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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辉波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才气的作家。十几年

前，他以一个短篇《石头、剪刀、布》闯入儿童文学界，之后不

断给我们带来惊喜。他的《45度的忧伤》《梦想是生命里的

光》《另一个频道的天使》等作品的题材差异性很大，新作

《天使的国》则聚焦他一直以来关注的孩子成长问题，从不

同的角度探讨人生命运和人类的精神世界。

《天使的国》不是一部简单的成长小说，作品内涵很丰

厚，涉及细腻丰富的少女情感世界、真诚积极的心灵救赎、

对命运不屈的抗争、对人生命运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等。在

这里，“爱”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作者赋予了“爱”深刻的内

涵、丰富的层次、形象的表达，不只适合少年阅读，也适合成

年人特别是家长阅读，不同层次的人会有不同的阅读感受。

这部作品写了三类不同的生命形态：一是两位少女的

自我救赎、渴望成长、不断升华的生命形态；二是妈妈以及

爷爷自适的、坚贞美丽而不失本真的生命形态；三是两位父

亲灰暗的、失败的生命形态。这三种生命形态是有机地交织

在一起的，构成这部情节起伏跌宕、一波三折、色彩丰富的

人生大戏。

其中的第一种生命形态，即少女安琪和陈千一的生命

形态，是作品的主旨所在。她们像两棵树苗，生长在并不丰

饶的土地上，却有不可遏制的来自生命本身的内在生长力

量。安琪在妈妈死后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她常常做噩梦，

在水中无望地挣扎。她不想就这样沉沦下去，她要唤回失

去的自我，唤回曾经的安琪，作品中多次出现她要“行安琪

所行之事”，“梦中的溺水，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挣扎，越挣扎

就让自己越沉越深，如果我不挣扎，时间就像水一样，也许

会放过自己”。这是一个少女理智的反省，也是她内心的渴

望，她想尽快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更可怕的还不是她本

人，而是她的父亲，自从妈妈去世以后，爸爸整天沉

湎在对妈妈的怀念之中，不可自拔，最终离家出走，等

找回爸爸以后，他已经精神分裂。

陈千一也有她的不幸，爸爸酗酒，一喝醉酒就暴

打妈妈，有时甚至也打她，不得不把他送进戒酒中心。

后来她才明白，爸爸之所以酗酒是因为怀疑妈妈移情

别恋。和安琪爸爸对妈妈的痴情不同，陈千一的爸爸

是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妈妈，是自卑心理作祟。他

们殊途同归，为爱所伤，给家庭和孩子带来极大的痛

苦和伤害。但是和安琪不同，陈千一表现出的是另一

种姿态，在她乖巧的外表之下是洒脱不羁、我行我素。她和

貌似不良少年交往，领着安琪到游戏厅彻夜不归。她上课不

注意听讲，老师让她出去，她就真的收拾书包，离堂而去。她

的率性、简单、真实深深地吸引着安琪，两人很快成为好友。

这样的两个处境相同、性格迥异的女孩都有各自的心

灵之痛。命运不是和她们开玩笑，而是带着狰狞的面目在捉

弄她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们没有犹豫徘徊，更没有走向

邪路，而是顽强地向上、向前。这生长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内在的不可遏制的、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促使她

