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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如的长篇小说《撂地儿》，既是对杂技艺术家传

奇经历的描摹，也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展示和人文关

怀的抒写，又是抗日战争背景下中国故事的讲述。

王如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在“生活本身比想象

更精彩”的创作理念引导下，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散文、

诗歌和童话，无一不是来自生活的真实。他历时7年创

作的《撂地儿》，题材和人物都很独特。王如对这一领域

的熟悉程度超乎想象，叙事娓娓道来，很多细节随手拈

来，在杂技人的人生颠沛中，既描绘出民国时期各个地

域的风土人情，又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总体来

看，《撂地儿》充满了独特性、接地性、民俗性，这是作者

带给中国文学的惊喜。

一
王如曾经谈过有关开头的话题。在这个碎片化阅

读的年代，要是开头拖泥带水，就一定会失去读者。因

此《撂地儿》的开头写的是小福（学名赵凤岐，艺名麻子

红，业界称为“东方卓别林”）“撂地儿”的场面。一个年

仅7岁的男孩儿，第一次“撂地儿”，就在连镇上演了“踩

鸭子”。

“踩鸭子”是苦行术中的一种。苦行术又名酷刑术、

苦刑术，包括踩鸭子、别杆子、吞钢刀、吐火球、双风贯

耳、钢枪刺喉等，十分残酷。新中国成立后，苦行术被禁

止演出，目的就是保护艺人健康。所谓的“踩鸭子”，就

是表演者在场心站好，身子往后弯下去，一边双膝跪在

地上，一边头顶拄在地上，两手抓住脚腕子，头自然夹

在两腿中间，肚子拱起一个弧形。姿势摆好以后，表演

者运上劲儿，用肚子托起一个人。这人手拄一根白蜡杆

子，随着白蜡杆子一弓一直，双腿也在肚子上一张一

弛，劲道儿全在“鸭子”的肚子上，由此唤起观众们的同

情，达到讨钱的目的。

按理说，“踩鸭子”的残酷性一目了然，对一个7岁

的孩子来说，简直是没有人性的折磨。但凡有点儿办

法，哪个父母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撂地儿”？从这一点

说，我相信“踩鸭子”能够引起观众同情，也能引起广大

读者的共情。

那么，这样的开头应该可以了吧？不！王如果断地

否定了。在和王如交流的时候得知，接下来他冥思苦

想，和一些搞评论的师友探讨，终于找到了更好的角

度，这才有了现在的开头：

小福一个漂亮的“倒提”，一下点燃了全场的情绪，

“倒吃大菜”圆满收场。那喝彩声、口哨声、掌声填满了

马戏大棚……小福和小淘谢过观众，在热烈的掌声中，

微笑着回到了后海。

“小福，是你吗？”

这生硬的中国话，这熟悉的声音，这独特的语调，

使小福的心一颤。难道是先生？不，怎么会呢？小福慢慢

转过身来，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先生，卓别林先生，俺

不是做梦吧？”

相信卓别林的出场，一定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好

奇。在中国杂技的历史上，也就是小福在印度孟买有幸

和卓别林同台演出一年有余，这足以引起读者的好奇

心：这个小福，怎么就和卓别林同台了呢？由此就有了

探究的心理，会一口气读下去。

二
小福从小艺人成长为杂技艺术家麻子红的过程，

是一个棍棒相加、非打即骂的过程，也是一个独立自

省、东西相融的过程。

1923年的一天早上，年仅7岁的小福被母亲叫醒，

在父亲赵保真的呵斥下，跟着叔叔赵保山、赵保有去出

“生意”，走上了“撂地儿”的道路。他们从吴桥申庄“起

旱”，经过连镇、天津，一路来到上海。无论走到哪儿，只

要是“撂地儿”，小福就得上演“踩鸭子”“别杆子”，忍受

非同一般的折磨。上海的城隍庙前游人如织，赵保山决

定在这儿“撂地儿”，小福的“踩鸭子”一上演，铜钱就叮

叮当当扔进场地上。赵保山心里暗暗高兴，可是几个大

汉分开众人，不由分说地闯了进来，抢了他们的收入。

上海待不下去了。

这期间，小福的想法从不想离家转变为挣钱养家，

在赵保山想闯南洋的时候，他跟着上了闯南洋的船。在

船上，好心的船长跟小福聊人生、聊艺术、聊吃苦、聊坚

持，这对小福艺术生涯的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以后，无论是在新加坡、印尼还是菲律宾，小福都把

