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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品成的长篇儿童小说《我们的队歌》近

日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读后令人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我觉得，这是一部选材新颖、故事感

人、内容独特、人物生动，讴歌真善美，极具历

史性与时代性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选取福建

带有传奇与浪漫色彩、风景秀丽的钢琴之乡鼓

浪屿为故事背景，不仅使小说具有鲜明的地

方底色，也给予作品人物个性发展的合理性，

为小说增加了一种吸引读者阅读的力量。

说它特殊，指的是作品题材选取角度十

分独特，讲述的故事从现实生活出发，触及社

会底层，并回顾红色历史，既朴实又宏大。说

到“我们的队歌”，老一辈立即会想到自己那

不平凡的童年，中年人会想起过往加入少先

队和佩戴上红领巾的岁月，当今的同学们可

能会想起自己高唱队歌时的豪迈心境……

说它选材新颖，表述独异，指的是小说的

红色历史记忆与当今现实生活互相融合，一

面触及普通的社会底层，一面书写难忘的炮

声隆隆的红色岁月。在文学创作虚构的基础

上，合理地运用纪实的手法，写当年“红色小

八路”的历史，让虚构与写实充分结合，非常

好地、深刻地做到了文学反映现实、反映历史

与反映生活本质的感人效果。

《我们的队歌》的故事并不十分复杂。它

讲述了小主人公盲童钱小小与个性特殊的老

人方庆来之间发生的故事，从两个人开始的

互相戒备和互不理解，到渐渐熟悉和互相关

注，再到理解和尊重，它的催化剂是钢琴，是

音乐，是那不朽的“我们的队歌”优美壮丽的

动人旋律。小说在故事架构上，采用了多条

线索并行与交错发展的复合形式。一条线索

是钱小小与做保姆工作的妈妈钱凤英，第二

条线索是方庆来与他的儿女，第三条是邻居

庄巧巧及其父母，第四条是方庆来与他当年

的朋友同学们。这四条线索选择得非常合

理，可以说，对这部小说来讲，缺一不可，它几

乎涵盖了完成故事发展的所有需要。这大半

个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与现实生活描绘，是

一幅全景式的鼓浪屿的景观风情与发展变化

史的精彩图画。特别是读到方庆来追寻当年

的母校与当年的战斗生活和合唱团的经历

时，非常感人。感人情怀中蕴含着爱国主义

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不仅唤醒了方庆

来这些年的消极沉闷，也是盲童钱小小不惧

怕困难、积极向上的力量。小说作者力求故

事情节的丰满，其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突出小

说的主题思想，抓住并突出当今历史与社会

非常需要弘扬的“我们的队歌”中“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

祖国，爱人民……不怕困难，不怕敌人……为

着理想勇敢前进……”的可贵精神。队歌里

唱出的这种“为着理想勇敢前进”的精神，不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拼搏、开拓、向上、实现中

国梦”的精神吗？小说向我们强调的正是不

忘过去，牢记初心，继承传统。小说《我们的

队歌》在传递这样的认知时，并没有说教，更

没有高大上的口号，而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变

化和人物成长过程来阐述和表现的。

一部小说的成功，不仅仅需要有正确的

主题思想，同样重要的还要有跌宕起伏、好看

的引人的故事，有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艺术

形象，以及生动活泼、流畅的语言表述。这些

在《我们的队歌》中都有比较上乘的表现。当

今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不太重视创作方法的

运用，常常忽略在作品里体现积极的或革命

的浪漫主义精神。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品中

最好使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

创作方法，把小说的品质提升一步，才更能够

体现出我们新中国、新时代、新儿童文学的特

征。所谓浪漫主义精神，就是要写出作品的

那种积极向上、神圣憧憬、理想愿望，以及宽

广优美的情怀，这些都在《我们的队歌》中有

着鲜明而充分的表现。小说中“为着理想勇

敢前进”的精神，充分体现在人物的美好理想

中。小说主人公钱小小的人物形象也十分突

出，她的聪慧、稳重、懂事、听话、明理、规矩、

忍让、努力、向上等性格特质都让人同情，惹

人怜爱。正是她的聪慧与可爱，感动和感化

了脾气古怪的方庆来，使得这样一个顽固不

化的老人改变了人生。这一改变说明了正义

与真善美的巨大能量，它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也推动着人性的进步。在小说描绘到方庆来

