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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有个小袋子》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属于爸爸和孩子的绘本。
为了即将到来的那天，小米一直在伤脑筋，总是有好多事要做。他收集了许多东西，折了纸、画了图
⋯⋯甚至还找了连话都还不会说的小妹妹商量，最后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跟他形影不离的小袋子里⋯⋯
袋子越来越大，小米总是走到哪儿、拖到哪儿，里面全是他最重要的宝 贝，为了等待最重要的那个人
——爸爸。
各方推荐：
《小米有个小袋子》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爸爸主题绘本。巧妙的光影变化给人以视觉与心灵的冲击，温
暖的画面与细腻的文字珠联璧合，共同阐释着孩子内心对爸爸的渴望和呼唤。
——新教育实验学术委员、新阅读研究所副所长，育儿专家  李一慢
爸爸，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而是孩子暖暖的心灵依靠，是童年最生动的注脚。
——《中国教育报》记者、畅销书《真正的陪伴》作者 张贵勇
现实中的爸爸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工作、应酬⋯⋯爸爸时常早出晚归，可孩子对爸爸的渴望却又
那么强烈。孩子的爱简单而深切，无论多大的“袋子”，依然装不下孩子对爸爸深深的思念。这是一
个值得每位爸爸和孩子一起来读的故事。
——父亲参与中心（PCFI）创始人   温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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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有个小袋子》

作者简介

孙心瑜，台北人，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毕业。学生时代即获各种绘画比赛大奖，绘制过邮票，到过长
江探险，曾旅居美加，上海，并游历欧亚，现为宅女隐身都会。从事各类视觉设计工作多年，发觉最
喜欢的还是画画。连续两年获得信谊儿童文学奖，故尝试专注于绘本创作。
出版绘本有《一日游》《午后》《安安的新朋友》《香港游》等。桥梁书《柿子色的街灯》获金鼎奖
；《北京游》获2015年博洛尼亚儿童书展最佳童书奖(The Bologna Ragazzi Award)，这也是首位台湾插
画家获此殊荣，同时荣获德国国际青年图书馆“白乌鸦大奖”(The White Ravens Award)，入围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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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有个小袋子》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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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有个小袋子》

精彩书评

1、——评《小米有个小袋子》文/蓦烟如雪我第一次看到小米会觉得他像蒙奇奇，但是看久了，还是
会觉得多有不同，小米是一个渴望爱的孩子，从最早的等待开始，他都在期盼那“那天”，可那天是
哪天，为何要等待呢？这样的开篇像是一个谜题，而色调偏冷色系，缺少了暖色，就如同一个缺乏关
爱的孩子，飞机，形形色色的房子，地上的日历，甚至是散落的玩具，都是孤独的，妈妈做了小米爱
吃的寿司，他的表情都没有开心起来，那是他的思念和期待。在第十一页里，地上有棋盘有玩具有剪
纸，甚至是七巧板，这都是每一个孩子的心头好，可最显眼的还是墙上的全家福，那就像他的渴望，
全家人在一起，在后面，他拎着袋子看着落叶，甚至是相册，作者的画风很简约，甚至是干净，这种
简洁的画风，更能衬出他的孤独，和缺乏关爱的特点，作者作为台湾新生代绘本作家，其作品也自带
个人的色彩，很能从另一面看出，她也是期待父爱的人，在军人家庭里，父亲忙于工作，作者多少是
把这种心思转移到画风，看不懂报纸的孩子，能对着报纸模仿，他想写信给爸爸，每一个人都渴望带
小米走走，可是他都是小心翼翼地回答，这些孤单的孩子，都是很寂寞的，他们心思缜密，没有那么
活泼。每一页里，他都在收集者他爱的礼物，他每一刻都在期待那天。他忙着自己的事情，甚至让妹
妹出主意，这都是孩子的生活，姑姑是他的朋友，他们可以在地上打滚，甚至是看远方发呆，碧水先
笑出来。可小米是思念父亲的，看着远方，小米，肯定笑不出来。这一页更能看出。每一天结束，他
都有自己的忙。终于，等到了时间，他把那大大的，日积月累的袋子，检查再检查，直到门悄悄打开
后，他冲了上去，叫了爸爸。这本画册没有多少文字，画风也非常的简约，日历、玩具、涂鸦⋯⋯都
是如此，孩子都很天真，他们的每一个心思都需要慢慢描摹，而《小米有个小袋子》写满了孩童的心
境，这本书能屡次获得大奖也是如此。从懵懂到了解，我发现这些都是慢慢渗透的温暖。这是一本很
有爱的书，他冲击着每一个渴望爱的我们，而现实中，我们却都是小米，都渴望着亲情的温暖。这是
一本很适合亲子阅读的漫画，很期待作者的下一本。好评。
2、评《小米有个小袋子》作为父母，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非常爱护孩子，对孩子倾注了很
多心血。有时短暂出门在外，也会对孩子牵肠挂肚。然而，孩子对父母的爱也是很执着、很强烈的，
