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４０（１）：１９～２３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儿童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９

作者简介：段艺璇 （１９９４—），女，甘肃兰州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致我们终将到达的站点

———死亡主题图画书简述

段艺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死亡的话题不可避免，幼年时关于死亡的启蒙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可轻忽。随

着图画书中的 “死亡禁忌”被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图画书选择以死亡为主题，按美国死亡教育专家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Ｃｏｒｒ对死亡教育目标的划分，可将这类图画书分为认知的、情感的、价值的三个层面。不论哪

个层面的图画书，都可以带领孩子体验死亡的真实，帮助儿童处理哀伤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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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住，死就是一个伟大的搬家日！”安徒生在

发表于１８６０年的 《迁居的日子》里这样谈论死亡：

“死只是一次从尘世到天堂的搬迁。”而西方世界在

启蒙运动后，人的理性登上神坛，对 “天堂”不再

深信不疑，对于生死的观念也日新月异。不过人们

没有停止过向孩子们解释死亡， “死”是一个人用

一生的时间慢慢靠近的话题，在人之初关于 “死

亡”的阅读会在他未来的某个时刻中发出光芒。然

而，对孩子们讲述 “死亡”，就像在黎明时谈论黑

夜一样困难，面对这一难题，绘本是颇受推崇的媒

介。柳田邦男先生在 《绘本之力》一书中说： “在

谈到生命、灵魂、生、死等重大问题时，我看到绘

本的无比力量，它不仅仅只是表面的语言传递，而

是以撼动灵魂的方式在和人沟通，我个人以为，再

也没有比这更叫人赞叹的沟通手段。”［１］

死亡主题图画书的出现既是儿童文学发展的文

学自觉，又与 “死亡教育”的兴起有关。美国自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在幼儿园到大学中设立死亡教

育课程，并成立了 “死亡教育委员会”，英国、法

国、德国等纷起仿效。在西方的教学实践中，图画



书被看作死亡教育的最好方式，大量的死亡主题图

画书随之面世。中国台湾有涉及死亡主题图画书的

创作，只是成果不多，中国大陆的图画书起步较

晚，在死亡主题方面几乎空白。但目前界内学者开

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个话题，呼唤本土图画书的死

亡主题创作。

死亡教育实践中，死亡教育的目标有导向性的

重要作用，本文选择美国死亡教育专家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Ｃｏｒｒ和 ＤｏｎｎａＭＣｏｒｒ于１９９７年在 Ｄｅａｔｈ＆Ｄｙ
ｉｎｇ：Ｌｉｆｅ＆Ｌｉｖｉｎｇ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死亡教育目标
的划分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他们将死亡教育的目标

分为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价值的四个层面。［２］

本文将第二和第三层面合并，按内容侧重点将死亡

主题图画书分为认知的、情感行为的、价值的三类。

每一本图画书在涉及死亡教育话题时，都免不了触

碰到 “死是什么”等认知问题，也难免会有情感的

指向，且多半会从生存价值引向生死价值的探讨。

但因死亡教育目标的多重性，一本书里无法面面俱

到，都会有所侧重。本文整理展示此类图画书的总

体风貌，并撷取最富代表性的几本详析，分析图画

书是怎样达到该层面的教育目标，希望为死亡主题

图画书的传播、接受和创作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认知层面：什么是死？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Ｃｏｒｒ等认为死亡教育在认知层面上
的目标为：为学习者提供各种有关死亡的事件和经

验的信息，并提供帮助使其了解这些经验，通过提

供实例以及案例讨论，使学生了解并能整合这些信

息。以认知目的为主的图画书主要想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是死”，这个问题难倒孩子也难倒大人。

