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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海凝神
——读《深蓝色的七千米》 □高洪波

于潇湉是一位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探险者”，

她似乎从来就不喜欢那种浅表化的无难度写作，

而总是热衷于“高空探险”，每一部新作都会去挑

战一个新的高度或陌生的题材领域。

新近出版的长篇新作《深蓝色的七千米》，尽

管故事结构上不再像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那个

冬天叫比姆》那么“烧脑”，但小说题材又是前所

未有的。2012年6月，中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

北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载

人深潜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

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这部小说正是以蛟龙号

上的科学家和深潜勇士们为主角，讲述了他们用

大无畏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挑战深海极端环

境，亲手揭开了隐藏在苍老的、深蓝色的海水底

下那些“大神秘”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里始终

埋藏着科学“硬核”，尤其是7000多米之下的深

蓝色海水中，处处是未知的悬念，与我们日常生

活经验相比是如此陌生，距离又如此遥远，甚至

根本就是我们无从想象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仍

然是一部比较“烧脑”和充满挑战意味的小说。

这是只有“深潜”之后才能领略到的科学奇观，是

只有深耕细作之后方能采撷到的文学硕果。

作为中国首部蛟龙号主题儿童小说，无论是

深海科考这个科学“硬核”，还是蛟龙号及其母船

向阳红9号的来龙去脉，还有对深潜英雄和科学

家们的工作流程、科考内容的描述，都是不可缺

失的。那么，如何把那些深奥的科学道理和专业

术语融入流畅的故事讲述之中，既能生动形象，

又能比较准确地传递给小读者，这对作者来说，

无疑是一种极高的创作挑战。

“地球的一半在沉睡，一半正在醒来，然而向

阳红9号是不眠的。海风吹得天旋地转，浪涌起

来像是一座座小山，劈面而来。站在这里，人和

水珠没有区别，都在扬起、落下，谁都无法在动荡

的世界里寻找自我……”

“蛟龙号活了，摆动尾部，红色的背部如一面

旗帜，切入、露出，紧接着，主吊缆被拖曳着，把蛟

龙号一股脑儿地提了起来，画出一道银色的短

弧。如同蒲公英的根找到了土地，终于，蛟龙号

在向阳红9号的甲板上安顿了下来。”