只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大人不那么理解。孙心瑜的绘本《小米有个小袋子》，就是从孩子的视角，用艺
术化的图画形式，完整展示了小米对爸爸的思念有多么深切、多么执着、多么感人。其实，在刚开始
看绘本时，我们不一定能想到本书表现的是孩子对父母的思念。绘本从一个空旷但暗含提示的画面开
始，然后妈妈、爷爷、奶奶、楼上的阿姨等依次出场，从他们和小米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小米可能和
以前的行为有点不一样，具体是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随着阅读
的深入，细心的读者会慢慢发现，哦，小米可能在等什么人。直到最后，爸爸回家了，“包袱”才最
终抖开：原来小米所有的“反常”，都是在思念着出差的爸爸啊。绘本以小米的“袋子”为线索，以
物化的方式，传神地展示了孩子对父母的思念之情。爸爸离开家几天后，小米就开始想念爸爸了。他
玩耍时不像以前那样尽情尽兴了，为了迎接爸爸的回来，为了给爸爸准备礼物，小米随身带着袋子，
向里面收集东西。他走到哪里就把袋子带到哪里，自己的玩具、海边的贝壳、落下的树叶、纸叠的飞
机小船等，能收集到的东西，都往袋子里装，到最后袋子已经装的很大很大了，而这正象征着小米对
爸爸的想念也越发的强烈。绘本在细节设置、氛围营造上做的非常棒。绘本中一直有些细节在时隐时
现。比如，绘本的画面中，天空上前后两次出现了小小的飞机，但是飞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暗示着
爸爸出差和回家；房间地面上的日历，反复出现了好几次，日历上既标有记号，也有每过一天就划掉
一天的细微变化；小米拖的袋子，在逐渐的变大。这些细节和变化，可以在孩子阅读时，启发他们进
行观察比较，提高其观察识别能力，锻炼记忆能力。在情景和氛围的营造上，也非常有意思。在爸爸
将要回到家的那天时，小米问到“今天怎么过得这么慢啊？”小孩子也会说出这么成人化、情感化的
话，再让人感到想笑的同时，也展示了孩子对爸爸深深地想念。也许只有当孩子强烈地想念大人时，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让大人由衷的感叹。当爸爸回到家时，天色已晚，已经睡在床上的小米，一下子
“飞”到了爸爸的怀中。是的，在画面中作者就是让小米“飞到”爸爸怀里的，把孩子的想念表现的
淋漓尽致、形象鲜活。由于历史文化传承的原因，家庭成员在亲情表达、情感传递上更倾向于含蓄的
方式。在对至亲至近的人表达自己的情感时，物化、含蓄的方式总让人唏嘘不已，感触之深。绘本中
，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这一方式，用小米不断变大的“袋子”，含蓄地孩子的情感世界。如果亲子共读
，还能和孩子一起体验他的情感共鸣。作 者孙心瑜，毕业于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从事各类视觉设计
工作多年，连续两年获得信谊儿童文学奖，在绘本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孟人梦言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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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有个小袋子》

于2016年1月10日 使用转载请豆邮联系。
3、发在公众号的，所以形式有点特殊：前几天，苏晓吖收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小米的女孩子儿写
来的，她在信中有讲了她的思念，她的烦恼。苏某人看完后非常难过，以至于周末休息了两天，没有
更文。现在我想把这封信发出来，请读者大人帮她想想办法。尊敬的苏老板：我叫小米，我生活在台
湾，有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家。可是......我的妈妈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光是给我准备寿司材料，
就要忙很久，她做的东西真的很好吃。我也每天很忙，我要计划很多事。因为......我有一个小袋子，
我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进袋子里，准备着，准备着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全都拿给他！可是，日子过
得好慢啊！爷爷每天都在看报，我觉得很无聊，可是我喜欢坐在他对面，照着报纸学写字；奶奶每天
都要去散步，也会带我去，可是我很怕别人问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楼上的阿姨嗓门很大，喜
欢站在阳台上聊天，她经常会像魔术师一样，变出好吃的糖果给我。妹妹还不会说话，可是知道她心
里想什么，她喜欢红色三角形的积木。我也很想让她给我出出主意：那一天来的时候，我该说什么呢
？“姑姑，太阳今天走得好慢啊。”我和姑姑一起躺在地上打滚，发呆，比赛，可是我的心事她好像
不明白。“奇奇，又一天结束了吗？”我的小狗奇奇每天跟着我，可是它也不明白。我有点烦恼，大
人们都跟平常一个样，妹妹和奇奇也帮不了我，我的袋子里心爱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我真的想不好：
到时候我要说什么呢？这一天终于要到了，我的爸爸要回来了！可我还没有想好要跟他说些什么，您
能帮帮我吗？小米2016原来，小米的爸爸要回来了！她在信中没有说，爸爸去干什么了，也没有说多
久没有回家了。而我却感觉到了她热切的期盼，深深的思念！就别重逢，孩子会跟爸爸说些什么呢？
我家孩子经常在我或者她爸爸下班回来的时候，跑过来“臭屁”一下，说她今天得了小红花，说她又
