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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小”英雄，哪有“大”英雄？
——《小英雄雨来》及其现实意义 □马光复

《我是个小孩子，我不想说对不起》插图，隋莹莹、张连鑫绘，新世界出版社，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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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世界里，书一直都像食物和空气一样
重要。十七八岁的年纪，是我大量接触外国古典文
学的时期。莎士比亚、雨果、歌德、巴尔扎克、塞万
提斯、契诃夫、托尔斯泰、梅里美等，我把他们的作
品中译本频繁地从学校图书馆里搬进搬出。

我喜欢这些人的名字，更喜欢他们优雅的照
片。我经常把这些书翻开，翻到印有作者照片的一
页，看着他们发呆。他们奇异的装束、神秘的表情、
滑稽的头发和胡子，让我百看不厌。我一度有了要
收集他们照片的想法，也将这一本不该有的想法付
诸了行动。我把歌德的一张画像，从书上偷偷撕了
下来。所幸的是，我撕下之后立刻决定悔改，那本被
撕去画页的名著残缺的样子，触动了我的道德神
经。我自责不已，并且打算将撕下的那一页贴补上
去，但我失败了。我未能让歌德天衣无缝地回到他
的书里去，也未能消除我的过错，但我立下志向，从
今以后，一定要善待每一本书，不管它是图书馆的
还是自己的。我阅读着这些人写的书，将他们更为
优雅的语句摘录下
来。是他们让我认识
了人的真正的伟大，
同时也认识到了书本
之外的世俗生活。

后来，我到一所
中学任教。学校位于
偏僻的乡下，它的前
身是一座庵堂。白天
的喧嚣过去之后，它
又变回了远离尘嚣的
处所。往昔伴随庵堂
里的寂寞僧尼的是青
灯苦卷；而我这个在
庵堂旧址里教书的年
轻人，则靠着我喜爱
的书籍，来打发漫漫
长夜，消耗那富足得
奢侈的年轻时光。

宿舍里没有电灯，只有安静的煤油灯发出昏黄温暖的光芒。我
过敏的鼻子，只要一闻到煤油的气味，立刻就塞住了。我手捧名著，
用嘴巴呼吸。旷野里的风呼呼作响，从窗缝里挤进来。煤油灯的光焰
不住地摇曳，将墙上的黑影晃动，我仿佛是在一条船上。“江声浩
荡”——《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经常出现的这一句，不时在我的脑海
里回响。那一段看似枯燥的平静岁月，因为文学而变得富足充实。那
些天才的灵感，将我的内心擦亮，让我感觉到一种明澈之光，从自己
的内心闪发出来，将平庸的生活照亮。也让平庸的自己，似乎变得非
同凡响了。

无论世事怎样沧桑变幻，读书和写作始终与我一路相伴，移步
换景，让我领略着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绚丽。最近几年，我把主要的精
力投入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因此多了一些与之相关的阅读。这一类的
阅读，给了我奇异纯真的享受，也愿意把最近读到的几本有意思的书推
荐给大家。

第一本是西班牙作家法布拉的《卡夫卡和旅行娃娃》。卡夫卡是
我最偏爱的作家，30年前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深受其作品的影响。
所以，这本以卡夫卡为主人公的童书，自然勾起了我强烈的阅读欲
望。小女孩艾希因为丢了她的洋娃娃，在公园里伤心地哭泣，这被散
步的卡夫卡看见了。为了安慰小女孩，卡夫卡决定以洋娃娃的名义
给艾希写信。这位大作家一共给艾希写了20封信，每封信都写得煞
有介事，情真意切，妙趣横生。

这是一段非凡的时光，卡夫卡在造梦，而他的梦，不仅温暖了艾
希，也让艾希在一封封“旅行娃娃”的来信中，获得了成长的力量。据
说卡夫卡真的曾经为了一个失去洋娃娃的小女孩写过许多信，并且
在写了那些信后的第二年，就因肺病去世了。他写的那些信，至今还
保存在博物馆里。前年我去布拉格，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查理桥边的
卡夫卡文学馆。馆内陈列了许多卡夫卡的手迹，哪一些是他写给小
女孩的信呢？我不由得一阵恍惚，仿佛看到患肺结核的卡夫卡，正在
灯下吃力地写信。

