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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野天鹅》着重写了一群生活在艺术

大院的孩子在特殊年代的成长经历。您的创作初

衷是什么，为什么是那样一个时代下的那样一群

孩子？

翌 平：实际上《野天鹅》这本书跟我母亲有

关，上世纪70年代年的时候，她刚恢复工作就把

《野天鹅》改成木偶剧。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幕，11

只天鹅从天上飞落到舞台上变回了王子，燃烧小

公主的火焰变成了玫瑰花，那一刻所有的孩子都

在欢呼雀跃，包括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在

我心中几十年挥之不去，它变成了我的一个写作

动机。我母亲讲：安徒生的童话是给人力量的，这

种力量需要用心体会。在我开始新阳刚少年小说

写作时，我觉得它成为我小说的气脉。当然还有

爱，关于爱，儿童文学的作者会很本能地坚守和

坚信的。安徒生式的爱不是为了让别人和自己

感动而表演出来的，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爱

心而进行的情感消费，它有疼痛、有代价、有付

出，为了所爱的人可以自我牺牲，为了他人而隐

忍负重。这种情感是饱含在人心深处的，这就是

我母亲所说的力量。实际上她受安徒生的影响

很大，从母亲的代表作《野葡萄》《金花路》不难

看出其中相通的人性光泽，为了他人的幸福而

自我牺牲。虽然这些作品的讲述方式更像民间

老奶奶讲的故事。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野天

鹅》涉及普通人生活，讲述去爱和呵护爱的故

事，它们表达的想法是一致的。它写的就是一种

人性基因，在民间可以被称为厚道，人落难时不

落井下石，爱护他人的孩子，强调亲情，强调人

伦天理等美德，在安徒生童话里被称之为爱的

东西，而在母亲的童话里表达成奉献的那些内

容。它们传颂了几千年，存留在我们的基因里，成

为我们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表达这种情感其实

就是讲述最真实的中国故事，它描绘出中国人的

某种人性品质，有韧性、皮实、倔强地恒定向善。

这是安徒生的，更是世界的，因为世界上的人都

是人，本性是一样的。

记 者：考虑到小说的历史背景，所写的又

是孩子的成长，您在小说中是如何处理人性的复

杂性的？

翌 平：我觉得这涉及小说立场。二战后从

法国新小说那时起，作者就开始主张要间离小说

中的人物，作者只是局外地审视，关瞄、注目、凝

视作品的主人公，那种主宰作品走向和主人公命

运的古老写法因为受到很充分的质疑而被放弃。

关于这部作品里的人物，我更希望他们在小说的

场域和情境中自

由发育、生长，而

不是规定他们的

宿命。我是很反

对“极恶”的写法

的，把所有的人

性之恶提纯化，把这种滞重说成文学的厚重和深

度，然后在读者不堪重负的内心压上最后一根毁

灭性稻草。有的作品在塑造惨烈时是津津乐道

的，觉得情节的推动要靠不断加码制造出的读者

心灵创伤作为推动力，其实阅读国外的优秀文学

作品，特别是青少年文学佳作，优秀的都不是这

样的。波澜不惊的生活表层下感知人性永恒的、

普遍的东西，往往能让人体会到平常之中的不寻

常，能够发现人性中浑沌、错杂却又不失可爱和

令我们迷恋与屈就的东西，它让我们半推半就，

嘘吁长叹，无法脱离。对于作者而言，对外部世界

的过度借力，会关闭心灵内向的感知。每个人都

无例外地是人性的复杂体，每个人在严峻的条件

下都定会呈现出某种人性的脆弱、犹疑和自保，

这是人的本能，文学不能给作者特权居高临下去

