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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永恒的主题

“儿童文学是立于儿童生命空间
的成长文学，反映和表现的是儿童的
生 命 世 界 ， 尤 其 是 他 们 的 心 灵 成
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评委会副主任朱自强看来，“成
长”是儿童小说的关键词。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儿童小说
《驯鹿六季》 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
通过少年心灵创痛的治愈过程，展现
大自然在孩子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小说中，少年因母亲意外离去而
伤痛失语，跟随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的父亲前往大兴安岭。在辽阔的原
始森林中，他与驯鹿相处，向鄂温克
老人秋鸟学习生存智慧。在走进自然
的过程中，少年习得了对生命的理解
与尊重，获得了自愈与成长的力量，
也终于接受母亲逝去的事实，与父亲
和解。

刘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也讲
述了人与动物的故事。在山水沟街的
一个夏天，男孩海子梦想着拥有属于
自己的鸽子，他在养鸽子的过程中体
味到前所未有的惦念、喜悦，也因鸽
子意外丢失倍感烦恼和悲伤。小说通
过爱鸽子、失鸽子、救鸽子的情节，
以小见大展现出作家的儿童观——每
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热爱与向往，在为
之努力和奋斗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成
长为独立的个体。

杨志军的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和叶广芩的《耗子大爷起晚了》则是
两部充满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儿童小
说。前者以男孩喜饶的童真目光，呈
现出巴颜喀拉大草原传统生活的嬗
变，彰显藏族孩子对美好自然的向
往、对父辈善良美德的继承和对信仰
的坚守；后者将儿童形象耗子丫丫的
成长置于文化内蕴深厚的颐和园，充
满烟火气息与人情温度。

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背
景下，少年儿童的生活有哪些新变
化？在 《上学谣》《陈土豆的红灯
笼》《逐光的孩子》 三部作品中，读
者会找到答案。

当大地的苦汁浸透了生活，心里
的愿望却升上云天。胡永红的《上学

谣》取材于真实事件，壮乡留守少年
火龙从小失去父母，与奶奶相依为
命。在族人和政府的帮助下，火龙成
了下帅乡壮族村寨里走出的第一个大
学生，并最终反哺故乡。作者以善与爱
浇灌叙事，赞颂了少年成长过程中蓬
勃向上的力量。谢华良的《陈土豆的
红灯笼》同样写留守儿童，小说讲述
15岁的乡村男孩陈土豆如何挑起生活
的重担，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旋律中奏
响自己的成长之歌。舒辉波的《逐光
的孩子》写苏老师来到女友生前支教
的鄂西山区，从不理解到倾心投入，
老师和乡村孩子们彼此扶携，互相给
予，铺就了一条超越苦难的光明之路。

为现实插上想象的翅膀

幻想代表着对现实的越界与建构
新世界的可能，满足了儿童永不停歇
的好奇心，鼓舞着他们探秘未知的勇
气。也正因此，以幻想为核心的童话
成为最受小读者欢迎的儿童文学门类
之一。

一条隐形的小飞鱼、一个充满幸
福感的泥哨子、一只一生只唱一首歌
的五彩鸟、一条承载满满回忆的永生
小虫……葛竞的《永远玩具店》创造
了一个神秘奇妙的玩具世界，在一件
件老玩具背后，是一段段或伤感、或
温暖、或欢乐的治愈故事。作品以幻
想推动情节发展，以玩具的隐喻折射
童年经历，意蕴丰赡。

迟慧的 《慢小孩》 和周晓枫的
《小翅膀》 不约而同地设计了小精灵
空降到孩童日常生活的情节。《慢小
孩》中，人如其名的孩子慢慢和没有
精灵标志的精灵呱呱，都因自己的与
众不同而烦恼。作者用巧妙的构思和
丰富的想象讲述了他们在画中世界的
遭遇，通过对“与众不同的孩子”的
注视，“慢”小孩所以“慢”的缘由
被揭开，作家借此呼唤成人给予孩子
更多体恤、关怀和理解。《小翅膀》
的主人公是一个专门给孩子投放噩梦
的小精灵，但它一点儿也不喜欢自己
的工作。小翅膀用热情和爱心修饰和
删减着噩梦，让孩子们摆脱对黑夜的
恐惧，转而从中获得理解、温暖和勇
气。作为散文家，周晓枫以轻盈的散

