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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平《海的夜曲》：

当成长与艺术精神相遇
□王帅乃

■短 评

在国外儿童文学世界里，“艺术家成长小说”早已自
成一脉并且收获颇丰，特别是其中反映少女艺术家成长
的一些作品，吸引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共同关注。这类作
品从性别与童年两个角度入手，关注对文学、艺术具有
高敏锐度、强感知力的儿童和少年，重点描述他们对构
建独立的主体和文学艺术追求的过程。这类艺术家成
长小说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儿童、少年主人公的个体独立
是通过其对文学艺术境界艰难的探索感知、对自身艺术
生命维持独立而执著坚守来实现的。可以说，艺术家成
长小说对儿童或主体性的呼唤这一主题的表达有着天
然的优势，在这类作品中儿童人格经历成长完善乃至最
后独立的过程得到了纯粹而畅快的抒写。但这一题材
的小说在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却极为少见，几乎
形成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不过，如今青年作家翌平已经
开始将艺术的触角探入了这一蕴藏着强大生命力量的
题材领域，《海的夜曲》就是这样一篇凝聚着作者灵性和
勇气的心血结晶。

也许男性作家在创作具有“崇高”“壮美”特质的作
品时具有天然的性别优势，但翌平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在他的作品集《穿透云霞的小号》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

“优美”的柔曼音符——《海的夜曲》。这是一篇翌平现
实题材小说中少见的专注于细致雕琢女孩形象的作
品。尽管作者仍然选取了“夏翊”——一个男孩，作为

“见证人”，运用次要人物视角的方式叙述整个故事。这
种手法在有利于保证翌平作为男性作者对女孩形象塑
造具有客观性的同时，也使作品与读者保持了较为“讨
巧”的距离：当“夏翊”进入场景，就和主人公“馨子”以及
另一重要人物女孩梧桐形成互相映衬、矛盾、对话的关
系，这无疑会加强作品表现人物和主题的力度，另一方
面作者也方便借“夏翊”对主人公或其他人物、事件形成
某种观点作出评价而介入作品，使作品带上浓郁的抒情
气息，这一点与《海的夜曲》希望达成的风格无疑是契合
的。

《海的夜曲》自始至终贯穿着与成人艺术
家小说一脉相通的“艺术家的忧伤”。深沉而
富于力量的大海、无边无垠的夜、黑暗的后台
为小说提供了基调，充满迷惘与悲伤的小提琴
独奏曲《沉思》在文本中的串联使得该文本兼
含小说与浪漫主义音乐艺术双重气质的独特
魅力。以对自然的热爱、对未来的幻想为要义

的浪漫主义音乐、经典童话《海的女儿》与《沉思》独奏曲
背后泰伊斯的悲剧故事不但为小说“编码”，更是与本篇
小说形成了文本内的互文，互相映衬、相得益彰。《海的
夜曲》全文就是一部用心谱就的在当代中国、在我们身
边上演的“少女艺术家成长悲曲”。小说最令人心动的
地方，是“馨子”满怀希望与热情为全校同学演奏完《让
我们荡起双桨》（显然这首教师安排的曲子在此处或多
或少带着些意识形态色彩），想演奏自己最喜爱的作品

《沉思》时被阻拦，又被当作展览品般一再成为主持人口
中的“身残志坚”的代表被按在台上接受观众同情而带
着敬意的目光，紧接着被送下台独自一人对着幕布听着
台上传来拉丁舞曲的热闹声音。当“馨子”面对着化妆
间镜子中的自己拉起《沉思》，悲剧效果被作者渲染到了
最大，任何一个对艺术有着痴迷、对舞台有着渴望的“艺
术家”都能体会这一刻女主人公心中涌动的被压抑的巨
大悲伤，然而“艺术家人格”就在、也只能在这样痛苦的
蜕变中锻造、铸就。这一刻，世界抛弃了“饥饿的艺术
家”，然而艺术家也借此超越了现世。不知道作者是否
有意，作品似乎隐隐地传递着这样的声音：艺术家最终
应该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并不需要人们过多的关注，因为
人们的关注总是与艺术家所期待的、理想的关注出入甚
大，人格与艺术的独立总是与苦行一般的百炼成钢的过
程息息相关、别无他途。罗伯特·特瑞兹认为，女性艺术
家成长小说的一般手法除了令少女通过其醉心的艺术
确立起独立的主体，还经常穿插成年女性的言行作为参
照的标尺。《海的夜曲》中，“馨子”的妈妈“常老师”就是
一位优雅温柔的单身女艺术家，她对“馨子”及另外两名
学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她把残疾的女儿唤作“小人
鱼”，支持孩子们追寻自己的理想，当女儿受到伤害时她
有足够的智慧与决断为孩子提供温柔而有力的保护。

