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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1、关于《萝卜回来了》

    我与叶俊良先生初次见面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

童书展上，当时他把新作《我在法国做图画书》（台

湾玉山社，2017 年）送给我。之前在香港召开的

丰子恺图画书奖评委会上，台湾的柯倩华女士说

有一位勇敢的台湾人在法国开了一家童书出版社，

使我很好奇，没想到真的有机会见到了他。在回

东京的飞机上，我兴致勃勃地翻开了叶先生的大

作，周翔、余丽琼、朱成梁……我多年的老朋友

和同行们的名字不断跃入眼帘，又让我倍感亲切。

后来，我真正与叶先生有了来往，是他找到我，

说想在法国出版图画书《萝卜回来了》，希望我为

他介绍作家方轶群的遗属。

    叶先生的热心和彬彬有礼使我感到他是真心想

做好书的人，而不是那种时而会遇到的出版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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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父母亲、大姐与黎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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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我当然愿意帮他这个忙。

说起来话长，这部作品最早是松居直先生在法国发现的，那时日本

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方轶群作，村山知义画的《亲切的朋友》（日

文书名）1965 年由福音馆书店月刊《儿童之友》出版。村山知义是把

欧洲现代文化介绍到日本的著名文化全才，兼剧作家、画家、小说家、

导演、舞台美术家、建筑家、舞蹈家为一身，而且酷爱中国，从上世纪

五十年代起多次率日本进步文化界人士访华，与周恩来总理很熟悉，后

来周总理还亲自安排他的家属来中国长期居住治病。这也是村山知义画

的第一本图画书，我也有幸与村山一家长期亲密交往。

1986 年，我随松居直先生去上海拜访方轶群先生。方先生在黄浦

江的游船上亲口为我们讲述了《萝卜回来了》的创作过程。朝鲜战争爆

发后，他作为祖国亲人慰问团的一员前往前线看望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

士，听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慰问团送给一个连队一箱饼干和糖果，这

个连队的官兵想到别的战友也许更需要，就转送给另一个连队，最后转

来转去这些礼物又转回来了。方先生深受感动，就用拟人化的动物形象

为孩子写出了这个故事，他当时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

松居直先生和我第一次听作家亲口讲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都大吃

一惊，又兴奋不已，没想到这个受到无数孩子喜爱的温馨故事竟来源于

残酷的战场！当时，我们都流出了眼泪。

回到日本后，1987 年我们出版了这部作品的图画书单行本。至今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日本几乎没有不知道这本书的小朋友，这是一本“黄

金畅销书”。我一直与方轶群先生直接联系，处理有关出版的事宜，直

到他 2007 年去世后，又与他的儿子方烔先生交往。两年前，他们得知

我快退休了，担心今后联系不畅，办理了一次性版权手续，我也安心卸

下了这副光荣的担子。可以预见，这部中国人写的作品会在日本长久流

传下去。

正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当我得知叶先生要通过我找到方轶群先生

遗属，办理正规的版权手续，由法国人作画，在法国正式出版时，别提

有多高兴了！这部灵感来自朝鲜战场，深受小朋友喜爱的中国作品，经

由日本，又通过旅法的叶先生的辛勤劳动，由华人办的出版社带给欧洲

的小朋友，这是多么奇妙，又多么令人赞叹的文化交流啊！这种交流本

身，就反映出童书的真谛——孩子的真善美世界里，不应存在国界。

2、中华文明与世界

这次，叶俊良先生的《我在法国做图画书》即将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实属可喜可庆！策划此书的柳漾先生约我写点什么，我想他主要考虑到

我与叶先生有些相似之处吧。我生长在北京，1983 年偶遇松居直进入

福音馆，成为日本出版界的第一个来自外国的“正社员”编辑。说起来，

出版是每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文化顶端，容忍外国人大显身手的空间很

小。即使到现在，不论哪个国家，类似的情况也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和叶先生同属“深入虎穴”“孤军奋战”吧。