挑剔和审判作品中的人物，透过某种意义上讲，

从某种人性共性就可以看到时代的症结。在这部

作品里我试着写出人性的多样，就如同生活本身

总是一言难尽，让人唏嘘。

记 者：小说开头就提到了野天鹅被盗猎，

又以野天鹅在秋天飞回了城市，孩子们相约去看

天鹅结束；孩子们最后组织排演的也是安徒生的

童话名篇《野天鹅》。在小说中，“天鹅”似乎具有

某种象征意义，是否与孩子们的成长过程有某种

对应关系？

翌 平：天鹅源于我母亲改编安徒生童话的

木偶剧。在这部小说里，每个读者会读出不同的

意义，给出不一样的理解和诠释。对我的创作来

说，它仅仅是一个动机，如同本书中的音乐一样。

在小说里天鹅是优雅的，她的姿态、她的矜持，她

舞蹈一样的飞翔，都是动作和视觉的语言。她的

出现和朝向城市的到来，会给孩子们带来一种美

丽和安全感，让人感觉到人与人、人与动物正常

相处状态的回归，同时也给饥饿时代的孩子们带

来不可言说的欢乐，这些情境我希望读者能与我

一起分享到。其实少年文学是应该回归安徒生

的，也就是儿童的概念从神化回归人的层面。儿

童和少年归根结底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

的冷暖、饥渴、恐惧与忧伤，他们的生存状态，是

儿童文学作者应该感受得到的，是文学表达的内

容与形式。基于现实层

面之上的童话，可以自

然地衍生出针对现实多

维的象征与隐喻。实际

上安徒生的童话精神，

当下很多程度上被从容

地消解掉了，尽管没有

公开否认他的经典性，

对安徒生童话的解读却

默默地异化着。所谓苦

难、死亡、现实、艰辛，都

约定俗成地变为儿童文

学的禁忌，而爱的精神

也可以被稀释成一种日

常情感消费，惟一正常

的童话是那些架空于现

实之上与现实完全撇清

关系的文字。

记 者：小说采用

一种散点透视的写法，

在不同章节中侧重写不

同的人物和事件，同时

人物经历和人物关系又

是在不同章节的穿插叙

述中才能拼凑完整。比如前几章中从不同角度写

了梁胄写大字报检举其他同事，由此引起大人之

间以及孩子之间关系的紧张，又在“形单影只的

指挥家”一章中写到了梁胄的艺术经历，之后又

写到梁胄向小雪展示手臂被烟头烫的疤，从而表

现出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您选择这种写法，是基

于怎样的考虑？

翌 平：是的，这是一部拼图式的小说。在文

学作品里多重线索的交错、并行、嵌套或迂回，都

是很常见的，但在少年小说里还比较少。其实不

用过度担心少年读者的接受能力，拼图或魔方式

的叙述，从结构上会激发读者的阅读潜能，让他

们参与其中，拼接时个人的创造性也会带来不

同的文学理解和审美享受。在这部作品里，我希

望让每个小段都内含兴奋点，这样汇聚的热点

会给读者带来比单一线性结构更丰厚的阅读愉

悦。我比较警惕小说结构给作品带来习惯性套

路化约束，作者自己往往难以察觉这种约束，可

以很熟很顺溜地借助自己的笔力惯性“滑行”，

这种习惯源于自己过去曾获益的经验和当下主

流话语理念的无形影响，很多时候会导致作者

无意识地写得有些似曾相识。讲故事是写作人

的基本功，而擅长“编故事”，对写作人并不全是

褒义，它隐含着“轻车熟路、驾轻就熟、水到渠

成、借势而为”，因为对自己驾驭故事能力的充

分自信，而忽略了写作难度和避免自我复制的要

求。叙述的多样化让我有意避开这些写作“陷

阱”，也让每一章节拥有自己的特点，从整体上产

生多彩多样的感受，这样的结果可以出乎原始的

创作预期。

至于梁指挥这个人物，我很想精细地，像临

摹一样地写出来他人性通透的质感。我写他奔跑

追车，内心是雀跃的，欢乐如花开一样。感觉这是

一种释放，是写作者我的，也是我给予他这个人

物的。生存环境把一个有追求有抱负的艺术教师

塑造成一名纯粹的实用主义者，梁指挥就成了一

个社会符号。他的生存逻辑很简单，为了生存所