这是我从小说里信手拈来的两个段落。不

能不说，作者的才气是极其充沛和丰饶的。虽然

故事里涉及了不为人知的科考专业，但作者举重

若轻，撒豆成兵，讲述过程中处处闪耀着辽阔海

洋的蔚蓝光芒，也回荡着深潜勇士们青春和生命

的壮歌，飞扬着追梦少年们昂扬浪漫的朝气。

作者给小说巧妙地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

一条是主线，从正面描写和讲述了蛟龙出海和下

潜到被誉为“第四极”的深蓝色海沟之下的故事，

塑造了潜航英雄付云涛、唐佳霖和科学家杨敏，

蛟龙号总设计师、老科学家徐老，还有负责深海

无人潜水器海龙号科考的都兰等成年人的形象。

另一条是辅线，写一群来自不同家庭的少年，满

怀对海洋深潜的好奇与梦想，从参加少年潜航员

选拔开始，经过不断的淘汰和过关，最终得以进

入正式少年学员行列，模拟操作蛟龙号，体验深

潜的全过程，并切身感受到了从事深潜科考所必

需的坚强、勇毅、严谨和信心的故事。两条故事

线索时而并行向前推进，时而交织在一起，就像

巴·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说到的小说叙

事上的“连通管术”一样，尽显一种叙事魅力。

因为是一部“儿童小说”，所以作家在少年潜

航员这条线索上着力更重。通过这条故事线索，

小说塑造了唐冉、付初、谢蒙、沈鱼、梅兰竹等少

年形象。这些少年的成长中有风暴也有彩虹，

有的坚韧执著，有的正直果敢，有的还有着极其

不幸的身世，比如那个来自孤儿院的少女梅兰

竹。他们最终都凭借着无畏和无敌的少年朝

气，凭着渴望去远方遨游、在深蓝的海水下飞翔

的梦想的力量，“从漆黑的幽闭舱中走出来”，像

崭新的太阳在第二天早晨喷薄而出，完成了各自

的成长蜕变。

随着故事的步步推进，一个个悬念背后的真

相渐渐浮出海面：原来，唐冉的父亲是一位被淘

汰下来的潜航员考生，蛟龙号不仅是这位父亲的

梦，也是陪伴着唐冉长大的一个梦；有着扑朔迷

离的身世、在孤儿院长大的梅兰竹，也不是什么

窃听机密的“间谍”和“小偷”，而是一个心怀梦想

的追梦少女；到了故事最后，付初终于理解了父

亲的平凡与光荣、艰辛和伟大，他从背后抱住父

亲，低声说道：“爸，你辛苦了！”少女梅兰竹也在

金色的阳光下朝着一直深深疼爱着自己的养父

奔过去，第一次从心底里地喊出了“爸爸”二字。

为了设计蛟龙号，中国科学家们付出了10

年时光。而蛟龙号所创造的7062米深潜纪录，

也意味着它有足够的能力载着中国人海洋探索

的梦想，去探索全世界90%以上的海域。小说在

讲述两组人物故事的同时，也为读者清晰地勾勒

出了中国在载人深潜科学领域的发展轨迹，准确

地传播了深潜科考工作的科普知识，也让读者真

切地感受到了深潜勇士和科学家们为了祖国的

海洋探索事业而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科学风采

和奋斗精神。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株枝叶纷披

的文学绿树，在茁壮的树枝上又结满了科学的坚

果。正如蛟龙号潜航员唐嘉陵所说，有了这样一

本儿童小说，无论是跟自己的孩子还是别的小朋

友，再去解释什么是蛟龙号和海洋深潜科学时就

容易多了。

作者描写蛟龙号下潜时的景象：“蛟龙号抛

掉两块压载铁，开始下沉。它吐着层层叠叠的气

泡，在果冻般透明的海水中缓缓开拓出一条闪着

银光的路。气泡升腾，海波漾起，像极了一匹

荡开的透明丝绸。”描写潜航员在接近海床时，

看到了一种“海雪”奇观：“茫茫大雪在海水中

纷纷扬扬。和地面上的雪不同，这里的雪既不

像盐粒子也不像鹅毛，更像春天时的柳絮，一

片片、一团团，无主地、自在地上下翻浮。”像

这样的描写，如果事先没有做过扎实的专业采

访和资料研究功课，仅靠凭空想象是很难写得如

此生动又准确的。

每个孩子的心中，也许都藏着一个去远方航

海的梦。辽阔的海洋里，深蓝色的海水下，隐藏

着地球无数的秘密，也在不断上演着不为人类所

知的故事。海洋强国之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离我们中华民族这么近、这么清晰。正如蛟

龙号的两位潜航勇士傅文韬、唐嘉陵联名为《深

蓝色的七千米》所写的序言里所说：这部小说的

问世，不仅使少年读者更加了解蛟龙号的故事，

更能激发他们对祖国深海探测的兴趣、对广袤海

洋的热爱、对海洋科学的向往，为他们打开了一

扇通向蓝色海洋世界的大门。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过一句话：

“他们望不出多远，也看不透多深，但

岂能阻止他们向大海凝神。”