拜读叶先生的大作，使我产生许多共鸣。他三十八岁创办出版社，

我三十岁进入福音馆，都属于半路出家。他是学建筑的，我是学音乐和

媒体的，起步时都没有做童书的经验。我用日语工作，他用法语工作，

都不是母语。我们曾经的困惑和失落感很相似。所以，通过不懈的努力，

我们收获的果实，得到的喜悦，心中的成就感也是双倍的。

叶先生的书使我再一次思考，什么是文化？其实，养育每个人的家

乡、水土、习俗、家庭、幼儿园、学校等形成的“文化”，是一个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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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名片”，是他难以改变的“命根子”。拥有中国文化，或是东方

文化背景的人生活在外国，就是我和叶先生面临的世界。

我们身处异国，首先想到能做的事情――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

东方的智慧。但是，其实纵观历史可以得知，中国文化绝非孤立形成的，

而是吸收兼并了各民族、各国的优秀文化而发展壮大的。我和叶先生的

工作是出版童书，而童书不似其他行业，光靠打“中国文化牌”是行不

通的。因为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国籍没有过多意义，不是挑选图书的

主要选项，孩子的喜爱和追求不在这里。那么，我们想向外国人介绍和

推广中国文化的“初心”必然会遇到障碍。

我非常欣赏叶先生的一段话：“我成立鸿飞出版社之后也没有想着

要向别人证明什么，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求进步，并探究让法国多一

家童书出版社的理由：鸿飞可以带给读者什么？值得他花时间读，同时

是别的出版社无法做到的？”

我欣喜地看到，叶先生摸索出的道路是“自由”，是“融合”，是“多

元”，他的编辑工作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他说：“这个世界不论去

到哪里，爱表现的人似乎总是比较多，耐心听别人说话的人相对少一些。

我在法国住了二十多年，不想多听也不行，因为法国人很直接坦诚，爱

发表意见、自我表现。我就把它当作学习的机会。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

情形，有很高的热忱但还未有足够的时间做沉淀，这是转变中的年轻社

会不可避免的过程吧。至于中国大陆，我尽力而为，耐心等待回馈。”

关于叶俊良先生的努力，他的经验和工作细节，我就不赘述了，读

者可从他的书中得知，并得到许多启发。叶先生给我写的信中说：“经

过十三年的努力，我们给作者和读者的印象是不仅能做好原创书，而且

是少数懂得如何编辑、出版华人创作者作品的法国出版社。东方人文精

神在鸿飞书目里不是猎奇的对象，而是和西方创作平起平坐的人类精神

资产。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

我想，这段话非常好地总结了他把中华文明融入世界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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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2015 年我担任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评

委，在那么多书里，我看到了《花木兰》。

它是一本法文书，当我翻开时，就被里面的

画和气息所吸引。在佩服画家的同时，我更佩服

这本书的编辑，因为书里每一个结构、每一页设计，

无不透出编辑的匠心。通过画面空间结构所表达

的精神和力量，把花木兰这个传统故事演绎得这

么具有现代意味和浪漫感，让我惊叹，而这种演

绎无疑让这个故事绽放出了新的生命。我毫不犹

豫地为这本书投了选票。评委们共同讨论时，许

多国外评委也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当然，我

那时并不知道这本书是叶俊良先生编辑的。

后来在上海，俊良来领奖，我遇到了他。他

是一个谦虚、温和的人，谈到图画书，他的眼睛

就更亮。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私下喊他学霸，

因为他从小到大，永远都是第一名，从来没做过第二名。他学过物理，

也学过建筑，当过建筑设计师，又修过文学，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全才。

他转到出版时，又是那么自然，他把一本书当作建筑来做，与其他人不

一样，他编的书里有一种建筑空间感，这种空间感让书充满了力量和浪

漫感。这是其他编辑所不能做到的。这一点我非常羡慕。

再后来我到他法国的工作室去做客，我们谈图画书，我们一起去参

观书店，一起坐在卢瓦尔河边聊天，这种心灵的交往，让我们彼此都很

舒服。我们无话不谈，也憧憬未来，对中法图书，甚至对中法文化都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对我们做书有很大的帮助。也许俊良在法国待久了，

