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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在中国和世界
的影响与日俱增，人们对儿童文学的关注
越来越频繁。然而，幻想文学作为儿童文
学中的一个独特文类，加之完全源于西方
的特性，在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地位一直以
来都未受到客观的认可，国内儿童文学专
家和评论家对其进行的研究和推荐也非
常有限。这时候，“我是夏蛋蛋”系列，以
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天马行空的幻想力
出现在人们面前。本系列共包含6本书，
《信箱里掉出一个小妖怪》《蓝耳朵》《千万
不要得罪蚊子》《魔法花袜子》《大鱼成精》
等。其中，《蓝耳朵》是最具有童话性和幻
想性的一本书。

《蓝耳朵》之所以与其他5本书不同，
是因为其对古典童话和现代童话的继承
和发扬达到了极致，特别是典型的童话
符号随处可见。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
媒介、变形和永生。第一，媒介。媒介是
介于童话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一座桥梁。

它能够联通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或物，为
童话小说的幻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
正如《纳尼亚传奇》中的魔衣橱，《爱丽丝
漫游仙境》中的兔子洞，以及《彼得·潘》
中的“第二街向右转”，都已经成为许多
优秀童话作品的必要因素。

《蓝耳朵》中的媒介是一个小信箱，有
了它，夏蛋蛋和蜘蛛国王、王后等完全处
于两个世界的人类和精灵能够互通有
无，更宽广的冒险空间随之拉开。第二，
变形。变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形
态上的变化，由大变小，由长变短，由高
变矮，例如《爱丽丝漫游仙境》《格列夫游
记》等作品都有这样的例子；另一类是特
质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物的内部组
成部分和整体都发生了改变。例如卡夫
卡《变形记》中的甲壳虫，孙悟空的七十
二变等。《蓝耳朵》中的夏蛋蛋经历了一
次身体互换，属于第二类特质上的变
化。他由一个小精怪，变成了一根蓝蜡

笔，而蓝蜡笔则变成了小精怪。这次互换
是本书中的一大亮点。由于互换所引起
的各种矛盾也随之出现，而蓝蜡笔和夏蛋
蛋互相理解，互相帮助，最终又变了回
来。第三，永生。永生，是童话小说中最
常见的一类人物特性。有了这个特性，童
话中人物的寿命不仅仅限于现实人类的
几十年或上百年。这样，童话故事的时间
跨度将更大，能够提供写作的素材和幻想
空间也更宽广。正如彼得·潘和孙悟空，
他们无所不能，又得以永生，才能大展拳
脚，夏蛋蛋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已经活
了900多年，而且将继续活下去。他乐善
好施的人文本性和勇敢无畏的冒险精神
得以彰显。

《蓝耳朵》中，幻想是贯穿全文的基本
要素。从穿越人类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小
信箱到脾气乖张的蜘蛛国王的强大魔法，
幻想无处不在。《蓝耳朵》正是这样一本集
合几乎所有童话元素的幻想小说。

幻想无处不在
——彭懿《蓝耳朵》读后 □金 波

《课外侦探组》系列
（24-27册）
谢鑫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热爱解谜与
推理的男生米多
西、马威卡和女生
欧木棋，利用课余
时间充当“警察志
愿者”，协助警方
侦破各种匪夷所
思的案件，他们就
是 H 市最令犯罪
嫌疑人头痛的“课
外侦探组”。

转校生欧阳
炎炎，他自创“欧
阳真相调查”，与

“课外侦探组”竞
争最强大脑，PK推
理能力，你追我
赶，互不相让，关
键时刻他们又能
齐心协力，缜密分
析，果断行动，最
终破解各种扑朔
迷离的谜团。

《巫师的传人3古国羽衣》
王勇英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
201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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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老虎智慧童话》
谢乐军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年10月出版

本系列童话
共六册，主要讲述
了小男孩笑巴巴
和神奇的魔术老
虎在生活中的交
往、情感与成长等
故事，充满了天真
的幻想和纯真的
幽默。作品文字朴
实简练，故事起伏
生动，人物形象特
点鲜明，插图画面
简洁，主体突出，
场景集中。同时，
编者还在每个故
事中精心挑选出
一个成语，引导孩
子读成语典故，用
成语造句和学成
语接龙，在美妙的
童话世界中积累
知识。

