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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翻读王立春新出的儿童诗集《贪吃的月

光》，心中一阵惊喜。家中藏有她的两本诗集
《骑扁马的扁人》和《写给老菜园子的信》，两
本都有特色，都很喜欢，但似乎都没法和眼
前这本比。我觉得，在这本诗集中，作者致力
于一种新的尝试，作品的题材和写法显得更
为齐整。它们不再押韵，句子长长短短，似乎
不注重于朗朗地念，而更偏重于绘声绘色地
讲，当然节奏感还是很强，整体的精练和内
在的韵律感还是有的。在题材上，几乎全是
写儿童眼中的事物，有具体的路灯、小路、房
子、篱笆、风筝，也有相对抽象的睡眠、夜、
梦、季节，更有孩子们所熟悉的无限多样的
动物、植物……而所有的诗味，几乎都集中
在儿童的想象力上——想象之奇、之妙、之
意外、之精准、之余味不尽，成了这些童诗的
审美价值的真正依托。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成功的儿童诗不
外乎两种：一种是以童趣见长的，柯岩、任溶
溶、鲁兵等都属此类，它们突出童趣之真，因
而较为写实，台湾的林焕彰也属此类；另一
种以抒情见长，袁鹰、金波、王宜振、萧萍等
属这一类，柯岩也写过不少抒情诗，过去还
曾时兴过篇幅较长的朗诵诗，后来不再时
兴。在儿童诗中，强调意境，如《春江花月夜》
似的诗美的作品历来很少，这可能和儿童喜
动不喜静有关。但也不是没有，比如郭风先
生的《蝴蝶·豌豆花》——

一只蝴蝶从竹篱外飞进来，
豌豆花问蝴蝶道：

“你是一朵飞起来的花吗？”
这则短章赢得了诗论家谢冕先生的热

烈赞扬：“他出奇不意地捕捉了孩子的闪光
的想象。这在孩子，是天真的发问；在大人，
却是妙不可言的神来之笔。”（《北京书简》，
1979 年）这当然是意境深幽的好诗，它有一
种合成美。谢冕的评语很有意思，它分成前
后两句，揭出了这种合成美的两种走向：往
前走，是“孩子的天真”，也就是儿童想象力
的发挥；往后走，也就是成人所喜爱的意境
了。王立春这本新诗集，延续了郭风先生的
这种在中国童诗中并不多见的美的传统，她
是“往前走”的，也就是往儿童想象力的发挥
上去探寻和努力，从而开拓出了一片宽广美
妙的诗天地。

二
在这本诗集中，有不少作品是一眼就能

看出好来的，它们不给评论造成太多困难。
比如，那首写蚯蚓的《土地佬》，说它在农忙
的时候不去花圃，不去鱼塘，因为没有什么
比干农活能让它“浑身的筋骨更舒坦”，它在
铲地的时候“折断了肋条”，自己接骨，夜里，

“钻进暖暖的被窝/铺着土地/盖着土地/它
梦见了庄稼/梦见自己变成了/庄稼一条细
长的根须”。这里既有想象，又有积极劳动的
精神，即使过去秉持“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评
论家，也能对之说上一大通的好。另一些诗，
像《花儿一岁》，稍稍复杂些：

花儿嘟着鲜鲜的小嘴/花儿一岁了//花
儿直着稳稳的小腰/花儿一岁了//花儿伸着
细长的小腿/花儿一岁了//推开了叶子/松
开了藤蔓//吐出了香气/花儿花儿一岁了//
全世界的花儿都开了/全世界的花儿都一岁
了//美丽的花儿啊 一岁/就是一辈子啊

这是一首优美的童诗，清浅，有味，节奏
上的重复和推进很适合低龄儿童的接受；而
且，诗人自己的人生体验也藏在诗里，儿童
和成人都能从中获得美感——这颇近于台
湾画家幾米的作品。这种又美、又合于童心、
又有对生命的珍惜的诗，应是诗评家所喜欢
并能把握的。

还有些诗更复杂一点，像《春雨乳牙》，
其中的儿童想象力大大发挥出来了：

春雨刚长出乳牙/就在夜里来了/他把
所有的东西/都尝了一遍//尝尝房檐瓦/舔
舔窗上玻璃/咬墙皮 蹭了一鼻子灰/吃石头
出了一身汗/……/吸溜吸溜/青枝条被春雨
吮出了一排嫩牙/……/大口大口啃青草时/
草地被春雨流出的口水/弄湿了/一大片/又
一大片