买了新玩具，说她去淘气堡划船了......很多很多在大人们看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都成为了孩
子“臭屁”内心里非常重要的事，她想分享给她最爱的亲人。小米一定很久没有见到爸爸了，所以才
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装进袋子里，以至于袋子已经很大很大，需要她爬上梯子才能打开。这里面装
着她对爸爸深深的思念和爱！等到爸爸进门的那一刻，小米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她一定有很多很多话
要说！这一天终于要来了，真是漫长的等待啊，我都要睡着了。这时，门悄悄地打开了。“爸爸！”
真的是爸爸回来了，我一下子跳起来，扑向爸爸的怀抱！我想跟爸爸说很多很多话，想说我折了纸，
画了画，还跟奇奇玩.....可是我不知道先说哪个好，最终直说出来一句：“我好想念爸爸。”小米真是
太想念爸爸了，以至于扑向爸爸怀抱的时候，自己都飞了起来。爸爸抱着小米，妈妈拿来了生日蛋糕
。或许，这一天是小米的生日，爸爸专程回来给她庆祝生日的吧？怪不得，从最开始，小米就在数日
子，就在期待着......读了这个故事，你有点难过吗？反正我是很难过的，我非常看不了骨肉分离。不
管是因为工作，还是什么原因，如果可以，请一定陪在孩子身边，陪伴他们成长！查看图文版，欢迎
联系我：微信 lyliu307
4、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父亲是家庭的支柱，在外奔波，却很少和孩子有互动。他们觉得，只要挣
了钱，孩子就能长得好好的。殊不知，在孩子的心目中，爸爸的爱才是最重要的。孩子对爸爸的爱是
那么深沉，那么热烈，简直让人心疼。《小米有个小袋子》就是一本写给忙碌的父亲的书。在拿到这
本图画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内容的绘本，我不知道小米是谁，也不知道她这个袋子有
什么特别，发生了什么故事。而当我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我的疑惑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小米在
等什么呢？等的那天又会发生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看到一多半的时候，还
是一头雾水，直到故事的最后几页，门悄悄打开，出差的爸爸推门走了进来，小米从床上弹跳而起，
我才最终明白，原来，这是一个暖暖的、充满了期待和牵挂的温情绘本。在小米扑到爸爸怀里，说出
“我好想念爸爸”这句话时，情感酝酿已经达到顶点，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在童书中，描写分离的绘
本有很多，它们或细腻，或活泼，或幽默，但看完《小米有个小袋子》，我还是被作者的巧妙构思和
小米浓浓的情感所震撼。书中的小米是一个有点害羞的内向的孩子，他敏感而不善言辞，却又情感丰
富。爸爸出差了，他很想念爸爸，应该说，从爸爸出差的那天起，他就在盼着爸爸早点回来。这种思
念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而是找到了一个寄托——个小袋子。他把所有的心事都装在了那个袋子里。这
个袋子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袋子，到爸爸回来的那天，它
都被装得满满的，沉甸甸的。这个袋子装满了小米的日常琐碎。小孩子的生活中没有大事，对他来说
，爸爸出差了，这就是最大的事。小米心里一定很失落。爸爸出差第一天他就穿上了小熊的衣服和自
己的狗狗站在阳台上眺望，第三天就开始“想事情”。想什么呢？想爸爸什么时候走的，爸爸走了几
天了。看看小米脚下的那张日历纸，上面已经用红笔画出了爸爸走了几天，哪天归家。他在计划每天
要做什么，这些天的生活怎么向爸爸“报告”。于是，他想到了把能做出来的“事”都放到一个黄色

Page 6



《小米有个小袋子》

的袋子里。剩下的日子里，小米照着爷爷的报纸描上面的字，在奶奶后面画画，存下楼上阿姨送给他
的糖果，保管好妹妹最喜欢的红色积木，和姑姑一起捡的贝壳，和小狗一起拾的落叶，还有他的剪纸
、手工，统统装到了袋子里。到爸爸回来的那个晚上，袋子已经鼓鼓囊囊的，装满了。作者通过写小
米和每个人在一起时的场景，写出了小米和家人的互动，看起来好似很平常，但读者却从中感觉到小
米心事重重，即使和家人、邻居在一起很快乐，他还是急切地盼望着爸爸能回来。而在爸爸回来后，
爸爸的那句“小米，爸爸不在家时，你都在做什么呢？问话，让我们感觉到，小米的心思没有白费啊
，他那么有心地记录、整理了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就是为了给爸爸讲述。看最后一页中，小米的
那个鼓鼓的大袋子变小了，口敞开着，地上散落着小米这几天来收集起来的东西：画着画的石头，贝
壳、积木、手工、玩具还有爸爸正放进嘴里的糖果，都是小米留起来的！他在爸爸的怀里仰着头，兴
奋地讲述着什么，和前面那个安静的，总是有点忧郁的小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温馨和谐的画面，
让我们感到了小米在爸爸怀里的充实和幸福。这个袋子还装满了小米所有的情感。一开始是等待，接
着是思念，他没有心思出去玩，他和姑姑玩耍的时候也觉得“太阳今天走得好慢”，和小狗一起玩的
时候，他惦记着“今天又结束了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思念加深，越来越想爸爸，他“有点烦
恼”，有千言万语想和爸爸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越临近爸爸回来的日期，他心里越紧张，越忐
忑，越期待，直到最后爸爸终于回来，故事达到高潮，却也戛然而止，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袋子里那些在大人看来是“小破烂”的东西，凝聚着孩子深深的牵挂和想念，是孩子最真、最纯的情