《给孩子的100首新诗》
杨克 主编
接力出版社
2017年10月出版

本书汇集了
徐志摩、冰心、戴
望舒、艾青、余光
中 、席 慕 蓉 、北
岛、舒婷、顾城、
汪国真、西川、海
子等 100 位著名
诗人的代表作，
涵盖了亲情、友
情、风景、历史等
正能量精神和人
文情怀的新诗。
编者杨克认为，
这些诗用孩子们
熟悉的语言与他
们产生共鸣，用
充满戏剧张力的
内容和形式，让
孩子们在新诗天
马行空的世界里
感受到现代汉字
的声、色、画、思。

■新书快递《《老糖夫妇去旅行老糖夫妇去旅行》：》：

少年巫师鸟
麻发现周围的人
好像都不记得曾
经发生过的事了，
这让他十分困惑。
在寻找真相的道
路上，鸟麻发现苏
莲娜想捕捉药灵，
同时还发觉她在
秘密地寻找一道
古老的咒语，而这
道咒语能够复活
一件羽衣，从而打
开一条神秘的道
路。原来，在密林
深处隐藏着一座
古国——战鸟之
国，苏莲娜和这座
古国，有着密切的
联系……

拙朴的幽默拙朴的幽默、、温情与反思温情与反思
□□谈凤霞谈凤霞

看过由朱自强撰文、朱成梁绘图的《老糖夫

妇去旅行1》的读者，会为兴冲冲地谋划旅行却

心慌慌地未能成行的老糖夫妇扼腕叹息，会笑

话他们不敢冒险的胆怯与杞人忧天的多虑，也

会期待他们勇敢地去尝试下一次的旅行。两位

“老朱”继续默契合作，开启了“老糖夫妇”的又

一段旅行趣事。这回，故事的主人公能不能如愿

以偿？这绝对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悬念。读者一定

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勇闯天涯，但又不由担心

他们可能积习难改、重蹈覆辙。

先从封面上来猜答案：老糖夫妇“全副武

装”地在游览金字塔。没读过第一本书的读者也

许会乐滋滋地想：可以跟着老糖夫妇在埃及看

无限风光了；但读过第一本书的读者则会怀疑：

这是既成事实，还是纯属假想？因为第一本书的

封面也是老糖夫妇开心游玩的场景，这会不会

又是虚晃一枪呢？没关系，无论是以欢天喜地还

是将信将疑的心态去读续集，这种求证自己猜

想的读法会带来风味各异的体验。

随即，扉页上那只跳上行李箱的灰条纹小

花猫抓着拉杆、炯炯有神地盯住了我们。难道小

花猫跟着他们一起去旅行？直觉会蹦出来告诉

我们：作为新角色的这个小家伙，很可能举足轻

重，非同小可！

的确，接受了上一次旅行计划流产的教训，

老糖夫妇信誓旦旦地要重整旗鼓，克服万难，坚

决行动。然而，新的困难马上又出现了。上一次

的计划泡汤，主要缘于他们有“外患”，“前怕狼

后怕虎”；而这一次他们开始踌躇则是因为有

“内忧”，不惧“虎狼”而忧猫——就是扉页上那

只顽皮的小猫，名叫克洛伊，是老糖夫妇也是作

家自己的心头之爱。三年前的夏天，朱自强老师

曾告诉我，他家收养了一只流浪的小猫，给它起

的名字就是克洛伊，他讲起克洛伊时眉飞色舞，

喜不自禁。三年后，活泼可爱的克洛伊走进了主

人笔下生动有趣的故事里，裹挟着潺潺流淌的

拳拳爱意。更奇妙的是，虽然作者并未把克洛伊

的照片发给画家，但是画家笔下的克洛伊形象

俨然就是那个现实中的原型，可见这一对“老朱

知己”真是心有灵犀。这种同心相印、同气相求

的图画书创作，必然会使得文字和绘画更加浑

然一体、活色生香。

那么，来看看这只小猫如何“折磨”了老糖

夫妇。为了安顿好克洛伊，他们殚精竭虑，设想

了种种方法，但又屡屡推翻，只因舍不得让它遭

惊吓、受欺负、被追赶，也舍不得让它忍受噪音

和孤独。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地安排好一切，临出

发时，却又节外生枝，冒出了又一个大难题，而

没想到的是，这难题竟然来自于他们自己：无法

承受对克洛伊的想念和牵挂。最终，他们再一次

放弃了旅行。

我们对老糖夫妇顺利出行的期待就这么一

路“跌跌撞撞”地攀爬，结果还是“跌入谷底”，泄气

之时又有一种异常温暖的雾气从谷底升腾而起，

