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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欣赏

■短 评

《琴声飞过旷野》（明天出版社2022年出版）
是作家徐贵祥的新作，他以长篇小说《历史的天
空》等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蜚声文坛，所塑造的梁大
牙等人物，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重要贡
献，至今为广大读者所称道。而新作《琴声飞过旷
野》所写，则可称为历史天空下的少年传奇。

女童“拉倒”，8岁那年成了孤儿，被一个债主
卖给了戏班子，自此开始在戏班打杂的生活，后改
名韩子路。不久，她所在的茶山戏班加入红军队
伍，她成为红军文艺宣传队的一员。而后随着全民
族抗战的爆发，韩子路们又在民族战争的硝烟里
成长。《琴声飞过旷野》讲述了韩子路、乔咏秋、白
儿扎等少年，成长为坚韧乐观的革命战士。硝烟弥
漫的岁月、艰辛跌宕的青春、无畏献身的前辈、童
稚清纯的迷茫，交织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这部作
品，会把读者带入那个唤醒民族激情的时代，带入
那支熔铸理想与信念的队伍中。

《琴声飞过旷野》所展开的时代，恰处土地革
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转换的历史阶段。中国的主
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面对民族危
亡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呼声，转而
进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与构建。从在茶
山戏班里受到地下党员李桐和叶晨霞的启蒙开
始，直到成为宣传队的一员，在部队里进一步锤
炼，“为穷人求解放”的意识开始融汇到韩子路们
的血液里；随着民族危机的严峻，“为民族图生存”

这一命题又灌注于韩子路们的身上。最终，这些少
年走过了将个人与家国存亡、民族命运休戚与共
的情感历程，而这成了他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初入红军队伍的少年韩子路们，懵懂而好奇，
但他们很快就感受到融入革命熔炉的欢欣。处于
革命队伍中的少年们，是革命的未来、红军的未
来，更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所受到的关爱——无论
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中——比别人的更为丰厚。
《琴声飞过旷野》所书写的固然是残酷的战争，是
牺牲和磨难，但书中始终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精
神——述说理想如何焕发少年们的激情，战争如
何塑造无畏的战士，困境如何熔铸深情厚谊，挫折
如何激发智慧和勇气。他们朝夕相处的集体，洋溢
着温暖与友善、互助与宽容的气氛。为了这些少年
健康人格的养成以及知识文化的提高，部队甚至
还为他们创办了列宁小学、随营学校等等。这些，
显示了一代一代的革命者对后来人的爱心与期
待，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会从中受到
鼓舞和感动。

一部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优秀的儿童读物，除
了题材的选择、题旨的开掘之外，艺术展现的魅力
更不应缺失。《琴声飞过旷野》的艺术魅力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一部成功的小说最为重要的是写人，是
写历史进程中的人。《琴声飞过旷野》是活生生的
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命运遭际、坎坷心路的写

照，是历史大潮中一代人身影的闪现。
韩子路及其伙伴们，各有各的来路，也各有各

的性格基调和成长历程。韩子路由一个内向、懵
懂、不谙世事的女童，由求温饱而求革命，由随大
流而担大任，最终成长为新四军的优秀战士。革命
遗孤乔咏秋被地下党员带到茶山戏班避风，成为
韩子路的伙伴。随戏班进入红军队伍后，他遭遇了
生母胡桃身在敌营的经历、对母爱的渴望与革命
立场相冲突的窘境，承受了误会母亲与被人误会
的痛苦，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渐渐成熟。除了来自
茶山戏班的小伙伴们各有各的性格之外，与少年
们朝夕相处的戏班师傅黄奎，由一个守旧的教习，

经过身世的历练和感悟，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并为
此壮烈牺牲。而早期潜入戏班的两位地下党员李
桐和叶晨霞，一位牺牲、一位成了新四军支队里干
练泼辣的女指挥员。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独具自
己的人生故事，真实地展现了生活的复杂：难以和
政治、战争融合的朱玛丽，最终回归了“为艺术而
艺术”的道路；而茶山戏班的老班主张得开，从唯
利是图的戏班班主，成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团结对象……人物之纷繁，色彩之丰富，为本书整
体艺术形象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小说将少年战士的心灵史、成长史和情
节跌宕、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故事相融汇，和忘我
奉献、勇敢无畏的革命前辈相映照。既在人物塑造
以及人物命运的发展上下足了功夫，也在情节的
演进和叙述表达上做了精心的营构，这就使本书
的感染力与可读性相得益彰。

