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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年轻的薛涛提
笔开始儿童文学写作不久，即成为东北儿童
文学界一位引人瞩目的作家；在当时被誉为

“东北小虎队”的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中，他
是最年轻的代表作家之一。

薛涛是带着坚实的微型小说写作经验
进入到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这使他早期的
一些短篇儿童小说写作在构思、语言和叙事
技法上都显出一种难得的成熟感，其作品也
很快在儿童文学界引起关注。近20年来，薛
涛的写作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点在于，从
起始到现在，他似乎一直在尝试变换他的儿
童文学写作的步伐。这一变换既涉及文体，
更多地则指向题材和手法，它的目的显然不
是为了追新逐异，而是出于对一种更为开阔
和多样的艺术表现可能的自觉探寻。毫无疑
问，一位作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创作自信和发
自内心的创造欲望，是很难变换和适应这样
的步伐的。

晨光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薛涛心灵成长
小说”系列，从一个角度记录和呈现了作家
的上述创作探寻所留下的足迹。它收入了作
家开始写作至今的8个中篇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的叙事在当下与历史、幻想与现实
的不同文学区间里展开，从现实的《我家的
月光电影院》到幻想的《蒲公英收购站》，从
描写当下童年生活的《小城池》到由历史演
绎而来的《庚子红巾》，还有穿行在真幻之间
的《正午的植物园》《打开天窗》等，有的作品
之间甚至在叙事语言上都形成了十分相异
的风格。显然，薛涛的创作笔意延伸得很开，
这使得对于其作品的集中阅读并不容易引
发我们文学审美上的倦怠感（这种倦怠感在
类似的童书阅读之中常常不难遇见），相反，
我在阅读或重新阅读他的这一组作品时，却
时常会为作家所展示的丰沛的创造力和表
现力而暗自抚掌。

不过，无论文学的体式如何变换，薛涛
的写作似乎始终被一个意象所牢牢牵引，或
者说，他的写作总是无法放下对这个意象的
系念。它是《小城池》的主角沙漏所心心记挂
着的那棵白桦树和树下的小屋，是《正午的
植物园》里作为生命来去的通道并与之相融

合的花草和水滴，是《护林员的春天》中吞没
了护林员杨木林的孩子却更令他一步也离
不开的林场，也是《打开天窗》中给残疾女孩
单单带来快乐的“小飞人”小烟所来自的那
片林木以及单单的老木椅所牵挂的那个绿
色的故乡……的确，自然的意象仿佛是刻写
在薛涛的写作灵魂之中的一个记号，它不仅
形构了各处充满故事的许多物事，也不仅在
故事中被赋予了各样的叙事功能，而且沉淀
了故事基本精神的一部分——沙漏的“小城
池”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太阳镇上留下的一
抹与自然有关的记忆，也是自然以其无力之
力与现代城市的吞噬相抗衡的最后一个证
明。

实际上，类似的隐喻在薛涛早期的短篇
儿童小说中就已初现端倪。比如他较早的短
篇作品《稻田童话》，以不到千字的篇幅浓缩
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命运：能够带给女孩

“美好开阔的感觉”的“稻田”最终被城市的
垃圾吞没，成为了一个虚幻的“童话”。多年
来，这样的精神隐喻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在薛涛的书写中，并越来越渗入他的叙事动
机深处。作家似乎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为
现代童年挽留住一些正在不断逝去的美好
的东西。