心情激动地弹奏钢琴“队歌”旋律的时候，钱

小小“听着弹奏，露出吃惊的表情，显然，她从

没有想到过这个脾气古怪的爷爷能弹奏出如

此美妙的琴声。这是真的吗？小小伸过手

去，顺着方庆来的手臂往上摸。方庆来没有

停止弹琴。小小继续摸，她摸索着老人的脸，

眼睛、鼻子、嘴巴一一摸过，她好像要摸出身

边的这个老人的容貌。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两行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一直流到下巴”。接

着，小小和方爷爷一同弹奏：“指尖下的碰触，

如打开了一道水闸。那音符组合成的水流，

一会儿细水清流，一会儿急流澎湃，一会儿又

波涛汹涌雷霆万钧……”

读到这里，我们同样被一种激情、一种浪

漫，感动得热泪盈眶。

小说故事的高潮是结尾部分，方庆来把

自己价值不菲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后，亲自聆听了小小与巧巧参加的

百名少年钢琴演奏，在“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的旋律中含笑离开了我们。掩卷沉思，不禁

思绪万千，激动万分。也就在方庆来辞世之

时，小小和巧巧正在熟练地弹奏着钢琴，“指

头像一些精灵在琴键上跳着轻柔的舞蹈，分

不清是指随乐舞，还是乐从指生。小小仰起

脖子，美妙的乐曲声里，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片

光明”。“小小似乎看见了眼前的世界，美如仙

境。”在美的乐曲中，在美的境界中，在美的人

生中，在美的理想中，真善美的境界进一步得

到了升华，读者的思想境界同样得到了净化，

或许这就是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小说《我们的队歌》不仅有十分生动的故

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艺术形象，也有真实

的现实与历史书写，一气呵成，引人入胜。中

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辉煌的精神文

明和革命文化传统，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特

别是用生动、活泼、形象的文学样式讲好中国

故事，这部小说是对有关“队歌”与“鼓浪屿的

钢琴”这一儿童文学新领域、新边界的开拓与

探索。通过阅读小说《我们的队歌》，使孩子们

永远牢记红色历史，不忘传统，大力弘扬和传

承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拼搏与不怕艰苦追求

理想的信念，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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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品成张品成《《我们的队歌我们的队歌》：》：

