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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吉泰先生是甘肃土生土长的童话作
家，一生勤勉致力于立足中国西北土地为
儿童写作。他曾在出版的童话集上将作者
署名为“中国农民金吉泰”，这一署名方式
自觉清晰地标识出自己的文化身份。金吉
泰长期的童话实践所形成的童话美学思想
值得我们展开深入研究。

“为人民写作”的文学立场
金吉泰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文学理想与

不懈的艺术追求践行着“为人民写作”的责
任与使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养育自己的
土地，他的血肉与灵魂与土地上的人民完
全融为一体。为他们写作，就是要把他们作
为表现的主体。金吉泰的写作动力就是来
源于人民，来源于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奋
斗着的中华儿女们。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他最深切地了解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需要。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金吉泰的生活就在
田间地头、在乡野村庄，每天目之所及、心
之所感的都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有情
感、有希冀、有梦想的人，特别是活蹦乱跳
的孩子们。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坚韧地
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需要文学
的精神光照，文学也需要他们伟大灵魂的
照拂，金吉泰一生扮演的就是这个桥梁的
角色，他坚定地行走在人民与文学之间。为
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使他
一直充满着无穷的动力与热情。在晚年时，
他一直坚持写作，觉得自己还有好多东西
没有写，觉得该写的东西太多了。金吉泰的
创作始终脚踩中国大地，始终心系祖国与
人民，个人的生活始终在基层中，热爱土
地、热爱人民深入骨髓、浸入日常。他不需要特意去深入生
活，因为他就在人民的生活中，与人民、土地朝夕为伴，他的
写作就是从这种陪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发现“生活即童话”的童话美学观
能够选择童话这种文体去为人民写作、满足孩子的精

神需求，对于一个农民作家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
许是受到民间童话的滋养，也许是广袤大地给予的灵感，也
许是本然童心的驱动，金吉泰选择了童话作为一生的文学
信仰。正如儿童通常为人们所忽视一样，童话这一文体的价
值也往往是在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同时而又被人们常识性
地忽略着。童话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是离土地最近的文学，
是真正的人民的文学。格林兄弟曾说过，童话是一株“常新
的从地下生出来的纯洁的花”，这句话表达的主旨就是童话
的人民性与民间性，它直指出童话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民
间童话是由人民创作出来的，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持续渗入
人民的情感与智慧，所以它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文学，成为传
承世代最久远的文学。童话所以能够成为金吉泰的精神依
靠点，也许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民性。民间童话之后，
安徒生将文学童话推向了高峰，但安徒生童话同样得民间
童话的精髓，准确地说，安徒生深刻地内化了民间童话的
思维方式，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平等的生命观。童话视万物
有灵，一切存在皆有生命，秉持非人类中心主义，世间各种
存在与人都在同一序列、一个平面。童话的意义主要在更
新人类的世界观，它将万物等量齐观。瑞士学者麦克斯·吕
蒂说“童话是缩小的宇宙”，所以可见童话可能包蕴的世界
的广度。

金吉泰从生活实践与文学实践中悟得了自己的童话美
学观——生活即童话，这一美学理念传承了民间童话的思
维方法，回归其价值主旨与价值实现的基本路径，充分突出
童话的生活属性，突出人在生活中的主体能动性。童话已成
为金吉泰看待生活的方法论，他用“天生童话”表达自己对于
世界的惊奇感。世界在他面前到处呈现出童话的质素，布满
了童话的奇迹，所以他兴致勃勃地为那么多物事去用心写作
属于它们自己的童话。他生活在广阔的田野，又生活在历史
久远、文化积淀深厚的西北大地，风土人情、历史名迹、自然
中的草木和动物们，不是作为题材进入童话，而是作为生活
内容。金吉泰对世界的观感大概和孩子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
在于他能做到以成人的理性去用笔把这些童话记录下来。

生活即童话，暗含的是伟大的人文精神的光芒。用人的
高贵的情感与灵魂去把物照亮，赋予它们生命，写出它们不
平凡的生活体验。因此，童话对物的观照与对物性的表达，
是这一文体价值最特别的所在，安徒生童话对此表现得就
非常典型。金吉泰一生写了那么多物，一朵小小的菊花、一
只小蛤蟆、小杉苗、小麻雀……凡此种种，都是他俯下身来
用心聆听与对视的结果，就如孩子们闲暇时与世界交往对
话的种种姿态。童话蕴含在生活中，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
之木，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就是生活本身伟大的馈赠。很
多时候，金吉泰会情不自禁地用到“童话”这个词去表达他
的童话感受，如“十字街头的童话”“现代版的童话”“我就站
在童话的高山上”“在农村，天高地厚，到处都是童话”。他将
童话重新置于它的本源，这一美学观启迪我们，文学童话在
充分发展后可能恰恰会走向自我封闭，因过度“文学”而远离
生活。其实伟大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经典的童话，它包蕴着
无穷的奥妙亟待我们去勘探，童话观本质上就是一种积极的
生活观，这是我们从金吉泰童话中获得的最大的审美启示。