需考虑的就是凑足必要的现实条件。跑可以不用

等车，就可以准时回家，所以就可以放弃装瘸的

表演直接狂奔，别人对他的目光可以忽略。如果

我们内视自我，会发现在特别艰难的时刻我们都

有可能很像梁指挥，这么一想，对人性复杂带来

的喜感会多了一份宽容。还有他用五线谱书写的

日记，那可能是一位音乐准大师在难挨的日子里

惟一可以倾诉和宣泄的载体，同时也记录了许多

秘密，比如对红楼大人的，比如对林栋的，还有关

于舞鞋的。梁指挥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类，他勤奋、

励志，擅长适应，不达目的就会坚持不懈，他的专

业水准不得而知，与大众却有一种很容易打成一

片的亲和力，对权威能及时做出谦卑的妥协。他

很得意于自己的肢体表达，艺术毕竟是要感染普

通人的，不仅仅是感染专业人士，大众需要在欣

赏的过程中得到专家通俗的点拨，于是这种高贵

身份的大众得以接受和自我得以认同，古典音乐

大师的精神附体也就变得妙不可言，以至于让他

欲罢不能。

记 者：小说中的孩子们出身于艺术家庭，

从小受到各种各样艺术形式的熏陶，艺术不光陪

伴他们的成长，也成为他们受到各种各样伤害时

的疗救方式。特别是在排演《野天鹅》时，不仅艺

术大院的孩子们参与其中，厂区的孩子们、部队

大院的孩子们甚至国外的孩子们和大人们也都

热情参与其中。为什么会浓墨重彩地写到这样一

场演出，这场演出是否可以看做是当时人们自发

治愈时代创伤的一种方式？“艺术”在整部小说中

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或意义？

翌 平：音乐对于这些艺术大院的孩子来说

不仅是娱乐和消遣，更重要的它是生活下去的精

神食粮。书中练琴与舞蹈的孩子，能拥有一片独

立的精神世界，他们在音乐里得到滋养，获得安

慰，也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他们可以退

守的、封闭的、自己独享其中的精神家园。对古典

音乐大师作品的感同身受，让他们体会到在特定

时期人们在日常环境里无法感受到的情感交流。

书中的音乐段落同少年的情感和处境有很多关

联，我觉得音乐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叙事，而用文

字去诉说音乐，会让文字带来音乐的审美情愫，

在这部小说里我尝试着做了。

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孩子，是我特别希望

写出来的。在特定的时期，知识分子的孩子很羸

弱，他们因为感受力细腻和身体弱小，对生存环

境的适应更加困难，而且他们的内心感觉比常人

更丰富。

但我不想成为任何群体的代言者，实际上以

人的群体来界定人性的善恶是靠不住的，是简单

化的写作行为，对人的描述在于他们的有血有

肉，在于对他们潜在可能的发现。

对《野天鹅》剧的共同喜欢，让大家把演出变

成了共有的游戏嘉年华，那个时代不同家庭背景

的孩子，虽然彼此有隔阂，家境好的孩子会拿家

境不好的孩子开玩笑、调侃，甚至欺负，可他们在

游玩中很容易结下交情，他们是对手，是玩伴，相

互逗贫、取笑，但也会彼此帮忙。少年看待艰辛和

困苦的方式往往比成人要简单，他们会用谐谑、

玩耍的方式对待生活，用懵懂之心去应对复杂的

世界，很多成人看似过不去的坎，他们能稀里糊

涂地就蹚过去了。

记 者：小说基本遵循写实手法，细节真实

而丰满；同时也不乏想象和梦幻的笔法，这种表

现手法与小说主题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翌 平：我觉得好看的少年小说都是要扎根

在现实的土地中的，而现实世界与感觉世界的界

限模糊、含混，甚至可以自由地相互渗入，是非常

能够调出潜在的文学表现力的，当然这种“跨界”