这一“挽留”的努力，使我们常能从薛涛
的作品中读出一份特别的“乡愁”。

如果说自然的意象在薛涛的儿童文学
写作中扮演了某种精神“绿洲”的角色，那么
它所最终指向的是现代生活和现代童年所
亟需的一种家园感。乡愁正起于这一对家园
感的渴求。显然，沙漏的“城池”不只是一个
悲壮的抵抗符号，它还是被学校和家庭所误
解和“遗弃”的女孩沙漏寻求精神安宁和庇
护的所在。这座“孤城”是沙漏可以把“精神
世界搬到这里”的地方，是女孩心中真正的
家园。同样，《打开天窗》里的那个装下了星
光、鸟鸣和友情的红顶小楼，让女孩单单真
正体会到了“家”的感觉，并在与老木椅和棉
布娃的分离中，学会了从心理上接受与母亲
的诀别。正是红顶小楼上的这个“家”给孤寂
中的单单带来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修复。如
果我们仔细阅读薛涛的作品，一定会感受
到，这种通常被寄寓在自然意象之上的家园
感和乡愁感，构成了作家迄今为止的全部儿
童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一个精神向度。

但我也想说，激荡在薛涛文字之间的这
样一份精神，固然给他笔下的许多童年文本
带来了开阔的艺术气象和有力的精神脉息，
但有的时候，它的重量也会给面朝童年的特
殊的故事叙写带来难以克服的滞赘感。坦率
地说，阅读《小城池》多少给我留下了这样的
印象。这部小说意在描绘外表叛逆、灵魂丰
满的青春期女孩沙漏的“精神城池”，在特殊
的成长阶段里，似乎没有人走得进这个城
池，而在沙漏所面临的生活境遇中，事实上
也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小说淋漓尽致地传
达出了青春期少年与整个世界对峙的那种
精神感觉。然而，作品安放在沙漏和她的“小
城池”之上的精神寓意显然有些滞重，它使
沙漏的形象（言行、思想等）有时会溢出一个
六年级女孩的思想和体验边界，成为一个更
具符号性的少年角色；与此相应地，故事里
女孩的“城池”总体上也缺乏一些更凸显生

活质地的存在感，作者似乎更乐意于把它作
为少年精神领地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我丝
毫不否认这样的象征可以成全一部优秀的
小说，但对于儿童文学的写作来说，我们还
会更期待在这样的象征里，看到更多真实、
饱满、动人的童年生活感觉。

也正因为这样，我个人特别欣赏收入这
部作品集的《我家的月光电影院》。这部中篇
有一个充满诗意同时又浸透了日常生活感
觉的中心意象——“月光”，它为小说中发生
的一切故事铺开了基本的背景，也为它们涂
抹着情感和氛围的基础色调，我们甚至可以
说，整篇小说所意在表现的题旨，就是一种
月光般澄澈素朴而又俏皮可爱的生活气息、
童年感觉以及人间的温情。但在小说中，这
样的题旨并没有借任何符号的象征来急切
地显示自身，而是如月光般消散、弥漫在文
本的各个角落。在张罗自家院子里的“月光
电影院”生意的过程中，由父亲、母亲、“我”
和好朋友李小蝉分头行事的“画”票、揽票、
倒票、查票、“打假”、捉贼等情节，既有不无
夸张的戏剧性设计，又全在自然的故事逻辑
情理之中，并且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质感和情
味，乃至小说中许多普通的生活对白，读来
也常令人回味。小说的叙事对于童年真切的
生活感觉和趣味的专注落实到了最小的细
节里，有时甚至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
情。所有这一切看似轻悄悄地缺乏重量，然
而，在我们一家三口为了补贴家用而齐心奔
忙的喜剧场景中，在我与李小蝉的铁杆友情
中，在我们和杨棵木、宋朝之间因看电影而
发生的“恩怨”中，却饱含了日常生活中最真
实也最动人的关切、理解和无言的善意。尽
管小说中放映“老电影”的场景与当下童年
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但它所传达的
那种自然的生活情趣和童年韵味，恰恰赋予
它一种超越时空的隽永美感。阅读这样的作
品，我们真的会感到一种寻找到精神家园的
怡悦和满足。

我很期待薛涛在他的为童年而筑的文
学城池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样的“回
家”的感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能够向一位
儿童文学作家提出的最奢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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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讯