伟大的爱与永恒的童心
支撑持久的童话信仰的本质力量，是金吉泰对这片土

地与人民的伟大的爱。这使他从根本上解决好了写作“为了
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他的身心完全融入他的写作
对象，最主要的是，他对世界的爱与透明的童心融为一个有
机整体，这使他成为广阔的民间大地上孩童精神健康的守
护者。由于童话题材所涉自然与人文世界的广度，金吉泰对
童心世界的揭示便显示出全面的深刻性，同时可以整体抽
象为一种寓言的哲理性。比如《女孩与小兀鹫》选材构思及
题旨的批判反思性，非有足够的生活经验累积及童真视点
不可为。女孩与小兀鹫的价值选择和成人世界对待自然之
物的态度，在和谐与对撞中生成巨大的断裂。《跛黑汪汪碑》
以纯真的同理心进入到一条狗的心灵世界，写出了狗对人
类的忠诚，更写出了儿童与狗的心灵相通。《小鬼螺丝钉》从
生活细节出发，演绎螺丝钉一段奇特的经历，提醒了人类思
考小与大的辩证关系。

为人民写作的童话观，忠实于生活的写作姿态，使金吉
泰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财富，值得我们慢慢地一
篇篇地去咀嚼品味其中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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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字的间隙见证一个人精神的成长
——关于叶广芩关于叶广芩““耗子丫丫耗子丫丫””三部曲三部曲 □□杨杨 辉辉

读罢涂晓晴的《扬州童话精选》才明白，这童话其实是在写
一座城。作者钩沉扬州7000多年的历史，走近驻留于斯的至圣
先贤、文人骚客，也写美食风物、人情物理。最有意思的是作者
舞着一只魔幻之笔，让水井说话、护城河独白，她异想天开地措
置时空，让曹寅和李白深夜把酒论诗，让夫差和刘濞任性使气。
妙趣横生，捧之不忍释卷。

作者打捞扬州城的历史，主要写创造历史的人。如大禹、谢
安、鉴真等，他们解民于倒悬，是这座城的护卫者；如董仲舒、枚
乘、欧阳修、魏源、蒲松龄、石涛、郑板桥等士者是扬州城的传灯
者。大禹治水不归，妻子女娇对大禹的情深意笃，感得神鸟襄
助，负之寻夫。夫妻竟生出双翼，半空深情相拥，玄幻美妙。大和
尚鉴真东渡扶桑，五次过海失败，最后得白鹤护佑渡海成功。东
晋谢安，我们鲜有了解他在扬州治理水患，被老百姓尊为邵波
湖神。董仲舒传授“天人合一”天机，游说帝王“独尊儒术”，使江
都政治清明。杨广少年读野史，得知奇花“天来香”有关国运福
祚，因而“烟花三月下扬州”找寻奇葩，却又引出情路曲折，终于
觅得公主萧容，是妻子也是知己。而萧皇后恰又领受天机，直待
杨广称帝，才吐露“天来香”暗含的治国理政玄机。朝鲜大儒金
正喜，得知千里之外的恩师阮元去世，一口鲜血喷薄而出，他蘸
着鲜血盖上给恩师贺90大寿的印章。这些人或为民请命，爱民
如子；或为往圣继绝学，诗书传家，与人为善，流布传统文化。作
者大都取材于掌故传说，赋予他们鲜活的生命力、真实的情感，

像现代人一样说话、苦读诗书，为生活琐事
苦恼，为美好的人事快乐，为仁爱大义而献
身，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扬州美景出天然，合人事。作者以童心
感之，童眼视之，文字朴拙，富有生机野趣。
《月满莲花桥》写瘦西湖上的大雁在孩子的
央求下去数莲花桥上的月亮，偶遇回江西
老家在此歇息的野鸭母子。热情的大雁一
家邀请野鸭一家一起数月亮，数啊数啊，数
了莲花桥的15个桥洞，桥洞下面的15个月
亮。小孩子忽然问，天上的月亮算不算呢？
当然算。我们是不是也经常执着于镜花水
月而忘记了天上那轮真正的明月呢？作者
写枚乘的千古挚友广陵潮，雄伟壮观，气势
磅礴。勇敢的弄潮儿在浪里搏击，他们的亲
属求围观者打赏，读到这儿，好像能听到硬
币跌落到大簸箕里的清脆的响声。《井言
记》里东西两井的遭遇让人唏嘘，它们曾以
清凉甘甜的井水涵养一方百姓，也曾照见