读这样的诗，我们开始接近这本诗集中
最有特色的部分，诗人把春雨比作啃东西人
的牙口，见什么啃什么，而春雨淋湿的地方，
都激起了童心的有趣的猜想。这很好玩，可
是，它的意义在哪里呢？还好，春雨是积极
的，春天意味着希望，所以，它所带来的美，
仍能让我们接受。

还有一种诗，像《云朵被风筝钓走》，评
起来有点困难，但还不太难。它把风筝想象
成鱼钩，在天上飘来飘去，它是在钓天上的
云，所以最后一段写道：

低垂的云朵啊
别傻傻地靠近风筝啊
真的被风筝钓下来
哪怕一小朵
也让人笑话呀
这是想象力和童趣的结合，体现了孩子

对这种想象的信以为真，越看越担心，那为
傻傻的云操心的拳拳之心，让人读得心软。
这种幽微的童心，这拳拳之心，毕竟是一份
好心，是人类同情心的童稚版，所以，这也还
是评论家和家长们所不难接受的。

三
一本诗人的新作，如一点不让评论者为

难，只能说明其中缺乏新意，没有新的探险，
从内容到形式多为老生常谈。王立春不是这
样，上面所说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大
部分，尤其是那些最能体现此书特色的部
分，其实是很难评说的。比如，这首《睡袍》：

瘦知了穿瘦睡袍/胖知了穿胖睡袍/前
襟的斜纹都一样浅/后背的圆点都一样深/
就是睡着了/衣领 硌疼脖子/知了也不像白
天那样喊叫//蝴蝶妈妈为了认出/长得一模
一样的孩子/把睡袍染成不同的颜色/蓝蝴
蝶的睡袍是蓝色的/红蝴蝶的睡袍是红色
的/一上花朵软床/妈妈却找不到孩子了/蓝
蝴蝶睡在蓝花上/红蝴蝶睡在红花上//穿套
头衫的瓢虫/总是把领口系紧/睡熟时 扣子
开了也不知道/头发散了也不知道/有的瓢
虫/睡相真吓人/伸脚蹬腿 四仰八叉/简直
像死了一样

这首诗写了三种小动物，但都从它们的
形态、颜色和睡相入手，以儿童的拟人的眼
光，想象它们着装的模样。只要观察过这些
动物，谁都能悠然地感觉到诗句的妙处，孩
子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也许会因为这些描写
和自己感觉的不谋而合暗暗窃喜呢。诗的口

吻也特别好，第一二段还是妈妈的口吻，到
第三段，完全是三四岁的小儿声口了，它从
思维方式到语言形式全是儿童化的。但诗评
家面临了一个难题：这样的诗，有什么意思
吗？有些家长也会起疑：让孩子读这样的东
西，是不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其实这还不是最麻烦的，这本诗集的第
一首《蛐蛐风》，也许更麻烦：

夏天的夜里/风从来不敢叫//傍晚/蛐
蛐们在地上跳来跳去/到处抓风/就是不露
痕迹的小风/被蛐蛐发现了/也会跳过去一
把薅住/风的胳膊都被捆上了/风的嘴都被
堵上了/胆敢反抗的风/被蛐蛐 揍得扁扁
的/扔到树上 或是/塞到了草根下/（有时你
能看到树叶轻轻摇/那是风在扭动/草尖偶
尔动一下/那是风在挣扎）//天黑了/再也找
不到一丝风/蛐蛐们把自己装成风/在草丛
里扯着嗓子/一缕一缕/大声叫

读着这样的诗，忍不住要为作者叫好。
这简直就是儿童们在紧张地诉说自己发现
的秘密啊，那么神秘，那么可怕，却又是那么
好玩，令人兴奋。一切都是形象的、真切的、

“可信”的，最后那蛐蛐的叫声，虽不与风声
形似，却有一种神似，其中有成人和孩子都
能抓住的“通感”在。可是，不免会有诗评家
和家长在这样的作品前却步，很快收敛起自
己读诗时涌起的快乐和兴奋，转而自疑：这
算不算好作品？这该不该给孩子读？这是说
的打架呀，这里有暴力呀，这些蛐蛐多像坏
孩子啊，读这样的作品会不会把孩子教坏？
当然，更不用说，在这样的诗里，根本找不到
积极的思想意义。