动人地洋溢。因为，他们这一次的放弃，是完完全

全的心甘情愿，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爱，叫彻头彻尾

的依恋，叫深入骨髓的牵挂，叫放弃自我的牺牲，

叫坚守责任的担当，叫全心全意的呵护……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而且

也是一个关于困难和挑战的故事。当各种困难

纷至沓来，我们要做的是积极面对，想方设法去

解决。这还是一个关于束缚与自由的故事。真正

束缚我们的，有时不一定是外在之物，而恰恰是

我们自身。只有真正听懂内心深处的声音，并坦

诚地正视，才能解放自我，还诸自由。好的故事总

会有丰富多样的含义，而最重要的魅力是，透过

故事这面镜子，能够照见故事之外的我们自己。

这本图画书的主人公虽然是“老糖”夫妇，但作者

的旨意并不仅限于对老年人境遇和心态的观照，

他们只是生活的一种代表，不同年龄的读者都可

以从中感知到普泛性的梦想、困境与喜乐。

深谙文学之堂奥的作家懂得在故事中渗透

耐人寻味的意蕴，懂得诉诸于独一无二的情节

和细节，而且也懂得追求引人入胜的故事之网

的织法。这个纠结于克洛伊的旅行故事密布着

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冲突，常是一波刚平或未

平就一波又起，注重蓄势和陡转。高潮到结尾部

分出现了最大的戏剧性转折：眼看着万事俱备，

即将大功告成，然而形势又急转直下、前功尽

弃，但是收尾却又心平气和、皆大欢喜。故事充

满戏剧性，且以夸张来铺洒喜剧性，起伏跌宕的

旋律俏皮灵动而又温情脉脉。

优秀的插画家总能以独特的形象巧妙地传

递文字故事之神髓，并且还以别致的构图和细

节来丰富故事之趣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装饰

了花边的画面是老糖夫妇的各种假想，不带花

边的画面是现实的生活，二者交替变化、错落有

致。文字故事中已讲述了许多动人心扉或者令

人啼笑皆非的细节，前者如老糖夫人为了免除

克洛伊的孤独而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拉开窗

帘让它看风景；后者如离不开克洛伊气味的老

糖一个劲儿地想让小猫在自己的包上再尿一泡

的“爱屋及乌”。对于后者，画家采用各式各样的

小图来呈现滑稽的情境，令人捧腹，也过目难

忘。线条柔和、风格拙朴的绘画更凸显了故事本

身具有的喜感与蜜意。

读《老糖夫妇去旅行》的前后两个故事，结

尾都是“最后，他们取消了所有行程，选择留在

了家里”。也许，会有人质疑这种结局的雷同是

否会大伤其趣。不妨这么类比：当我们读格林童

话中的王子公主的故事，虽然结局几乎无一例

外都是“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不

会因为童话中安设了意料中的结局而放弃阅读

那形态多姿多彩的爱情故事，因为那过程之中

变换着别样的景致。同样，我们读“老糖夫妇去

旅行”系列，也不会因为它重复了第一个故事的

结局而觉得兴味索然，这种“重复”反而会激发

我们去进一步猜想：作者会不会在下一本中让

主角真正成行？或者，即便他们的旅行再一次落

空，那究竟又会遭遇怎样的羁绊？如何在结局的

“意料之中”进行过程的“意料之外”的腾挪变

化，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跳舞”，更需要非同一

般的智慧。这两位文学和插画功力极为老到的

“老朱”珠联璧合，将“老糖”故事的交谊舞跳得

深情款款、津津有味且神采奕奕。

最后，还想说一说故事中可能会被忽略的

另一个背景角色——旅行的风景。除了封面和

正文中对旅游进行时的假想之外，还有前后环

衬中粗略勾勒的金字塔景区的游览图。读完正

文故事之后，在后环衬中再次看到与前环衬完