们成长；另外，丰富的校园生活、老师的教诲、知识的魅力、

书籍的滋养、同学间的友谊，都像阳光雨露，滋润着她们的

满带伤痛的心田。特别是二人满怀激情地策划导演戏剧《更

好的世界》，在演出中获得巨大成功，当数以百计的同学一

起呼喊“安琪、安琪”的时候，小主人公知道，那个自从妈妈

出车祸去世以后，被她丢失的安琪终于回来了。

如果说作品前几章是写安琪自我救赎、自我成长，接下

来则是更令人惊喜的青春华彩。她要走进父母的精神世界，

在“爸爸的国”里，她看到了父母纯洁美丽的爱情。在“妈妈

的国”里，作者生动塑造了一个集中国妇女美好品质为一身

的女性形象，她美丽贤慧、善良坚强，不悲观、不抱怨，勇敢

乐观地自谋生路。但命运多舛、天不假年，妈妈不幸遭遇车

祸遇难。从妈妈的国、爸爸的国里，安琪的精神得到极大的

滋养和升华。于是，在“安琪的国”里，她迅速成长起来。她独

自外出寻找离家出走的爸爸，面对精神分裂的爸爸和生病

的爷爷，用稚嫩的肩膀勇敢扛起了家庭的责任。我们说只有

懂得了责任和担当，才是一个真正能自强自立起来的大写

的人。安琪的成长是那么真实，那么动人，那么令人振奋。就

像看着一棵本来含苞待放的花树，一夜之间繁花似锦，开出

了绚烂耀眼的花朵，这是生命的最美华章。安琪的成长也感

染了陈千一，她开始反省自己对爸爸是不是过于冷漠，是安

琪让她改变了态度，让她给予爸爸真诚的关爱。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生活充满了磨难和变故，看到

生命是沉重的，精神是痛苦的，但是作者却以艺术之轻举起

了生命之重，让我们看到青春、轻盈、跳跃的不断焕发华彩

的生命活力，把苦难伤痛化为精神成长的动力，这也正是这

部作品积极明朗的主题所在。

儿童文学作家是整个作家队伍中一

个特殊卓越的群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

为在作家这个群体中真正堪称儿童文学

作家的人数不多。成人文学的作品，古今

中外，经典无数，我们可以点出很多，与

之相比，儿童文学经典凤毛麟角，也就是

我们所熟知的《小王子》《小熊维尼》《洋

葱头历险记》《安徒生童话全集》《骑鹅旅

行记》《敏其豪森历险记》等等。《格林童

话》是一个个例，因为它多源于民间故

事。成人文学的巨匠，古今中外我们可以

说出许多，而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我们

能够耳熟能详的却非常少。

真正为成人和儿童接受的儿童文学作

家和儿童文学经典屈指可数。任何一个严

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书写者，必须具有

童心，具有可以和儿童心灵沟通的能力。

不单如此，他们还要有儿童的思维、儿童的

行事逻辑、儿童的推理、儿童的想象力。这

是一般常人所不及，或者说是一般作家所

不及的。随着个体的成长，我们逐渐规范

了、成熟了。但是，因为长大，我们的心复

杂了，行为循规蹈矩了，也因此失去了儿

童纯真的天性，失去了儿童的思维、行事

方法和行为准则，甚至失去了儿童天马行

空、毫无拘束的想象力。关注孩子们绘画

的成年人会注意到，孩子们所描绘出的人

物或者世界，与大画家毕加索几乎毫无二

致，活脱脱就是毕加索。我给孩子们讲课

时说过，你们就是毕加索，你们的画，就是

毕加索的追求。孩子们很受鼓舞。而事

实上，就绘画而言，儿童就是天生的毕加

索。从另一个方面讲，可以推断出毕加索

是一个极具童心的人，他是用童心在创作，

也因此，他的画、他笔下的人物和世界，变

成了儿童眼里的世界。毕加索的画，很多

成年人看不懂，孩子们却可以读懂。作为

画家的毕加索是在用童心创作，而童心恰恰也是我们真正的儿

童文学作家所具备的。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其文字功力亦不

是一般作家所能及的，考虑到儿童的阅读能力和不善于思考等

特性，给孩子们看的文字一定是简洁的，是生动传神而富有感

染力的。同时，文字还要幽默有趣，吸引孩子们读下去。这就

需要作家具备极强的编织组织故事的能力，同时需要作家老到

的、化繁为简的文字功力。

一个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同时还要具有丰富的生活阅

历，如此才可以在写作中给孩子们展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自

己的正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们的价值观。所以说，一个

自身价值观还没有彻底建立的作家，传达给孩子们的价值观和

是非观肯定是模糊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作家没有资格给

孩子们创作。目前儿童文学创作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些

作家自己写不了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但却看不起儿童文学

作家，认为那是“小儿科”，不屑一顾。对这些作家，我想说，请

你认真审视一下，你是否可以为儿童创作？你是否具备儿童文

学作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前几年，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可是