灼灼桃花，听才子佳人吟咏诗词歌赋。但是由于城市用上自来水，水井渐渐退出
人们的生活，面临被填平的命运。两口水井悲伤无奈，回忆自己繁华时光，“护持”
和平信念的护城河像个白发老人，深夜念叨着那个文韬武略的皇帝，思念着美貌
贤淑的皇后。作者发乎深情，哀矜人事沧桑，风物变迁，却通透练达，哀而不伤，得
传统文学之精髓。

作者想象奇特，文字古雅清丽，又戏谑调笑，风趣可爱。《扬州炒饭》以“米”的
身份自述傲娇米虫打怪通关自我成长之路。自从某个时候某个人偶然做了个蛋
炒饭，“米生”忧患就此开始。米的江湖地位将要不保，米虫当然要自救。它反思自
己，进阶了三次。先是香味更浓，口感更松软。再是要和配料们搞好关系，接纳它
们，包容竞争，组建合作团队。最后，米虫悟得玄机，不管配料们多优秀，终归“扬
州炒饭”名下使唤。从此米虫一招制敌，任凭群雄逐鹿，通通收入囊中。还告诫自
己少说话，以免泄露玄机。《桂花神》写唐书生章月客一心读书，无暇做官。可是
94岁死后成了神仙却晚节不保，被百花神诓骗，当了桂花神。百花女神深谙书呆
子心理，她哄骗章月客说做了花神，事事自由做主。工作清闲，一年只上一个月的
班，相当于读书之余的休假。而且她还让牡丹花神、迎春花神、茉莉花神等一众神
女调笑取乐，章月客碍于情面应了神职。学究对工作极认真，捉虫除病，施肥争
水，事必躬亲，终年操劳，还常常加夜班。金秋八月的扬州，黄金弄衣，花香醉人，
是不是可以偶遇那个累得弯腰弓背、大汗淋漓的桂花神，偷空坐在某棵桂子树
下，后悔不迭呢？书中诸神如财神、雷神、城隍庙王等都是这样有烟火气，存私情，
也担大义，与人世相亲。

作者纵古论今，嬉笑歌哭，秉承一颗公正良善之心，行教化传承之义。取童话
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以瑰丽的浪漫主义想象，杂糅神话传说，暗寓现实人生，读
之思之，余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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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际会，读“耗子丫丫”三部曲的时候，
偶得一本曾春海30余年前的著作《陆象山》，
见他谈象山的教养论时有言：“象山哲学的核
心点置定在人的主体性上，人的主体性所以
成为发展及实现人生理想的价值根据，全系
因于涵具诸般先验道德之理的本心。心的主
体性在于其灵通能觉，外物透过灵心的感应
才能获得对主体而言是存在的意义。”这话多
少有点绕，但“主体”“本心”“外物”“感应”，却
差不多标示出了个体与生活世界关系的基本
模式。虽未必持有和陆象山相同的关于“涵具
诸般先验道德之理的本心”的理解，但自我经
由与外部世界诸般物象的多元感通，进而促
成自我的圆成，却似乎可以解作个体精神成
长的重要路径之一。先贤于此用心用力极深，
惜乎这一种修养工夫，如今似乎难以转化为
具体的精神的实践。但无论有意与否，个体一
旦希图自我之圆成，多半会与古人所论之修
养工夫相遇。或也因同样的原因，年过七旬的
叶广芩写下了“耗子丫丫”三部曲的故事。三
部曲故事发生的空间各不相同，涉及的人物
也异，但它们都围绕耗子丫丫展开。抚今追
昔，感慨万千，于文字的间隙，实在可以见证
一个少年的精神的“养成”。

故事的“开篇”是颐和园，北宫门、四大部
洲、大戏楼、玉澜堂、玉带桥等等，是耗子丫丫
的乐园，也是种种奇妙故事的发生地。故事的
参与者，既有耗子大爷、一只名为005的乌
龟，也有园中的亭台楼阁、花鸟虫鱼，当然也
有同父异母的哥哥老三、开烧饼铺的老宋奶
奶、卖酒的老李等等人物。它们共同构成了
《耗子大爷起晚了》的故事。耗子丫丫每日游
玩在园中，那些人事物事，影响并形塑了她最
初的世界观念。时隔60年后再度回望，那一段
生活的意义渐次朗现：“颐和园的景物，颐和
园曾经的街坊四邻，让我初识人生，那里的精
致大气、温情善良奠定了我人生的基调，让我