其实，这仍然不是最麻烦的，这本书中，
还有《爱打架的树》《地里的小痞子》《乡村老
鸟》等诗，更难作出评价。这些诗，有的从孩
子的角度想象两棵树，“下大雨的时候/这棵
树会揪住那棵树的头发/那棵树会拧住这棵
树的胳膊/连踢带打/有时你能看见闪电般
的大耳光”；暴雨过后，打败的树骨折了，倒
在地上……而到了冬天，河两岸的树不再
打架，但，“掐着腰/脚趾和脚趾伸到河底/
暗暗拗劲”，寒风中，“黑着脸的他们/却把
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有的是写“胡作
非为的蝲蝲蛄”趁着夜色啃庄稼，“咔嚓咯
吱吧哒吧/咔嚓——咯吱——吧哒吧/所有
的睡眠都皱紧了眉头/所有的梦都欠起了身
子”，但没有人出面阻止，癞蛤蟆枕着胳膊
装睡，不想去惹那些“地里的小痞子”。还
有的，是写乡村老鸟看见外乡人，哼起了
粗俗的小调，说起一串串下流话，外乡人
不懂，还向鸟儿抛飞吻，乡里人捂着嘴，看
着外乡人笑。这种生辣粗放的情调，有一种
特殊的生活气息，在民间的老童谣里常可看
到，但在新诗里，而且是专为儿童写的诗里，
却是久违了。这里确实没什么“教育意义”，
所有那些想象、比喻，虽说奇妙有趣、充满智
慧、能引发儿童的快乐，但创作是不是可以
止于此？不往深处发掘，不往高处拔，不给它
添些积极的、温馨的、甜美的情调，不最后落
到什么好的意思上，真的可以吗？——这样
的作品里，也有美吗？

这是批评难题，也是美学难题。

四
1924 年 9 月，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科

学小说》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英国心理学家
蔼理斯的三段话。放在儿童文学理论中，这
三段话可说是纲领性的。其大意是：一、如儿
童需要想象时读不到童话，这方面的精神生
长将永久停顿；二、因为需要，儿童在读不到
童话时会自己创造童话，但大抵造得很坏；
三、随着少年的成长必将反对儿时的故事，
所以荒唐的童话无害，而硬塞给他们的“科
学小说”也不会有什么用处（见《周作人论儿

童文学》第217－220页，海豚出版社2012年
出版）。据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儿童需要想
象时”，主要指 2 岁至 6 岁的学前阶段，到逻
辑思维能力（亦即皮亚杰所说的“计算能
力”）迅速增进时，这一阶段就永远地过去
了。三段话里的第一段不难理解。第二段则
可从我们身边的许多孩子中找到例证，三四
岁的孩子易被大人斥为“老爱吹牛”，这时他
们最喜欢编故事，真假难辨，他们自己也分
不清真假，其实也就是在“造童话”了——这
正是他们渴望想象类作品的一种表现。至于
第三段，最近正好出现了有力的证明，加拿
大科学家弗兰克兰经长期研究发现：神经元
发育使幼儿健忘，即四五岁前，大脑内的海
马状突起处于高度变化状态，因此无法稳定
地储存信息；新神经细胞的形成，也会对记
忆造成破坏（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3年5
月25日报道，见5月28日《参考消息》）。这很
像儿童的换牙、变声，幼儿期的许多东西到
他们逻辑能力生成时都将换掉，但幼年的经
历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过去听过、读过的作
品内容会遗忘，而那时形成的儿童的想象
力，与想象力有关的审美习惯等，都将作为
一种思维结构或形式，保留到他们成年
后——这也就是第一段话中所说的“这方面
的精神生长”。所以周作人认为，在这一阶
段，硬灌给他们一些理性的、“科学”的东西，
其实也没有用，他们接受不了，并且同样要
忘，这反倒影响了他们痛快地接受那些充满
想象的“荒唐的童话”。