直到今天，我们有多少国民知道曹文轩？在德国，很多老百姓

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是谁、总理是谁，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亚

努仕（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画家）是谁，没有人不知道奥特

夫利特·普劳约斯勒（德国童话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也没

有人不知道保罗·马尔（德国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瑞典儿童

文学作家林格伦去世，整个瑞典举国哀悼。这就是文化，这就

是儿童文学作家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同时，我们一定要纠正一种观念，那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只

能驾驭儿童文学这种文体。事实上，一个合格的儿童文学作

家，一定还可以驾驭各种文体，因为只有这样，你所创作的儿童

文学作品才可以老少咸宜，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看一看历史

上流传下来的经典儿童文学及作家。《小王子》的作者、法国的

圣·埃克苏佩里，一直从事其他体裁的文学写作，作品有《南线

班机》《夜航》《战斗飞行员》等等。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创作

出了给孩子的《小王子》。《小熊维尼》的作者米尔恩，同时还是

英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童话作家和儿童诗人，在创作《小熊

维尼》之前，就已经非常有名了。意大利的罗大里是新闻记

者，写了大量的新闻采访，然后写诗，最后才开始儿童文学创

作。丹麦作家安徒生早年以写诗剧成名，写作出版长篇小说

《即兴诗人》，后来才开始《安徒生童话》的创作。只有瑞典林

格伦是一个例外，但是在开始写作之前，她就是一个童书编辑

部的主任。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写小说，甚

至可以驾驭很多文学体裁，我们上面提到的作家，无一不是生

活阅历丰富的，他们可以同时驾驭多种文学体裁，同时又写作

让我们奉为经典的童话。我以为，这应该是成为优秀儿童文学

作家的必由之路。

董宏量在《白鸽少年》里讲述了以郑

知明为主角的一群少年在白鸽的陪伴下，

跨过各种险阻，挺过各种困难，勇敢成长

的故事。在郑知明的生命里，白鸽不仅仅

是一种动物、一种生灵，它还是和平与纯

洁的象征，把这些少年包裹起来，用心呵

护，给予温暖。它们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来提醒这个少年，未来的人生之路应该走

向哪里。

在董宏量的笔下，在少年们的内心深

处，白鸽还是坚贞的友情、朦胧的爱意、长

辈的慈爱的象征。白鸽的温柔陪伴是少年

成长岁月里最深的慰藉。“哦，正因为我爱

上了鸽子，心中才不断地涌动着诗情，使我

觉得不论是下棋还是栽花，都比不上养鸽

子有趣。它们是鲜活的生命，是空中的精

灵，如此轻盈地超脱喧闹的尘世，带着我的

梦想和诗情不停地飞翔。”这是郑知明的爱

鸽宣言，也是他的成长誓言。他不狂躁、不

焦灼、不亢奋，他身有所寄、心有所托。外

界高亢尖利的噪音于他们是存在的，虽存

在却不能损害这个有诗意的生命，即便是

一分一毫。

失去自我的成

长，成长就会变成一

个空洞的词汇。把

少年的成长置放于

一个特殊的大时代

背景下，少年们注定

要比和平安宁的岁

月里经受更多的人

性上的考验。正因

为如此，更能凸显出

成长的弥足珍贵、意

义非凡。后来的郑

知明成了一名诗人，

他的诗歌在报刊上

不断发表，不正是把

对生活的热爱传递

给更多人吗？任何

人的成长之路都不

是笔直、敞亮的，郑知明也不例外。聚众斗