受益匪浅。”我们自然从这里可以读到耗子丫
丫如何从颐和园景物中获得初步的美感经
验，如何从老宋奶奶的爱怜中发掘一个人内
心无法纾解的哀痛，如何从老李的死亡中感
受到“‘死’是怎么回事”。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她从男孩老多对园中殿宇房檐上的小兽寓意
的求知欲中，发掘出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生命
故事。这一种求知欲，很快便被偶来颐和园躲
避“梅雨”的南方人梅子所激发。梅子几乎熟
知园中景观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故事，她的讲
述因此为耗子丫丫打开了另一个精神的世
界，让她从中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并因此产生了持续探究的兴趣。

上述种种当然非常重要，却似乎远远不
够。耗子丫丫还需要体会和了解另一种生活，
了解作为“光荣军属”的姥姥的不易。姥姥对
身在前线的舅舅“内里的担心和惦记”，给耗
子丫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她体会到
生活表象背后的另一面。她还需要从姥姥的
辛苦劳作、节衣缩食，姥姥的邻居二头的用功
学习和辛勤劳动，以及同桌李德利自给自足、

努力承担家庭和生活责任中“明白各家有各
家的日子，各人有各人的世界”。这是《花猫三
丫上房了》和《土狗老黑闯祸了》记述的主要
故事。即便与她共同生活在胡同里的孩子，也
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爱憎。但在少女丫丫
的世界里，这些似乎存在隔膜的人事物却可
以融通，可以因邻里互助，同窗友谊的建立而
营构成一个温暖、和谐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
界中，人与他人，与自然万象，与动物植物，皆
可相互感应，互相成就。

如作者所言，这三部曲的故事“近乎童
话”，它们是已逝的记忆幻化出的彩虹，氤氲
着理想和梦幻般的气息。颐和园、胡同、学校，
具体的生活空间虽有不同，但小伙伴们以及
他们周围的成年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他们
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外部世界，师长们也在
努力教会他们理解和处理自我和他人关系的
方式。以内心世界为基础，可以逐渐拓展出一
个广阔无比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关联着我
与物、城与乡、人与动物，也关联着爱憎、生死
等等无可避免的生命感情。三部曲也因此可
以被读作耗子丫丫的爱的教育，她爱自己病
中的妈妈，爱她的小伙伴们，也爱老黑、耗子
大爷、花猫三丫，以及颐和园的风物、乡下的
美景。亲情、友情，人对自然万物的感应和爱，
对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求知欲，构成了耗
子丫丫成长故事的核心。其中自然也有经由
师法自然万象而促进的自我人格的养成，比
如她从花猫三丫身上学会了责任和担当，从
与伙伴们的交往中懂得了距离和宽容以及对
友谊的理解和维护，从亲人们身上明白了珍
惜和关照。而面对外来的陌生，则“知道了女
孩应有的刚强和自尊”以及“遇事沉静不乱，
稳妥大气”。

这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讲给如耗子丫
丫一般的孩子们的自己曾经的生活故事。60
余年的时光的流逝让这些故事于字里行间幻

出美丽无比的彩虹般的光芒，它能够呼唤出
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精彩，也让一个个逝去的
人物仿佛重新有了生命。他们演绎着一个孩
子眼中充满童趣和丰沛的想象力的故事，也
演绎着欢乐、幸福、忧愁甚至死与生的交替。
逝去的终究会逝去，然而日与月的故事翻过
之后，留下的是如日历中的金阁寺般的金碧
辉煌的精彩。这精彩悉数被作者写进了作品，
它们就隐藏在“耗子丫丫”三部曲的字里行
间，等待着你我将它打开，并从这些人物的生
活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生命的体悟。如经历疫
情之后的孩子们会“变得坚强而懂事”，会学
会“忍耐和支撑”“顺应和遵守”“他们在灾难
中慢慢长大”并最终会长成为一个拥有丰富
的精神世界的人，可以独立面对属于他自己
的生活世界的种种境况。这或许是人之为人
无可避免的生命过程。叶广芩以她深情的笔
触，写下了她对这个过程独特的个人体验，包
含着回忆往事的快乐，也包含着自我的反省
和面对时光流逝时的爱与痛惜。