感！那是一个装满了爱的袋子！故事在题目上就已经设置了悬念，一开始又抛出了各种问题，随着情
节的深入，作者不紧不慢地展开了好似和开头没有什么联系的叙述，致使问题悬而不绝，吊足了读者
的胃口，直到故事结尾，所有问题的答案才一并揭晓，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让人在惊喜之
余充满感动。而小米那个由小变大又由大变小的袋子就像一根小小的红线，时时牵动着我们的心，让
我们感受到了真爱的重量！所以，忙碌的爸爸们，停下你们匆匆的脚步吧，抱抱孩子，亲亲他们，让
他们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你是无可替代的！
5、我的爸爸去世很久了，看到这样的书，自然而然想到他。如今我也成了爸爸，所以看到书里的小
米，又有一种很心疼的感觉。绘本的内容，按照我们大人读文的习惯来看，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
孩子等待爸爸的整个过程。在等待的时间里，要做一些事情，她观察妈妈做寿司，收拾自己的玩具，
折纸，画画儿，逗狗狗，和姑姑玩，直到爸爸回来，她扑了上去，爸爸问她我不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呢，她想了一圈儿说：我好想念爸爸。整体的画风很有特点，可爱，温暖。这个故事为什么很打动我
呢？因为这个作者没有忘记做小孩子的感受，我也没有。很小的时候，一天总是感觉很长很长，可长
大后却觉得时间变得越来越快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随着年龄变化是不断变化的。小的时候，如果
等待一个人，一天会很漫长的。五六岁的某一天，我爸带我去太原走亲戚，我很粘他，那次他和亲戚
有事儿出去，让我在家陪着一个奶奶玩，我老大不愿意。他出去一会儿，我就在亲戚家阳台往外看，
老奶奶怕我想爸爸，就给我找吃的和玩的，结果她越给我越急，后来就一直哭。我爸爸回来说我怕生
，其实他不知道我不是怕生，只是觉得他不在，我要怎么办才好。那样的时间才几小时，可那样的等
待太漫长。何止是时间，空间感知也发生了变化。我老家窑洞里有一盘土炕。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在
上面爬来爬去，和逗我的爸爸推推打打，躲躲闪闪。那时候，我总觉得躲在最里面，他就够不到我了
。小学以后，我们搬到了另一个房子里，窑洞就出租给了一个在附近煤矿上班的工人，一个假期，我
突然想去看看，就回去了。炕还是那一盘，但我惊奇地发现，原来竟然这么小，印象中是很大的。我
直直地爬上去，脚还在炕的边沿外面。我爸爸和我差不多高，可以想到无论我在炕上的什么地方，他
在地上都能轻易够到我。但小时候我是觉得他肯定够不到我的。现在想到那么大一个人曾经和我逗着
玩，如今已阴阳两相隔，就觉得一阵难过。这部作品里的象征意象也很棒。那个越来越大的袋子确实
像是沉甸甸的思念。小米把自己的心爱之物都装了进去。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我自己也有这么一个扣
箱，他是我的藏宝箱，里面放了很多《手工劳动书》里我的制作成果，还有小时候的小人书、磁铁，
以及各种细铁丝，还有我收藏的杂志和报纸。一直以来，这个箱子都是我还是孩童时最大的财富。作
为幼年时代的某种装备，它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才失去意义。那个阶段的变化也是很突然的，我从对父
亲的依赖，一下就变成了鄙视。当然，很久以后，我又转变了观念。这本书里小米所能经受的，那些
平淡而漫长的等待，读的时候就缓缓渗透到我的记忆里，让我想起很多童年往事，等我给孩子看了，
看看孩子什么反应吧，我自己给五颗星！
6、评《小米有个小袋子》作为父母，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非常爱护孩子，对孩子倾注了很
多心血。有时短暂出门在外，也会对孩子牵肠挂肚。然而，孩子对父母的爱也是很执着、很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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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大人不那么理解。孙心瑜的绘本《小米有个小袋子》，就是从孩子的视角，用艺
术化的图画形式，完整展示了小米对爸爸的思念有多么深切、多么执着、多么感人。其实，在刚开始
看绘本时，我们不一定能想到本书表现的是孩子对父母的思念。绘本从一个空旷但暗含提示的画面开
始，然后妈妈、爷爷、奶奶、楼上的阿姨等依次出场，从他们和小米的对话中，我们发现小米可能和
以前的行为有点不一样，具体是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随着阅读
的深入，细心的读者会慢慢发现，哦，小米可能在等什么人。直到最后，爸爸回家了，“包袱”才最
终抖开：原来小米所有的“反常”，都是在思念着出差的爸爸啊。绘本以小米的“袋子”为线索，以
物化的方式，传神地展示了孩子对父母的思念之情。爸爸离开家几天后，小米就开始想念爸爸了。他
玩耍时不像以前那样尽情尽兴了，为了迎接爸爸的回来，为了给爸爸准备礼物，小米随身带着袋子，
向里面收集东西。他走到哪里就把袋子带到哪里，自己的玩具、海边的贝壳、落下的树叶、纸叠的飞
机小船等，能收集到的东西，都往袋子里装，到最后袋子已经装的很大很大了，而这正象征着小米对
爸爸的想念也越发的强烈。绘本在细节设置、氛围营造上做的非常棒。绘本中一直有些细节在时隐时
现。比如，绘本的画面中，天空上前后两次出现了小小的飞机，但是飞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暗示着