因为死亡的不可经验性，创作者们多数选择侧面讲

述死亡。根据表现死亡的角度不同，本文将认知目

的为主的图画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死亡 “具象

化”，即在故事中出现死神，作品有 《国王与死

神》《榛子壳里的死神》 《当鸭子遇见死神》等；

另一类则抽象地讲述 “死亡”，如 《一片叶子落下

来》和 《风到哪里去了》。

（一）死神来了：可感的死神先生

关注死亡认知层面的图画书一般会正面发问

“死是什么？” “为什么会死？”等问题，此类图画

书在触及到濒死的时刻时，常常引入 “死神”这

一角色———借由一个掌控死亡的具体形象来解释死

亡的存在，带读者到一个奇幻的空间之上去观照和

思考一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

在图画书 《国王与死神》中，有一个不想死

的国王，他召集大臣们想尽办法对付死神，他们用

一个玻璃罩子罩住了死神，死神被打败了。没有了

死亡，慢慢地，整个国家变得混乱而无聊，最后国

王亲自打开玻璃罩放出死神，人们在 “死亡万

岁！”的欢呼声中一个个死去。

这本书的奇思妙想和精心设计不能不令人称道。

绘者皮特·格罗布勒特意用了原始绘画和涂鸦风格

的绘画手法，使之更接近天马行空的故事内容，稚

拙的线条和明亮的水彩让这个故事变得灵动活泼。

热闹而奇特的画面增加了幽默感和戏剧性，大大冲

淡了 “死亡”带来的沉重和压抑 （见图１）。

这本书的成功之处还不止于此。作者没有向

儿童解答 “人为什么会死？”的真正原因，而是从

反面提出了 “如果没有死亡会怎么样？”的问题，

通过故事大胆地让假设成真，从而得到 “活着不

死更可怕”的答案。一开始的国王忧心忡忡，但

他并不是像哲人一样在思索死亡的真义，只是因为

他对死的 “害怕”。他想的是 “为什么一想到他我

就这么害怕？”对客观真理的发问转换成了情感上

的问题。这种问题表达的微妙变化暗合了儿童的特

殊心理。心理学认为：９岁以下的孩子多处于情感

体验阶段，极少数孩子会抽象地探寻造成死亡的因

素，但他们知道什么是 “害怕”。所以国王得到的

答案并不是关于死亡和生命的真谛，而是回归到他

的 “害怕”，故事的最后他不再害怕死亡———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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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不死更可怕。在一个人生命的幼年期，只有他

自己切身感受过的，才能走进他的记忆里。《国王

与死神》无疑是带着一颗童心去感受和表达，量

着儿童的感情去讲述的，难怪孩子们很喜欢这本

书，说它有让人过目不忘的魔力。

（二）死亡笔记：抽象的死亡认知

在死亡主题图画书中，彼岸世界是绕不开的难

题，因为这涉及哲学、宗教的终极拷问。许多图画

书选择将这个问题一笔带过，如 《獾的礼物》对獾

的旅程止于 “一条长长的隧道”，《小鲁的池塘》留

下一个 “小鲁变成蜂鸟”的猜想。但以认知为导向

的图画书作者带着满满的勇气和自信正视这个难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利奥·巴斯卡利亚的 《一

片叶子落下来》，这也是笔者视野范围内唯一一本主

人公作为死亡亲历者的图画书。它的扉页上写道：这

本书奉献给经历过生离死别的孩子，奉献给对这种事

无法解释的大人，意图很明确，想借此来阐明生死。

主人公弗雷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他和

同伴们一起经历了春天和夏天。在秋天到来时，作

者借他引出了一连串的生命之问。

关于生死哲理的比喻性问答占全书的 ６０％，
以寓言的形式解释了 “存在的目的”“每个人的特

性” “死亡的秘密”等高深玄妙的问题。到了最

后，弗雷迪听懂了这些，他也像丹尼尔一样超然地

面对死亡。

事实上，任何一个对死亡的本质做出正面回答

的答案都不可避免地站在某一宗教哲学的视点上，

这本书也是如此。如丹尼尔安慰怕死的弗雷迪：

“春天变夏天的时候，你并不害怕。夏天变秋天的

时候，你也不害怕。这些都是自然的变化。为什么

要怕死亡的季节呢？”这种自然观点既来自希腊文

明传统的理性观念，也与中国道家 “生死齐一”

的观念相近，是科学理性取代神学思维后一个主导

观点，现代西方的死亡教育主要向孩子传达的正是

这种观点，也是许多图画书背后的哲理。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一片叶子落下来》的图画

部分由一片水彩绘的梧桐叶来表现弗雷迪，并用一棵

树的摄影图片来纪录四季的变化，从春的嫩绿，夏的

浓密，到秋的多彩和冬的消寂，手绘的叶子和真实的

摄影照片高度同步，让人不能只把这本书所讲的故事

当作虚构 （见图２）。不过，这本书的文字部分很长，
图画几乎变成了文字的插图，而不是图文合奏。毕竟

利奥·巴斯卡利亚的本职是大学教授，这是他留下的

唯一一本图画书，从儿童本位的观点来看，这本书不

适合作为趣味阅读，更适合出现在集体性的死亡教育

课上，或亲子间郑重探讨死亡话题时。

二、情感层面：别哭了，孩子

从情感层面谈论死亡，是孩子最容易接受，也

是他们最需要的。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Ｃｏｒｒ等为情感层面设
定的死亡教育目标为：让学生学在面对死亡的丧恸

