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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丽奇 一只幸运的羊》

内容概要

布丽奇是一只大胆又嘴馋的母绵羊，她什么都不害怕，只钟情于树莓。当同伴们被传说中的狼吓得惊
慌失措时，布丽奇却一点儿都不慌张，像往常一样从容地寻找着树莓，执着地追求自己钟爱的事物，
也因此收获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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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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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绘本还带对仗的⋯⋯
2、绘本  倒霉羊系列  米歇尔的女朋友的故事
3、这只幸运的羊不是很讨momo喜欢，读了一遍就不太感兴趣了。
4、不如倒霉的羊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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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故事在中国口耳相传了太久太久，大概每个人都曾听过，因此，中
国读者理解“倒霉的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儿难度。正是借由这个共通点，法国绘本《米歇尔 一只倒
霉的羊》在中国遇到了许多知音。这次引进的《布丽奇 一只幸运的羊》是倒霉羊系列哲理绘本的第二
本。在编辑过程中，一个成语不停地从我的脑海中冒出来──“杞人忧天”，这个词并不是用来形容
主人公布丽奇的，相反她从不患得患失，而是用来形容她的同伴──绵羊群的，他们时时刻刻都担心
着狼，难道不像担心“天塌下来”的杞人吗？这是个巧合吗？两本书蕴含的哲理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找到与之契合的部分，我甚至猜想作者可能研究过中国哲学。其实法国的哲理也好、中国的哲理
也罢，追究作者灵感的源头实在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书来点醒自己。倒霉羊系列
哲理绘本分为两册，一本如草般的绿色、一本如树莓般的红色。在这两本书中，米歇尔、布丽奇各有
各的故事：米歇尔不管干什么总是不能如意，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布丽奇什么都不害怕，想尽办法
追寻她钟爱的树莓，总能幸运地躲开危险。米歇尔、布丽奇是自由的、自我的，个性让他们从“绵羊
群”中独立出来，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偏好。其实他们都是幸运的，只不过心态不同：米歇尔是悲
观的，布丽奇是乐观的。因此这两个故事的风格也有所不同：一个悲中有喜，一个豪迈到底。如果你
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按照时间进展同步来读，你将会欣赏到米歇尔和布丽奇的联袂演出：米歇尔想
要越过围栏吃树莓时，布丽奇所在的绵羊群正谣言泛滥；米歇尔想要到树下避雨时，布丽奇的同伴正
慌张地跳崖；布丽奇和同伴走散了，她看到的“姐妹”其实就是米歇尔；在森林里，他们先后遇到了
狼，以“搞笑”的方式轻松克敌制胜；直到最后，米歇尔遇到了像云朵一样的布丽奇，他们一起去吃
最好的树莓⋯⋯“倒霉的”米歇尔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才能无数次从危险的境遇中脱身。然而，最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同样热爱树莓的乐天派布丽奇。“谁知道危险藏在哪儿呢？”这句话在《布丽奇 
一只幸运的羊》中反复出现，看似是个问句，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没人知道危险会在何时、何地，
以何种方式出现。布丽奇之所以幸运，正是源自于她无忧无虑的性格，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不管别
的羊说什么，该吃树莓就继续吃，看似有些“傻”，实则是一种豁达。两本书的结局归于统一的圆满
，故事结尾时紧紧靠在一起的两朵白云，看起来好像米歇尔和布丽奇。不过，我觉得这两朵云还像我
们生活中的“倒霉”和“幸运”，它们也总是相依相伴的。面对生活，我们的心态应当少些“米歇尔
”，多些“布丽奇”。惠旋（童书编辑）
2、“狼来了！”无论这是否传说，故事很懂得在一开头就营造声势。浓绿的树荫和炭黑的树干使远
处的树林给人以压迫感，近处嫩绿的草场和灰白的岩石则给人些微安全感，威胁与庇护就这样在环境
上隔离开来。同样，无知无畏的主人公独自扎入一丛树莓，也从那一群畏畏缩缩的母羊中隔离出来。
这样绝然的分隔，必定要呈现两种不同的命运，甚至现实与幻象的分野。对了，现实是什么？我们这
些全知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哪有什么狼？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树影，恰巧也拥有獠牙和利爪，还有
凛厉的尾巴。可羊群犹如柏拉图洞穴中只见投影不见实体与火光的囚徒，在草木皆狼的幻象中盲目地
逃窜或躲闪──跳入池塘，淹死；爬上电线杆，电死；逃进长长的隧道，被车撞死；躲入黑黑的小房