的穿梭一定要建立在扎实的现实基础上。书中我

写同胞兄弟分别，一个要随爸爸去远方的农场，

一个要留在城市里，就是这种表达。两个都困倦

的孩子，平时因为总打架而没话可说，此时却好

像有了奇妙的心灵感应，一种不安定的预感，让

他们一下子有了许多想彼此倾诉的想法。那种诉

说是视觉的，听觉的，更是心灵联通的。对于孩子

特有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应该用特殊的文字去呈

现。小说可以读，也可以用眼睛看，这种移觉方式

会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此外练琴少年

对音乐的感触也是这样的。

记 者：有评论家用“阳刚”来形容您的儿童

文学创作，认为这是当代儿童文学中具有独特气

质的一种书写方式。在阅读您的新作《野天鹅》

时，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书中的孩子们在

特殊年代的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痛，

但整部作品的多重基调中，仍然有一种逆境中生

长的昂扬蓬勃的调子。为什么您会特别看重这种

“阳刚”或者说特别具有精气神的气质？

翌 平：这本书可以概括为“向光生长，逆风

飞翔”，虽然它不是一部所谓的励志类故事。“阳

刚”的含义我觉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大，它是一

种力量，虽然弱小即使身处严峻的外在环境，都

无法被泯灭，它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对少年纯粹

的内心和不断发育的身体，还有就是对少年品质

中的善的自信，用文学的方式表达是再恰当不过

的了，它讲述一种经历艰难，自愈和自我提升、成

熟的过程，书写各样的少年成长。

记 者：据我了解，您近年来系统研究了英

美青少年文学写作，研究结果对于您的创作是否

有影响，您在青少年原创文学这一领域又将会做

哪些探索？

翌 平：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文学这一文

类已经相当成熟，它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自己

的评奖系统，以及几十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作

家队伍。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作品的探索和创新

都有很大的变化，它们涉及历史、宗教、种族、社

会、女性、性意识等多重方面，核心却是“人的文

学”。作为从传统儿童文学中分离出来的新文类，

青少年文学与儿童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它的主

要特征有：一、作品强调少年主体性，青少年的个

人身份得以确立，他们已经拥有了独立的个体意

识、人格、思想，想象自己是大人拒绝承认自己

的儿童身份，对成人的儿童式认同及教育环境

产生逆反。二、少年文学强调生长性。不同年龄

段的少年身心要求不同，从少年身份觉醒到自

我意识主宰形成了明显的年龄差异。三、作品文

学性的彰显。青少年文学的特点是其多姿多彩

的文学表达，其中不乏在整个文学领域拥有一

席之地的佳作，这些作品与传统的儿童文学相

去甚远，与写给成人的文学更为接近，有影响力

的幻想作品更是享誉全球。四、契合主流价值

观。青少年的心智特点只具有明确的是非二元

对立判定和穷极追问的价值判断，这也形成了

其明确稳定的价值观体系。比起许多以猥琐的

生活和破碎的人性演绎邪恶的作品，青少年文

学的价值观更为明朗和直观。

从国际上看，青少年文学因为体系的建立

得以快速的发展，国内这一领域尚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中国在青少年文学领域不缺乏素材的

优势，重要的是对这样的文类能有新的认识和

认同。立足本土，着眼世界，相信会有很多在世界

范围内享誉的中国作品出现，我希望自己也能努

力，参与其中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发出中

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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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话创作中对自己关在童话创作中对自己关于色彩迷恋的自我描述于色彩迷恋的自我描述，，

由此可见由此可见，，她作品中色彩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她作品中色彩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性。。安房直子的作品多为幻想小说安房直子的作品多为幻想小说，，其童其童话中从话中从

未缺席的色彩描述未缺席的色彩描述，，从某从某一层面一层面，，淋漓尽致地淋漓尽致地

展现出展现出作者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细腻的观察和感作者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细腻的观察和感