时，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哀伤情绪。对于从未经历

过生死离别的人，也能使其运用同理心帮助丧恸者

健康地疏解情绪。

作为文学作品的图画书对于情感部分的捕捉是

敏锐的，大多数的死亡主题图画书都侧重情感层

面。根据内容，情感层面的死亡主题图画书可以分

为三类： （１）亲人离世。有 《爷爷变成了幽灵》

《爷爷有没有穿西装》 《楼上的外婆和楼下外婆》

《外公》 《再见了，艾玛奶奶》 《麦先生的旅行》

《长大做个好爷爷》《当奶奶不在了》等；（２）朋
友离开。如 《雪人》 《熊和山猫》 《小鲁的池塘》

《獾的礼物》 《象老爹》 《狐狸树》 《祝你生日快

乐》等；（３）宠物死去。如 《我永远爱你》 《芭

尼的第十个好地方》《天堂的问候》等。

情感层面的死亡主题图画书关注的焦点在于孩子

们的生活，最主要的是情绪的表达和抒发。根据情感

冲击的力度，本文将这一层面的图画书分为两类：第

一类弱化死亡的恐怖。这类图画书用回避或以想象的

面纱掩盖死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多温情脉脉的讲述和

细腻温柔的回忆，占死亡主题图画书的绝大多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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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界谈论较多的当属 《爷爷有没有穿西装》《獾的礼