爸爸出差和回家；房间地面上的日历，反复出现了好几次，日历上既标有记号，也有每过一天就划掉
一天的细微变化；小米拖的袋子，在逐渐的变大。这些细节和变化，可以在孩子阅读时，启发他们进
行观察比较，提高其观察识别能力，锻炼记忆能力。在情景和氛围的营造上，也非常有意思。在爸爸
将要回到家的那天时，小米问到“今天怎么过得这么慢啊？”小孩子也会说出这么成人化、情感化的
话，再让人感到想笑的同时，也展示了孩子对爸爸深深地想念。也许只有当孩子强烈地想念大人时，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让大人由衷的感叹。当爸爸回到家时，天色已晚，已经睡在床上的小米，一下子
“飞”到了爸爸的怀中。是的，在画面中作者就是让小米“飞到”爸爸怀里的，把孩子的想念表现的
淋漓尽致、形象鲜活。由于历史文化传承的原因，家庭成员在亲情表达、情感传递上更倾向于含蓄的
方式。在对至亲至近的人表达自己的情感时，物化、含蓄的方式总让人唏嘘不已，感触之深。绘本中
，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这一方式，用小米不断变大的“袋子”，含蓄地孩子的情感世界。如果亲子共读
，还能和孩子一起体验他的情感共鸣。作 者孙心瑜，毕业于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从事各类视觉设计
工作多年，连续两年获得信谊儿童文学奖，在绘本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孟人梦言 原创
于2016年1月10日 使用转载请豆邮联系。
7、看过几册儿童绘本,还有绘本改编的动画,以欧美为主，虽然我早已不是孩子，也暂时没有宝宝，不
过在给小学孩子教英文的时候，经常用这些绘本和绘本动画，很灿烈，很有趣，也会告诉我们一个小
小的道理，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效果很不错，所以拿到《小米有个小袋子》的时候，还是满心期待
的。小米的作者，是一位台湾姑娘，孙心瑜，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毕业，大概是北师大美术研究生的
样子？看介绍，她也出版过几册儿童绘本，获过不少儿童类文学，或者应该叫儿童画家的奖项。台湾
画家的画风大致如此，有些几米的感觉。小米的样子，毛茸茸的，穿着一套小熊连体衣服，只看的到
两道横线般的小眼睛，显得更是可爱。可是我看到了淡淡的忧伤和满满的故事，仿佛不该是一个童书
应有的基调。所以作为一个大人的我，也可以投入进去。从故事的第一页开始，就好奇，小米到底在
期盼什么？是要搬家吗？带着一个孩童所有的家当——也许就是他的玩具之家，离开熟悉的环境，就
足够忧伤了吧。小米小小的，不管是在画面的那个角落：在目光中的城市里，在妈妈的背影里，在墙
角的玩具箱旁边，在大片的地板上，在爷爷的报纸一侧和小水塘边，在奶奶种满花花草草的阳台旁，
在大大的垃圾桶脚下，在楼宇的小玩具车里，在姑姑并肩的背影中，在茂密的树林前，靠着他的大袋
子，站在高高的凳子上，睡在卧室一角的小床上⋯⋯他都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他有很多胆怯，有很多
疑惑，也有很多心事。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孩子，他是丰富的，还想与妹妹不满周岁的商量商量
心事。翻到最后一页，原来，这个很忙、有很多事要计划、有很多事要做的小朋友，像准备一个仪式
一样，是要迎接好久不见的爸爸。在爸爸的怀里，第一次看到了小熊装的帽子掉下来，看全了小米毛
茸茸的脑袋，这是小米最开心最优安全感的时刻吧。那个写着“米”字的大袋子，就在旁边，准备好
满满的心事，想要跟爸爸讲。最后的最后，却只说出了那句“我好想念爸爸”。这是画给孩子还是给
大人的故事呢？我有一丝犹豫，不作定论。不过多数好的童话，都是深藏在心里，长大后回忆起来仍
然能够回味的童话。作为爸爸或妈妈，面对那个全身心的爱你的孩子，也是自己的一份成长吧！抖抖
身上赶路的风尘，多看看那个伸手拥抱你回家的宝贝。所以看到朋友写的那首小诗的时候，我突然理
解到了一点点那种感触：上帝给给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为
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我催它 我唬它 我责备它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仿佛说 人家已经尽力了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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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它 我扯它 甚至想踢它蜗牛受了伤 它流着汗 喘着气 往前爬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上帝啊 为什么天上一片安静唉 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好吧 松手了反正上帝不管了 我还管什么让蜗牛往
前爬 我在后面生闷气咦 我闻到花香 原来这不还有个花园我感到微风 原来夜里的微风这么温柔慢着 我
听到鸟叫 我听到虫鸣  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咦 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我忽然想起来了 莫
非我错了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