非常高兴地阅读了于潇湉这部

向大海凝神的作品。这本书以蛟龙

号和潜航员为主题，题材非常新颖而

独特，揭示了一个独特领域的生活，

属于重大题材。某种程度上，潜航员

有点像宇航员，一个是上天，一个是

入海，这让我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以

前有一首很有名的外国歌曲唱道：

“深深的海洋你为什么不平静？”那是

情歌。这本书也是青年女作家的情

歌，但不是男女情歌，而是家国情怀，

是对我们国家这种特殊的高科技领

域的潜航员的致敬。

这是一部探索海洋世界的独特

作品，介乎儿童小说的虚构与真实生

活的纪实之间。作者对海洋情感深

沉细腻，加上了自己的艺术再创造，

使作品具有着浓郁的海的深蓝与神

秘气息，海洋味十足。

年轻女作家在文字上下了大功

夫，她凝视大海的目光充满着深情。

对海洋景观的描写非常生动奇特，让

我震撼。

比如，书中开篇写道：在深海中，

蛟龙号的探照灯把海水“凿出8道洞

穴”。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厉害的，一

下子把海水“凿”成洞穴，而不是照

亮，这是深海的感觉，非常独特。

关于海底“茫茫大雪”的描写也

非常生动传神，令很多像我们这样

对海洋知识不是那么了解的人学到

了很多海洋科普知识，于潇湉从儿

童小说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

视角。

书中航海日记的设计尤其令人

印象深刻。于潇湉的妈妈是海洋工

作者，童年的经历给她留下心灵上的

痕迹，她把这部分生活经验挪到了小

说里。这本书有发自内心的驱动

力。生活和时代推着她写，还有自己

家庭的背景，父母亲对她有特殊的海

洋教育。这本书不是一般的采访记

实性的文学，里面加了很多自己的童

年记忆；又是儿童小说，不是成人的

小说，尤其是给十几岁孩子看的视

角，掌握得非常好。

同时这也是一部描写新时代海

滨孩子的儿童文学，这是一个新的

“海滨的孩子”、海洋的孩子。于潇湉

向大海凝神，目光是清澈透明的，眼

神是深沉独特的，她注视深海和时

代，更重要的就是注视当代儿童心灵

的成长发展空间。书中孩子之间的

友谊组合得非常好，20岁男生唐冉

的奋斗状态和12岁男孩付初不同的

命运组合在一起，小女孩梅兰竹也非

常独特，这几个人物的设置充满童

趣，吸引你读下去。

另外值得提一下的是老专家徐

老，这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老科学家

的形象。他说的一句话，“孩子的眼

里有风暴和彩虹”，令我印象深刻。

书中的情节都是当代的孩子感

兴趣、爱看的，孩子会喜欢海洋的神

秘，不论大小。这本书定位在小学中

高年级，甚至是初一、初二。我建议，

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些低龄化的加工，

转化成五六本一套的小绘本，给小学

低年级学生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看，

他们会非常高兴。

我12岁左右的时候痴迷《海底

两万里》，这本书把我带到100多年

前的世界。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我

们当代的作家于潇湉拿出《深蓝色

的七千米》这个作品，把我带到了深

深的海底世界。我对她由衷地表示

祝贺。

作为在海洋战线工作46年的老海洋人，作为亲自参与蛟龙号

首次海上试验任务，并把我国第一批科学家送到海底进行科学实

验的组织者，读了《深蓝色的七千米》以后，我非常激动。

蛟龙号的研发与试验过程整整用了10年。这10年是中国载

人深潜技术跨越发展的10年，是中国深潜科研人员拼搏奉献、攻

坚克难的10年。蛟龙号的诞生，正是我国成为海洋强国所迈出的

关键的、重要的一大步。这期间，深潜团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多次深切关怀。

2012年7月，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北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创

造了下潜7062米的深潜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

器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这是一个高光的时刻，值得所有中华儿

女自豪。

《深蓝色的七千米》将视线投入深海，投向蛟龙号，将海洋作为

背景，向孩子们讲述一个关于海洋、关于潜水器的蓝色的梦，承载

了记录家国命运、讴歌时代精神的重担。

该书拥有浓郁的诗意、深刻的主题、鲜明的人物和难得的生

动。于潇湉作为青年作家，带着一种身为海洋研究学者后代的使

命感，将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浪漫融于一体。故事以几个孩子的

成长为线索，从他们对蛟龙号产生好奇、想要接近、渐渐了解，参加

少年潜航员考试，直至帮助青年潜航员完成下潜梦想。一路写来，

大处着笔于家国情怀，小处动情于心灵成长，细节真实动人，传递

出如海一般宽广深厚的情感，融合了爱国与立志、亲情与友情，内

涵丰富。

写蛟龙号就不能不写到关于蛟龙号的原理与科技，在这些地方，作者用浅显、生动

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解释清楚，拉近了孩子与科学的距离。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因

为小说可以虚构情节而满足于在书房中构建空中楼阁，而是亲自到国家深海基地采访

潜航员，又做了一番扎实的海洋知识学习，才开始落笔。

在她笔下，蛟龙号变成一个大家庭，其中每个人都闪烁着浓郁的人性之光和科学的

理想之光。作家没有流于空洞地喊口号，而是从生活打开切口，从细节开始描绘，渐渐

进入一群在平凡中创造非凡的英雄的世界，将海洋的气息与肌理、人性的高贵与真善、

孩子的励志与梦想写得淋漓尽致，是一部充满正能量和大格局的优秀作品。

希望这部《深蓝色的七千米》，向所有愿意打开她的人提供拥抱大海的梦想，提供一

个深蓝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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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深蓝色的七千米》这本书，又看过著

名的潜航员唐家陵对这本书的推荐视频，非常有

感触。

现在的儿童文学领域中，写孩子、家庭和校

园的作品比较多，而选择其他领域的作品比较

少，尤其是像《深蓝色的七千米》这样，人人都知

道，人人都在想象，但具有很强的专题性的作品

非常少。这部作品选取题材和内容非常好，背景

宏大。作品从蛟龙号的海试开始，写到少年参与

深海探测的生活，这对儿童文学本身题材的扩

展、开拓少年儿童的视野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

用，这也是我表示对作品钦佩的第一点。

第二，本书在书写科学精神方面值得称赞和

表扬。科学精神就是热爱科学、学习科学，为科

学、为祖国献身的精神。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学到

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培养了科学思维，打开了不

为我们所熟知的科学领域。在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里涉及这么多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还是十分