触及心魂的感人交响曲触及心魂的感人交响曲
□马光复

家住长江边，在夏天遇上一场洪水并不是件

意外的事。意外的是这个夏天，因为一场洪水，

孙家湾村野生扬子鳄保护站的孙大水和名为“河

龙”的扬子鳄孙大圣，竟然遇上了“大雨”夏雨彤、

“大皖”郑皖生和抗洪英雄老雷爷爷。作者不仅

给我们摹绘出一幅老雷爷爷带领下的“战洪图”，

还童心绵绵地虚构了极端环境下，“河龙”孙大圣

这样一个清新、自然、美好的动物形象。

少年孙大水在大水破圩之时，历经艰难与险

阻，漂到被大水淹没的古镇，与离家出走的女孩

夏雨彤不期而遇，并一起被困在教堂的尖顶，幸

亏得到来自抗洪一线的军校生郑皖生的救援，从

而见到了抗洪英雄老雷爷爷，加入了防洪巡堤小

组。在一天大坝管涌突发的千钧一发之际，抗洪

英雄老雷爷爷舍身排险，壮烈牺牲……仅是这样

一个抗洪救灾故事而言，调皮的“话痨”孙大水、

女扮男装的夏雨彤以及来自抗洪前线的军校生

郑皖生，在这个夏天，无疑心灵都受到极大的震

撼，精神都接受了一次深刻洗礼，并由此走向成

熟。如此，这也是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特别是

“一个是男伢，却留了女伢的头发”“一个是女伢，

却留了男伢的头发”的孙大水和夏雨彤两位具有

叛逆性格的少年，形象极为鲜明与饱满。他们在

这场洪水中受到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

然而，“人类没有理由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

纯净的眼神的动物”。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从孙

大水爷爷的“喊龙”开始，将“河龙”孙大圣形象浓

墨重彩地推出来，不仅写出了“河龙”与人的自然

和谐相处，还写出了“河龙”孙

大圣与孙大水、夏雨彤、郑皖

生几人组成的“雨水一碗”行

动小组一起抗洪的故事。作

者以活泼清新的语言，一边漫

不经心地为我们普及扬子鳄

的知识。比如“河龙的眼睛像

红宝石”“鳄鱼吃东西时会流

泪”“开挖掘机技术哪里强，我

家河龙是大王”；还因为“河龙

终生会打洞”，乡亲们并不喜

欢它，还经常捕杀它。一边却

写出面对困难时，人与动物的

豪迈：“如果没有救星来，我就

是救星。”作品用许多细节表

现了“河龙”孙大圣的机智勇

敢：“大水也急了，他解下腰间的牛皮裤带，一头缠在自己的手臂

上，一头垂下来，大圣立即一口咬住了皮带。”大圣历尽艰辛，坚韧

不拔地找到“大皖”郑皖生……河龙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喜爱。

对孙大水而言，河龙是他的大救星；在我们读者眼中，“河龙”孙大

圣的出现，自然有力地为这部小说注入了美好的寓言和童话元素，

从而使这部儿童小说具备了神奇性、艺术性、趣味性。在严峻复杂

的抗洪救灾形势下，让“大水之夏”更增添了一种让人感动的温暖

与浪漫，甚至让人相信，面对洪水或人类的大灾大难，自然界的动

物与人类一样，都拥有一颗向善向美的心。

小说的作者余同友说起创作这部儿童文学的初衷时表示，在

智能手机与电子屏幕普及的年代，我们再不能躺在老祖母的怀里，

听老祖母讲那“口口相传”的童话，他希望自己做一回“老祖母”，讲

一个与众不同的让人惊喜与怀念的儿童故事。因此在这个故事里，

他极其用心地将孩子与孩子、孩子与大人、孩子与动物以及人与动

物的相互理解的可能与丰富性展现出来。他用一场洪水作背景，

让人与动物处于极端的环境里，呈现出了人性与灵魂的复杂性，他

做得很成功。

中国国家公园将自然生态系统最

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

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切实保护

起来，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这里有

美丽富饶的山川河流，是中国最美的国

土；这里有千姿百态的野生动植物，是

万物和生的家园；这里有独特悠久的自

然文化遗产，谱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最美赞歌。

大象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国家公

园”系列丛书，用儿童文学这种喜闻乐

见的形式，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曲折感

人的故事情节、立体鲜明的人物形象，

向广大青少年介绍发生在中国国家公

园里的精彩故事。《秘境回声》是丛书的

第一本，那些对自然点点滴滴的热爱，

对热带雨林千奇百怪的想象，对成长由衷的期许与赞美，

与雨林中的山风溪水一起化作错落的文字，从作者邓西

笔端流淌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幅人与自然心心相印、和

谐共生的奇妙画卷。

《秘境回声》讲述了一个保护海南长臂猿的故事。海

南长臂猿为海南特有、全球最为濒危的灵长类物种，目前

全世界仅有36只，全部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身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护林员的父亲意外受伤，具

有丰富经验的少年阿钛代替父亲进山监测长臂猿的踪

迹，父亲嘱咐他要密切关注离开家族独立生活的公猿“刚

子”的情况，看它“是否找到了另一半组建了新的家庭，它

把新家安在哪里？”在寻找海南长臂猿的过程中，阿钛又

结识了少年阿清，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他们一起成

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作者详细描述了海南长臂猿的叫声：“一声悠长的啼

鸣准时在雨林上空响起”，接着是“两声短促、明快的回

应”，然后是“一阵激越而欢快的大合唱。伴随着树枝抖动

的簌簌声，整片树林回响起激昂的、欢欣鼓舞的乐章”。阿

钛跟父亲一样，都在长臂猿的啼鸣声中长大。阿钛认为，

雨林里“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长臂猿叫醒的”，他痴迷于

这秘境里的回声，“好像被那沾满露水的长啼声钉住了”，

“不管你听了多少遍，只要那声音响起，你总会在一瞬间

被击中”。阿钛和阿清也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回声，因为长

臂猿是脆弱的，“一场台风或一场疾病，就有可能让它们

全部死亡”。

《秘境回声》写出了国家公园里的山川壮美。作者的

文字如同青草绿树一样在国家公园的沃土上自然生发，

散发着令人熟悉而又有些神秘的味道。“秘境”不仅可以

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也可以指阿钛和朋友阿清一

起不断探索、不断发现的热带雨林里的秘密。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植被繁茂，这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有荔枝