作者的《无字书图书馆》也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充满了奇思妙
想。小镇图书馆里，书上的字悄悄地从书中跑走了，这是怎样荒诞而
有趣的景象啊！当图书馆被遗忘，当书被遗忘，当书里的字纷纷逃亡，
不仅是书的悲哀，也是小镇的悲哀，是人类的悲哀。那么，希望在哪
里？人们如何重新找回这些失落的字符，如何让文字重新回到书中，
让书回到人们的生活里，回到人们的心中？相信读完这本书的人，一
定会在掩卷之后陷入沉思。

美国作家克比·莱森的《海蒂的天空》是一部让我吃惊的小说，
我完全没有想到，作者会把如此沉重的人生变故和磨难压到一个小
姑娘的身上。命运对海蒂来说，确实是太残酷了。但是她的勇敢却像
春风一样，把不幸的寒冰融化了，她的坚强像阳光一样，驱赶了荒芜
之地的黑暗。这样的重压即使是降临在一个成人身上，也多半要把人
压垮。但海蒂小小生命的力量，就像冻土下的种子，没有什么可以阻
止它顽强地生长。她在蒙大拿垦荒，建立了自己的家，也收获了友谊
和爱。这是一本结结实实的书，读完它，我们会为海蒂感到骄傲，也会
因此感受到生而为人的尊严和高贵。

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也值得一读。诗歌是最早在我们人类
中产生的文体，诗意不仅存在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还与人类的精
神活动密不可分。正如北岛在序言中说的那样，诗歌正如点燃的火
炬——某种意义上，诗歌之光照亮突然醒来的人。本书汇聚了世界
各国诗人的众多优秀诗篇，这些伟大的灵感和天才的创作，虽然不
是每个孩子都能将它完全读“懂”。但我们读诗，又怎么能以懂和不
懂来评价呢？它们像星光一样，照耀着夜晚醒着的孩子；它如风笛一
样，飘进打开的耳朵里；它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我们读过的诗，有的
会被我们铭记终身，成为人生的风帆和秘密；有的也许会被遗忘，但
它其实早已悄悄地流进我们的血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接着，我要推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的《文物中国史》。博物馆里
的藏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们在历史的河流中宛若礁石，真真切
切地浮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器物之美，更有时光悠
远的诗意。如果没有了这些，我们会因为很多问题无解而感到身无
所依，心无所依。一个热爱国家、民族和世界的人，不能对千百年来
遗存下来的文明产物视而不见。这套书通过一件件具体的文物，串
连起中华民族漫长瑰丽的历史，图文并茂，浅显易读。我们会在饱览
各朝各代精美文物的同时，对华夏文明的历史也有大致的了解。

最后，也想推荐一下“童年记忆系列丛书”。童年虽然早已离我
远去，但它和我的故乡一样，始终铭刻在心头。人生的路走得越远，
离它反而越来越近。童年的故事虽然平凡，甚至琐碎，却像冬夜的暖
炉，会让风雪中归来的人温暖得落下泪来。童年有太多欢乐的点滴，
也有伤心的眼泪和成长的烦恼。成年之后回望它们，朴实的故事升
华为绚丽的诗篇，语言的翅膀让回忆腾空而起，时间和地域的阻隔
被打通、被跨越，一切远在天边的，瞬间又近在眼前。

感谢阅读，它超越了时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无穷大，让我们的
眼前始终有风光无限。

自从管桦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
来》在解放初期作为教材选进小学语文课本
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几代小学生，几
乎人人都学过它读过它，知道并记住了抗日
战争时期的这个名字叫雨来的小英雄。新
中国诞生的70多年来，我们通过文学作品、
传记文学、影视作品等等，知道了许多抗日
战争中的少年儿童英雄人物，其中有历史上
的真实人物，也有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塑造的
艺术人物典型，比如家喻户晓的小英雄雨
来、小兵张嘎、放牛郎王二小、儿童团团长王
扑、送鸡毛信的海娃等等少年英雄。

不同于成人，孩子们不太在意这些英雄
少年究竟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作家和
艺术家们塑造和虚构的艺术人物形象，都是
自己心目中崇敬的英雄、学习的榜样。这显
示了童真时期的少年儿童们思想的纯洁无
瑕与质朴善良，也说明了文学艺术的强大感
染力与生命力。