罕见的。

第三，儿童文学的书写里，自己经历的故事

写作比较多，听来的故事或者说翻阅大量资料进

行采访的故事比较少，使得儿童创作的题材相对

窄了一点。我们当下的作家，要想让整个儿童文

学视野开阔，让孩子得到更多的东西，扩大作品

的领域，必定得有一部分作家进入到“写听来的

故事”的作家身份里去，否则难免视野狭窄。于潇

湉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尽管生长在海洋工作者的家庭，在写作之前

她依然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资料收集工作。这种作

品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不

大一样，有它自己独特的难度。我们采访时，听到

的“事情”多，“故事”少。如果就只是“事情”，进入不了小说的文学层面。

设置人物，把人物写活，构建故事，是写这类小说非常需要下功夫的一

点。于潇湉这本书为读者设置了几个鲜活的孩子，最后这些来自不同家

庭的少年都在少年潜海员的选拔过程中相遇，写得不错。

我和于潇湉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在写作风格上也有着相当大

的差异，其中有些遣词造句的方式我还真的不太适应。像第一章中，“甲

板雪亮如刃，国旗鲜红怒卷”，因为没有亲临过向阳红9号，还真体会不

出这种意境。

关于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我有一个发现，他们与其他少儿社还是

有些不同的，他们好像总能发现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先前守望着海

峡，做了不少台湾童书的引进工作，现在目光又越过海峡看向海洋了，

这非常值得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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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们都在期待中国作家能用孩子喜欢的