受受。。其作品语言唯美温柔其作品语言唯美温柔、、意境充满广博的自意境充满广博的自

然之美然之美，，色彩渗透到读者脑海中色彩渗透到读者脑海中，，形成强烈的形成强烈的

视觉感视觉感，，足以让人感受到作品的力量和故事背足以让人感受到作品的力量和故事背

后的意义后的意义。。

用色彩延伸故事用色彩延伸故事

在安房直子的童话中在安房直子的童话中，，有大量对于色彩的描有大量对于色彩的描

述述，，童话可以无边无际的去展开想象童话可以无边无际的去展开想象，，连动物都连动物都

可以拟人化可以拟人化，，色彩也就不再拘泥于现实的合理色彩也就不再拘泥于现实的合理

性性。。但这种不拘泥但这种不拘泥，，并非完全不合理并非完全不合理，，作者在文作者在文

字上对色彩的运用字上对色彩的运用，，总是可以连接现实与幻想之总是可以连接现实与幻想之

间的那道界限间的那道界限，，让读者身处其中让读者身处其中，，既拥有幻想的既拥有幻想的

美妙美妙，，又感受到故事的现实意义又感受到故事的现实意义。《。《下头一场雪下头一场雪

的日子的日子》》里里，，兔子们反复颂唱着一首歌谣兔子们反复颂唱着一首歌谣：：““兔兔

子的白子的白，，是春天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是艾蒿叶子反面的颜是艾蒿叶子反面的颜

色色。。””这里写的这里写的““兔子的白是春天的颜色兔子的白是春天的颜色””，，春天春天

原本是生机勃发的原本是生机勃发的，，充满鲜艳色彩的季节充满鲜艳色彩的季节，，怎么怎么

会是白色的会是白色的？？继续读下去继续读下去，，原来是女孩和着兔子原来是女孩和着兔子

的歌声跳了起来的歌声跳了起来，，一边跳一边似乎感觉到了春天一边跳一边似乎感觉到了春天

的气息的气息，，明明是在白雪皑皑的冬季明明是在白雪皑皑的冬季，，却好似闻到却好似闻到

了花香了花香，，听到了小鸟的声音听到了小鸟的声音。。心情改变了心情改变了，，变成变成

了明朗的春天的颜色了明朗的春天的颜色。。在这里在这里，，““白色白色””便成了便成了

春天的颜色春天的颜色。。这种与现实不符的色彩描述这种与现实不符的色彩描述，，延展延展

到故事中到故事中，，似乎也充满了童话特有的似乎也充满了童话特有的““合理合理

性性””。。又例如又例如《《手绢上的花田手绢上的花田》》中中，，关于色彩的关于色彩的

表达就更为有趣表达就更为有趣。。““小人国的天空是湛蓝湛蓝小人国的天空是湛蓝湛蓝

的的，，飘着碎碎的白云飘着碎碎的白云。。可是可是，，这是真正的天空这是真正的天空

吗吗？？说不定现在正有人从上面俯瞰着这片土地说不定现在正有人从上面俯瞰着这片土地。。

也许说不定也许说不定，，那人穿着深蓝色碎白点的和那人穿着深蓝色碎白点的和

服……服……””这里对蓝天和白云的形容再平常不过这里对蓝天和白云的形容再平常不过，，

却在后半段有了转折却在后半段有了转折，，担心起也许眼前的蓝天白担心起也许眼前的蓝天白

云并非真正的蓝天白云云并非真正的蓝天白云，，而是有人穿着深蓝色碎而是有人穿着深蓝色碎

白点的衣服在监视着呢白点的衣服在监视着呢。。这里透露出对颜色的恐这里透露出对颜色的恐

惧惧，，把蓝天白云拟化成了一个监视者的形象把蓝天白云拟化成了一个监视者的形象。。联联

系后面的故事内容就能明白系后面的故事内容就能明白，，原来是背弃承诺做原来是背弃承诺做

了错事受到惩罚的夫妇两人来到小人国无法再回了错事受到惩罚的夫妇两人来到小人国无法再回

到现实世界的心情到现实世界的心情。。蓝天和白云的色彩蓝天和白云的色彩，，在这里在这里

起到了对于心理的一个影射起到了对于心理的一个影射，，色彩在童话中充满色彩在童话中充满

了各种可能性了各种可能性，，也令故事延伸出更多可能的内容也令故事延伸出更多可能的内容

和层次和层次。。

色彩的渗透及运用色彩的渗透及运用

安房直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安房直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狐狸的窗狐狸的窗