8、文/宝木笑无意贬低爱情，更不想冒犯父母和成年后的我们之间的感情，只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不是拥抱这个社会，而是被这个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裹挟。真正的爱情永远存在，即使成年之后
，我们和父母之间仍然也有难舍难分的爱，但矛盾仍然存在，争吵在所难免，因为这涉及到人作为个
体意识的普遍差异。当手里捧着《小米有个小袋子》，在突然感觉作为整天忙碌的上班族的疲累同时
，一种感动让自己不由鼻子酸酸的，眼前朦胧，他那么小，他的世界里没有房子、车子、工作、股份
、产权、面子、观点、看法、得失⋯⋯他的世界里只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妹妹、小狗奇奇、
玩具熊⋯⋯穿着熊熊装的小米坐在露台上望着远方，天上的飞机、一眼望不到头的建筑与群山，和大
人“精彩”的世界比起来，小米只有一直陪伴他的小狗奇奇和玩具熊，小小的他，小小的世界，让人
爱怜。小米盼望着“那天赶快到来”，把日期在日历上标了出来，每过一天就做个记号，日历表上清
晰地记录着爸爸离开家的每一天，那盘和爸爸未下完的棋，那没完工的手工折纸，没有拼好图案的拼
图，都在等待爸爸回家来一起完成，孩子这种小小的用心，总是最能拨动人的心弦。爸爸出差不在家
，妈妈、爷爷、奶奶也都有他们自己要忙的事情，画中的小米看起来似乎有点儿心事重重，有点无精
打采，周围灰蒙蒙的背景更衬托出小米的小情绪。小米连最爱吃的寿司都顾不上，爷爷让小米看卡通
，可他却说：“等一下，我在折纸呢！”那也是折给爸爸的礼物。虽然姑姑是他最好的玩伴，可以陪
他打滚，做好玩的游戏，但小米仍然想念爸爸，一直向小狗念叨，嫌“太阳走得好慢啊”。每个不善
言辞、内向害羞的小孩都是一朵更惹人怜爱的小花：小米出门怕别人问他几岁，回答的声音也是像蚊
子一样。但这样的孩子往往有着更丰富的内心，他想爸爸，他要把对爸爸的思念全装到他的小袋子里
，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与爸爸有关联的物品都放在袋子里，这里有着他与爸爸的秘密，更有他对爸爸
的想念，袋子也越变越大，以至于最后要站在梯子上才能够到，但小米总是走到哪儿就拖到哪儿，这
种孩子气的执着让人动容，然后是深深的感动。爸爸归来的那天，小米等得快睡着了，在迷迷糊糊中
，听到门开的声音，听到熟悉的脚步，看到爸爸真的回来了！一声“爸爸”，一个飞奔，扑到爸爸的
怀里，有太多的话要跟爸爸说，不善言辞的小米最后只说出一句“我好想念爸爸”，那一刻就是整个
世界⋯⋯感谢作者孙心瑜，这位台湾新生代绘本作家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屡屡获奖，专攻绘本后更是展
露了过人的才华，但最让我动容的还是她的“作者寄语”：“⋯⋯我自己因工作的关系，曾在上海住
过两年，看到身边的同事朋友们，不论是同为台湾人离乡背井负笈到彼岸工作，或是内地朋友跋山涉
水到沿海城市生活，都是辛苦的。每人家里可能都有一个小米在殷殷等待，盼望着团圆这难得的宝贵
时光。希望每个长大的成年人，都不要忘记自己心中曾经的小米。”既看到上班族的不易，也看到孩
子的期盼，这是温和的规劝，更是一种善良，也许只有这样的心境才能给孩子奉献真正好的绘本吧。
我们的家庭文化从来是含蓄的，讲究的是家人之间无言的爱，传统的惯性更多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
爱，而子女对父母的层面上，更多是偏重“孝”，我们是完成了国家角度“大一统”的数千年传承，
但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框架下，“爱”反而成了我们忽视的环节。我们不用强迫孩子回来给父母洗脚，
我们不用强迫孩子给父母画画，我们更不用打着“以顺为孝”的牌坊去压制孩子对我们最本源的感情
。打开电视和网络，铺天盖地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没错，父母之爱天高地厚，但是不是我们就可
以理所当然地以“为了孩子的未来”为借口，整天忙着“大人的事儿”？看着书中小米拖着那个大大
的袋子，看着他“飞”到爸爸的怀抱，看着他的那句“我好想念爸爸”⋯⋯这个面对世界仍然懵懂的
小孩，也许还不能理解周围的世界，也许自我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但是他感受到的，反而是我们
这个物种最本真、最执着、最纯粹的感情，这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珍宝，这才是最让我们热泪盈眶的
感动。小小的你，给我最纯的爱。谢谢你，孩子。—END—
9、这是我第一次阅读一个来自台湾的绘本作家的作品，这本作品有非常浓郁的中国风格，与国外绘
本完全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作者是一个有点点萌而可怜风格的绘本作家，故事内容非常朦胧，人物性
格与绘画风格也同样如此，让人翻开就心生怜爱。当你翻到最后的时候，不仅能恍然大悟，而且真的
深深的感动整个故事中每一个小物件，每一句描述的文字是怎样的用心。小米每天都在等，等啊等不
知道，谁都不知道他在等什么。成年人的世界，对万事万物都会觉得非常的自然。而对于孩子的内心
来讲，他在一直等待等待着爸爸回家那一刻，是他心里一直以来的小小的期盼。爷爷也可以正常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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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奶奶可以正常去买菜，但没有人关注到小米的心里，一直心不在焉的有所期盼。她没办法去安
安心心做任何的事情，而且一个诺诺的可怜兮兮的，不说话，也不声张，不撒娇，也不问寻，就那么
傻傻的期待着等。让我想起了我儿子天天在家等我回家的样子。小米的绘画手法非常的可爱，大大的
头小小的眼睛，让人不禁生出怜爱的感情。其实现在的家庭里面，很多爸爸要出去上班早出差甚至与