树、大果榕树、槟榔树、椰子树、黄桐树、老酸豆树……在

阿钛眼里，前往观测站路上的那棵30米高的陆均松，就

是长臂猿家的一扇门，它用高大的身躯把人类挡在门外，

保护着长臂猿的栖息地。

秘境里不仅居住着珍稀的长臂猿，还居住绿油油的

树蛙、穿着束腰裙似的黄猄蚁、翅膀上好像长了眼睛的奥

眼蝶、身上有着黄黑斑纹的圆鼻巨蜥，带花纹的象甲、咯

咯叫的原鸡……国家公园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家园，在这

里，万物自由生长，孩子们的友谊也在生长，他们感受着

自然的力量，发现雨林的奥秘，同时也

懂得了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己的道理。

《秘境回声》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价值观。书中隐藏着一段“秘

史”，阿钛和阿清的爷爷都曾经是伐木

工人，爸爸告诉阿钛，“海南长臂猿的数

量曾有2000多只，分布在海南12个市

县。后来，由于人们大量砍伐和开垦天

然林，热带雨林大面积丧失，低海拔雨

林大部分被毁，使长臂猿的栖息环境遭

受破坏并逐渐恶化”。而阿钛好朋友南

春的爷爷，在那时候是一名出色的猎

手，阿钛很难想象有人去猎杀跟人类那

么接近又那么可爱的长臂猿，以至于

“他再看南春时，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

感，好像一块稻田里慢慢长满了野草”。

经由秘境、回声和秘史，三代人的生活都与海南热带

雨林和长臂猿联系了起来，最终，保护环境、保护长臂猿

成了三代人的共识和心愿。这也反映出生态保护理念的

巨大进步。我们的文化传统本就充满了敬畏自然保护自

然的因子，就如书中阿清的奶奶所说：“山里面有山神，树

林子里有树神、花神，水里面有水神！”诚然，大地上的一

切生命，都拥有不可抹杀的尊严、履历与故事。小说中弥

漫的是万物有灵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就连风也有年老的

风和年轻的风，虽然我们觉察不出来，但是“风自己知

道”；即便树死了，“木质里的关于雨林里的阳光、露水和

树木花草之间的故事”依然活着。由此，作者认为建立国

家公园就是在“普及人与大自然、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保护珍贵的生态资源，建设美丽中国，应该从青少年

自然教育抓起，将生态文明理念植入到青少年成长的基

因，打牢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在这方面，《秘境回声》的创

作和出版无疑是成功的。让雨林与孩子一起成长，让“秘

境”更加繁茂，“回声”更加悠长，愿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让雨林与孩子一起成长让雨林与孩子一起成长
——评邓西评邓西《《秘境回声秘境回声》》 □□唐小平唐小平

上世纪 60年代初期，我读小学二年

级，父亲转业到省外贸局工作。当年的

外贸系统都设在火车站附近，这样一来，

省城火车站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放学

后，我们去车厢里拾烟盒，也钻树丛弄枝

杈做弹弓。有一次，在一丛夹竹桃的隐

秘处，我竟然拾到一只钱包。显然，火车

站一带小偷多，那是窃贼得手后慌乱中

（或是夜间）丢弃的，里面居然还有三张

一元的纸币。那个年代，三元钱对一个

孩子来说是一个大数目。我反反复复地

看着这三张烫手的纸币，它的正面是个

女拖拉机手英姿飒爽地驾驶着一辆很抢

眼的拖拉机，反面有个牧民骑马放牧着

一大群羊。

思虑再三，我把这三块钱交给了老

师。学校表扬了我，并让我加入了少年

先锋队。当时我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

没想到能入队，还成了小队长。这一切

发生以后，我变得自觉了很多，少了些顽

劣，学习成绩也有所提升。也是那一年，

学校组织观看电影《英雄小八路》，其中

的主题曲，后来成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歌》。那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见证和激

励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对我的少年

时代，也是如此。

几十年后，少年已成老年，成了一位

作家。有一年，我受邀参加在厦门举办

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有关方面想请

我张罗一部关于厦门的电影。

厦门当然有红色历史。今年是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1925年，

共青团成立不久，闽西南地区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就在厦门

大学成立。当年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厦门也曾经是其

中一个重要的站点，只可惜很快被敌人破坏。在革命处于

低潮时期的 1930 年，厦门还曾发生过地下党成功“破狱”，

解救出 40 多名被关押的红军干部的故事……100 多年来，

从厦门走出的革命志士数量众多，厦门这片热土上有许多

可歌可泣的故事。

但当时我的脑际却跳出了一些音符，我首先想到的就

是这里曾经诞生过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想到厦门当

地的音乐教育传统。

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少年先锋队队歌，那深入人心

的音符，伴随着一代代少年的成长。尤其对我们这些在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首歌的意义更是不同一