物》等。第二类正面展示死亡的原貌。这类图画书数

量较少，情感冲击力强，让孩子学会在直视死亡的绝

对和冷酷中勇敢面对，在强烈的震撼中深深体味，最

有代表性的是 《再见了，艾玛奶奶》。

（一）诗意讲述：悲伤的温暖治愈

在情感冲击力度较弱，以温情治愈为主的死亡

主题图画书中，本文最想谈的是 《麦先生的旅行》。

与大多从儿童视角表现的图画书不同，《麦先生的旅

行》的主角是一个大人，但同样能使孩子产生共鸣。

这是一个爸爸失去了儿子的故事，没有显性的悲哀

情感表露，却以人物的动作将麦先生的心路历程表

现得蕴藉别致。画面中的麦先生始终没有正面面对

读者，总是留下一个远远的背影或侧影，这样，麦

先生心里的孤独和绝望更易让人触摸 （见图３）。绘
者拉克·瓦勒森所用的色粉材质对于画面气氛的晕

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最能表现变化细腻的情感。

这本图画书让人感受明显的还有色彩的变化，故事

一开始是蓝色为主的冷色调，契合麦先生悲伤的心

理，在旅行的过程中，麦先生碰到了一个小男孩，

逐渐将这种悲伤化解为向前看的动力，色调也逐渐

变暖，后半部分出现了大面积的绿色，象征着温暖

和希望。［３］ 《麦先生的旅行》没有逼迫读者快速接

受死亡，而是用节制的语言和唯美的图画让悲伤的

情绪一点点弥漫开来，再一点点地消散。

（二）强烈冲击：勇敢地直视死亡

不去想令人不安的结局，其实是儿童逃避残酷

现实的一种心理机制，是天然地抗拒黑暗，用想象

来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但童年期和少年期的孩子

们，不再满足于不痛不痒的温情和想象，他们渴望

触摸现实。在正视死亡，以强烈情感去震撼读者心

灵的图画书中，袁渡静子的 《再见了，艾玛奶奶》

是一个典型代表。

《再见了，艾玛奶奶》是表现衰老和死亡最大

胆的。袁渡静子以黑白摄影作品真实纪录了一个老

人濒死前的最后一段时光，艾玛奶奶病榻上的凌

乱，身体的干瘦，脸上的皱纹和眼里的恐惧都毫不

避讳地呈现在照片上 （见图４）。

黑白纪实照片难免让人产生疑惑，如此大胆

地表现死亡，会不会吓到孩子？笔者试着将这本书

展示给小学中段以上的孩子，孩子们的表现让人很

意外，没有人表现出害怕。当故事进行到 “艾玛

奶奶静静地停止了呼吸”时，有个男孩的眼眶红

了，后来他说，他想起了自己已故的奶奶，奶奶去

世前就是这样的。

艾玛奶奶深陷的眼窝、插满管子的瘦小身体，更

让人感受到一个有韧度、有尊严的生命散发出的光和

热。死亡的威力和迎接它的勇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

力，这一力量直击人心。如果绘者不用摄影，而代之

以绘画，表现死亡的恐怖与真实程度会下降，艾玛奶

奶临终的生命力也就不会那么震撼人心。在儿童的成

长过程中，直面死亡的教育是需要更多这样真实的作

品的，儿童文学不仅要给孩子美好的希望，也应引导

他们积极地面对惨淡生活，增加勇气。

这些或柔情、或震撼的图画书，殊途同归地带

领孩子去体验和疏导死亡带来的恐怖和悲哀。

三、价值层面：为爱而生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Ｄ·亚隆说： “人类

超越死亡，不仅仅是通过持续地满足欲望，而更是

通过找出生命的意义，融入到某种更大的框架中

去。”［４］价值层面的触及是儿童文学甚至文学本身

最高也最难的层级。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Ｃｏｒｒ等给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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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目标为：帮助人们澄清、培养、肯定生命中的

基本目标与价值，通过死亡的必然终结性来反思生

命的意义及其价值。

深入到价值层面的死亡主题图画书偏重寓言

性、抽象性，将死亡作为符号来解释 “为什么活

着”。这类图画书的数量并不多，有 《活了一百万

次的猫》《苏菲的杰作———一只蜘蛛的故事》 《爱

心树》等。

在表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层面，图画书不

约而同地将生命的意义指向了爱。这一现象颇有意

味。成人文学中随处可见关于活着的艰辛和人生迷

茫的倾吐，他们苦苦挣扎在名利与情欲之间，在他

们见过很多人，走过很多路，听过很多故事，在他

们奋力揭开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黑暗之后，转过身

来，告诉他们最爱的孩子———生命的意义在于爱

———这件小孩子天生就会的事。好像是人性本源的

回归，也好像是人们潜意识中的答案，其中的缘由

耐人寻味。儿童的生命哲学试图告诉儿童，死亡并

不可怕，享受生命中的爱与被爱，才是生命的价值

所在，也是 “活着”的意义所在。这一类书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 “有关生命意义的伟大寓言”

的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一本好的图画书像一颗宝石，每个折面都炫目

耀眼。从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里，可以解读出

自由、爱和价值，每个侧面都在 “生”与 “死”

之间探讨生命的价值。猫在成为野猫之前，有过一

百万个主人，每次它死去，他的主人都会伤心地哭

泣。而猫却不曾喜欢过任何一个主人，他每一次的

表现都是：“猫讨厌什么国王” “猫讨厌什么小女

孩”，而且猫 “不在乎死不死”，那是因为生命对

他而言毫无价值。当他不再做一个附庸，成为一只

野猫之后，他拥有了自由——— “猫比谁都喜欢自

己”。但有了自由还不够，一只优雅的白猫出现

了，在白猫面前，猫的所有骄傲都失去锋芒，他生

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 “爱”，这种爱让他对

白猫和小猫们的喜欢胜过了对自己的喜欢，他的生

命完全改变。当他熟悉的死亡再一次降临的时候，

他第一次哭了，他的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着他所

爱的人，昏天黑地的哭泣有这样的力量，以至于真

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次，是他的心先死了，

身体跟着也死了。无爱，活一百万次都无聊；有

爱，甘心赴死。

马尔克斯在 《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有一

句著名的话：“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

为爱而死。”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生命的本能告

诉我们，“爱”是活着最重要的事。一个人站在死

亡的临界点上回顾此生，若有什么悔恨，若有什么

欣喜，大多不会是关于钱财、名利，而是关于最爱

的人。文学对于爱的赞颂从未止息，儿童文学的特

别也在于它在积极地正面表达爱。《死了一百万次

的猫》是一本在日本被赞誉为 “被大人和孩子爱

戴、超越了世代的图画书”，也是一本让 “儿童文

学”显得不那么小气的一本书，极为复杂的生死

可以用极为清浅的方式触动人心，生命的价值也在

简单的故事中不言自明。

四、结语

生命的每个时期固然有不同的特征，但生命本

身是不能割裂的，幼年时关于死亡的启蒙对一个人

的影响不可轻忽。本文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了死亡

主题的图画书，并将其根据死亡教育的目标分为认

知层面、情感层面和价值层面，举例分析每种图画

书是怎样达到这些目的的。基于有限的视野，文章

无法穷尽也无须要穷尽每本死亡主题的图画书，只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考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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