户户》，》，就是因为看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花田就是因为看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花田

从而激发了创作灵感从而激发了创作灵感。。““拐了一个弯拐了一个弯，，突然突然，，我我

觉得天空特别耀眼觉得天空特别耀眼，，就像是擦亮了的蓝玻璃……就像是擦亮了的蓝玻璃……

这时这时，，地面也有点淡蓝地面也有点淡蓝。。””蓝色蓝色，，一直都是作者一直都是作者

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颜色，，再也没有比蓝色更深远更具有幻再也没有比蓝色更深远更具有幻

想性的颜色了想性的颜色了。。当作者看到蓝色的大片桔梗花田当作者看到蓝色的大片桔梗花田

时时，，脑中立刻出现了故事的画面脑中立刻出现了故事的画面：：用染蓝的手指用染蓝的手指

围成一个框围成一个框，，能在里面看到自己逝去的亲人能在里面看到自己逝去的亲人。。从从

出现色彩的那一秒钟起出现色彩的那一秒钟起，，读者也进入了作者的童读者也进入了作者的童

话世界话世界，，似乎可以与故事同悲喜似乎可以与故事同悲喜。。染成蓝色的手染成蓝色的手

指也不仅仅只是手指指也不仅仅只是手指，，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一

种能够再次与逝去的亲人在平行空间相遇的魔种能够再次与逝去的亲人在平行空间相遇的魔

法法。。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关于色彩的描述也不关于色彩的描述也不

算太多算太多，，却让人通篇像沉浸在蓝色的忧伤中却让人通篇像沉浸在蓝色的忧伤中，，无无

法自拔法自拔。。而故事里无论是蓝色的桔梗花还是染蓝而故事里无论是蓝色的桔梗花还是染蓝

的手指的手指，，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都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疗愈了孤独灵疗愈了孤独灵