在《陆象山》一书中，曾春海有言：“作为
主体的人除了自觉内证外，更当发一大愿，确
定终身大志，把此当然之心和应然之理视为
一生不变的永恒目标，整个生命托付在这一
理想上，全身投入，努力修行。所谓：‘收拾精
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当恻
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
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
发强刚毅’。”这些话讲给耗子丫丫和她的伙
伴们，或嫌深奥，但可以依着这个思路，去理
解这三部“耗子丫丫”的故事。不谙世事的耗
子丫丫终究会长大，长到她的故事的讲述者
那样的年纪，也终究会在生命中的某一个重
要的时刻，领悟到理想、自我、万物等等之于
个人生命的独特价值。等到那个时候，谁又能
确定她们一定不会和如陆象山这样的前贤有
精神的相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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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9月14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主办的第
十二届国际版权推介会召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
二级巡视员罗远东、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
记凌卫出席会议并致辞。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董
事、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涤，
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汪维国、周建森，中
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游道勤，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刘凯军、总编辑王军、副总
编辑熊炽、黄震以及江西省委宣传部相关人员代表
出席了此次活动。

本次版权推介会带来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2021年的三部新作《一根绳子》《大风》《猫冬
记》。会上，曹文轩、朱成梁和薛涛分别就各自的创
作经历进行了分享。《一根绳子》的创作是曹文轩与
插画家郁蓉的第三次合作，用一根绳子映照出人类
文明发展的剪影，天马行空，充满想象与哲思。莫言
的首部图画书作品《大风》，画家朱成梁用画笔引领
孩子们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展现了大自然
的雄奇与壮美。《猫冬记》是薛涛的最新力作，通过
人和动物抱团取暖的温馨故事，展现生命内在的激

情和顽强的生存意志。凌卫高度评价推介作品所具
有的中国特色、彰显出的中国精神以及蕴藏着的中
国智慧。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指出，“这样
豪华的创作阵容创作出的一流作品，是中国原创童
书有尊严地走出去的非常好的例证”。

此次推介会上，罗远东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在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
略，深入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
和文化贸易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二十一世
纪出版社集团正式宣布，该社已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
司——熊猫出版社，通过本地化运营模式，进行海
外组稿、编辑、出版和发行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图书，
向海外读者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十四
五”期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将以“国际化”作
为实现稳健发展、优质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
方向，不断拓展“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以“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发展理念为统领，构
建起符合集团自身发展的“走出去”新格局。

（儿 文）

■动 态

秉承着“传播中华文化，传承中国精神”的理
念，新蕾出版社不断推出精品力作。近期出版的《坤
生》《男旦》分别从两个独特的戏曲行当，展示了中
华少年的自强坚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云顶》则通过深山中一对夫妻无私呵护留守儿童
的暖心故事，彰显大爱精神，呈现出中国乡村振兴
的美好愿景。9月14-17日间，新蕾出版社围绕这
三本书举办了图书分享活动与版权输出活动。

在“破茧的力量——《坤生》《男旦》阅读分享暨
版权推介会”活动现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莉、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亚非处处长李强、
巴基斯坦巴中环球出版社中国办事处代表苏慧、
《坤生》作者王璐琪、《男旦》作者陈曦、新蕾出版社
副总编辑焦娅楠共同参会。两位作者分别分享了自
己创作时的心路历程。王璐琪认为书中聚合了她对
少年们的一种期许，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选择，能
有自洽的生存空间。陈曦希望自己的文字可以给孩
子们以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浸润，虽不能至，心向往
之。与会专家对两部图书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两

位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中为孩子们呈现了一
个细腻、雅致的戏曲世界，也显示了他们自觉的创
作意识。活动中进行了《坤生》《男旦》乌尔都语版权
输出仪式，让海外的小朋友们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理解。

在“以爱之名 暖心童伴——《云顶》新书发布
会”活动现场，作家曹文轩、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主席张明舟、本书作者殷健灵与读者共同
分享了那些源于现实、落于指尖的温暖故事。活动
中，殷健灵在现场分享了自己三次深入大山采访调
研的故事，曹文轩高度评价了作家对中国素材的亲
近与尊重：“殷健灵的文学标准是世界的，但她的文
学物料都产生于脚下这片饱经风霜的大地。”张明舟
用“真诚”和“精致”评价这部作品：“从讲好当代中
国故事的角度，这个作品可圈可点的地方非常多。
这样的故事讲出去，我想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
国能有这样蒸蒸日上的今天。”值得一提的是，作家
殷健灵将这部作品的首印版税捐献给了童伴妈妈
项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关爱留守儿童。（少 文）

弘扬传统文化 彰显大爱精神

□□于小桂于小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