其实，我们也许可以说《海的夜曲》是一篇围绕着精
英艺术家（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与理想追求展
开的小说，这一点和翌平大部分现实题材的小说有着显

著的不同。文中的几个小主人公皆是有着“天赋”的艺
术气质，并且从小就接受相关的训练。“夏翊”和“梧桐”
原本学习钢琴，后来因听闻“常老师母女”的小提琴声而

“转行”，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和几乎为零的“改行”代价全
是因为他们有着一般孩子难以拥有的“精英家世”——

“夏翊”的父母是画家，“馨子”有一位作曲家父亲（因病
去世）和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母亲，作品对“梧桐”虽没有
明确交代，但我们还是能从她家“被妈妈擦得木头乌红
锃亮的老旧的立式钢琴”和她那“是钢琴老师的好朋友”
的父母中窥测一二。如果说《海的夜曲》对这一群体的
集中关注拓展了翌平的创作题材，那么这样的设置可能
也或多或少地削减了作品力度，也许作者可以尝试将三
个小主人公的身份作更多样化的处理，那么艺术的恢弘
的伟力与蕴藏于儿童体内的人类的理想型人格的力量
在发挥其独特作用时才会愈显强大。

一般而言，儿童艺术家成长小说里作者普遍关注这
些正在成长的艺术家的“发声”问题，而在艺术世界的徜
徉就是他们表达自己“话语”的方式——拉小提琴、写作
或者画画等等，都是儿童关于“说话”、关于构建独立主
体的隐喻。目前国外此类作品中，相当一部分在作品的
最后让女性艺术家们放弃其艺术生命而投入爱情、家庭
以及更世俗的一些事业中，或者是她们从头至尾都不认
为自己是一个以写作、拉琴等为终身事业的人。与传统
的男性艺术家成长小说不同，女孩们并不坚持维护自己
主要的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如《小妇人》中的乔·马奇、

《长春树》中的弗朗茜·诺兰等等，她们更关注诸如“考大
学”之类的问题，这其实是主体人格的一种溃退。而目
前国内探讨儿童成长成熟的小说，则多半不将眼光放在
孩子构建独立人格这一点上，往往是以认识到成人世界
的无奈为结局，似乎“成长”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妥协”；
或者就是将结尾消解在对青春期的诗意咏叹中，描述的
家庭、友谊等等问题得到化解，但作品总是停留在对具
体问题的探讨上，主人公经历种种后也未见人格成长上
的“断奶”，对未来的态度也多半暧昧不明仍显稚气。《海
的夜曲》之所以让我们惊喜，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直到
作品的最后这种主人公的“溃退”都不曾发生，三位主人
公和他们的父母都在生命的旅程中选择了与艺术不离
不弃的相伴，女主人公“馨子”甚至以生命之力为年轻而
独立的“艺术家人格”作了最纯净的注脚。我想，即使就
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应该感谢翌平。

现在的儿童应该读什么，这是一个貌似简单但又非
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回答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陷入危
险之中。如果我们去找 100个评论家或者 100个读书人
征询答案，恐怕回答是高度统一和一致的：读名著，读经
典。这是最明智最讨巧的回答。但是如此简单而又浅薄
的回答，恐怕小学生也能回答，也许是看多了专家们的
阅读经验和阅读心得，看到大家都这么轻率地回答我不
能不刻薄这么几句。

常听到有人说，别让庸书毁了孩子，别让坏书害了
孩子。那么什么是庸书什么是坏书？这个标准是如何制
定的？阅读对一个人的影响，阅读对一个人成长的经历
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的专家从理论上可以说得头头
是道，但不能令人信服。就如同很多作家说起自己的创
作是受鲁迅影响一样，但我实在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到鲁
迅犀利的文风，看不出鲁迅究竟对这位作家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同样的道理，阅读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很重要，到
底有多重要却拿不出具体的证据来，这是我不能够信服
很多专家的理由。

小学时代，我读的那些书在今天看来都不算是什么
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苦菜花》《连心锁》《金光大道》