湘女长卷散文新作《红渡船》，是一本沉淀着作者童年
记忆的作品，15 篇相对独立的文章，随叙事主体视角转换
而在内容上连成一体，共同营构以展示云南红河地区融风
光民情及地域文化为一体的长卷记录，作品独特的结构成
就了它在文体特征上的突破。而作品独特的风光风情和边
城故事，在内容的表现上也显出其厚度和鲜活。随着作者的
讲述，读者能与当年的小姑娘一起，乘坐着红渡船，走进大
山，走进大山顶上的元阳小城，走进哈尼族居住的蘑菇房，
走进讲着如鸟语般好听的民族语言的鸟语森林——边地民
族小学校，从而在过往历史的钩沉中，品味自然风光之美，
民族文化之奇，回忆童年岁月的欢愉与苦涩，亲近边地儿童
的天真、高山汉子的憨直和山寨姑娘的秀美。当然，也不无
对彼时古朴民风中各民族封闭生存状态的回望。

对大自然的礼赞和对芸芸众生的情怀，始终是贯穿作
品的情感主线，留给读者萦绕于心的思索和回味。

通篇作品以一个亲历者的娓娓叙述，向读者讲述着作
者对自然独到的观察和感受，讲述着一个边疆孩子独特的
成长过程和心路历程。而显示作家书写风格的那种自然大
气生动准确的文字，则将红河地区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神
奇多彩的民族风情融入在每一篇作品中，也将作者对这片
红土、这条红河，以及生息于斯劳作于斯的淳朴山民的涓涓
深情，融化于一个个极普通又极富情致的方块字中。于是，
读者能够看到山、水、云、雾、田，花、鸟、虫、草、树在作者笔
下尽展各自的风姿，尽现丰富的色彩，尽透灵动的气蕴，尽
放大山的清香；能够看到天、地、人之间神秘的默契与和谐；
也能感受到在作者泼墨挥洒的自然描写中涌动着的那份留
恋、追怀和礼赞。

彰显民族文化，是《红渡船》在内容表现上的又一特点。
湘女是生活的有心人，也是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收藏者。

她从童年记忆的淘洗中，发掘红河沿岸多民族悠久的历史
和深远的文化，并将它们凝为文字，从而使这部散文作品充盈着丰厚的民族
文化内涵。走进作品，我们能读出通行于红河两岸的梯田稻作文化、贝玛文
化、风情文化、民族宗教文化、边城文化等。在作者笔下，那个熟知哈尼族历
史、精通哈尼族文化、能驱鬼祭神的莫批爷爷，可以说就是民族宗教文化的
符号和民族文化的传承象征。在诸如《第二只神蛋》《众神的狂欢》《远去的弦
歌》等作品中，比较集中地对当地民族文化渊源和民俗风情作了详尽的描
述，读这样的作品，无不是对民族文化事象的了解，也充分激发起人们或欢
愉或悲怆的情感。

生动的人物描写，也是《红渡船》的特点。
那些深深嵌于作者记忆深处的红河之女、大山之子，都有着鲜明的特征

风貌。聪明能干又漂亮的白鹇鸟阿花姐姐（《阿花的故事》），满肚子学问，通
晓天文地理、农事季候的莫批爷爷（《第二只神蛋》），胆识过人而又亲和温情
的红河老大和他的儿子（《红渡船》），勤劳智慧的瘸腿男人（《我的鸟语森
林》，出没于大山深处的苦聪男孩尼卡（《树上的尼卡》）……这一个个人物身
上，都不同地体现着边地民族勇敢勤劳、纯善朴实的品格和精神，他们的
故事、他们的经历和命运，都给读者留下可供回味的韵意。我们可以从莫
批爷爷博学睿智的谈吐中，看到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成发展历史；可
以从阿花姐姐艰涩的经历中，看到过早出嫁过早承担起家庭重负的少数民
族妇女，其青春刚刚开始便结束的生存现状；可以从藏身于树丛中的苦聪
族男孩尼卡、身居边远山区的乡村教师身上，看到那些离我们并不久远的民
族地区的生活状态；可以从来自全国各地支援云南边疆的干部艰苦清贫的
生活看到无私的奉献精神。可以说，作品中的人物，因其不同的社会角色，承
载着边疆建设、边地开发的历史，承载着民族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
承载着民族生存状态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进程的历史。