文之风，彰显爱与勇气是驱散晦暗的
力量源泉，作品充满哲思。

汤素兰的 《南村传奇》 别具一
格，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民间传奇。它
以古陌岭之南、石峰山之东的南村为
故事发生地，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于
一炉，通过 4个美丽幻想故事，为孩
子描绘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美好家园。

儿童科幻是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一
片热土。通过科技与幻想的结合，儿
童科幻释放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作家吴岩深耕科幻文学创作多
年，上世纪 90 年代就创作了长篇儿
童科幻小说《心灵探险》和《生死第
六天》，他的近作 《中国轨道号》 围
绕着将空间站“中国轨道号”送上
100 千米绕地轨道的一系列技术攻关
展开，包括“中国轨道号”的舱门设
计、宇航员的备用通信设备和非硅计
算机研究等。10岁的小主人公“我”
和参与攻关的科研工作者有着密切联
系，在父母一辈的影响下，立志要飞
向蓝天，最终成长为努力、坚守、正
直和懂得关爱的时代新人。“这部作
品很好地处理了科幻小说创作中的一
个普遍性问题——幻想与现实的衔
接。作者没有像大多数科幻作家那样
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未来，而是巧
妙地放在已成过去的 1972年。”第十
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姚海军
评价说。

另一部获奖科幻文学作品是马传
思的 《奇迹之夏》。小说将少年阿星
从单一时空链转换到复杂的平行世
界，经历了与史前生命的难忘相处。
阿星原有的时空生活观念被打破，不
断刷新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在更为新
鲜陌生的世界里学会了如何面对与敬
畏未知。

用优美形式展现人性人情

诗歌与散文作为重要的文体，在
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熠熠闪光的
名篇佳作，面向儿童读者的儿童诗歌
和儿童散文，更担负着向小读者传递
真善美的使命。在一首首隽永别致的
诗歌、一篇篇真情流露的散文中，孩
子们通过阅读激发对生命的探问、对
人性的思索、对人情的感怀。

蓝蓝的诗集 《我和毛毛》 由 62
首“我和毛毛”组诗连缀而成，作者
将乡村琐事、孩童私语置于广阔的视
野中重新衡量，呈现出孩童舒展自然
的生命状态，浅近的语言不乏人性的
深度，体现了儿童诗“至浅而深”的
诗学特质。湘女的散文集《好想长成
一棵树》讲述人与树的故事，作者笔
下有远离尘嚣的星月雾岚，有山间清
歌的清亮悠扬，有莽莽苍苍的山野韵
味，是云南边地的生命赞美诗。

获奖幼儿文学作品中，《小小小
世界》是一部图文绘本，作者黄宇以
天真稚气的幼儿视角，为小朋友们呈
现了一个万物广博的小小世界，这里
有宠物兔雪宝、有冬眠睡不醒的乌龟
童童、有搞笑可亲的爸爸、迷迷糊糊
的妈妈，第一次自己睡、第一次骑
马、第一次看牙医等人生诸多“第一
次”陪伴着小读者成长。《小巴掌童
话诗·恐龙妈妈孵蛋》 收录了张秋生
近年创作的儿童诗，共 4 辑 80 余首。
老作家张秋生始终葆有童心，试图在
作品中打破诗和散文的界线、童话和
诗的界线、梦幻和生活的界线，创造
属于孩子们的语言世界。

徐瑾的《坐在石阶上叹气的怪小
孩》获得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这部
作品以一个终日唉声叹气的怪小孩为
主人公，讲述了一个别样的成长故
事。当怪小孩来到自然界中，一次又
一次不可思议的形变，让他得以遇见
形形色色的生命，最终变得无私而坚
韧。作家以别具一格的想象勾画出
童年成长的景深，寄寓了质朴的童
年情怀。