《艳阳天》《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红岩》《高玉宝》《红
日》《林海雪原》《大刀记》《保卫延安》……从文学的意义
和经典的意义上说，它们只能算是当时的名著，现在的
人恐怕很少有人去读这些东西了。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
可以选择的文学读物，这和大时代有关系，也和我在乡
下的环境有关。现在看起来没有供儿童阅读的文学书，
实在是一种遗憾，但从我个人的阅读角度而言，倒是一
点也不后悔。我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那个时代的真实，
无论这些作品多么虚假，多么崇尚革命的英雄主义，多
么高大全，但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和见证。这些作品，是
当时的流行书和畅销书。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
书和畅销书，但它们的命运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大都会
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沉寂，只有少数的流行书和畅销
书能够进入经典的行列而流传下去。

童年的阅读经历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首先，让我
埋下了理想的种子，将来想当一名作家。那些书在那个
时代是很诱人的，至少对我充满着诱惑。其次，让我对战
争题材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前一段时间，我
还阅读了邦达列夫的《岸》、盖达尔的《学校》、瓦西里耶
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未列入名册》等。而我对战争
题材影视剧的兴趣，不能不说是童年的阅读的影响。第
三，童年的阅读使我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培养起
阅读的习惯。小学的时候，一读就是二三十万字的作品，
在现在看来，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与之相比，现在儿童的
阅读量是大大地下降了。

童年阅读的缺憾，是没有培养起我对古文的兴趣，
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很多人所说的对国学的兴趣。我总
以为，历史、血缘、伦理、道德、习俗……这些东西，从古
至今是一脉相承，不能割裂的。无论你喜不喜欢国学，读
不读国学，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差不多都在每个中国人
的血液中流淌着。我们很少去思考一个问题，读书是为
了什么？学以致用，古为今用，所有的学问都是为我们个
人服务的，而不是去顶礼膜拜的。对那些热衷于推广国
学的专家、学校和父母，我大概是个坏典型。我不太主张
过度推崇国学这些东西，就如同我从不主张我的孩子读

我写的书是一个道理。只要你是个中国人，国学的精髓
就在你的血液里流淌，精神、气质、处世、人生观、世界
观、伦理、道德……无不受其影响。毫无疑问，古典文学
和古代文化的魅力是很大的，甚至会对一个人的素养和
气质产生重要影响，那些适合儿童阅读的古典诗词以及
其他，我是主张孩子从小阅读一些的，但倘若因为过度
阅读古书而扼杀了孩子天生的灵性和童年的天真，从而
变成小老夫子，痴痴呆呆，之乎者也，那就是被书害了。
庸书和坏书害人，经典和名著同样能害人。阅读的方式
和方法很重要。

我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大凡不是坏书，这种坏书
我指的是色情、暴力、恐怖等不适合孩子的书，孩子读了
都会受益的。我常常看到许多家长惶惶不可终日，像热
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道给自己孩子选什么书，请专家
给自己孩子推荐书，这样的家长自己未必是喜欢读书的
人。我非常推崇家庭阅读氛围的营造，父母喜欢读书，有
一定数量的藏书，也能给孩子一个选择的空间。对大多
数孩子而言，家长和学校一般都会指定孩子阅读什么
书，虽然是推荐，但其实孩子很少有选择的机会和空间。
只有那些开明的家长，喜欢阅读的家长和老师，才会给
孩子提供选择的空间和机会。

现在儿童阅读的环境与我童年的阅读环境已经大
不相同了。正如一个儿童阅读推广人所说，现在阅读选
择的成本太大了。言外之意，就是现在的儿童出版物太
多，给孩子们推荐起来很耗时耗力。给孩子推荐书籍需
要比较，鉴别，遴选，需要一套选择标准和方法，但这样
的标准和方法，总是因人而异的。儿童应该阅读什么和
不应该阅读什么，每个人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我是持
开放性阅读态度的，对自己的孩子我也是这么做的，除
了那些不适合阅读的作品，孩子对于她感兴趣的作
品——无论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我是一律放行的。
在应该阅读的范畴内，我主张让孩子多读中外儿童文
学作品。因为文学是一切人文科学的综合，情感教育，审
美教育，伦理教育，心理教育，想象力的培养，孩子童年
的保护……这一切都融合在其中。在有些人的观念中有
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知识是指自然科学的，而人文科
学被排除在知识之外，所以，相当多的家长都认为文学
书籍是闲书，不让孩子阅读。