湘女正是通过她散文中的不同人物，重现了生活在大山中的人的生存
状态和亘古形成的生活模式以及对人的生命状态的禁锢，精神力量的释放；
重现了红河地区各民族亘古形成的宗教、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重
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边疆的关怀、支持和开发的历史。作品由于有
了这些丰富的内容而具有了鲜明的主题意义和凝重的历史感。

《红渡船》是一本值得我们认真一读的好作品，作者多重身份第一人称
叙事的似断实连的新颖构思，象征性意象的运用所形成的散文的诗性特点，
同样值得我们用心去品味和研究。

■短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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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为庆祝儿童文学作家孙幼军八十寿诞，海豚出版社特推出《孙
幼军论童话》。该书为大型儿童文学理论丛书《海豚学园》之一，由儿童文学理论
家孙建江笺注。本书所收48篇文章，包括创作谈、讲座稿、为人作序、自己作品
的前言后记、对前辈先贤和同时代童话作家作品的赏读评论以及与青年作者的
谈话等，涉及到童话理论、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及方法等诸多方面。这些文章，
都紧密结合孙老自己的创作实践，深深注入和渗透了自己的创作甘苦体会和宝
贵经验。它们所阐述的思想理趣和创作技艺，都非常生动具体，饶有“可操作
性”，读来绝无枯燥感、艰涩感。

据悉，《海豚学园》同时推出的还有徐妍辑笺的《鲁迅论儿童文学》。（梅 杰）

《孙幼军论童话》出版

近日，大连出版社推出张剑彬海洋动物小说系列，这是国内首个海洋动物系
列小说。

从2010年起，张剑彬陆续出版《鲸歌悠扬》《食人鲨》等海洋动物题材长篇小
说，受到家长和孩子的欢迎。这次由大连出版社推出的海洋动物小说系列首批
包括《章鱼保卫战》《海豹闯危途》《海狮大逃亡》《悲情咸水鳄》《碧海杀人蟹》五
部。小说选材独特，以海洋动物为背景来展开故事，把科学知识融入惊险生动、
趣味盎然的故事情节中，让少儿读者在阅读中收获知识、愉悦身心，同时得到一
次心灵的洗礼，进一步领悟自然、生命、母爱、勇敢、责任等。作品力求文学层面
的可读、好读、深读，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重视知识性与故事性的融合，
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进行正面、积极、向上的引导。

在创作海洋动物小说的同时，张剑彬还自觉担当起“海洋文化传播者”的责
任，引导少年儿童通过阅读海洋动物小说来走近海洋动物，了解海洋动物，热爱
海洋动物，培养人与海洋、人与海洋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 （文 平）

■书 讯

张剑彬海洋动物小说出版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出版涵括 11 位
台湾儿童文学作家的“海岸线书系”，展示我国
台湾地区儿童文学的整体版图及其创作风貌，
不仅让大陆亿万少年儿童直接品赏到别样的优
质精神营养大餐，也为大陆作家创作提供可资
参考和借鉴的文字范本。这套书系的闪亮问
世，无疑是海峡两岸文化领域特别是儿童文学
界牵手融合和交流的一大盛事，值得庆贺。

“海岸线书系”理所当然地收有方素珍女士
的一部作品集——《河马爷爷的玩具诊所》。

方素珍是台湾土生土长、成就卓著的儿童
文学作家。我认识她倏已 24 年。反正记得是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年，她始落生于这个世
界上。大文豪郭沫若1942年在“陪都”即“中华
民国战时首都”重庆过 50 岁生日时，大家便开
始恭称他为“郭老”。若据此，如今方素珍年龄
早逾半百，敬称她“方老”当无可非议，但我们还
是习惯地唤她作“小方”，觉得亲切、亲热。