练功和演出视为一种自觉。他的演技和声誉在印度艺

人中流传，从而被邀请到孟买，同杂耍班子一起加盟印

度大马戏团，并和卓别林相识。

小福是一个执著的艺人，也是一个有想法的艺人。

他发现卓别林的滑稽表演幽默诙谐、趣味横生，便产生

了拜师的想法。他一趟趟去找卓别林，学卓别林拄文明

棍、八字脚走路，得到了卓别林的赏识。从此小福拜卓

别林为师，跟卓别林学习滑稽，并有意探索把杂耍和滑

稽相融，并以“艺术不仅仅是模仿，一定是身体所有部

位的和谐统一”为标准，精心打磨动作、服饰、表情和语

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滑稽跳舞》《晃板》《车技》《钢丝

单车》等融贯东西、独具特色的节目，完成了一个小艺

人到杂技艺术家的蜕变。

三
一个人的生活和成长，是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在

小福的记忆里，他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而更为深刻的记

忆，要么是1919年运河决堤，全县大部分土地被淹，要

么是 1920年大旱，成千上万的人逃荒东北，再就是

1921年鼠疫，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一

些人不惜拿小孩儿的命做赌注，为的就是有一口饭吃。

也许正因如此，一直在外面“做大事儿”的二哥赵凤瑞，

听到小福要出“生意”，立刻赶回家里进行阻止，不料竟

挨了爹的一耳光。赵凤瑞大声喊道：“莫先生说啦，让未

成年的孩子出生意，靠苦行术换取银钱，就是出卖孩子

的肉体！”莫先生就是共产党员莫子镇，他一直在吴桥

搞农民运动，为农民解放而奔波。赵凤瑞受他影响，14

岁就参加了革命。

小福还是走了。为了“解放”小福，赵凤瑞一路追

赶，但小福还是上了去南洋的船。赵凤瑞又回到吴桥参

加各项革命活动。小福从英国回来，赵凤瑞又开始规劝

他参加抗日，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可是，一心

想成为杂技艺术家的小福，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搞杂技

的，侵略者又能拿自己如何？之后小福又去“撂地儿”，

在朝鲜加入了木下马戏团，一边演出一边迁移，并在东

京安营扎寨，加入“蒲田曲马团”，与花子相爱。

1935年年末，小福接到来自吴桥的一封信和娘的

一缕头发，信上只写了八个字：“中日战争，娘盼儿归。”