管桦原名鲍化普，河北丰润人。他1940
年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毕业于华北联合
大学文学系。曾任《冀东救国报》社记者，
后来调到军区政治部剧社工作，在东北鲁
迅艺术学院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他在冀
东农村落户期间，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代
表作品有中篇小说《荆各庄的故事》《小英雄
雨来》、长篇小说《将军河》及《管桦中短篇
小说集》等。

198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下午，我受《北
京文艺》(《北京文学》杂志前身)的委托，来到
当时居住在北京西城灵境胡同深处一座平
房小院子的管桦家里采访。见到了管桦老
师和他的夫人李婉老师，寒暄之后，我提出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管老师，抗日战争时
期，听说您是儿童团员，是真的吗？”管桦微
笑着，顿时情绪兴奋起来，并且流露出一种
自豪感，他说：“那没错，我是一个‘货真价
实’的抗日儿童团员。你知道当时的情况
吗？”我摇摇头，其实我对于当时的局势是知
道个大概的，只是想听听管桦老师说说他自
己的经历。他兴致勃勃地说：“1937年卢沟
桥事变之后，一直到1945年，是中国历史上
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许多抗日根据地，陆续都
成立了抗日儿童团的组织。团员们在青年
救国会的领导下，同抗日军民一道，积极参
加抗日救国斗争，非常活跃。你知道抗日儿
童团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吗？”

管桦的突然一问，我还真的被问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望着我笑了，显
然他事先知道，这个问题我是回答不出来
的。他并不为难我，接着说：“儿童团员的具
体任务是：第一，向大家宣传打日本。第二，
侦察敌情抓汉奸。第三，站岗放哨送书信。
第四，帮助军属来做事。第五，尊敬抗战官
和兵。第六，学习生产都不停。”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当年曾经是一个儿
童团员的人，在今天亲自讲述出如此清晰、
具体、完整的关于儿童团员要做的具体任
务。管桦说的没错，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从东北的长白山黑土地到晋西北莽莽
的黄土高原；从山东沂蒙山区到苏北芦荡湖
河；从陕甘宁边区到晋冀鲁豫的抗日根据
地，到处都活跃着抗日儿童团员们的身影。
据统计，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约有7万名
儿童团员，苏北解放区约有18万儿童团员

和少年队员，华北抗日根据地约有60万儿
童团员，他们是当时抗日儿童团的“主力
军”。其中，最为活跃和出色的是晋察冀边
区的儿童团，他们帮助军烈属，站岗、放哨、
送情报、捉汉奸，利用自己年纪小、不被敌人
注意的年龄特点，经常深入敌后，无数次出
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在晋察
冀边区抗日儿童团，当时还开展了“五不运
动”：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
人的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
地方。直到今天在晋冀一带，仍然广泛流传
着英雄王二小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包围
圈的故事。并在涞源县刘家庄为他修建了
纪念碑。

管桦说，那时候他十五六岁上下，不仅
是一名普通抗日儿童团员，还亲身经历目睹
了年长他几岁的本村儿童团团长的风采。
在小团长的带领下，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团
员，每天忙着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
上树瞭望，侦察敌情。后来他长大到了报
社，在冀东地区工作的时候，虽然地处敌占
区，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每个村都有民兵、
妇救会和儿童团的抗日组织。管桦从一个
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采访，需要向导引路，而
各村的儿童团员就成了他最好的带路人。
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常常在夜里带领着管桦
翻山越岭，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让管桦惊讶
的是，尽管儿童团员们年龄不大，但无论碰
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会畏惧。
他们的勇敢、机智、不怕苦的特点，以及对敌
人的仇恨，都给管桦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
象。因此，管桦说：“抗战时期，全国无论是
成年人还是少年儿童，或者男人和妇女，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不仅给敌人以
沉重的打击，也使我们中华民族得以重生。
我应当凭自己的良心，带着一种崇敬的心
情，描写那个时代儿童团员的爱国精神，教
育下一代，这是我创作小说《小英雄雨来》的
目的。”

听到管桦说出他创作《小英雄雨来》的
初衷，我很感动。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
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爱国激情，一个作家
的担当、深思，以及他对祖国未来和孩子们