中国语言、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今天终于有了这样一

部作品——于潇湉的长篇小说《深蓝色的七千米》。

这部作品题材、风格独特，艺术上也比较成熟，将文

学与科学完美地结合起来。如果说科学是骨骼的话，文学

就是血肉，文学让科学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生命。在

这部作品里，作者饱含激情，生动展示了中国几代人的家

国情怀、爱国之志，从故事到人物，无不闪耀着科学之光、

励志之魂。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方式就是

文学。

这部作品有三大看点：

一是蛟龙号。

蛟龙号本身就有吸引人眼球的巨大魅力。这艘最深

能下潜7062米的潜水器，是我国近年研制成功的科技重

器之一，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或

者在没有阅读过有关深潜器资料之前，它就像一个披着

面纱的神秘女神，隐没在多种国之重器之中。我们总是怀

着极大的好奇心，急于了解有关它的一切，比如研制它的

重大意义，它在世界同类潜水器中的地位，它长什么样，

为什么长成这样，它是怎么工作的，深潜7000多米意味

着什么，又有什么危险，在蛟龙号的研制和下潜中都发生

了哪些故事……围绕着蛟龙号，读者有一大堆问题急迫

地想获得解答。

作者是深知这一点的，她通过虚实结合的方法，把与

蛟龙号有关的科学知识，巧妙地融入到故事之中。开篇

“引子”就是蛟龙号下潜，在一片位于3000多米奇妙瑰丽

的海景之中，危险突然降临：蛟龙号靠近一个火山喷发形

成的“黑烟囱”，它身上最脆弱的玻璃窗很可能受损，主驾

驶员马上决定上浮，而就在此时，蛟龙号出现故障，一块

压舱铁放不下去，这意味着蛟龙号很可能浮不到海面上

来，将永远沉在海底。这样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是不

是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编织的故事？不是，这事故是真实

的。在结构这部作品中，作者很睿智、很聪明，她不是还原

现实，而是创造现实，巧借实事，为我所用，真真假假，虚

虚实实，把蛟龙号本身发生的惊心动魄、命悬一线的一个

个故事融入到作品之中，创造了一个艺术上的真实世界，

随着故事的进展，一层一层揭开了蛟龙号的神秘面纱。

这和单纯的科普作品有很大区别，在这部作品中，作

者用文学的笔法写蛟龙号，通过生动的描摹、氛围的打

造、深入细致的刻画，达到了妙笔生花、栩栩如生的效果，

让一个冷硬的铁家伙在作者的笔下、在读者的心中复活

了，具有很强的质感。看了这本书以后，蛟龙号不再是一

个抽象的科技产品、一个符号，而是鲜活的，有形象的，可

爱的，是有生命、有感染力的家伙，一闭眼睛它就在眼前。

如果再有人问起深潜器蛟龙号，我也能现学现卖地介绍

一大堆。

第二个看点是作品本身。

这是一部结构严谨、故事生动、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又

充满正能量的纯小说。按照文学艺术的标准，从题材、结

构、立意、故事到人物、语言等各个要素来衡量这部作品，

都是不错的。

我比较欣赏它的故事内容，依托蛟龙号，但不依靠蛟

龙号，而是把蛟龙号的硬核掰开揉碎了，融化在作品之

中，变成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如骨骼、如血肉，而不是支棱

在作品之外。

作为一部小说，它完全遵从小说的艺术手法来结构

故事、塑造人物。在故事情节上作者很注意悬念的设置，

开篇蛟龙号事故悬念，接下来是围绕着人物形象的悬念。

主人公付初的悬念来自他对爸爸的认可，他爸爸在向阳

红9号上工作，和深潜英雄同姓，同学们都误以为他的爸

爸就是深潜英雄付云涛，遗憾的是，他不是英雄，而只是

个大厨，一个在船上做饭的，这让爸爸的形象在儿子心

中、在同学面前大打折扣，付初能不能转变对爸爸的看

法，是小说的一个看点。另外一个人物是唐冉，因为家境

困难没考大学，但他痴迷海洋事业。他爸爸考蛙人没有如

愿，而他先是考蛙人，受伤又落选，是付初为他悄悄报了

名，又去考潜航员，他能不能成为潜航员又成了一大悬

念。第三个人物，是神秘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小女孩

梅兰竹，她的身世更是一大谜团，作者一再把读者往“间

谍”上引导，根据她的行为，我们也真怀疑她很可能是个

间谍，而且是外国间谍。三个主要人物每个都很有故事，

很有看头，当然，作品中的悬念远远不止于此，作者调动

了很多艺术手法，时时牵动着读者的心，让你欲罢不能，

一定要一口气把这部作品读完，这种高度重视可读性的

作品也是不多见的。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旋律作品。

像这样一部作品，书写“英雄”是必要的，写伟大的英雄的

潜航员，写英雄群体。比如，付初的爸爸、妈妈、住院的老

科学家、蛟龙号的总设计师以及在母船向阳红9号上工作

的船员和勇敢的蛙人们。作者给他们的定位是平凡中的

不凡，平时他们就淹没在人群中，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闪光的品质，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付初正是通过日常的

点点滴滴真正感受到了爸爸的不凡，发自内心地敬佩爸

爸、爱爸爸。这种转变就是价值观的转变，特别真实、特别

深刻、特别感人。这种对人物的把握也证明了作者艺术上

的老到，作为一个年轻作者非常难得。

这部作品懂得，英雄也是平凡人，英雄就在民众中，

我们要注意从小培养孩子的英雄情结，让他们立大志、成

大才，所以作者的笔墨始终围绕着三个具有海洋情怀、立

志成为新一代海洋人的青少年做文章，深入细致地刻画

出了他们每个人的个性。作品的内容非常丰富厚实，既写

了他们的率真友谊，也表现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亲情，

更感人的是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志气，在他们身上

让我们感受到了沉甸甸的成长分量和清晰的成长轨迹。

这是一部有大格局的时代赞歌，也是一部真实感人

的少年小说。

第三个看点是环境、场景的描述和氛围的营造。这也

是很能体现作者艺术功力的地方。

比如，对青岛这座城市的描写：街道什么样，建筑什

么样，风的味道，海的气息，海浪冲刷后的海滩，暖烘烘、

潮乎乎的气候……把一个真实的、触手可及的青岛展示

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爱上青岛。

而写得最生动的是大海。比如，有关天与海的描写、

海浪的描写，还有顶着巨大的海浪，蛙人怎么去拔插销，

让蛟龙号脱离母船；蛟龙号下潜到不同深度所见到的不

同景色，深海的瑰丽与奇妙，这些都有细致生动的描摹。

她的语言生动准确，而且有诗意，很懂儿童文学该怎

么写，在写景状物上不铺展，适可而止。没有作者这种如

花妙笔的描述，这部小说绝没有这么好看，单纯从写作的

角度，少年儿童也应该好好读读这部作品。

《《深蓝色的七千米深蓝色的七千米》》的三大看点的三大看点
□徐德霞

““深潜深潜””之后的文学收获之后的文学收获
□徐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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