这里有一点需要讨论，即如何看待儿童
以及儿童文学中的“恶作剧”。民间童谣中有
大量恶作剧的内容，孩子们很喜欢看别人倒
霉，一首歌谣唱到后来，不是猴子“烧了鼻子
眉毛”，就是老鼠“咕噜咕噜滚下来”，他们就
喜欢这么闹。而到了新诗中，一切变得和谐
友爱了，诗反而不好看了，这该怎么解释？我
以为，这种恶作剧，在儿童是一种天性，并不
是他们“性本恶”，而是出于游戏的本性。在
他们眼中，所有的倒霉，都只是一种游戏，包
括安徒生《打火匣》中谁谁“把老太婆杀了”，
在他们看来也是游戏。孩子没有暴力体验，
更没有施暴的本能，他们只是爱那大起大落
的游戏罢了。这和对大孩子渲染暴力，不是
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对于低幼文学
中的这一类内容，大可不必过于防范和警
觉。今天的童话没有原始民间童话狂野好
看，正与现代人常爱用成人思维对待低幼儿
童有关。

用这样的眼光看王立春的这本诗集，一
切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一本想象的诗，这
就是让儿童沉浸在童话般的想象中的诗集，
这就是所谓“有意味的没有意思”，想象是它
的特色，也是它的目的，不需要再有拔高，让
儿童喜爱这想象的游戏，它已功莫大焉。而
其中那些打架、使坏、恶作剧，正可以游戏视
之。那样的年龄，正需要那样的作品，过去这
类作品太少，现在有一位诗人开了个好头，
我们正应为之欢呼！

当儿童在读到诗中的想象时，当这种想
象与他的思维暗合，当他窃喜或狂喜时，这
种快乐的心理，对他来说，也就是美感。儿童
的审美有自己的特征，这正是作家的创作给
今天的美学研究提出的新课题。

末了再补充几点。一是有些诗因题材相
对抽象，对儿童来说，阅读会有一定困难，比
如谈冬天这个季节，总不如谈雪和风更接近
儿童。二是有些诗句复杂了些（还有些地方
性名词似可加尾注），如都能像《睡袍》那样
处处透出小儿声口，作为童诗，就会更美、更
妙。三是此书插图极好，是充满童趣的画，同
时也是一流的画，我想它们一定是手绘的，
不是现在流行的电脑作画（这老让我想到软
饮料），这样的画才配得上这些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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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诗、想象与美学难题
——王立春诗集《贪吃的月光》引发的思考 □刘绪源

新观察新观察
■评 论

■短 评 ■童心·世界

汪玥含是当今儿童文苑一位生气勃
勃、富有活力的青年作家。她在校园青春
小说、儿童小说创作上均有令人瞩目的可
喜成果，她的创作成就和特色值得探讨。
我读了“狂想家黄想想”系列的三个中篇

（《黄想想的盛宴狂想》《黄想想的脏薯条》
《黄想想遇见女生》），有这么一个印象：汪
玥含是一位贴近儿童生活又善于驰骋想
象、坚守文学品格又追求艺术特色的写作
能手。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梦”成了官方、
民间、媒体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我读汪
玥含的三个中篇，深切地感受到，她是在
追寻五彩斑斓的童年梦。少年儿童是祖国
的希望与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重任落在他们身上。从狂想家黄想想
和他的同学的身上，我们读到了一种积极
进取、奋发向上的精、气、神。作品基调昂
扬、明朗、温暖、快乐。

作品主人公黄想想从小就爱狂想。在
幼儿园，每天午睡都睡不着，在自己想象
的世界里不停地游荡。从奥特曼到孙悟
空，从霸王龙到圣斗士；躺在床上，闭上眼
睛，把保时捷、法拉利、宝马、奔驰、三菱，
各种赛车开得飞快。他的这些想象植根于
生活土壤，真实反映了当代都市孩子的兴
趣、爱好，也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和心理
特征。作者的本领在于：敏锐地从日常生
活中发现、捕捉孩子身上美好、向上、闪
光、稚气的东西，又善于把它们编织成有
趣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吸引读者一口气
读下去。书中描写生长在单亲家庭、又从
来没有养过宠物的黄想想，向同学大讲自己的爸爸在澳大利亚
有个农场，养着袋鼠、考拉、袋熊，自己得过“动物小专家”称号，
爸爸因为给学校捐款被聘为“客座教授”。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有
头有尾，让同学们惊羡不已，无比陶醉。黄想想的想象并非凭空
产生，而是来自他熟悉的《动物世界》；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小小心
灵渴望父爱、亲情的滋润。