的期盼。时至今日，我们重读《小英雄雨来》
的时候，怎能不隐隐激荡起灵魂深处的共
鸣？

从当年的抗日儿童团员说到他创作《小
英雄雨来》，管桦表示，雨来的形象是有根据
的，绝不是作家凭空想象的。可以说，雨来
是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抗日少年儿童的一
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本人在内。小
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智护交通员等
情节，以及苇丛雏鸭、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
还有他那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十几年
前那场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
地的真实写照。

1940 年，管桦离开家乡奔赴抗日战
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转战，
浓浓的乡情始终给他留下无限眷恋。从军
后，童年时代的情景经常像电影似的一幕幕
在脑海中浮现。1948年，管桦在哈尔滨鲁
迅艺术研究院任教期间，他完成了以雨来为
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雨来没有死》，初稿写成
之后，管桦首先请当时担任鲁迅文学院研究
室主任的作家周立波审阅。周立波被小说
中主人公雨来的事迹吸引并感动了，连连称
赞这篇小说写得有骨头有肉，非常值得一
读，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周立波鼓励
管桦继续写下去，可以写成一部真实反映冀
东人民抗日斗争的中篇或长篇小说。经过
管桦进一步加工，最后写成了一部中篇小
说，这就是发表在当年《晋察冀日报》（《人民
日报》前身）上的《小英雄雨来》。

几年之后，在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我有
幸又碰见了管桦同志，他告诉我说，1998
年，“小英雄雨来纪念园”终于在他家乡的还
乡河公园落成了。小英雄雨来纪念碑上镌
刻上了管桦亲手写的文字：“1937年，日本
法西斯侵略中国，中国进行全民族抗战。青
壮年参加八路军，拿起枪抗击日本侵略者，
冀东还乡河两岸各村的民兵、老年人、妇女、
少年儿童，为保卫祖国家园与敌进行顽强的
斗争。在那个战争年代，像雨来那样站岗放
哨、手拿红缨枪、挺起小胸脯、给八路军送
信、带路的情况是很多很多的……”

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此时已经年
逾古稀的管桦，从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出发，
观察世界风云变化。他深知革命传统教育
对下一代的重要，不管是从理性还是感性的
认知出发，都要把“雨来”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的英雄精神发扬光大。管桦深情地说：

“爱国主义教育应当从娃娃抓起，如果一个
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热爱，还谈何爱国？”如
今，小英雄雨来纪念园已经成为当地非常著
名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成了大人和孩子
们经常前去瞻仰之处。站在雨来纪念碑前，
仰望雨来塑像，会使人勾起一段难以忘怀的
深刻的历史回忆。几乎所有曾经读过雨来
的故事的人和正在课堂上学着雨来故事渐
渐成长的孩子们，都会重温和牢记《小英雄
雨来》中那句激励过几代人的名句：“我们是
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在小说里，这是一处触动人心的细节描
写，鲜血滴在“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
的祖国”几行字上，表明了雨来誓死保护革
命者，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与坚强意志，
体现了中国人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
国江山的决心。句子没有任何修饰和雕琢，
意思却深刻而含蓄，它既写出了当时的场

景，又将鲜血和爱国非常巧妙地联系在一
起，使人产生极其丰富的想象而回味无穷。
这看似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但却是一个犹
似太阳光芒四射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流淌
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精神中的不
朽血脉。正是它唤醒并激励着一代代中华
民族的子子孙孙，做出并继续做着惊天动地
的事业。

采访管桦时他曾说过一句话，几十年来
我一直记忆犹新、他说：“不要小看‘小’英
雄，没有‘小’英雄，哪来‘大’英雄？”我曾经
仔细琢磨过这句话，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极其
深刻的教育学的规律，这正是他说过的“爱
国主义教育应当从娃娃抓起”的另一种说
法，即教育的连续性。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
语：“从小看大。”不抓紧孩子成长时期的教
育，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小到家庭养成教
育，大到理想教育，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如果不从孩子小的时候就重视并抓
紧起来，那孩子的未来就实在堪忧了。纵观
当今，有多少社会不良现象，不是与孩子的
青少年教育问题紧密相联？