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精到设计，构成了汇
聚于历史天空下的命运跌宕和情节纠葛。由此牵
动读者的既有命运攸关的牵挂，又有破解悬疑的
好奇。当下，对文学读物特别是儿童读物而言，可
读性或已成为感染读者、征服读者的最重要一环，
唯此，《琴声飞过旷野》提供的经验尤为可贵。

其三，丰富的人物设计和繁复的情节展开，展
现了不同层面的生活，拓展了故事的空间。多样生
活的呈现以及知识性、趣味性的生发，也成为本书
引人入胜之所在。如作品前半部分，随着韩子路命

运的展开，对乡村戏班生活，做了深入的介绍——
他们如何奔走于乡间，如何面对生存的危机和人
际的矛盾，如何应对军阀和国民党军的欺压，乃至
旧式戏班的行规习气、师徒关系等等，读来新鲜有
趣。对红军宣传队里稚气未脱的娃娃间情谊与纠
纷的书写也别开生面，因夜半尿床而爆发的争执，
因识人之简单而引发的误会，深入底层动员群众
后收获的欢喜等。而本书后半部分所铺陈敷衍的
别茨山新四军对密码知识的学习以及韩子路机智
的信号传递等情节，生动地讲述了战争年代少年
成长的传奇故事，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
性于一体，读来轻松愉快，使小读者在不知不觉中
受到一次心灵洗礼，也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对中
国革命的认知。

好书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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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童话，会像太阳一样照亮人生
——《从前有一个故事：龙向梅童话集》近日出版

人到中年，往往会因为成长和经历太多而
感动渐少，没想到读本儿童小说，也能一再泪
目。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穿越光阴的帘幕带来
的震撼，一个时代的人格亮色就这样突兀地闯
入眸里心中，令人思绪起伏。这就是张菱儿的
长篇小说《爸爸的口琴》带给读者的切身感受。

将红色题材与现实生活有机联系起来，这
种随风潜入夜的自然妥帖，滋生春风化雨之
感。张菱儿心中有家国情怀，她用女性细腻丰
满的笔触，以自己祖父和姑姑为原型，写下这
篇感人肺腑的儿童小说。人性的大爱像光辉
四射的太阳，令这个多舛世界平添脉脉温情。
人之为人，七情六欲与理想的碰撞过程中，身
在何处，想去何方？如何取舍决定了小我与大
我的境界，也体现了那一代人的无尘胸襟。为
时代鼓与呼，不是虚张声势，而是需要有血有
肉的佳作。红色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来于现
实抑或超越现实的是什么，都需要我们不断探
索。令人欣慰的是，《爸爸的口琴》实现了小说
的现实意义和精神内核的统一，既有高度，又
接地气。

双线并行是该小说一大亮点。以父亲的
亲身经历为主线，亦以女儿的成长为主线，双
线交互，使小说不但行文自然，其内涵质地亦
有所突破。同时，以口琴这一载体贯穿全文，
音乐与故事交织，人物与情节齐辉，彰显了作
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对小说架构的合理安排，
笔力收放自如，这也是作者多年文海笔耕后的
厚积薄发。在张菱儿笔下，口琴是介质，也是

“道具”，描绘出一幅战争时期革命志士在事业
与亲情之间做出选择时的动人画卷，演奏出一
曲荡气回肠的爱的赞歌，可谓以小见大。小说
整体结构安排自然，以时间为轴，依次展开，勾
勒出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虔诚追求及大
爱无疆的磊落情怀。

人物塑造生动形象，情节曲折生动，是该
小说的另一特色。故事中的张若松的原型是
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是《英雄赞歌》《八路
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也是本书作者的祖
父。张若松与妻子高敏都是爱国人士，在抗战
过程中忍痛将女儿铃铃托付给西安一户没有

孩子的人家，夫妻二人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战
争。铃铃虽然没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养父
母给予她的爱却丝毫不少，这虽不是爱国那样
壮烈，却也不失为是对人间爱的另一种诠释与
讴歌。尤其最后铃铃的选择，生动演绎了中国
人知恩图报的善良品质。总体来说，那个时
代，热血男儿抑或巾帼女子，他们对祖国的爱
是死心塌地绝无二心的，对真理的追求更是持
之以恒从未动摇。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可敬
精神令人钦佩，值得后人学习。

这篇小说语言朴实无华，却没有降低文章
的情感张力，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以悬念
令读者萦怀牵绪。从儿童文学的角度来看，这
部作品有着浓厚的世俗烟火味，语言朴实平
易，生动有趣，充满童真。很多人都曾困惑，所
谓“好人”存在的意义和值得与否。这个问题
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好人的好不是希望得到什
么，而是付出不求回馈但收获自来。这也是该
书透过文字的表象想要告诉读者的一个真理，
譬如小说中铃铃的养父母那样的人，性笃于
情，这是生而为人的根本。