想象力与天分、经验被看作写出好作品的三要素。歌德说：
“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领域，要想做成大事，都需要杰出的
想象力。”孩子的想象往往带有一定的夸大性，喜欢夸大事物的
某些特征和情节。汪玥含深谙个中道理，她把夸张浸透到丰沛、
活泼的想象中，使得狂想家黄想想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越发有
趣、好笑。书中描写黄想想崇拜绘画大师阿子卷卷的长头发，竟
然把玉米棒上的须须用透明胶粘在自己头发上。他又如法炮制
了一张阿子那样的名片，自封为“环球世界总公司董事长和艺术
总监”。拿着名片四处旅行，对着镜子与外国人对话、谈生意，回
国时翻山越岭，穿行于用家里的桌子、柜子、台灯、花瓶、墨水瓶、
盆花、橘子布置成的羊肠小道、茂密丛林之间。最后黄想想的“长
头发”挂在了路边的“花”和“树枝”上，并被打翻的墨水瓶染成了
深蓝色。作者熟悉儿童的思维特征，用幽默、夸张的笔调，把小主
人美好的向往、纯真而富有想象的心灵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读
到这里，你不禁捧腹大笑。

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中叙事体裁的小说、童话，还是要
注重塑造人物形象。前些日子，从《文艺报》上读到一篇题为《文
学人物画廊就要关闭了》的短文，文章作者感叹每年发表出版
为数极多的小说，却难留下一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也
许有点极而言之，但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儿童文学作者关注
的。尽管这些年儿童文学作品也塑造出皮皮鲁、大头儿子、贾
里、贾梅、马小跳、皮卡这样一些生动的、为小读者接受和喜
爱的人物形象，但只见故事、不见人物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的。本来故事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精心编织故事才有
可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我以为，汪玥含的中篇系列还是着力
刻画人物的。狂想家黄想想这个儿童形象虽然还不是那么血肉
丰满，但已生动清晰地表现出他的个性特点。他好学向上又斯
文温顺、酷爱狂想又慢条斯理、好胜心强又胆怯软弱，给我们
留下难忘的印象。黄想想与花花、马莉哲玩过家家，他一次又
一次被使唤去买菜做饭，送生病的“妈妈”去医院，假装成孙
悟空翻山越岭去探险挖宝，被小伙伴折腾得气喘吁吁，体力不
支，无奈地发出“孙悟空是被你们两个给累死”的感叹。他的
言听计从，说做就做，充分揭示了他性格中听话、温顺、认
真、实干的一面。又如，他以两张游戏卡与唐纯交换彩色迷宫
书而受骗之后，在家里磨拳擦掌，与妈妈散步时讲班上的故
事，想象着把唐纯打昏在地。从他欲解心头之恨而又临阵怯场
的思想行为里，我们看到了他心地善良、缺乏勇气的一面。作者
把发生在黄想想与同学、老师、亲人之间的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
事连缀起来，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一个生动、可爱的小男生形
象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汪玥含坚持儿童文学“深入浅出”的写作准则，文字浅显、流
畅。她以亲切平等的姿态、轻松自如的叙事方式，面对面地与孩
子对话、交流，完满地实现大人与孩子的心灵沟通。“狂想家黄想
想”系列是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优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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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间，邂逅了《小小孩的春天》，
走进了一个小小孩淳朴清和的生活
里。我像逢到了一个真实的梦一样，而
这个梦，恰是我的童年亲历，却被儿童
文学作家孙卫卫用他的笔写就。

我捧着这个梦，踟蹰在街口，我家
12岁的小友看到了，问，妈妈你为什么
黯然神伤？我不知道为什么伤感，只是
傻傻地，像中了魔一样。从我的手上，
小友接过了《小小孩的春天》，她翻读
了两日后，若有所思地抚摸着我的长
发，说，可怜的，原来卫卫叔叔写的就
是你们的童年。时空突然之间逆转，小
友像个大人一般，而我回到了童年的
光阴里，接受亲人温暖的抚慰。

