版社却上演了一个童话式的结果，其选
送的四种图书获得了本届大奖的全部奖
项。

“小松树”儿童图画书奖的发起人
之一、日中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中心副会
长松居直看到这四种图书是同一个出版
社，而且是同一个责任编辑时，很是惊
讶。他说：“我想见见这家出版社的社长，
见见这位编辑。”蔡皋正是这四种书的
责任编辑。就这样，蔡皋认识了这位日
本图画书界的代表性人物，开始迈出了
她让业内人士更加惊叹的第一步。

1996 年，松居直来湖南长沙讲学，
随后去了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所
在地。他说：“其实，《桃花源记》可
以做成一本图画书。”陪同的蔡皋脱口
而出：“我想画这本书！”松居直很高
兴，立刻说，那他来做文字。事情就
这样定了下来。

但真正画起来，却不容易。三年后
的 1999 年，松居直的女儿问蔡皋什么
时候能画完，蔡皋回答：“十年磨一剑。”
松居直女儿却委婉地提醒，担心其父
亲等不及了，毕竟松居直生于 1926 年，
时年 73 岁。最后，又过了 2 年，蔡皋
才把《桃花源的故事》画完。但因为种
种原因，该书 2001 年最先在日本出版，
2002 年在日本巡回展览，并为东京木城
绘本之乡美术馆收藏。2003 年，《桃花
源的故事》被日本小学国文第六册教科
书采用。

此后，蔡皋的多部作品，如《火
城》、《桃花源的故事》、《小红点儿》等
都曾在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展出并出
版。2004 年，应“中、日、韩儿童童话
交流实行委员会”之请，蔡皋为其文化
交流出版物《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
事集》的中国故事部分作插图（含《牛
郎星和织女星》、《本鸟》、《高亮赶水》、

《枣核》、《熊家婆》、《谁的本事大》、《猫
哪儿去啦》七则民间故事）。该书以中、
日、韩三种文字版本同时出版。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蔡皋于国
外声名远播之前，在 1989 年，著名画
家黄永玉在看了蔡皋出版的绘本《晒龙
袍的六月六》后，感叹地题词：“画得
真好啊！湖南有福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蔡皋最著名的两
部作品《荒园狐精》和《桃花源的故事》
都没有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毛毛虫
童书馆总编辑艾斯苔尔说：“像蔡皋这
样的艺术家，我们竟然要通过海外的渠
道才能认识，是蛮悲哀的。”

对此，蔡皋本人却比较淡然：“艺
术有时候需要等待，一个好的画展，一
本好书，遇到好的读者，是双方的幸运。”

“我喜欢做传统的经典的东西，若
你感受到弦外之音，那是我融进到作品
里的个人的认识与体验被你读到了。我
的老师说过，读书是‘要跳起来摘果子’。
做书的人要动脑筋，读书的人也要动脑
筋。被动接受，是没有意思的。”蔡皋说，

“我最喜欢的是朴素，我从小就不喜欢
哗众取宠，不喜欢炫人耳目，我不一定
要享受树大当风的快感，我觉得不经心
是最好的，来得越自然越朴素越好。”

近期，蔡皋正忙着为《桃花源的故
事》再版操心，同时，期望能为自己最
近的作品——以长沙“文夕大火”为背
景的绘本《火城》做一个展览，一边祈
愿和平，一边寻回传统文化的根。

插画被选进日本小学教材

对一些了解蔡皋经 历的人
来说，在看到蔡皋的儿童绘本中
更多的是雅致而热烈的明艳色
调，总会感到由衷的敬佩。因为，
她的童年曾经充斥着诸多黑色。

“我遇上了那个年代，我们
家是‘黑’的。因为我们家是读
书人家，我祖辈中有人留洋做过
官，有人经过商。”蔡皋说，因
为她的黑色成分，当时很多学
校不让她进，最后她进了一个民
办中学。“我一进去就想哭，那
里面全部是出身不好的人，各种
各样有问题的老师，但是他们
都是些很好的老师，课堂的教
学给我艺术的享受。我现在很
感谢他们。”