妈妈两地分居，为了给孩子挣钱。于是每一个小朋友就像等待一个礼物一样，等待着爸爸回家。等啊
等，终于等到那一天爸爸回家的时候，是小朋友最快乐的时候。他们愿意把棒棒糖给爸爸吃，把喜欢
的玩具跟爸爸一起玩儿，希望爸爸能够陪他一起睡觉一起讲故事。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小米一样的小
孩子在盼望着团圆，盼望着每一天，妈妈和爸爸爷爷和奶奶我们都在一起。你看，虽然绘本都是给孩
子看的，但谁说每一个成年人，读完没有自己的伤感与内疚呢？多多回家陪伴自己家里面那一个可怜
可爱又期盼着你的小米吧。
10、无论我们多么强调爸爸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在孩子心中的重要性，爸爸角色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缺
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承认爸爸在孩子成长中的无可取代，又认为爸爸的缺席理所当然。是男权社会
赋予男性更大更忙碌的舞台也好，是男性天生在家庭、温馨之类的地方缺根筋也好，总之，爸爸不在
家，是眼下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小米有个小袋子》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描绘出孩童对爸爸的爱
和渴望。《小米有个小袋子》的场景很简单，情节更简单。从旁观的视角如实的描绘小米的生活，又
从平凡的日常琐事中编织出一张充满期盼和思念的网，笼在每一个读者的心头上。故事没有平铺直叙
的说明小米想爸爸了，而是用一点小悬念吸引小读者们看下去“小米一直在等待，希望那天赶快到来
”，哪一天呢？是生日、假期、还是旅行？小米一直带着一个袋子，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拾荒的小孩，
那个袋子对他来说是一个代表心安的物品，还是有什么别的作用呢？小米的生活里，我们看到了妈妈
、爷爷、奶奶、妹妹、姑姑、小狗奇奇，为什么感觉缺了点什么？小小的悬疑在故事最后得到了解答
，原来他所期盼的就是爸爸回家的日子。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看一次绘本，会发现答案就藏在绘本里
，藏在高空的飞机上，藏在圈圈叉叉的日历里，藏在收进袋子的玩具里。这是一本不太一样的绘本，
与明快跳跃的色调绘就的儿童绘本不同，孙心瑜用色很淡雅，颇有些怀旧的味道，不会对读者的视觉
造成过多刺激，有助于让人静下心来走进小米的世界。每一页的场景都很大，主角小米却很小，静静
的呆在画面中的某个地方，空旷的四周、大人高大的侧影或背影，甚至街边的垃圾桶，都愈加凸显出
小米的孤单。直到最后，爸爸出现，占据了整个视野，胖胖的身影给足小米满足感，小米笑了。个人
一直认为绘本只要能带来开心就好了，不想那么功利或者匠气的挖掘或安插一些使命。但面对这样一
本绘本，还是不能免俗，毕竟，它以薄薄的身躯、简洁的文字、清新的笔触叩开读者心中的门，它带
来的意义让人不吐不快。孩子非常弱小，小到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大人忽视掉。对于孩子来说，家就
是整个世界，在外面开心了可以跑回家分享，在外面受伤了可以躲回家哭泣，家里有温柔呵护的妈妈
和无所不能的爸爸，有着大大的心安。我家的孩子每天晚上会追问“爸爸回家吃饭吗？”“他回家睡
觉吗？”看了小米的故事，她可以学习细腻的小米，整理自己珍惜的小宝物，得意的小成绩，攒到爸
爸回来时一起分享；她也可以学习小米，安静的等待，勇敢的表达，“我好想念爸爸”，而不是求而
不得的乱发脾气。大人已成年，看到了家外面陆离的世界，繁多的诱惑，脑子里装的事太多，却忘记
了自己曾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多么喜欢窝在家里依偎着爸爸和妈妈。这幅画中的妈妈、爷爷、奶奶留
给小米的是衣角、背影，报纸遮挡的脸，他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忙，妈妈忙家务，奶奶忙种花聊天，爷
爷忙着看报纸，他们没有平等的看待小米，而是高高的俯视。可悲的是他们从没有想过自己在孩子的
眼里已经快成一个可以物化的符号了。为什么小米那么想爸爸，除了对爸爸的爱，也许还因为爸爸由
于身体中的“男孩因子”更像她的朋友，而不是一个符号化的大人。看完这本书，最该有触动，最该
反思的，就是大人。不光爸爸去哪儿了，妈妈爷爷奶奶都去哪儿了？小米不想要一个个抬头仰望的大
人，他想要的只是可以平视他的眼睛，对他微笑的家人。文/团团花哚 2015.12.22
11、思念的重量文/夏边一直以来很喜欢绘本，薄薄的，几幅画儿，几句相称的文字，总能让人在简洁
的线索里领悟出一些直撞心门的情感。绘本的魅力在于点到为止，用图与文展示每一种意义的冰山一
角，任由你由此去看去想去挖掘作家背后想传达的东西。这是我看的第四本绘本《小米有个小袋子》
，说实话刚拿到有点尴尬，因为就几幅图，几句话，不用五分钟就翻完了，第一遍没仔细翻，反倒不
知道它到底想表达什么。第二次看，是一副一副看图说话的样子去品的，读罢很暖心，就像在现在的
大冬天，喝了一口热水一样温润心田。书中的小米像小时候的自己。他的父亲或许也是常年在外，奔
波于工作，各种出差应酬，一走就是大半个月或是更久更久。在大多数的家庭活动里，父亲很多时候
都是缺席的，不能去家长会，不能陪你去游乐园，不能三个人手牵着手散步。他们好似没有妈妈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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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多，重心好像也不在孩子身上，却能轻易的让孩子在他每一次渐渐走远的背影里黯然神伤。思