全相同的风景，不由得感慨万端。这种前后画面

的呼应，构成了一种假想与现实的反差，包容了

一种善意的嘲讽，也拥抱了一种洒脱的舍弃，蕴

含了一种热切的召唤。“旅行”所意味的“诗和远

方”，永远都是人生的美好憧憬。风景还在虚位

以待，似乎在说：“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也

似乎在说：“我就在那里，永远等着你。”

那么，就让我们好奇地等待“老糖夫妇”可

能正在酝酿中的下一场旅行。或者，在暗笑他们

“屡战屡败”之际，也可设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

世界里，是否又真的能够放下一切，毫无拘牵地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会说话的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是一个大

书虫写给小书虫的书。幽默、生动、有趣、好玩。

故事的小主人公陶陶，在一个深夜，发现爸爸

的书房里有一本叫作《会说话的书》的书会说话。于

是，这个故事便展开了。这本书很神奇，犹如一个宝

葫芦，给陶陶的生活带来了神奇的变化。我相信，每

一个孩子，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神奇、好玩。

不过，这本神奇的书，并不是为了满足孩子的

愿望而出现的，并不是一个要什么就会出现什么

的宝贝，而是让孩子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观察这个

世界，认识这个世界，并了解世界的真相。

《会说话的书》是陶陶两岁的时候爸爸给他买

的。这是父爱的一种别样体现。当然，更重要的是

《会说话的书》作为书的陪伴价值。从另一个角度

说，这是父亲的陪伴、朋友的陪伴、小伙伴的陪伴、

正义的陪伴。总之，几乎每一章，《会说话的书》都

要扮演一种角色。

这是一本童话书，但是更像小说。其实，小说

和童话本质都是一样的，都要有妙趣横生的故事。

孙卫卫是写小说的，所以，这个童话里的语言很有

小说的味道。二者优点兼而有之，更有可读性。

孙卫卫是一个大书虫，所以，他写这个故事是

从心灵里写出来的。写的是他的真爱、真情。他写

这本书的本意，是希望孩子们也能爱书。因为书里

有这个世界所有的秘密。

如果读者是一个很爱读书的孩子，并且是读

过很多书的孩子，便会产生许多美妙的联想。任何

一本陌生的书摆在我们面前，要么告诉我们未知

的世界，帮我们预测到很多东西，要么告知我们生

活常识、人生经验，当然也有教训。孙卫卫这本书

也是这样做的。

我当然还相信，孙卫卫做了父亲，他是为自己

的孩子写了这本书。他是真心想培养孩子的阅读

习惯，让孩子爱上书，这大概是他的创作动机。我

想，孙卫卫想用这本书告诉我们，书是我们最忠实

的朋友、最贴心的朋友，是可以永远藏在心里的朋

友，每时每刻都会和我们说话的朋友。孙卫卫用这

个童话故事，来诠释书的价值和用途。

在我印象中，孙卫卫写作是很严谨的，严谨到

了会让人误会成为拘谨的地步。但这一本书改变

了我的看法，写得很从容、很舒展。可以想象，他写

作的时候是何等的眉飞色舞，充满快乐。这本书，我

个人觉得是孙卫卫童心展示的最彻底的一本书。这

也是他写给年龄段最低的小朋友们的一本书。所

以，内心不柔软，童心不灿烂，是写不好童话的。

有情怀的写作
——读彭绪洛读彭绪洛《《我的探险笔记我的探险笔记》》 □□乔世华乔世华

彭绪洛写作探险小说，并不只是在书斋

里任由想象力纵横驰骋，而是基于自身的探

险经历，其想象力的延伸和写作灵感的勃发

均由此受益。惟其如此，他的探险小说才格

外出神入化，能征服小读者的心灵。新近推

出的《我的探险笔记》（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年10月版），让我们见识到了他是如何