魂背后充满哀思的情绪魂背后充满哀思的情绪。。在在《《红色的鱼红色的鱼》》中中，，雪雪

枝救了险些被当做宴席上美味食物的鲷鱼枝救了险些被当做宴席上美味食物的鲷鱼，，鲷鱼鲷鱼

送了她三片鱼鳞作为回报送了她三片鱼鳞作为回报。。雪枝用前两片鱼鳞换雪枝用前两片鱼鳞换

取了柔顺的长发和美丽的眼睛取了柔顺的长发和美丽的眼睛，，并因此得到了爱并因此得到了爱

人的青睐人的青睐。。就在举行婚礼的当天就在举行婚礼的当天，，和多年前救起和多年前救起

鲷鱼的那次一样鲷鱼的那次一样，，雪枝的婚宴上也需要一条寓意雪枝的婚宴上也需要一条寓意

吉祥的鲷鱼来款待宾客吉祥的鲷鱼来款待宾客。。雪枝为了自己的婚礼顺雪枝为了自己的婚礼顺

利进行利进行，，使用了最后一片鱼鳞想要换取鲷鱼的生使用了最后一片鱼鳞想要换取鲷鱼的生

命……文中色彩的运用极为巧妙命……文中色彩的运用极为巧妙，，雪枝原本的头雪枝原本的头

发是干枯的红褐色发是干枯的红褐色，，在鲷鱼的帮助下变成了丝绒在鲷鱼的帮助下变成了丝绒

绿绿，，绿色是充满生命力的颜色绿色是充满生命力的颜色，，这种色彩的变换这种色彩的变换

和形容让雪枝的面目逐渐在眼前清晰起来和形容让雪枝的面目逐渐在眼前清晰起来，，甚至甚至

可以想象得到一个美丽的少女站在海边可以想象得到一个美丽的少女站在海边，，她柔软她柔软

光滑的深绿色长发随风飘舞光滑的深绿色长发随风飘舞。。文中最精彩之处便文中最精彩之处便

是结尾是结尾：：““缓过神来缓过神来，，天空已是一片玫瑰色了天空已是一片玫瑰色了。。

就仿佛红色的鱼升到了天空上就仿佛红色的鱼升到了天空上，，成群结队地游过成群结队地游过

来了似的来了似的，，天上是一片美丽的朝霞天上是一片美丽的朝霞。。””这一段这一段

中中，，消失在水桶里的鲷鱼消失在水桶里的鲷鱼，，在有着玫瑰色朝霞的在有着玫瑰色朝霞的

天空中成群结队游了过来天空中成群结队游了过来，，也游在雪枝的心灵深也游在雪枝的心灵深

处处，，不知道没有了鲷鱼的婚宴不知道没有了鲷鱼的婚宴，，雪枝的未来如雪枝的未来如

何何，，而雪枝又是否后悔选择牺牲鲷鱼换取自己的而雪枝又是否后悔选择牺牲鲷鱼换取自己的

幸福……一切都不得而幸福……一切都不得而知知，，这时文中描写朝霞的这时文中描写朝霞的

玫瑰色玫瑰色，，像人性的弱点像人性的弱点，，将色彩注入情感描述将色彩注入情感描述，，让让

读者感受到雪枝的绝望读者感受到雪枝的绝望。。

色彩文化的意义色彩文化的意义

对于色彩文化的理解对于色彩文化的理解，，通常最简单为感官上通常最简单为感官上

的视觉性和相似性的视觉性和相似性。。如如，，太阳是黄色的太阳是黄色的，，代表着温代表着温

暖和向上暖和向上；；树木是绿色的树木是绿色的，，有着舒适和自然的气有着舒适和自然的气

息息；；血液是红色的血液是红色的，，充满着热烈的生命力……但在充满着热烈的生命力……但在

安房直子的作品中安房直子的作品中，，色彩不再仅仅通过描述感官色彩不再仅仅通过描述感官

上的相似性来使得语言更加优美上的相似性来使得语言更加优美，，更有色彩文化更有色彩文化

背后想要表达的意义背后想要表达的意义，，可以由色彩表述的变化延可以由色彩表述的变化延

伸到和作品要表达的感悟合二为一伸到和作品要表达的感悟合二为一，，或者用色彩或者用色彩

影射出人物当下的真实情绪影射出人物当下的真实情绪，，这是作者作品中色这是作者作品中色

彩文化存在的真正意义彩文化存在的真正意义。。

安房直子童话中色彩文化的魅力安房直子童话中色彩文化的魅力，，在每一部在每一部

作品中都有涵盖作品中都有涵盖。。阅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阅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

后后，，读者仿佛停留在或浓读者仿佛停留在或浓烈或淡雅或清新的色烈或淡雅或清新的色

彩世界中彩世界中。。儿童是童话作品的读者儿童是童话作品的读者，，但作者的但作者的

童话作品童话作品，，是令成人阅读后也能感受到文学审是令成人阅读后也能感受到文学审

美性和对人生美性和对人生、、自然自然、、生命有深深的体会和感生命有深深的体会和感

悟悟。。少女深绿色的长发少女深绿色的长发，，玫瑰色的天空玫瑰色的天空，，幽暗幽暗

深蓝的大海深蓝的大海，，以及金色耀眼的夕阳……这些通以及金色耀眼的夕阳……这些通

过色彩与人物过色彩与人物、、故事产生关联的作品故事产生关联的作品，，都蕴含都蕴含

着作者想要对读者表达的真正含义着作者想要对读者表达的真正含义。。作者擅长作者擅长

的色彩文化像是一条丝线的色彩文化像是一条丝线，，细细密密将现实与细细密密将现实与

幻想巧妙连接起来幻想巧妙连接起来，，我们在其中感受着每部作我们在其中感受着每部作

品背后的人生品背后的人生，，用色彩去架构故事的走向用色彩去架构故事的走向，，用用

色彩去描色彩去描述情感延伸的状态述情感延伸的状态，，用色彩把整个文用色彩把整个文

章的起承转合都衔接起来章的起承转合都衔接起来，，不得不说不得不说，，这是作者这是作者

独有的一种创作魅力独有的一种创作魅力。。

安房直子作品中的色彩文化及其意义安房直子作品中的色彩文化及其意义
□曹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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