小福思乡心切，告别花子回到娘的身边。让小福难以置

信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小福的爱情，派间谍带花子

来到吴桥，暗杀抗日志士，这让小福如梦初醒，深深感

到个人命运是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

由此，小福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他主动帮助党组织

抓住花子，并把她交给党组织进行改造，在马步青的军营

救出了红五军报务员宋本亮。从此，家国命运和责任担当

就像一粒种子，在小福或者说麻子红的心里滋长。

后来，麻子红在解放贵阳时，参与迎接解放军进城

的行动；在新中国成立后与马三立一起，随团去朝鲜战

争前线，慰问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

的时候，进京参加庆祝活动；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

杂技事业的发展。麻子红成了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艺

术家，一位被称为“东方卓别林”的艺术家。

四
人最无法割舍的就是“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

麻子红也不例外。当年他离开爹娘时一步三回头，那是

幼小的他离不开爹娘；后来他决心挣钱养家，让爹娘过

上好日子，挣钱养家成为一种夙愿，一刻也没有懈怠

过。怎奈理想很饱满，现实很骨感，从小福到麻子红，他

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生活上却是令人揪心的。他

一路“撂地儿”，一路牵挂亲人、拼命攒钱，可是像在城

隍庙被抢的事儿在他身上屡屡发生。

麻子红跟随齐冀生的“光技大棚”西征，赚了不少

钱，盘算着为爹娘做点啥，却在三原被县太爷给讹了，一

夜回到“解放前”。接下来“光技大棚”继续“撂地儿”，一

直到新疆才往回返，不料在白龙江上，他们搭乘的船触

礁沉没，几十号人全部掉进江里，麻子红幸得生还，但

攒下的100多块大洋不见了踪影。身无分文的麻子红，

自觉没脸见爹娘，便继续闯荡天下。后来他得到万能脚

的帮助，在成都恢复了元气，又想起家乡的爹娘，决定

回去陪陪爹娘，却在途中再次被人盯上，钱财一夜之间

不翼而飞。没办法，麻子红只好留在张玉宝的“中国魔

术团”里，直到故交赵庆林找到他，并为他介绍了一门

亲事，他便匆匆赶到什邡，与韩凤武结为夫妻。婚后的

生活是平淡的，但麻子红对爹娘的思念，始终萦绕在他

心头。

麻子红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积攒他的心愿，只等

有朝一日回到吴桥，好生孝敬爹娘。谁料一把大火烧得

他一无所有，只好带着韩凤武和出生不久的女儿，重新

开启流浪生涯，在成都青羊宫“撂地儿”。好不容易又有

点起色，竟然被一个流氓局长算计了……

麻子红在思念爹娘的痛苦中，在社会乱象的吞噬

中，经受着情感上的折磨、考验和转变，同时也印证了

一条真理：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就连人生最简单的情

感上的愿望，也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在王如的引领下，不知不觉地穿越到过去，穿

越到那个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外敌入侵、变化纷繁，人

民饱受艰难困苦却又努力奋进的时代。作家精细描摹

这一时代，通过塑造麻子红、赵保山、齐冀生、赵凤瑞、

莫子镇、马步青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示

了一幅恢弘画卷。

报
告
文
学

报
告
文
学
《《
袁
隆
平
与
兴
安
大

袁
隆
平
与
兴
安
大
米米
》
：
》
：

书
写
农
业
新
变

书
写
农
业
新
变

致
敬
科
研
英
雄

致
敬
科
研
英
雄

□□
罗
建
森

罗
建
森

童话世界里的喀纳斯童话世界里的喀纳斯
————裴郁平儿童诗里的童话因素裴郁平儿童诗里的童话因素 □□狄力木拉提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泰来提（（维吾尔族维吾尔族））

2018年10月16日，第38个世界粮食日，袁隆平水

稻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内蒙古兴安盟，88岁高龄的袁

隆平亲到现场，坐轮椅出席揭牌仪式。2020年，袁隆平

在三亚提出“袁梦计划”，表示未来3年将在兴安盟合作

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二十万亩，向全国推广到一亿

亩，把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改良成高产米粮川。2021年5

月22日，袁隆平在长沙逝世，小儿子袁定阳接过父亲手

中的接力棒北上内蒙，在兴安盟发布“袁梦计划2.0”，表

示将继承父亲遗志，实现袁隆平的生前规划。今年5月

18日，袁隆平逝世一周年之际，“袁梦兴安·稻香未来”

袁隆平院士蜡像揭幕暨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兴安盟分中心揭牌仪式举行，袁定阳宣布启动“袁梦计

划3.0”，提出努力把兴安盟打造成为北方粳稻、旱作水

稻、耐盐碱水稻种植生产基地和关键技术输出基地，走

出一条北疆盐碱地生态治理的新“稻”路。

这是兴安盟与袁隆平父子的不解之缘，也是兴安

盟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不解之缘。以袁隆平父子为

代表的科研工作者们艰苦奋斗，南繁北育、发展稻作，

使中国农业挺起了脊梁，使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兴安盟水稻产业的兴衰起伏，也是中国乡土社

会发展变迁的缩影。

内蒙古作家赵艳正是在看到袁隆平出席揭牌仪式

的视频之后，萌生了写作的冲动。“小时候通过书本了

解到了袁老的事迹，没想到我的家乡也会和袁老有交

集。当我知道袁老是带病出席揭牌仪式的时候，内心一

下就被震撼了。”出身农家的赵艳对土地有极深的感

情，她感慨万千地说：“袁老在兴安盟建工作站，是给兴

安盟人民送来了一份‘大礼’，我也要回赠袁老一份礼

物。”为完成这份礼物，赵艳历时3年多时间，深入田间

地头采访当地农民和工作站的科研人员，远赴海南了

解“袁梦计划”的相关情况，花费大量心血，创作出《袁

隆平与兴安大米》一书，细致记录下袁老与兴安盟的点

点滴滴。该书于2021年12月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袁定阳在审读过后表示：“这是兴安盟对于我父亲的祭