使得他既有东方人的含蓄，也有西方人的直率：他观点犀利，但不失真诚；

他做的书讲究大气，比如《团圆》法文版，是所有海外版里我最喜欢的

版本。只要看到封面的红色，就让人感觉一股暖流溢满胸怀。那是我从

没见过的红色，那微妙的色度是需要极专业的眼光才能做得出来的，俊

良一定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是他做事的特点。

俊良和合伙人黎雅格在法国创办了鸿飞出版社，做了这么多好书，

在法国童书界拿了那么多奖，得到了众多法国读者的好评，这是极不容

易的事。他并不仅仅是为法国读者在做书，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

重视书里的东方情韵，他想把东方的美好与西方人分享，搭建一座东西

方互通的文化桥梁。而这又是非常难以构建的，弄不好很可能不三不四，

既不像东方又不像西方。但俊良是心灵的建筑师，他精心选择了包括《孔

子》《花木兰》在内的许多故事，再用东方故事的思想，和法国人浪漫

的艺术表达，将东西方文化很巧妙地融合在书的结构中。他用法国人独

特细腻的感受，表达中国传奇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也显现了一个优秀编

辑把控一本书的功力。这种中西融合、内外兼修的艺术表达，不仅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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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欢，从西方回到东方时，也受东方人欢迎。

我知道，在法国做图画书不容易，毕竟俊良是东方人，在法国生活

的环境与他从小所生长的环境都不一样，要在法国竞争这么激烈的图书

市场上获得肯定，必须要有过人的才华与智慧，这种艰辛不是一般人所

能了解的。凡尔赛宫的建筑和中国园林建筑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思想不

一样，建筑成果也不一样，中国园林是曲径通幽，而国外是开门见山，

一览无余。俊良将这些建筑理念都运用到了他的书里，使他所做的图书

都有了独特的纸上建筑的味道。想要呈现的生命结构、情感体验、艺术

的韵味，都在里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对俊良

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以严谨的态度工作，以及将书作

为艺术品来对待的专业精神。

俊良在生活中是一个极守规则的人，我们在法国时，记得有一次晚

上出去，我和同事们见没有人，就走到大马路上，回头一看，俊良依然

规规矩矩地走在人行道上，这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俊良对朋友很真

诚，他话不多，但细心，会把很多事替你做了，但你并不察觉。他替

我们找旅馆，策划行程，找好吃的东西，生怕我们受到委屈，这样的

情意，我都记在心里。我和俊良经常通信，彼此交流做书、做出版的

心得。他喊我周大哥，这让我很受用。作为大哥，我从内心祝福他，

希望他的出版事业做得更好，也希望他的书在中国受到欢迎，我也期

待着与他再见面。

我从远方来，
为了让繁花盛开

我在法国成立鸿飞文化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到现在已经十六年。在

成立童书出版社之前，我在巴黎维尔曼建筑学院取得学位，也与一位法

国建筑师一起工作过。而在来到法国学习建筑之前，我在台湾出生，求学，

长大。所以我是一个来自台湾，拥有建筑专业背景，与法国人一起做童

书的编辑。

2013 年底，台湾玉山社魏淑贞主编来到巴黎东郊的蒙特勒伊童书

展开幕晚会，我们在鸿飞的展位上第一次见面，魏主编当场建议我把从

台湾来法国定居与创业的过程写成一本书。

一开始我想：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以写的素材很多，应该不是难

事。但其实不然，原因有几个。第一，编辑需要处理甚多的信息与人际

关系，一个好的编辑可以累积经验，持续精进，但几乎不见有人把这个

复杂的心智与社交活动记录下来。这些思辨过程对我来说有如条件反射，

但是会做不见得会解释，所谓“知难行易”。我必须想办法把它分解成

若干基本“招式”，引领读者走进堂奥。第二，图书种类繁多，而我编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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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作品大多具有“童书”和“跨文化”这两个特色，这些书的创作和