后来，蔡皋上了湖南第一师
范学校。毕业 后，蔡皋进了工
厂，当过车工，也在橡胶厂做过
学工。在橡胶厂时，她当时一天

的工作就是摆鞋子，“我特别害
怕自己变得机械，我是真的不喜
欢”。

后来她去了株洲县的太湖社
区教学。“当时是在株洲县一个
最偏远的地方，回家要走二十五
里路，要到一个小镇再坐火车
到株洲。我现在脚的力气还好，
就 是 当时 走 路 走出来 的。” 蔡
皋回忆，刚开始的时候很想哭，
好 像被流放、被放逐，不知道
去到何方？

幸运的是，她认识了后来成
为她先生的萧沛苍，共同的爱
好志向使他们走在一起，相互支
撑。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画毛主
席的像。农民都要放鞭炮来请
毛主席画像，我的画就是在那
种地方练习基 本 功练出来的。
萧沛苍看见我画的很好，我也觉

得他不错。他注意到我，我也
注意到他，我从他那里学到我
没有的东西，他也如此，两人就
走到了一起。”蔡皋告诉今日女
报记者，“萧沛苍画画很棒，当
时有漂亮女孩喜欢他，他都不
来劲。而我当时相貌平平，为什
么会看上我？我们同画一张宣传
画，他看我画的局部，觉得画
得很好。他觉得我对色彩很敏
感，那种敏感，是对好东西敏
感的能力，会用一双眼睛去筛选
的能力。我先生当时可能就是
看中我这点。”后来，他们在乡
下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当时，
蔡皋父母对这桩婚姻并不大赞
成，蔡皋回忆 ：“说我出身都这
样了，为何不找个成分好的人？
我们当时都是被否定的人群，怎
么可能有前途？但是这些都没打
败我，我并不认为我们‘黑’。”

然而，正是 那个年代的那
些经历，给了蔡皋创作的灵感。
她的绘本创作题材多来自那段岁
月里熟悉的孩童、个人生活、民
间故事及歌谣。其绘本《晒龙袍
的六月六》、《桃花源的故事》、

《花木兰》、《孟姜女》等都呈现
了中国人朴素的生命态度。这让
她更尊重与珍惜生命，以澄明的
孩童心传承人生最美好的东西，
同时给了她用绘本创作滋养生活
的信心。生活拮据时，她用画滋
养女儿，“日子再清苦，画出来
的画都是鲜艳的，孩子看了就不
会对生活有抱怨”。

“人的颜色是自己染出来的。
大家之前都说我身上那个时代
的印迹无痕，为什么无痕？这就
需要你淘汰，不然包袱太大。”
蔡皋说。

黑色底蕴里走出明艳

 1 月的长沙，天依然很冷，
或许是因为热火朝天的建设，
长沙城还不时出现一片雾蒙蒙。
而 1 月 8 日，记者走进湖南美
术出版社宿舍区时，第一感觉
是此地极富园林特色，树木修
长，绿意甚浓。哪怕高墙上的
爬山虎已经枯黄，却依然攀附
有力。可以想像，当春风再度
吹来，又将是一片绿意盎然。

得知记者是第一次来，已
经 68 岁的蔡皋特意叫儿子下楼
来接记者。待上得楼去，见到
蔡皋本人，发现这位老太太穿
着 朴 素， 虽 然 头 发 有 些 发 白，
人却显得特别精神。

话题自然从首届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说起。“获奖当然
很开心，但获奖不是对我人的
肯定，而是对我作品的肯定。”
蔡皋认为，《花木兰》之所以能
在首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上 获 得 年 度 图 书（ 绘 本 ） 奖，
是因为作品充满朴素的情怀。