子，被眼睛亮亮爪子尖尖的熊杀死或只是给臆想的幻影吓死（对于那利爪，羊们似乎惘然无知，至少
没有真实的反应）⋯⋯图画中每一次匆匆的意外都配合着同样一句冷静的文字：“谁知道危险藏在哪
儿呢？”这样的反讽使得死亡不像狼那么恐怖，反而有点滑稽的意味──非理性的恐惧让灾难都变成
了黑色幽默。这不像藏族民间故事《咕咚》，动物们尽情臆想着从未见过的咕咚有“三个脑袋六条腿
”或“六个脑袋三条腿”，并仓皇四散，结局却是诙谐而无害的。不知作者的口味为何这样重，或许
就是要狠狠地警醒我们，山谷中那无知的叫喊及其幻象般的回声──“狼来了”，犹如讹传的真理，
比真正的狼（糙硬的事实）还要有害。因而，这是真正的蒙昧付出的代价。无论羊群怎样闪避，布丽
奇的眼里只有树莓。她甚至铤而走险地以踩高跷、蜘蛛倒立等各样高难度姿势去够悬崖上岩缝间的树
莓。更过分的是，她在一派明媚春光中把自己埋入没完没了的树莓，并没心没肺地大喊：“狼？什么
是狼？我没见过！姐妹们，你们见过狼吗？”没有人在意这歪打正着的最后一句，“你们见过狼吗？
”而真正的狼在她眼里，怕也不过是婆娑的树影。真的，在黑漆漆的树林里碰到一条细长的狼（估计
正饿得慌）时，她喷吐出来的树莓酱足以把狼粘糊糊臭哄哄地甩在地上，而自己却全无负担与羁绊地
继续行进。黑暗中迷路的布丽奇就像一朵微笑的云，而别的羊让自己的恐惧膨胀成浓重的乌云。在这
轻轻柔柔的云朵上，下起的大雨是天蓝的，洒落的阳光是草绿的，这多美！心里坦坦荡荡，只有树莓
，没有狼，多么宁静祥和。最终她不仅找到了世上最好的树莓，也遇见了世上最好的伴侣。我们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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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有惊无险的路，不禁讶异于贪吃这宗童年里最常见的“罪”何以一点儿都没在布丽奇身上得到报
应，无知也没给她带来什么妨害。她比格林童话里那个整天嚷嚷着“要是我会发抖就好啦”的傻大胆
（死人和恶魔都吓不倒他，只有半夜里一桶冰冷的梭子鱼倒在身上，才叫他学会了发抖）还要幸运，
犯不着被淋上一桶梭子鱼──她无须清醒。相对于那暗昧的狼影，艳丽的树莓倒像蒙昧而坚定的光─
─惯于在童话里天真的主人公眼前闪烁的启蒙之光，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通向了幸福之道。还能说什么
，故事不都这样宠着它的主人公，也宠着边看故事边流口水的小孩？纳博科夫说，一个孩子从峡谷里
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紧跟着一只大灰狼，那不叫文学，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
艺术的魔力就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我想，孩子（或者这里的羊群
）集中了全身的幻象大喊“狼来了”的时候，故事的魔力更集中在那种张力上──狼要来不来的境地
。就像讲述《蓝胡子》这类恐怖故事时，“既不是这么一回事，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真的，上帝
保佑不会有这么一回事。”世界是很公平的，总让我们活在悬而未决的痛苦或欢乐之中。而尚未长成
到能明确分辨现实与幻象的孩子们，当你听到“狼来了”，不必惊惶，更不必四处找寻那若有若无的
阴影，前方有更明艳的事物，或许会带你绕过或实或虚的狼群。匙河（儿童文学博士）
3、公羊米歇尔和母羊布丽奇起先，我创作了《米歇尔 一只倒霉的羊》。我想把生活中偶有的一些“
不幸”画出来，于是就萌生了创作一本绘本的想法。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普通的场景下都有可能发生
不幸，然而也常常能峰回路转。当初所谓的不幸，实际上是隐藏的幸运。只可惜我们很难意识到，往
往要过很久才能发现。第一件事，就是要设定一系列场景。春天，一出喜剧，一个总是自认为很倒霉
的主角，接连不断地碰到倒霉事，然后一次次转身离开。事实上他躲过了身后的一场场灾难，不过这
些他都看不到，只有读者才能看到。选谁来当主角呢？刚开始我想到了兔子（我从没想过要用人类）
，可是我的脑袋空空，就这样，故事丝毫没有起色。一次山中度假，我去采树莓，恰巧一群绵羊经过
，我突然想到，可以让绵羊来做主角！一只大山里的爱吃树莓的绵羊。正巧绵羊喜爱群居，并且特别
容易受惊吓，这就使灾难情节更加合理了。接下来该给他起个名字了。米歇尔是个完美的名字，虽然
它有些过时，可用在一只绵羊身上却很合适。而且，它读起来比较轻柔，和主人公的性格也很相符。
米歇尔就这样诞生了。《米歇尔 一只倒霉的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受邀创作一部续集。我从未想
过要为米歇尔创作一部续集。米歇尔这只羊是我为了编一个关于幸运与不幸的故事才想出来的，该怎
么编下去呢？我们都见过太多不成功的续集，所以除非有非常棒的主意，我是不会轻易下笔的⋯⋯于
是我想到编一个“假”续集，一个和米歇尔故事平行的——布丽奇的故事。布丽奇是一只和米歇尔性
格完全不同的绵羊。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布丽奇这个名字，毫不费力。在米歇尔的故事里讲了“倒霉”
以后，我在布丽奇的故事里讲的是“恐惧”，还有恐惧心理带来的种种不好的后果。虽然布丽奇的故
事比米歇尔的更“黑色”一些，但还是同样幽默。两个故事的结尾相似，并且没有先后顺序之分。《
布丽奇 一只幸运的羊》和《米歇尔 一只倒霉的羊》一样大受好评，但是我个人还是对布丽奇有些小
小的偏心。Sylvain Victor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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