念是贯穿书中的一条线。书的一开头，就是隐喻的思念。宏大的场景，远山青蓝，飞机在天上，小米
坐在高处远眺，开始等待，开始思念。 慢慢看下去，你会发现小米很孤独，有着很多不被注意的小心
事，小情绪。他穿着黑熊装，只露出一张不开心的脸，画面里，无论是人还是物看起来都比他高大很
多，称得他更加弱小不安。他有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姑姑和他说话，玩耍，他却总说他还有很多事忙
，或许这样你会觉得奇怪，一个孩子，能忙些什么，想些什么。作为大人或许从未注意到，孩子已经
开始在这个世界铺开了一张思索的网，他也渴望得到落入他网中的答案。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比如小米，他想爸爸。想爸爸妈妈和他，一家人手牵手，笑得开开心心，如此而已。他的袋子里，
装着很多他收集的东西，飞机模型，纸卡片，千纸鹤，各种各样的公仔等等，很多很多，他想等爸爸
回来告诉爸爸，在他离开的日子里，他都做了什么，玩了什么。袋子里装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像装着
的思念越来越重。从小米画了叉叉和勾圈的日子看，父亲只离开了半个月，而对小米来说，好像已经
过去很久了。“姑姑,太阳今天走得好慢啊”、“奇奇，又一天结束了吗？”那种小期盼，看得心疼。
小米在漫长的等待里，终于看到爸爸出现在他的房间，高兴的跳进爸爸的怀抱。他说，我好想念爸爸
。很简单很微小的愿望，在孩子的世界里确实件天大的事，就像无数个曾经的你我面对爸爸时热烈的
心情。看见他，就觉得开心无比，那种踏实和温暖，无需他过多的言语，一个大大的拥抱和暖暖的熟
悉的体温就足够。
12、本书是台湾大师孙心瑜精心之作，他用简单的文字，配上会说故事的图，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孩子
想念爸爸的可爱故事。小米有个小袋子，无论他总是走到哪儿，总是随身带到哪儿，里面装的他一生
中最重要的心爱之物，为了最重要的那一天，为了最重要的那个人而时刻准备......清清淡淡的笔触，
细细刻画出孩子们简单的心思，每句话、每个画面都在累积着对爸爸浓浓的想念。生动有趣，带孩子
们走进丰富多彩的故事世界。非常喜欢里面的配图，全手绘版彩绘，清新漂亮不失童趣，和故事巧妙
的配合在一起，我家的宝贝喜欢画画，看故事的同时又欣赏了书中的画作，有时听完故事后还忍不住
拿出画笔和纸，照着书中的绘画再画上一番，既听了故事又欣赏了绘画，两者兼得。学知识、赏美图
、塑情商、铸性格，年度好书哈，强烈推荐给孩子和家长们。　　这本书竟然可以让大人找回童年的
感觉，很多童年里听的故事，对于父亲来说，已经很久远了，久远的已经有些遗忘了，当我拿起这本
书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竟然有些小小的激动，好有亲切感的一本书，这本书不仅仅属于孩子，她还
属于我们那个年代，唤起了我许多的回忆。专属父子的手绘本，让人心中暖洋洋的。感受书中亲情的
温度，你会明白孩子的世界不能没有你！
13、因为工作的关系，在玥儿出生前，玥爸只能每隔一星期或半个月回家一趟，玥儿出生后，很长一
段时间依旧如此。因此在她很小的时候见爸爸的次数相对于别的孩子来说很少，以至于我都以为她需
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明白这个人是谁，但在她六个月的时候，有次玥爸回家，玥儿显得特别开心，吃东
西的时候必须要爸爸坐在她面前，不然就大哭，我们全家人都很惊奇，不知道这么个小小的人儿，从
出生到现在没见过爸爸几次，怎么就将他看成是不同的那一个，并且远远超过了每天都见面的爷爷奶
奶。也许是爸爸和孩子之间存在着天生的情感纽带吧。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个叫小米的小朋友，穿
着一件大大的黑熊衣服。一开始他就在盼望着“那天赶快到来”，并且将日期在日历上标了出来，每
过一天就做个记号，可见小米是多么期待那天的到来，但日历上的十六号到底会发生什么令他翘首以
盼的事情呢。接下来妈妈、爷爷奶奶、姑姑，甚至是邻居阿姨都分别出场，却唯独没有爸爸，原来小
米盼望的那天是爸爸出差回家的日子。爸爸不在家，妈妈、爷爷奶奶也都有他们自己要忙的事情，画
中的小米看起来似乎有点无精打采，周围灰蒙蒙的背景更衬托出小米的小情绪。虽然姑姑是他最好的
玩伴，可以陪他打滚，做好玩的游戏，但小米仍然想念爸爸，向小狗念叨，嫌“太阳走得好慢啊”。
小米是个不善言辞、害羞的小孩：他出门怕别人问他几岁，回答的声音也是像蚊子一样，他不知道见
到爸爸要说些什么，于是他把对爸爸的思念全装到了他的小袋子里，他折纸、画画，把玩具收拾到他
的小袋子里，小袋子也越变越大，以至于最后要站在梯子上才能够到，而他想念爸爸的心情也越来越
迫切。虽然小米最后只说出了“我好想念爸爸”，但看着小米的袋子，我想爸爸定会理解小米的心情
吧。玥儿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她最喜欢的一个动画片的主人公就叫熊小米，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玥爸
恰巧也在出差中，玥儿听完故事也说很想念爸爸，在微信里和爸爸东一句西一句的说了半天。我想等
他回来可以让他看看这个绘本，让他也明白对于孩子来说爸爸是无可取代的，爸爸的陪伴更是无法取
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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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小米有个小袋子》的笔记-第21页

        小米终于把爸爸盼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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