每读小方作品，甫逾“而立”时女作家的仪
态万方、丽姿倩影立即映现在我的脑际。韶光流逝如斯。掐指算
来，小方忽已“望六”，但如许岁月之页翻过后在京重逢，但见
小方年轻依旧、美丽依旧。这真是造化的奇迹！

是的，小方永远是小方。她无比热爱孩子，数十年如一日对儿
童文学事业保持一颗弥足珍贵的挚爱之心，使她的生命之火如此
炽烈。小方恒久年轻不老。

遴选录入《河马爷爷的玩具诊所》的小方作品，有童话，有生活
故事，有散文等品类，共50多篇。自1975年以来，她在台湾、大陆
散发和结集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含译著）已有 200多本，可本书
作品才五六万字，真可谓百里挑一、优中选精。

我只想说，本书作品字里行间，都氤氲着一种浓浓的怡人情
趣。这种情趣是如此纯净无瑕，透着孩童特有的稚真与睿智。我
最近还在一篇文章里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醇浓健康明亮的儿童情
趣，是儿童文学的生命。如果将儿童情趣看作是浅薄的搞笑甚或
无稽的作秀噱头之类，那实在是南其辕北其辙了。儿童情趣绝非
外加进作品里的作料，它必定来自鲜活多彩的生活本身。小方是
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又经常深入到幼稚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中去；铭
心刻骨的母子亲情，以及对现实各阶层儿童的深深爱意，恰如盛开
儿童情趣之葩的肥沃土壤，是小方一辈子也采摘不尽的。

我知道小方是 1975 年从写诗起步入儿童文学殿堂的。1989
年之夏初晤时她签赠我的获奖童诗集《娃娃的眼睛》我珍藏至今。
我还有幸从她之命为其童诗写过“点评”。她的有些童诗作品脍炙
人口到令人拍案叫绝。诗是最精练的文学，饱含着浓重的情感，又
有悦耳可感能诵的音韵美。深谙作诗三味的小方，擅将诗情诗意
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倾注于其他样式作品的创作中，是再自然不过
的了。我们仔细品读她本书中的童话等类作品，明显感觉到这些
作品都有或浓或淡的诗的文学品格和诗的思想感情特质。这也正
是小方儿童文学作品有异于别的作家作品之处。

这里，我愿意略谈收于本书的小方童话《我有友情要出租》。
此作在本集中也许算不上是最佳作品。我是它的最初“读者”之
一。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民生报》联合大陆《东方少年》杂
志和河南省海燕出版社，共同举办过一次海峡两岸少年小说和童
话征文大赛，小方的《我有友情要出租》系参评作品，经过严格初选
进入决选（终评）程序。决选会议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由大陆孙
幼军、浦漫汀等和台湾林良、潘人木等各四人共八位专家组成评审
委员会，我忝列评委之一。进入决选的作品都是匿名的，以故我们
不知道作品作者都是谁。我看好童话《我有友情要出租》，投了赞
成票，惜乎由于评委仁智各见、“法眼”有异，这篇童话佳作最终未
能题名“金榜”，令我和孙幼军兄扼腕久之。——由于曾有过这段

“经历”，今天我再读此作，感到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亲切之情撞击心
胸。哦，即使权威专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要求任何一项评奖做
到完全公正公平是不切实际的。即以《我有友情要出租》为例，是
多有意思的一篇童话呀，你看，小丁子和大个儿猩猩玩儿“踩脚”的
猜拳游戏，那口语般清浅朴白的语言，那轻松随意的娓娓叙述，那
我们耳熟能详的有趣对话，那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完完全全是儿童
式的，真正是趣味横生、令人莞尔不已。两个主人公由不认识而成
为朋友，最后小丁子“爽约”（因搬家远迁）未来继续玩儿，大个儿猩
猩怅然若失。作品题目也别致，友情怎么可以出租？饶富“悬
念”。作品的“关键词”是寂寞、友谊。通读作品，令人会心微笑之
余，不禁陷入把玩式的忖思；同时不得不由衷佩服小方超具想象
力、巧妙编织幻想故事的本领。这篇童话后来由作者做了修改