现在的儿童文学读物非常丰富，但也很混乱。我个
人觉得有些儿童文学读物不适合孩子阅读：

一、名著的改编和缩写。这种认识是基于我们儿童
文学出版的一些混乱现状而提出的。可以看到，全国几
乎所有的出版社都有名著的缩写和改编，且规模越来越
大，动不动就上百本。这种现状的形成，除了出版市场的
利益驱使之外，和我们读名著读经典的阅读理念也有关
系。这种阅读理念本身没有错误，但如果随意改编，不注
意质量，泥沙俱下，披着华丽的名著阅读外衣，行谋取利
益之实，改编和缩写者的身份五花八门，这样的名著改
编就不适合儿童阅读。对于没有阅读经验的儿童来说，
他们对这些书籍没有鉴别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去把
握和欣赏这些成人的名著，他们会把文学中的真实和现
实等同起来。大凡能被改编和缩写的名著和经典作品，
在我看来大多数都还不适合儿童阅读，适合儿童阅读的
经典和名著，一般来说是不需要缩写和改编的。但也有
特别的，比如说连环画这种样式，是必须要改编和缩写

的，是否改编和缩写要看具体作品和具体形式。
二、汇编类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童话故事类的，

作品不署作者名的，建议不阅读。这类作品有两大特点：
要么不尊重原作者的署名权，对作者造成侵害。2要么胡
编乱造，刻意仿写，甚至是抄袭，改头换面，作品粗糙不
堪。比如说《小马过河》，作品改成《小牛过河》《小羊过
河》。民间故事改成童话。《伊索寓言》改成我们的民间故
事。类似图书杂乱无章，让孩子们分不清是国外作品，还
是国内作品，是作家写的，还是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故
事，寓言，统统归到童话的名下。在儿童文学领域，神话、
民间故事、寓言、童话等体裁都有清晰的规定，都有显著
的特征和明确的标准。此类图书基本是大杂烩，给儿童
造成的误导和困惑，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搞明白。

三、四大名著不建议儿童阅读。四大名著当然是好
书，但我觉得在儿童时期不适合阅读。四大名著中的

《西游记》，应该是最贴近儿童的，而 《红楼梦》 至少
要到中学生这个阶段阅读。文学名著和文学经典，它
的优秀之处在什么地方？以 《红楼梦》 为例，我觉得
改编的和缩写的 《红楼梦》 几乎滤去了它最优秀的东
西。曾经有孩子问我：“《红楼梦》为什么会成为四大
名著？”言外之意，这本书一点意思都没有，很烂，何
以被称之为名著。因为他读的是缩写和改编的儿童版
的《红楼梦》。我只能这样解释：你阅读的不是真正的

《红楼梦》，是缩写和改编的，而且，你年龄还小，阅历和
文学阅读经验还不足以理解它的优秀之处，等你以后再
读原著，会明白它的好的。

四、不建议儿童读安徒生的作品。安徒生是一个无
与伦比的童话作家，我本人写过数篇讴歌这位伟大的童
话作家的文章，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不适合儿童尤其低
年级儿童阅读。安徒生的童话，表达的都是成人的情感，
寓意，它需要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去解读。随着我们的
年龄增长，我们对安徒生的喜爱程度就越甚。列夫·托尔
斯泰解读其强烈的孤独意识，自称半年没读懂。我有一
个师兄，他给自己孩子买了安徒生的全集，没想到孩子不
喜欢读，倒是把我的童话书读了好几遍。他苦笑，我劝慰
他，在这个年龄阶段我的作品更适合孩子而已，安徒生童
话需要长大一点再去读。许许多多的经典和名著，和安徒
生童话是一样的道理，需要选取适合孩子阅读的。

五、不建议儿童过度沉迷于绘本或者说图画书的阅
读。绘本也好，图画书也好，是儿童特定阶段阅读的书

（成人的除外）。汉字自有其魅力，文字给我们提供的想
象空间远比图画书要大，从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来说，
还是读文字书好。仅从儿童阅读的文字量来说，今天已
经大大弱于30年前我那个时代。福建的一位母亲，忧心
忡忡地告诉我，她的孩子马上要上四年级了，一直沉迷
于绘本的阅读，抵制文字书的阅读。

我非常相信的一句话是，读什么书，成就什么人。任
何一个人的阅读，无不带上自我喜好的印记。所谓的面
面俱到的阅读，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像现代文学史上学
贯中西的大文豪大学者那样的，毕竟寥寥。现实是，大凡
热衷于国学的人，外国文学读得就少。外国文学读得多
的人，国学又不是很深入。热衷于推广外国儿童文学的
专家们，肯定读国内儿童文学少。阅读，最重要的是培养
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质疑的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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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插画 学习的男孩学习的男孩