从童年生长的乡村来到了都市
后，有时我会迷茫，彷徨和伤愁如春
草，长满了心灵的城池。我和卫卫一
样，是个生长在偏僻关中小地方的孩
子，并且我们都是出生在20世纪70年
代中期，他把童年，通过文字诉诸笔
端，献给他的同龄人和校园里正在成
长的孩子们。让现在的孩子看看爸爸
妈妈的那一代，让未来的孩子了解，原
来父母那一代人并没有哈根达斯，也
没有影星、歌星、足球明星等等可以追
逐，没有互联网、没有电玩，有的只是
田野里傻傻地奔跑和馋虫缠绕时偷瓜
摸杏的快意，有的是对于读书的热爱，
对于乡间邮递员的崇拜，有对妈妈烫
发后心理的抵触情绪，长大后恳切地
致歉。

《小小孩的春天》文字真挚，素淡
的情怀如春风，这种情绪让我宛然回
到了故乡的春天，和儿童文学作家孙
卫卫并肩而行，我们沐浴在乡间的黄
昏里，晚霞染红了天边的柳林，小河水
潺潺，而牧归的老黄牛和小花狗正冲
着小孩子们一声声地呼唤，就是在这
本书里，这样的乡村，被涂抹上了淡淡
的诗意和婉约。

“小时候的喜欢”、“偷瓜”、“看
戏”、“第一次投稿”、“抄歌本”等等都
是我们的往事，然而澎湃在这本书里，
让人忘却了岁月催人老这句话，而是
惊喜地发现，作家孙卫卫的笔下，一切
都如同一幕电影，回放着童年的纯真
与可爱。

当别人都睡了，哥哥和表妹两个
人躺在床上唱戏，一个已经悄无声息
地进入梦乡，另外一个则唱得正酣呢，
两小无猜的纯真通过这篇文字即闻。
和我一同长大的两只狗，一个每天送
我上学放学，一个被人偷走，这两只狗
弥漫了一个小孩的内心，他伤感，透明
地仇恨着偷狗人，想念着他失去的伙

伴。孩子爱小动物是天性，这两只狗是
一个小小生命的保护神，它触动了一
个男孩子纯洁无瑕的心，这只狗连名
字都没有，大人叫它 ao ao，我们也唤
它ao ao，但这两只狗参与了一个生命
成 长 的 过 程 ，而 真 正 长 大 了 的 孩
子——现在的作家则给予了两只小狗
最真诚的怀念。

70年代出生的孩子，朴实而内敛，
没有矫情，也没有娇宠，就连他们喜欢
的动物都是顺其自然地生长着，读着
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沐浴着春光，倾听
到了作家真诚的回望，那是献给他出
生的大地和兄弟姐妹以及父母最真挚
的依恋。也是献给 21世纪新出生的一
茬茬孩子们最真情的馈赠。

弥漫在《小小孩的春天》里，有作
家的内心独白。

原来，作家的小时候，也有胆小与
怯懦，还有对于书的喜欢。我见了老鼠
会躲开，怕得都不敢与老鼠对视，这与
现在的孩子多少有些相似。我对于一本
杂志和一张报纸的珍惜，会认真地从头
看到尾，做读书读报笔记。对于文字的

敬畏之心从此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作家是怎么炼成的，小小孩是怎

么长大的，打开扉页，即可闻知，童年
的纯真多么可爱，一个小小孩走过的
路，让我们懂得了——有珍惜，才有获
得。这本书无论是对于正在成长的孩
子们，还是对于家长，都是一本朴素而
真诚的校园启示。它近乎于生活原生
态的写真，让我们看到了正在春风里
奔跑的小小孩，他的未来是多么宽广，
又是多么开阔。

每一个人都是由一个小不点渐渐
地长大的，小小孩的内心世界是精神
河流的上游，站在这个上游，隐隐约
约，小小孩的下游便渐渐地逸出了迷
雾，显现出了轮廓。作家用他真挚的
笔，写出了其写作始于五年级时候的
写日记，这是最好的练笔，同时也怯于
数学课，怯于爸爸让他算账。人性深处
最美好的回顾原来是这样的，把童年
通过一支真情的画笔，描绘了下来，不
过作家用的是文学之笔墨，而非颜料。
虽然如此简约，却让读者受益匪浅。

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有缺点
的孩子照样可以成才，就看怎么样在
生活中发挥其长处，避免其短处，大概
这是作家写作的真意吧。现在很多家
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过于强
烈，结果塑造出来的孩子每个都是模
具，没有多少个性。在这本书里，家长
的看点多多，让我们用平凡之心对待
今天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吧。

奔跑在春风里
□张梦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