（情节、人物进行了增删调整），以绘本形式单独出版，备受小朋友
读者青睐是意料之中的事。

近年小方主要精力似乎向推广阅读方面倾斜，频繁穿梭于海
峡两岸，她目前为止已到过大陆 47个城市，不辞劳苦，四处宣讲，
热心推广阅读，乐此而不疲，扮演“撒播阅读种子的花婆婆”的角
色，是另一种热爱儿童、服务祖国下一代的方式。

小方说过：“读到一本好书，就讲给孩子听，这是传递智
慧。读到一本好书，就和孩子共读，这是分享快乐。有快乐、有
智慧，就是一种幸福。”小方正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创
作实践和推广阅读的方式，不断为孩子们传递智慧和分享快乐的
可敬作家。

本报讯 2013 年 6 月 14 日，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联合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在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举行了“最能打动孩子
心灵的世界经典——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校园阅
读分享活动”。

朝阳区教委副主任张朝晖、林格伦作品中国出
版方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和瑞典驻华大使馆政务
参赞林茹娜女士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分别发表讲话
和致辞。儿童文学作家、阅读推广人梅子涵教授进
行了“经典阅读与林格伦”的主题发言并对全天的
阅读分享课进行了精辟的点评和总结。来自南京
和北京的几位优秀教师在现场以公开课的形式，分
别选择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小飞人卡尔松》《淘气
包埃米尔》《长袜子皮皮》《米欧，我的米欧》，为参加
活动的朝阳区约 300名语文教师展示了如何在 40
分钟的课堂与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阅读分享的全
过程。翻译家、林格伦作品的翻译李之义先生在校
园活动中与学生进行了精彩的互动。

在基础教育的过程中，促成孩子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健康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阅读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甚至能
够改变人的一生。阅读作品的选择和阅读方法的
掌握是基础语文教学中应该传授给学生的。中少
总社和朝阳区教委将目光放在了阿斯特丽德·林格
伦的儿童文学作品上。作为“国际安徒生奖”获得

者，林格伦女士被亲切地称呼为“童话外婆”，其作
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已出版90多种版本，发行量达
到1.3亿册。《长袜子皮皮》入选中国中小学生阅读
推荐书目，是 2012年“大众喜爱的 50种图书”获奖
书目。林格伦推崇自由的儿童教育思想，用神奇的
笔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儿童世界，塑造了一系列丰满
生动的儿童形象，如力大如牛的长袜子皮皮、淘得
惊天动地的埃米尔、破案神奇的小卡莱、手持宝剑
的米欧王子、勇敢机智的狮心兄弟……这些主人公
完全是独立的个人，其自尊心、创造力和个人的天
性得到最大保护，而林格伦笔下的人物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即善良、乐观、自信和充满爱心。

主办方表示，林格伦的作品拥有一种打动孩子
心灵的神奇魔力，能够给予小读者心灵的哺育和滋
养，是塑造儿童性格和品格的精神佳品。应该让更
多的孩子阅读林格伦，并且读懂林格伦。而老师
在学生阅读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能够帮助
学生理解作品，更好地吸收养分。希望通过本次
的阅读分享课，为教师提供一个学习平台，交流
教育思想，交流阅读课的分享技巧、思路和方式，积
极推进儿童文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儿童阅读和儿
童教育各个学术研究领域、儿童阅读和童书出版之
间的对话，让打动孩子心灵的世界经典能够走到学
生的心中。

（明 江）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
校园阅读分享活动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