在人迹罕至的土地上“荒野求生”的。

《我的探险笔记》包括《死亡地带罗布

泊》《西藏生死线》《雅丹魔鬼城》和《神农架

野人谷》四本书，总结起来，有这样几个特

点。其一，惊险性。《我的探险笔记》是非虚

构的日记体，其中所讲述的诸种曲折历险

丝毫不逊色于彭绪洛此前小说的探险叙

事：戈壁滩上伴着狼群此起彼伏的嚎叫声

和由远渐近的奔跑声入眠，盘山公路上发

生刹车油渗漏（《死亡地带罗布泊》）；在沿

途全是悬崖的通麦天险路段行驶，攀登哈

巴雪山时遭遇暴风雪袭击（《西藏生死

线》）；徒步穿越戈壁沙漠，遭遇沙尘暴，在

无人区旱峡突遇陷车（《雅丹魔鬼城》）；夜

宿老君山时为巨兽走路的巨大声响所困

扰，在野人谷里惊遇野人模样的动物（《神

农架野人谷》）……这套书还同时配有500

多幅实景照片，为读者如实还原了其探险

路上的见闻。难能可贵的是，彭绪洛自始至

终是以平易入心的文字娓娓讲述以给后来

者提供参照，以赏心悦目的画面召唤读者

以使之亲近、热爱自然。

其二，文学性。彭绪洛勤于笔耕，已有

20年创作历史，历次探险中无论多苦多累，

都要坚持写日记。长期写作上的历练使得

其拥有了很好的文字功底，，能准确而富有

神韵地讲述经历、传递情思，一如其自己所

言：“这些真实的感受和细微的心理变化，是

平时坐在家里想象不出来的，只能是真实的

经历才可以换来。”（《死亡地带罗布泊》）就

文本属性而言，《我的探险笔记》属于散文，

但其中也有机穿插了不少于探险途中酝酿

完成的诗歌，如为沉睡了3800年的楼兰姑

娘而代言的《楼兰姑娘》，向科学家彭加木、

探险家余纯顺致敬的《魔术大师》《余纯顺的

故事》等，这些诗歌情深意长，富有想象力，

激荡着读者的心潮，也调剂了叙事。

其三，科学性。彭绪洛的科学探险不是

为了游山玩水或寻求刺激，而是有着多重

严肃目的：为了把儿童探险小说写得更加

真实；验证日常习得的科学知识和求生技

能的准确性和实用性；确证自己并更好地

感受生命和感悟生活。《我的探险笔记》是

其进行文化和科学考察的结晶，内中所涉

及到的自然风物、人文历史、科学知识、宗

教文化比比皆是：高昌古城、火焰山、纳木

措湖、唐古拉山口、剑门关、昭化古城、可可

西里自然保护区……实在是一部扩展读者

各方面科学知识的科普著作。

其四，实用性。彭绪洛在探险路上积累

了很多宝贵的野外生存经验，他把这些经

验以文学的和说明的方式毫无保留地呈奉

给读者。一方面在正文中有生动细致的叙

说，另一方面又有非常具体实用的探险攻

略，诸如危险指数、辛苦指数、体力消耗、探

险周期、最佳出行时间、注意事项等等，条

分缕析，无微不至。

彭绪洛一直笃信“人类历史，就是一部

探险史和开拓史”，“探险也是儿童成长永

恒的主题”，倡导“多一次探险，多一分安全；

多一次探险，多一条生命”。他写作探险笔记

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光荣经历，而是以此激

发读者求知探索的精神，召唤儿童身上的血

性、勇气与智慧，同时还要让读者意识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进而对大自然秉持

敬畏之心。这是一位用生命在写作的人，也

是一位富有情怀的儿童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