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
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
是不可救药的。”在当今复杂而多变的历史
大变革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不断
奋勇前进的步伐中，我们需要从小培养少年
儿童的英雄主义，提倡英雄主义精神。面对
艰苦卓绝的斗争局面，面对无数艰难困苦，
我们需要男子汉精神，只有这样，整个民族
在敌人和困难面前，才会不低头、不屈服，少
一些懦弱，多一些勇敢。

目前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党的教育思想
引导下，已经在各个方面比较注意抓紧学生
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英雄主义教育，但仍有不
足。时代和历史需要的是具有正确的“三
观”，有高素质、高教养，体魄强健的革命接
班人。让一代代孩子们普遍具有这样的思
想品德，就像小英雄雨来一样，记住“我是中
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小时是小英
雄，长大后也能成为大英雄。

管桦老师已经离去将近20年了，但他
的儿童文学红色经典小说《小英雄雨来》仍
然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学校的课堂上。在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重读
《小英雄雨来》它仍然具有浓重的现实意义，
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思考，新的启迪。

近日，由新蕾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的少儿主题出
版暨‘中国女孩’系列创作研讨会”于线上召开。“中国
女孩”系列主创人员与儿童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现场
连线，畅谈对儿童文学创作以及主题出版的探索与思
考。王泉根、马光复、徐德霞、简平、李学斌、萧萍、徐宝
峰、葛竞以及“中国女孩”系列主编李东华、顾问蒙曼，
作者秦文君、黄蓓佳、韩静慧、余雷、周晴、李秋沅、王勇
英、冯与蓝、吴新星、戴萦袅、慈琪、高源等20余位学
者、评论家和作家出席了会议。

与会嘉宾们从“中国女孩”项目谈起，将视野扩大
至原创少儿主题出版，结合创作与研究心得，分别从对

原创儿童主题读物在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儿童教育、
国家形象展示等方面的现象与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专
家们还围绕“少儿主题出版的选题挖掘”“童年的社会
性书写”“女性的心灵成长”等议题，提出原创少儿主题
出版应是基于内心责任的文学性表达，应更立足于中
国味、儿童性、文学性，为儿童打造出一片纯粹的文学
乐园，共同推动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据悉，该项目已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版权输出海外六个语
种。

（教鹤然）

新时代少儿主题出版暨“中国女孩”系列创作
研讨会召开

■动 态 6月1日，由中国作家曹文轩和韩国画家苏西·李
联手创作、接力出版社出版的《雨露麻》荣获意大利博
洛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虚构类特别提名奖”。本
书是博洛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1966年设立以来，
首部获奖的中国大陆原创作品。

作为2021年上半年童书界奖项评选的焦点，此
次参评图书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577
部。最佳童书奖设有4个固定类别：虚构类作品奖
（Fiction）、非虚构类作品奖（Non-Fiction）、新人奖
（Opera Prima）（颁发给首次参选的作者和插画家）
和漫画类作品奖（Comics）。此外，每年评审团还会
为一部极具创新精神的作品颁发新视野奖（New
Horizons），今年还特设了诗歌奖。以上获奖名单均
由国际专家组成的评审团来确定，表彰的是作品的图
像与编辑质量、创新性以及与儿童对话的能力。

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评审团在给
《雨露麻》的颁奖词中写道：“作家曹文轩和绘者苏西·
李联手打造了一个才华横溢、勤奋努力的小女孩克服
自我质疑，在经历挫折后重新拾起画笔的故事。这个
国际知名的组合第一次强强联手，熟练地在一个权衡
自己能力的孩子身上召唤出风暴。”得知作品《雨露
麻》获奖后，曹文轩表示：“‘雨露麻’是一个关于‘绝不
放弃’的故事，一个关于‘感动的力量是无边’的故
事。我以为图画书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得到
一个出人意料的故事。一个好的故事，一定隐藏着关
于这个世界的重要含义。”

除了《雨露麻》之外，接力出版社于2020年从英
国引进的尼尔·帕克的《分类之书》（ONE OF A
KIND）也荣获了本届博洛尼亚童书展“非虚构类大
奖”，另一部从韩国引进的李芝殷的《棉花糖和大怪
兽》（IPARAPA YAMOOYAMOO）荣获本届博洛
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漫画类（低龄段）大奖”，该书
将由接力出版社在今年年底出版。

（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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