殴被打伤、黑猫被偷走、白雪被蒜头抓走、

军帽被偷走、几个人被围攻甚至有性命之

忧，这些都让少年的心有过惊恐、慌乱、盲

目、阴暗。然而这些困难在斗鸽这个巨大

的诱惑面前都算不上什么。为何说斗鸽是

巨大的诱惑？因为郑知明受赠的那对中国

蓝鸽长得漂亮，而且飞得高飞得远。它们

的到来让郑知明有了雄厚的资本，进而心

生不可一世的傲气，让他全然忘却鸽王的

叮嘱。“我送给你们这对中国蓝鸽，就是希

望你们通过养鸽修身养性，树立一种精

神——展翅高飞，百折不挠！”斗鸽伤害的

不仅是鸽子，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它只能增加人的戾气，让人的欲望膨胀，

使人的性情畸形化。倘若少年们真的走

上斗鸽之路，是否能够健康成长也成为未

定之数。

白鸽少年不只一个，董宏量笔下塑造

的是包括“我”，还有大美、小美、多多、飞

飞、蒜头、宁茵、馍馍等，这些人物角色设置

有主有次、笔墨倾注有重有轻，但是即便再

坏再狠的少年，都有若干清晰可见的闪光

点。即便是大人最不放心的多多，也是一

个很仗义的“带头大哥”。连从头到尾让人

倍感厌恶的蒜头，也会在去往河南的火车

上从挎包里拿出馒头说，“大伙儿都饿了

吧，来，咱们分着吃，吃饱了好放鸽子”。走

过这么长弯路、差点坠入歪门邪道的蒜头，

成长更显不易，这样的善意才更显珍贵。

面对笔下这群生活在非常岁月里的少年，

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董宏量均充满柔软

的爱意，在或多或少的笔墨中给予良好的

祝愿。

连“守根里”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地

名，也是极其美好的存在。守根，守住什么

根呢？守住人性中美好的根，惟有如此，孩

子们的美好未来才是可期可待的。美好的

根是一个人坐得直、立得正的前提，它们是

对别人的善意、对自己的严格、对小动物的

平等之心、对未来的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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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 灯 灯
螺旋纹……………………………… 孟醒石

每月诗星 永生之地………………………… 雷晓宇
日常性与神性的空间组构……… 卢 桢

诗学广场 新工业诗歌：时代和历史的感知 … 李 壮
国际诗坛 加莫内达诗选……………………………

【西班牙】安东尼奥·加莫内达 赵振江译

当代诗词 诗词翰墨 读王铎诗书有感…… 胡秋萍
本期聚焦 梁东诗词选………… 梁 东

“且向南窗赊月色，浮生佳绝
是诗囚”……… 易 行

下半月刊
发 现 鸟鸣………………………………… 丁 薇
锐 评 真实的自我（正方）………………… 刘巨文

自我重复与视野局限（反方）……… 张静轩
双子星座 轻松之境/此地，此身，此在 …… 杨章池

烂漫/发现与呈现 ……………… 如 风
银 河 秩序………………………………… 林东林

自然会有办法的…………………… 弥赛亚
以镜为窗…………………………… 影 白
写作者本身………………………… 宋憩园
县城………………………………… 薛松爽
阿健的帽子………………………… 唐 果
漫思茶院…………………………… 王彦山
寄往月亮的家书…………………… 崔益稳
冬夜雨后…………………………… 文 珍
相逢………………………………… 宇 舒
西索民居…………………………… 许 岚
纪念日……………………………… 海 烟
夜莺………………………………… 火 棠
布匹与手…………………………… 余 退
草木的傍晚………………………… 黄小培
葳蕤………………………………… 袁 伟
三月，屋檐下的麻雀 ……………… 赖 微

茶 座 霓裳与山丘………………………… 张执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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