山河滚烫，云来雾往；初心不改，琴声悠
扬。小说开头写铃铃晨起胡乱“呜呜呜”地吹
口琴的淘气，小说结尾写铃铃在决定不随亲生
父亲离开西安而是陪在养父母身边时，看着父
亲张若松坐着列车离开时，用父亲送她的新口
琴再次吹响那首“老虎叫门”，所有的语言都显
得苍白，作者用省略号做结，让小说余音绕梁，
使读者回味无穷，这就是文学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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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来说，童话既是想象力的催化剂，也是
乐趣和创造力的温床。2022年1月，作家龙向梅的
《从前有一个故事：龙向梅童话集》由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包括《什么也没有的故事》《住在屋顶上
的小人》《皱皱巴巴的城市》《为你长一棵樱桃树》《留
守人间的精灵》5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带有典型东
方色彩，将带领小读者走进一个现实与幻想之间的
世界，为童年和一生铺上真纯温暖的精神底色。作
品集文字清澈优美、平易流畅，非常适合作为中低年
级的孩子，作为从亲子共读过渡到自主阅读的桥梁
书来阅读。值得一提的是，此书邀请青年插画家
Monica Liaw参与绘制，插画创作的艺术风格与审
美趣味对标国际优秀作品，极具设计感，给孩子全方
位的美好感受，带领小读者们走进童话世界的唯美
和神秘。

2022年1月，继《蜻蜓，
蜻蜓》和“甜心小米”系列之
后，殷健灵的第三部以留守
儿童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儿童
小说《云顶》由新蕾出版社出
版。在题记中，作者自述道：

“我想走到田野里去，看幼小
蛮荒的生命绽放，我想寻觅
清澈与干净，还有人间久违
的高尚。”由此题记，熟悉殷
健灵作品的读者不难获知，

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写于上海的殷健灵，意欲在
《云顶》中将叙述场景由她所熟稔的“上海”迁移至
“田野”，通过“看”“小野蛮”们的生命成长来寻觅到
生命的净洁地带。这意味着从诗集《盛开的心事》和
散文集《纯真季节》中的自我心绪出发，自《纸人》正
式开启了对成长中的少女的隐秘世界的探寻历程，
再通过长篇散文《爱——外婆和我》、长篇小说《野
芒坡》、非虚构作品《访问童年》、长篇小说《象脚鼓》
等代表性作品中的儿童视角下的心理写作、历史写
作和非虚构写作来拓宽并深化自己的多重写作路
径，至《云顶》上升至一个儿童视角下的诗化现实主
义写作的新阶段：辽阔、从容、诗美。当然，这样的变
化是相对而言的，体恤弱者是殷健灵小说的“不变”。

相较于14年前殷健灵创作的第一部留守儿童
小说《蜻蜓，蜻蜓》和10年前她创作的第二部“甜心
小米”续集系列《大山里的旅行箱》等，《云顶》不光
是自觉地深入生活和深切地体验生活，而且在留
守儿童小说的场景、调性以及技巧方面也有延展
和新变。小说选取了川贵山地作为留守儿童的生
活场景，也依旧带有殷健灵小说特有的精致、感
伤、诗美的调性、浪漫的惊奇感和古典诗性美学，
但其场景已移至一个更高远的世界——“云顶”，
其调性愈加自然、温暖、明亮、静美，深具现实的关
怀感和朝向未来的思考力量。殷健灵以迂回婉转的
叙述方式，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儿童生活提出了个
人化的愿景，不管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多少不
幸的经历，永恒的爱与美会使得他们成为不幸中的
幸运者。

诗化现实主义使得《云顶》不仅属于当下的主
题写作，而是一种有文学根脉、文学立场和文学信
念的写作。概言之，《云顶》是以诗化现实主义的写
作方式来讲述新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一
隅——新世纪川贵山岭上“云顶小学”中的

“留守儿童”在“童伴妈妈”关爱下成长的特
殊经历，而不是以史诗性现实主义的写作
方式来叙写新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变迁整
体，但又以“留守儿童”的成长表现了新世
纪中国社会现实的变迁踪迹。这意味着，
《云顶》在某种程度上承继了自鲁迅、废名、
沈从文、萧红、师陀、孙犁等古典一脉的现
代作家的诗化叙事传统，也接续了汪曾祺、
曹文轩、迟子建等当代作家的叙事风格，还
同步于潘向黎、付秀莹等同时代人的叙事
方式。在写作立场上，《云顶》虽然汇入到近
年来少儿类主题写作的潮流中去，但作家
始终忠实于爱与美的文学信念，在《云顶》