阅读本身有其特殊的条件，我分享经验时应注意避免在不具代表性的案

例上兜圈子，帮助读者透过一个具体视角窥探图书编辑的普遍法则。第

三，相同的食材可以经由不同的厨师做成不一样的料理，相同的图文也

可能经由两个编辑做成两本大异其趣的书。做书过程里大大小小的选择

和判断并非来自偶然，而是与编辑个人的精神生活、历练和际遇相互穿

透才形成的。一条贯穿了不同社会、文化与专业的人生路如何帮助我

确定选题并增进与创作者和读者对话的能力，这也构成一个值得挖掘

的面向。 

写书的当下，我对上述的挑战只有模糊的概念。经过四年的探索和

记录，《我在法国做图画书》于 2017 年底在台湾出版了。我感觉自己像

是个埋首前行的人，在转身抬头的瞬间看见一段美好的来时路。有些细

节可能解释得还不够清楚，有些比喻可能不是最贴切，但好歹留下了印

迹，得了一个粗胚，日后如果要进行改善，不必从头来过。

书出版不到一个月，我在法国收到一位陌生人的来信：柳漾先生希

望取得授权，在大陆地区出版。我第一个反应是问他：“您确定吗？”这

几乎是一本为自己写的见证之书，现在有人不仅读懂了，还愿意把它分

享给广大读者。这是我做梦也不敢奢想的福分。

鸿飞出版社服务法国作者和读者，虽然和中华文化有深厚渊源，与

中国创作者的进一步互动却是近年的事。我们从 2014 年起陆续引进优

秀原创中文图画书，包括《团圆》和《安的种子》，2015 年因获得上海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花木兰》而与评委周翔老师结缘，我也首次

前往南京拜访朱成梁老师和余丽琼老师。与西方人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

的我，第一次有与精神意义上的家人重逢的感觉。随后我偶尔和国内有

志于从事出版或创作的年轻人交流，感受到一股旺盛的学习热忱与能量。

柳漾先生了解我分享经验的初衷，为从远方来的我搭一座桥，开一扇门，

实现我们共同的心愿，让此地繁花盛开。

中国和世界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儿童图画故事书也不例外。

不管是撷取国外优良作品的长处以滋养本土原创，还是将优秀华人原创

推向海外，经过政府和民间有心人持恒努力，已经有很好的开始。但是

接下来的路还很长，交流除了“海内存知己”的喜悦之外，也夹带了因

语言文化差异而起误解的风险。当我们不为对方所理解，固然会产生挫

折感，但它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对方习惯而且喜欢的表达方

式是什么？为什么他会这么看，这么想？说不定我的方式有偏狭欠缺的

地方？我是不是应该尝试不同的看事情的方式？分享的乐趣让我们愿意

站在对方的立场看世界，他不见得错，我不见得对。我们先虚心倾听，

对方或早或晚也会理解听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想法，于是反过来听我们分

享。不论是在童书出版还是其他领域，对易位思考的重视与实践，是我

们给下一代最好的示范和礼物。

与我合作过的法国作家和插画家，以及关心并支持鸿飞的法国朋友

们全都看不懂这一本用中文写的书，而华文读者也大多不能无碍地进入

我编过的法文童书的世界。但，这是一本不能不写的书。我把它献给所

有的小孩与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小孩的大人：不管他们身在何处，讲哪

一种语言，我祝福他们共享一篇篇动人的故事，携手创造一个理解胜过

偏见、可以自由去来的开放的世界。

叶俊良

二〇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我在法国做图画书》内文170X220.indd   10-11《我在法国做图画书》内文170X220.indd   10-11 2023/10/30   下午4:132023/10/30   下午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