奠和深切怀念，也代表了兴安人民的深切情意。”

5月28日，《袁隆平与兴安大米》研讨会在北京、呼

和浩特两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邱华栋出席并致辞。会议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远方出

版社主办。

献给科研人员的一
部大书

袁隆平可以说是全书中最

为关键的灵魂人物，他与团队

的科研人员南繁北育、发展稻

作，使中国农业挺直了脊梁，使

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

剑将这本书比作“午夜里的一

朵花”，这朵花采摘自兴安盟的

稻田之中，是献给袁老的珍贵

礼物。一位已经走向天国的老

人和一位兴安盟的女儿，因为

一株水稻、一粒种子，进行了一

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让人

在感动之余满怀敬意。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满全从地方如何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群体如何

进入文学叙述场域、乡村如何通往世界这三个角度，详细解读了该书的历史和现

实意义，认为作品对自然优美风光的描写让都市人向往，对淳朴简约民风的描写

让公众向往，对和谐向上、积极向善的精神的描写让世界向往。

袁隆平生前曾说过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水稻亩产超过1000公斤，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二是让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解决人类饥荒做出贡献；三

是希望在我国的盐碱地上种出高产水稻。“本书展示的，正是袁隆平院士第三个

梦想的实现过程。”内蒙古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布仁巴雅尔评价说，这是一

部事关“国之大者”、民生之本的力作，积极探寻了袁隆平的人生世界、科学世界

和精神世界，读者应当从袁隆平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

做出的重大贡献中汲取前进的精神力量。

远方出版社社长苏那嘎在介绍该书的出版情况时说到，希望这部作品能够

让更多读者看到袁隆平院士及其专家工作站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知重负重、攻

坚克难，在盐碱地上种出优质高产水稻的事迹，看到新时代党员干部楷模的鲜明

形象，让更多读者领悟到科技的力量、团结的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

刻理解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的深刻内涵。

一首新时代新生活的交响曲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不仅具有明确的主题性、思想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李一鸣总结了该书的三个特点。一是“大问题”，即瞄准的是事关国计民生、

事关国家持续发展、事关全人类未来前景的大问题；二是“广视野”，这部作品有

点、有线、有面、有体，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观照，也有对未来的畅想；三

是“在场性”，作者在调研、采访、写作的过程中，不仅做到了“身入”，而且真正做

到了“心入”和“情入”。

叶梅认为该书展示了中国精神的薪火相传，袁隆平身后是一批又一批热爱

土地、前赴后继的优秀农研人，他们象征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赵艳的书写接地气、

动真情，她将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到了这部由大地生发的优秀作品之中，很多情

节和细节十分感人，耐人寻味。作者的写作从生活中来，从祖祖辈辈积累的智慧

中来，拥有时代高度和世界视野，显得厚重而意蕴深远。

“本书是在为兴安人民的奋斗写实立传，因为真实，所以更具力量。”在彭学

明看来，《袁隆平与兴安大米》用舒缓的曲调，浅吟低唱了一首民族团结的颂歌，

各民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相互取暖、相互鼓劲、携手共进、共同富裕，从中可以看

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感受到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同心共筑

中国梦，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团结力量。

程绍武认为：“这本书不仅讴歌了袁隆平院士，而且讴歌了院士团队的科研

精神和奉献精神，读后让人非常感动，并且备受鼓舞。”