“我向往孩子的世界，那里有永
不陨落的‘人’的尺度，有冰清玉洁
的眼睛所昭示于人的无邪无染，有返
璞归真的境界带给人的自由与绽放。
它常常提醒我：文学在本质上并不是
为了让浑浊的河流更加浑浊，让复杂
的社会更加复杂，而是通过披沙沥金
的功夫，显现我们最后可以用生命捧
住的那个东西：赤子在人性中的比
重。”作家杨志军的这番话，道出了
无数儿童文学创作者的心声，他们用
童心贴近孩子的心，创造出一个个瑰
丽动人又奇妙无邪的文学世界，把善
良、正直、勇敢、真诚的种子播撒进
无数孩子心中。

本报电（张子航） 今年11月
11日，是现代主义文学鼻祖陀思
妥 耶 夫 斯 基 诞 辰 200 周 年 。 为
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陀思
妥耶夫斯基中篇心理小说经典”
系列，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该系列包括《穷人》《双重人
格》《地下室手记》《赌徒》 四部
作品。该系列责任编辑介绍说，
在“穷人”“双重人”“赌徒”“地

下室人”的内心挣扎中，读者不
难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命的
理解。理想的生命形态是怎样的
呢？正如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所
说：“生命是一份礼物，生命是幸
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成为幸福的
一个世纪。现在，如果改变生
活，就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生。”

据悉，四部作品均采纳国内
权威译本。《穷人》的译者许磊然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知名编辑，翻
译过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
科等人的作品。《双重人格》的译
者臧仲伦教授生前是北京大学教
授，翻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
尔斯泰的大量作品，并与巴金先
生合译了赫尔岑的 《往事与随
想》。《赌徒》 的译者刘宗次教授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过普
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雷巴科
夫等作家的小说。《地下室手记》
的译者刘文飞教授是著名翻译
家，曾获俄罗斯友谊勋章。

写一部新中国成立后北大荒
第一代拓荒者的长篇小说，是我
久蓄于心的想法。初衷有三：一
是讲好前辈的故事，忠实记录北
大荒是如何变成北大仓的；二是
叙写这一代人初心依旧的北大荒
情结，描绘他们的灵魂面貌；三
是让后来者铭记那段艰辛却不乏
激情的拓荒岁月，从悠悠过往中
汲取精神营养。为写好 《北地》，
作品主人公常克勋在北地工作过
的30个地方，我都实地考察了一
遍。我觉得，真实起码有利于场
景还原，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亲
切感。作为一个在北地生活工作
过几十年的中年人，我深知北大
荒的过往在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
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心里已经变
得十分遥远，前辈的故事他们知
道得并不多。出于对历史的一种
责任，我觉得有必要把第一代北
大荒人的传奇讲给他们听。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莎
翁 《暴风雨》 中的这句名言经常
被人引用。然而，过往消化为序
章的过程并不那么简单，其中离
不开一种消化酶，这种消化酶就
是沉思与回望。不经沉思与回望
的解构与重塑，所有的过往都难
成营养，自然也不会成为未来剧
目合格的序章。为此，我采用了一
种倒叙的写法，用老干部常克勋晚
年对北地工作经历的回望和沉思
来结构这篇作品，作品的每一章就
是主人公工作过的一个地方。

英雄不老，如同静卧残阳中
反刍的耕牛，身在伏枥，心在田
畴。此时，沉思与回望是重整行
装再出发的心灵检视，是信仰之
灯的剪烛和人生经验的提纯。过
往多有建树的北大荒人无疑是精
神的富翁，因为有历历往事值得
回味。事实上，沉思与回望既有
对勋章的爱抚，也有对伤疤的舔
舐，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
沉思与回望有时不免让人难堪，
毕竟愈合的伤疤可能会被揭开，
渗出鲜红的血丝让内心隐隐作
痛，但如果不这样做，人就有可
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重演曾
经受过的挫折。人类是在不断沉
思与回望中前行的，孔子说“吾
日三省吾身”，目的不是让弟子们
拍着大腿长吁短叹，而是为了第
二天能更好地践行君子之道。

《北地》是北大荒第一代拓荒
者的沉思录，主人公常克勋的沉
思与回望看似是病榻呓语，而受
邀为他立传的任多秋则听出了一
个老干部的心路历程和事业感
叹。现在的北地，到处是整齐的
田畴、现代化的机械、楼宇林立
的城镇和有着葵花般笑容的人