“《花木兰》我画了好多年，
2008 年完成了一半，2013 年 12
月出版。我这么努力画，当然
不是为了在 2014 年获奖，我当

时也预计不了那么远。”蔡皋认
为，艺术家应该关心生活，只
有来源于生活的艺术品才能有
生命力。在她看来，艺术品是
多 种 多 样 的， 有 些 是 解 剖 刀，
有 些 是 糖 果， 有 些 是 排 他 的，
而她的艺术品，她希望“是一
颗种子”，因为她的作品大都是
儿童绘本。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
是要儿童强才会最终强。因为
儿童是未来，这也是我选择做
儿童绘画的原因。”蔡皋说，“儿
童要在未来能够强，就要从小
给他们‘正识’，有正识，才有
正行。”

寻找正识，可以从传统文
化中寻找，但不应该是盲目地
追赶潮流，编成偶像剧之类的，
而 是 提 炼 出“ 正 能 量 ”。 蔡 皋
之所以画花木兰，就是因为花
木兰坚持做自己，很朴素。花
木兰去打仗不是为了高官厚禄，
她的初心是敬老爱幼——“阿
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当她
得 胜 归 来， 她 没 有 忘 记 初 心，

“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
送儿还故乡”，她只想“当窗理

云鬓，对镜贴花黄”，恢复自己
的女儿身。蔡皋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绘画作品，把这个故事的精
华重新讲述，告诉儿童，我们
要有担当，要尊老爱幼，不要
在名利中迷失自我。”

对于如今的环境污染、食
品污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
蔡皋的作品如《桃花源的故事》、

《孟姜女》、《火城》中也有涉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希望

我们的父母多带孩子读些有用
的儿童绘本，从自身做起，保
护我们的环境和食品安全。”蔡
皋的这种理念，也体现在她自
己的行为习惯上。她现在养成
的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到哪里
安家，都会种植花花草草，哪
怕只有一盆花的土，就种一盆
花，尽自己的一点努力，积少
成多。湖南美术出版社外墙上
的爬山虎，住宅楼天台的月季
等，不少都是蔡皋种植。

《中国美术教育》杂志副主
编崔卫博士曾这样评述蔡皋的
作品：“《晒龙袍的六月六》表
现的是湘西土家族民间传说，

表达的是一种乡土情结，也是
对善的追求与赞美；《桃花源的
故事》源自陶渊明的《桃花源
记》，表达的是对无忧无虑的田
园生活的向往，是对简朴、自
然的亲近；《宝儿》本取材于《聊
斋》，但作者并未着重于妖魔鬼
魅的渲染，而是将重心放在对
宝儿（儿童）的灵性和智慧的
表现和赞赏。”

正 因 为 蔡 皋 的 许 多 绘 本，
从民间生活中汲取养料，体现
了朴素的真善美的内涵，所以
赢得了许多大奖。1980 年，她
的图画书《美丽的小花园》获

“1976 年－ 1980 年”湖南少年
儿童读物美术一等奖。1993 年，
其作品《荒园狐精》（后改名《宝
儿》）获得第 14 届布拉迪斯拉
发国际儿童图书展（BIB）最高
奖项“金苹果”奖，成为我国
首位获得此类高标准国际大奖
的绘本艺术家。2000 年，她又
被聘为 Bolongna 国际儿童图画
书插图展评委。2013 年担任第
三届丰子恺奖评委。至今，她
的许多作品在日本、韩国展览，
并翻译成日文和韩文出版。

她希望她的作品是一颗种子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知名画家黄永玉 1989 年在
看过她的画后说：“画得真好啊！
湖南有福了！”但多年过去，这
个福，却被日本人享受了。她画
的《桃花源的故事》被定为日本
小学教材。而在国内，知道她的
人并不多。

2014 年 11 月 19 日，首届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揭晓，她
的另一部作品《花木兰》获得年
度图书（绘本）奖。

她就是儿童绘本画家、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蔡皋。

1 月 8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专访了这位墙内开花墙外香
的女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