李晓东以“五个歌”来评价该书，分别是科技兴农的颂歌、民族团结的赞歌、

脱贫攻坚的壮歌、新发展理念的凯歌、粮食安全的弦歌。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大

跨度地书写了发生在兴安大地上的故事，演奏了一首优秀的时代交响曲。

袁隆平院士虽已离开，但他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精神，将被一代代科研人

传承下去。张锦贻谈到，作品不仅表现了袁隆平在水稻研究中的出色创造和重大

突破，还描写了袁隆平团队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远见卓识，表现了中国农业战线

上广大干部、农民、草场牧民的观念进步、自强不息。

刘大先认为，该书的写作综合了多个时代主题，将脱贫攻坚、和谐生态、产业

升级、科技创新等主题统一到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和乡村振兴的主题上来，从而

加强了作品叙述对象的时代性和代表性，让兴安的水稻故事真正成为中国三农

在新时代背景下升级换代的一个缩影。

“水稻专家们南繁北育，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迁徙，既要科研攻关，又要下地

劳作，比农民还要辛苦。”作者赵艳亲眼见证了袁隆平及工作站成员在兴安盟创

造的绿色奇迹，目睹了农牧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富足，重新审视了这片土地

的历史沿革和现实发展。“能把袁老他们的事迹写下来，记录兴安盟的发展变化，

是我作为一名作家的自豪。”

真实历史语境下独特的中国叙事
——评王如长篇小说《撂地儿》 □白庚胜（纳西族）

童话是我们给自己创造的童年梦想，用于弥补我

们曾经失去的事物，也是对满目疮痍的大自然的一种

修复。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可能是超越成人的，只是我

们以大人自居，用一种早已被局限了的思维模式去看

待世界，用一种或已扭曲的世界观去理解万物，以至

于虽然发现或发明了无数认知世界的公式和理论，却

无法解释孩子们内心的世界。

所谓儿童文学，应该是反映儿童内心世界的文学

作品，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看待世界，用孩子的思维解

读世间万物，而不是落入比喻成人化、想象成人化、思

维成人化、情节成人化、对话成人化的窠臼。裴郁平

的儿童诗歌有其独到的儿童视角，尽管他本人已步入

中年，但在面对文学创作时，他的思维总像孩童一样

直观而形象，世界在他眼里有如童话，无论多么复杂

纷乱的景象，他都可以写得简洁明快、栩栩如生。他

对事物或环境的把握恰到好处，擅长抓住特点，一笔

下去正中要害，这实际上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一种风

格，说话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指出事实。

裴郁平始终把自己的创作身份看得很重，尽管他

也有成人诗歌创作，但更多时候是在儿童诗歌创作中

锻炼自己。他的儿童诗很有情趣和画面感，特别是诗

集《梦想在喀纳斯的湖里》，每一首都有独特的意境，

童趣横生。例如《四月的春》：“青果挂满了春的眼睛/

催眠了树上的鸟巢/麻雀藏在密密的树叶中/阳光的影

子/有了睡觉的想法/孤单的老肥猫爬上树/胖胖的大

肚皮贴着树干/看着发抖的树枝/在四月的春天里/把

受伤的心/用风来抚平”。4月的喀纳斯未必树上挂

果，那应该是5月里的故事，但在诗人眼里，4月已经

挂果，而且就像春天的眼睛，他关注的并非是4月这个

时节，而是“青果挂满了春的眼睛”这个意象，从而给

季节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童话色彩。成人化的诗句里

很少会出现“春的眼睛”之类的表述，但作者却用他童

真的视线，捕捉到了那个常人难以看到的眼睛。春的

眼睛挂在青果上，树上的鸟巢却被催眠，试想这个季

节的鸟巢里会有些什么？或许是刚刚出壳的雏鸟，或

许是正在孵蛋的小鸟，他把小鸟的睡意移植到鸟巢

上，让鸟巢具有生命体征，这恰恰是儿童的想象。藏

在树叶里的麻雀是快乐的，但他并未写它们的叫声，

而是把笔锋转到阳光的影子上，让光有了睡觉的想

法，与前文所写的催眠相吻合。作者又把一只肥猫放

进意境里，在猫的眼里，树叶在发抖。他不写风，而是

说发抖，感知方式不同，也创造了不同的意象。在孩

子眼里，那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有经由他们的想象刻

画出来的因果关系，作者巧妙地把握住了这种心理，

才有了后面的“把受伤的心/用风来抚平”。

在《梦想在喀纳斯的湖里》这首诗中，诗人把“夜

色”比喻成“城堡”，夜色本身难以捉摸，但作者具象描

写了它的存在。“梦在城墙上夜游/观鱼亭里/站着一只

白狐狸/它闻到了/梦里飘来的呼吸声。”作者引出“鱼”