们。但在 60 多年前并不是这样，
那里到处是荒原大甸和苍茫群
山，交通不便、野狼成群、疾病
流行。是谁改变了这一切？当然
是成千上万的常克勋们，是他们
的付出，让荒原变成了粮仓，让
村屯变成了城镇，让城镇建起了
工厂。然而，很多为此奉献了毕
生精力的拓荒者并不居功自傲，
与他们交谈，我听到更多的是遗
憾，是对自己过往的不满足，他们
常常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假如时光
能够倒流，我会把一切做得更好。

不可否认，常克勋是用生命
的余晖在沉思与回望中淬炼初
心，在别人眼中他是功成名就的
高级干部，但他内心深处却早已
搁置了过往的荣光，更多的是缺
憾和惋惜。这是一种境界，在这
种境界中他的品格卓然耸立。

与 《复活》 中聂赫留朵夫不
同，常克勋的沉思与回望不是灵
魂的救赎，而是一个奉献者对完
美境界的追求，是以负责的态度
为后来者提供镜鉴，说到底，是
一个信仰者对信仰的再度淬火。
当重病中的他看到儿子从北地拍
摄回的那张充满烟火气的照片
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顽强
的生命了无牵挂地走向了涅槃。弥
留之际的他应该感到欣慰，作为北
大荒第一代拓荒者奋斗的过往，无
愧于新时代百年宏篇交响的序章。

本报电（胡志） 近日，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的永城新作 《复苏
人》 在 北 京 钟 书 阁 书 店 首 发 ，
与会嘉宾分享了该书创作与阅
读体会。

《复苏人》 是一部科幻小说。
作者永城在书中畅想了人体冷
冻、基因优化、仿生等先进科
技，讲述了公元26世纪，过去接
受人体冷冻技术而陷入漫长“冬
眠”的人们，被分批实施复苏
术，作为复苏人在未来时代开启
新人生的故事。

谈 及 《复 苏 人》 的 创 作 缘
起，永城表示，2015 年他偶然浏
览了关于中国首位冷冻人的新闻
报道，开始了解人体低温保存技

术，并思考冷冻人苏醒后如何适
应未来社会的伦理问题。

评论家岳雯认为，《复苏人》
以纯熟的类型小说叙事建构起丰
富的幻想空间，不仅关乎未来，
也涉及到当代社会的情感与精神
话题。读书节目主持人马宗武认
为，永城结合自己的理工科知识
背景，以抽丝剥茧的叙述能力，
讲述了富于人文思考的科幻故
事。中国制冷学会低温生物医学
专业委员会委员贾春生则从现实
人体低温冷冻技术的专业角度，
肯定了小说扎实的科技细节。他
认为，小说设定与现实案例高度
相似，深度探讨了科技带给人类
社会的可能变化与文明冲突。

神 农 架 是 北 纬 30 度 的 自 然 奇
观，也是陈应松的文学高地。新世纪
以来，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
产生了广泛的文学影响。他认为，

“森林是人类最初也是最古老的乡
愁”。但在现代社会，“谁愿意重返森
林，被这种远古的乡愁折磨，成为孤
兽？”他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就
是身体力行、以小说的方式对森林的
一次“重返”。

在一般人眼中，森林是沉默的，
它只是被观赏或被开发的对象。《森

林沉默》的妙处在于设置了“玃”这
样一个内部视角，赋予小说奇特的陌
生化效果，让森林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现勃勃生机。玃浑身长满红毛，面
目似猴，夜晚栖息在树上，能识别所
有的花草及其药效，懂人语，也懂兽
语、鸟语和花语，宛如神农架传说中
的野人和遍尝百草的神农氏的合体。
这种亦人亦兽亦神的生命状态，可以
在森林里获得全息的生命感觉，为小
说带来极其自由的叙述方式。在他眼
里，苔藓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努力生
长，蕨在高大的树木之间以缠绕的姿
势展示强大的能量，夜晚的白辛树是
他安睡的港湾，食人的熊是他亲密的
朋友，“万物与你为善，会告诉你所
有的秘密”。在这里，生与死的界限
是模糊的，月亮山精、石头山魈和各
种动植物的精魂与所有生灵共处，共
同构成咕噜山区神秘的生命场域，到
处是生存的智慧、自然的光辉。对玃
而言，“这是最好的生活”。