般。每当这首歌的音符响起，就会令人浮想联翩。

这首影响深远的歌，是在厦门诞生的，这无疑是厦门的

一张金色名片。厦门鼓浪屿有“音乐之岛”的美誉，其素质

教育全国领先，每年都会在鼓浪屿展示少年钢琴齐奏的魅

力，这也是一张名片。近年来，厦门六中等学校的师生，用

阿卡贝拉的演绎方式，做无伴奏、多声部的合唱，也成了厦

门的一张名片。三张均与少年儿童音乐相关的“名片”，是

不是可以生发出一个故事，做成一部有艺术内涵和思想深

度的作品呢？

三年前，我开始了这部作品的构思。现在，作品问世，

又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机偶然衔

接，我觉得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关于音乐艺术的功能，在我

看来，大致有这么几种：愉悦、激励、沉静、唤醒。我在设置

《我们的队歌》这部小说的人物和主题时，“激励”和“唤醒”

是萦绕在我心头的基调，也是我最想表达的音乐功能。

当初，选择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作为少年先锋队

队歌，想必决策者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首歌弘扬了积

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它的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歌词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这是一首曲调坚定有力、感召力很强

而又富有抒情性的进行曲式歌曲。它的旋律一段比一段递

进，节奏一句比一句紧凑，将音乐逐步推向高潮，使最后句

高潮得以突出，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音乐

形象。

以这首歌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也一定要有其坚实而丰

富的内涵。

显然，深刻的主题和立意，必须有好的故事来演绎，好

的故事必须有性格分明的人物贯穿其中，有真实感人的艺

术效果，才能达到作家想要的目的。

《我们的队歌》中的人物设置，是经过我细致的思考之

后形成的，每个人物必须有其作用，有其戏份，有其展露的

空间。矛盾的冲突和细节的设置及情节的走向，都紧扣“音

乐”，紧扣队歌。作品中的人物都和“音乐”紧密相关。通过

他们，表现人性之美，表现社会的复杂，表现中国现实教育

问题并探索解决的办法，表现人道主义的光芒，当然，更要

表现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

程，向着胜利勇敢前进，为着理想勇敢前进”的主题内核。

队歌不论是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水准，都站位极高。我知道，

要以这首队歌为背景写成小说，难度也很大。

人物的设置尤其重要，伴随几代人，并以对他们的成长

至关重要的一首歌贯穿始终，当然要有着几代人的延续，有

较长的故事发展线。

方庆来是当年少年合唱团的一员，是那首队歌的原唱

者之一。这是有典型意义的，那代人，大都有着特殊的经

历，因而也会形成特殊的性格，有的人甚至让社会改变成了

另一种模样。小说中的方庆来就是如此，他的经历让他变得

低迷消沉，似乎不可救药。当然，在小说中方庆来有10年的

经历没有涉及，但读者是看得明白的。钱小小是个出身社会

底层家庭却有着音乐天赋的盲童，如果她和方庆来没有相

遇，也许等待她的就是非常平凡的一生。因为音乐，这一老

一少之间有了故事。他们一个心灵迷失，一个眼睛失明，是

音乐让这两个人走出“黑暗”。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走出黑

暗，找到精神力量，是我力图着力表现的故事内核。

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人，这些

人不是摆设，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社会，从他们身上，能看出

整个社会的缩影。我是这么想的，成文后有没有达成这个

目的，当然得读者说了算。

一首歌贯穿了几代人成长的历史轨迹，反映了一个时

代的精神。以这首歌为背景的艺术作品更要小心，要承载

更多更丰富的东西。所要警惕的是，这类主题的创作，极易

让作家走入概念化模式化的胡同。为避免这些，我曾前往

厦门，在那里住了许多日子，甚至连电影《英雄小八路》的外

景地，我也去了好几回。我认为，弘扬正风、正气、正能量，

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儿童文学作家都要

努力践行的。

《
我
们
的
队
歌
》
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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