的概念，并进一步把喀纳斯特有的大红鱼引出来，展

现出一幅童话世界的画面：“湖水里游来了一条大红

鱼/水面泛起红色水雾/白狐狸吃惊地看着月亮的脸/

拖着大尾巴/逃出了秋梦/白狐狸真想睡在星星上/梦

想在喀纳斯的湖里/和水里的湖怪们合个影”。这是一

组美妙的组合，思维的跳跃契合了孩子们的思维方

式。童话的作用并非只是单纯地给孩子们讲故事，更

是要通过童话给孩子们展现一个更为广阔的认知空

间，告诉他们思维模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同时也要符

合基本规律和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无边无际地

去思考很多问题，但前提是必须要有这种思考能力。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超凡的想象力，

同时要有很好的空间物理学概念，才能更好地发挥想

象力，让想象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回馈。

喀纳斯湖地处山林腹地，湖水平静而圣洁，有关

它的传说铺天盖地，它却任凭形形色色的游客摆布，

只是露出波纹和酒窝，淡淡地笑过四季春秋，流露出

深沉与神秘。裴郁平捕捉到了这些特质，很任性地写

道：“春风吹过来了/晨曦把睡梦推了推/一翻身，我就

来到了/绿色的草原”。这是他《草原》一诗的开篇。春

风是诱因，冬天的梦被唤醒，忽如一道温暖的晨曦，漫

长的梦就此结束，他的思绪就像初生的婴儿降临在草

原上。引出草原并非有意，而是在新疆，类似于喀纳

斯这样的草原地带，随便一处的山花烂漫就能让你醉

如神仙，到了那里，思维的缰绳就未必在你手上了。

他在《喀纳斯的春天里》这样写道：“枯萎的草原/

在泪水中却笑出了声音/春风听到后/一阵一阵用力/

把乱跑的泪水和春雨/一起赶进了喀纳斯湖里”。极富

创意的诗句，增添了诗的意境。因为春天的到来，泪

水和春雨都被吹到了喀纳斯湖里。裴郁平儿童诗歌的

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拟人化的表述方式和跳跃性思维

结合得十分巧妙，而且从不牵强，任何物象的联系都显

得自然灵动，例如：“星星在天上睡不着/看着草原上宁

静的夜晚/想问问正在酣睡的爷爷/能否来家里和我做

个伴/梦想抱着星星不松手/牧羊犬的一阵狂叫/让梦躲

进了花瓣里”。星星在天上睡不着，这是典型的拟人，紧

接着是一次跳跃，想让失眠的星星与“我”做伴，起伏感

很强，有一种天地呼应的感觉。

借助童话语言，作者写出了大自然的奇美。作者

笔下的所有描写都是在梦幻的意境中进行，就像一个

孩子周末去了游乐园，在快乐中度过一天。在阅读过

程中，读者可以和动物亲密接触，从而亲近自然，把自

然的意象巧妙植入到儿童特有的夸张跳跃思维中。

“天上的星星/看见湖水里漂着无数/小红鱼吹起的气泡

泡/小星星都想离开冷清的夜空/先把自己的影子扔进

湖水里”。上述诗句同样是思绪的跳跃，从天到地，由地

到天，相互呼应，小星星和小红鱼之间相互律动。从视觉

上看，天地都是大的静物，而星星和红鱼是运动的，彼

此在自己的世界里闪烁，无拘无束、充满新意。

儿童诗要求创作者有一颗儿童般的、具有强大幻

想力的心灵，看似简单，但实际创作起来并不容易，关

键在于悟性。裴郁平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成长经历有

很大关系，他的成长经历为他日后的儿童文学创作奠

定了基础，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诗歌创作，他都保持

着一颗平静的心，既善待他人、给人以轻松开朗之感，

同时又容不得半点虚假。与他交往只需坦诚，就像读

他的儿童诗，也需要一颗坦诚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