《〈小朋友〉90年》一书，终于在《小朋友》杂志成
立90周年前夕写完了。

我为什么要为远在上海的儿童杂志《小朋友》写这本
述说其历史演变的小书呢，这和我那初入幼儿园的小女儿
有关。周末带她在大街上闲逛，路过绿色的邮亭，她被那
花花绿绿的各种杂志吸引住了，望着那本版式方方正正的

《小朋友》 不走，小女的眼神里放出贪婪和渴求的光芒，
于是妻给她买了这本杂志。不到两三天她就翻完了此书，
而且吵着还要新的，妻只好给她解释：《小朋友》 是每月
出一本的，要看，只有等下个月再买。《小朋友》 不仅对
孩子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当翻阅这本杂志后我才发
觉：该杂志所刊儿歌、童话确实图文并茂，短小有趣，即
使一般成人，也会被它紧紧吸引。从此，《小朋友》 便成
了我们全家的爱物。

随着对《小朋友》杂志研读的深入，渐渐在我心中产
生了对于这份杂志的一些难于更改的认识，该杂志在办刊
过程中，不仅催生了中国幼儿文学，而且确立了它在我国
儿童文学中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还大大促进
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迅猛发展……

基于上述理解，我陆续写作了一些关于研究 《小朋
友》的文章。这些文字大多源于阅读《小朋友》后引发的
思考，以及对《小朋友》的作者、编者所发表和出版的儿
童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品评。我想，包括《小朋友》在内的
幼儿刊物及其所发作品不被人们看重，难道不正是我国文
学研究习惯性的偏见所造成的一种悲哀？所以，我总想通
过自己写的那点儿微不足道的文字，为被轻贱的 《小朋
友》及其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说几句公道话，为它们的被忽
视乃至被轻视而鸣不平。

时间推移到2011年春天，《小朋友》创刊90周年的日
子快到了，我想何不趁这机会把《小朋友》迈过的这段不
算太短的岁月来一个小结呢。曾任《小朋友》两届主编的
陈伯吹先生生前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人写一本史书来记
载和表现上海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
电话告诉了《小朋友》主编唐兵女士。过了一段时间，唐
主编回函说，选题角度较新颖，内容也好，出版社若能找
到出版资助，一定邀请你来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后来，

《小朋友》 杂志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上海文化发展
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的资助，从而启动了我的 《〈小朋
友〉90年》一书的执笔写作。

于是，从 2011年 9月到次年 2月，我成天伏案于电脑
前紧张码字半载，而后将30万字的初稿发到了“上少”责
编手里。我满以为替《小朋友》写书的事已经大功告成，然而，这个过分高
看自己的估计在认真挑剔的编辑面前却全错了，彻头彻尾地错了！

作为一家为少年儿童出书的专业出版机构，“上少”编辑们总是以其职业
的敏锐眼光审视每一位作者的来稿。就像俗语说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
样铁面无私。所以，当责编和主管书稿处理的一些领导看了我的稿子后，虽然
对该书题材的重要价值予以了肯定，但对书稿艺术质量的把握却丝毫也不肯
放松。从书稿的总体结构到局部细节，出版社都提出了许多意见，仅就书面整
理的文字意见也足足有二三百字之多，大的问题罗列了一二十条。

初读这些文字，令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想，这个书稿可能要砸锅。但
是，待反复细读而冷静下来之后，觉得审读意见还是很严肃中肯的。平心而
论，我觉得出版社朋友认真评判书稿质量而提出的意见确是客观公正的。

反复研读和消化出版社审读意见后，我决心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但我历来最怕做命题作文，可这一回为 《〈小朋友〉 90年》 这个命题

作文，我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因为写《小朋友》是我多少年前就产生的一
个夙愿。于是，我便重新执笔再次回到写作中去。

二稿送审后，全书内容和基本结构算是通过了，但文字的推敲，还有待细
细打磨，于是，在编辑指点下，再次进行了反复的清点、增删和修改。还好，凭
着对《小朋友》的情有独钟，凭着对《小朋友》历代编辑、众多作者和万千读者的
一定认识和理解，当然也凭着对儿童文学的一片痴心和热忱，再加上命运的眷
顾，此次的命题作文才没有在限时交稿的紧逼情况下慌神和乱套，而是犹如学
生娃在考场限时作文一样，居然也心平气和地驱遣键盘，把自己的意思一一敲
打出来。《〈小朋友〉90年》终于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由于我的学识有限，对于《小朋友》的准确历史表现，小书只能做出一
种粗浅的描述和勾勒。所以，我盼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者方家的批评教正，
以期将来若有再版机会能把此书改得更令人满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