当然，这种“最好的生活”，并
非只有岁月静好与浪漫诗意，反而处
处是残缺的美和原始的力，自然法则
下的生存充满了种种恐惧与酷烈。小
说开头借用柳宗元《封建论》的题记

“草木榛榛，鹿豕狉狉”，提醒我们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这里草木丛
生，野兽出没，是尚未开化的地方。

因此，咕噜山区不仅仅是一个远离都
市的空间，也是在时间上朝向过去的
后撤，玃则是这种后撤的产物，这个
一般人眼里的丑陋怪物，是森林里的
神奇精灵，隐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古老传统，内蕴着现代社会里日益
难得的纯粹与真实。

来自省城大学的女博士花仙子，
以外来者的视角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后
撤的伦理。咕噜山区是花仙子对现代
都市文明失望后找到的栖居之地，是
她地理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家园。她
曾经追慕知识和爱情，却遭遇了背叛
和欺骗。只身来到咕噜山区支教后，
原本是以知识者的身份来帮助猴娃
的，却反被猴娃启蒙，被森林治愈。
那些神奇的生存技能和中草药知识，
让花仙子重新认识了这片森林，在她
眼中，祖父母和玃都是这里的遗民，
他们与祖先留下的自然遗产融为一
体，是最干净的世界。她爱上了这片
森林里的草木、山川与河流，爱上猴
娃 ， 在 最 遥 远 的 地 方 以 最 虔 诚 的

“爱”重塑了最纯粹的自我。
然而，森林不可能与现代文明绝

缘，小说中天音梁子机场的修建产生
了大量生态隐患。的确，咕噜山区是
玃的乐园，也是花仙子身体和灵魂的
最后归处，但也充满了种种遗憾和悖
论。陈应松说过，写作“是让你深刻

地领受生命和精神的缺憾，而不是尽
情挥霍生命的圆满”。

《森林沉默》 以“我又种下一棵
白辛树”结尾，这是玃新生活的开
端，也隐喻着新一轮的重返。对现代
文明的批判和对古老家园的回归，是
埋藏在作家心灵深处永远的冲动。精
神还乡的强烈诉求让《森林沉默》成
为一个寓言，小说里的世界固然是虚
构的，但也正是这种不圆满，提醒我
们不断反思人与自然、他人和自我的
关系。

陈应松有自觉的长篇小说文体意
识，他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野路
子”。与奇崛的想象相适应，《森林沉
默》创造了一种自由的文体形式。一
是大量运用“闲笔”。在陈应松看
来，“闲笔才是小说的华彩部分”，小
说中随处可见大量动植物的描述，貌
似闲笔，却以粗粝恣肆的姿态传递出
森林的原生态和山野气息，以博物志
的方式营构了另一种察看生活的方
式。二是融入诗歌和散文。陈应松早
年是诗人，后来写散文和小说，花仙
子的“桦皮诗”、日记和信件，既从
另一个视角揭示了小说主题，也营造
出语言的新气象和文体的众声喧哗。
三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混融。面
对一个生与死、人与兽的界限极其模
糊的世界，一般的现实主义笔法是很
难深入的。小说前六章都以咕噜山区
的风物为题，借助玃的超灵感觉，正
好可以抵达森林的隐秘地带。最后一
章“玃漫游奇境”，则以天马行空的
想象创造了天空中的永生之地，善与
真是那里的通行证，邪恶与卑鄙都现
出了原形，现代主义的形式中隐现的
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底色。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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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写新时代中国儿童故事叙写新时代中国儿童故事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述评—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述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鹏张鹏禹禹

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样，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从1980年开始，为一代代少年
儿童读者遴选出诸多精品佳作。不久前，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京颁
奖，18部 （篇） 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备的作品获此殊荣。这些作品有的聚
焦少年儿童宽广活跃的想象和探问，有的叩问他们成长中的困难和烦恼，有的定
格他们明媚的笑容、奔跑的姿态，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

《复苏人》：讲述富于人文思考的科幻故事

◎新作评介

森林是人类最古老的乡愁
——评陈应松《森林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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