中即是真实性。这种将爱与美等同于真的
文学创作理念使得《云顶》中的诗化现实
主义既独立于“少儿类主题写作”的潮流，
又植根于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里。

书名“云顶”是诗化现实主义的集中
体现，它不只是浪漫主义的单向度空间，
更是与新世纪中国同频共振的诗性世
界——在作品中，它先是新世纪川贵山岭
上拥有百年历史的一所小学的名字，是回
乡教师杨果的出生地，继而是留守儿童春
晓等“童伴妈妈”用爱与美搭建起来的留
守儿童之家，是他们的成长世界，最终成
为新世纪中国少年通向“明天”的希望。

这部小说深具诗化现实主义的品格，
关切中国社会的变化，触及市场化进程中
的新世纪中国经验。《云顶》里有特殊的留
守儿童群落和留守儿童家庭的隐秘心事

和命运起伏，但又以作家独有的审美方式，表现了
困顿中的中国人的真实日常生活以及幽微宽阔的
内心世界。所以，《云顶》虽如常规的留守儿童小说
一样，呈现了市场化过程中留守儿童的创痛，但并
未如绝大多数作品那样将留守儿童的创痛作为小
说的叙述重心。殷健灵对于留守儿童的不幸生活并
没有多少兴趣，不幸中的幸运才是她的写作重心。
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固然不回避留守儿童
的创痛，但更多的时候则确信爱与美会给予留守儿
童以再生的力量。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深具诗化现实主义的诗
意。初读之时，《云顶》与一般的留守儿童小说确有
相似之处，如儿童视角的选取、市场经济的时代背
景、落后山区的小环境、爸爸进城和妈妈失踪等情
节要素都较为常见。那些因贫穷而看起来既脏又笨
且玩失踪的各种问题儿童是留守儿童的群像，那些
沉默寡言、无文化、脾气暴躁的成人形象，亦是留守
儿童父母的群像。然而，《云顶》中的留守儿童形象
非但没有卑微相，反而有一种生命的“尊贵感”。他
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也都有上天赐予的天赋。
更主要的是，这些留守儿童都有爱心，懂得美好。因
此，仔细读来，《云顶》亦是通过小女孩儿苗苗在“云
顶”上的童稚之眼，讲述留守儿童如何在回乡教师
和童伴妈妈的关爱下、获得了爱与美的庇护和由不
幸到幸运的神奇童年，收获了真情、勇气、顽强、力
量和梦想。仅以这部小说中的留守儿童小石头为
例，他“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据说，妈妈生下他就跑
去了很远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过。因为爸爸太穷
了”，“为了让家里不再穷，爸爸曲水平去了很远的
地方打工，把六岁的小石头托付给后妈”。小石头的
成长过程要面对多重苦难，但再沉重的黑暗，也会
被回乡教师杨果、童伴妈妈春晓等人爱与美的光焰
所温暖照亮。正因将留守儿童内心中的黑暗与爱与
美融合在一起进行讲述，《云顶》中的留守儿童生活
才回到现实中，也回归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真实与
丰富。

《云顶》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于“云顶”所见的
人间悲欣，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用爱与美为留守
儿童和天下儿童所构筑的艺术品，其中画出了作家
自己的心梦，也传递出个人与无尽的远方、无数的
人们的相通相伴。

2022年5月，作家舒辉波的童话新作《魔法师
的猫》由新蕾出版社出版，作品由孩子们熟知的经
典童话“莴苣姑娘”切入，以新奇而丰沛的想象呈现
了一个“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之后的
故事。

在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里，两只调皮又馋嘴的
小猫因为一场求救的梦而相遇，他们携手迎敌，凭借
聪明的头脑化身“同一只猫”，英勇地与巫婆的花豹
和鹰、犬周旋，最终与魔法师一起营救出了王子和公
主，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魔法。《魔法师的猫》将现实
与童话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诗意而幽默的语言、充

满童趣的奇遇历险的形式，娓娓道来一个关于爱与
勇气的童话故事，给孩子们传达了“无所畏惧，便是
心中的魔法所向”“爱是最好的魔法”“善与恶的抉
择”“如何面对离别与死亡”等问题的多元思考。

“一个好的童话作家应该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像
孩子一样表达。一个好童话就应该是单纯而丰富
的。”谈及关于优秀童话的标准时，舒辉波这样说道。
《魔法师的猫》既展现了舒辉波童话创作的独特风
格，也体现了他对理想童话的追求，即“散发诗性的
光芒，浪漫不做作，天真而丰富，温暖也深刻，美好不
简单”。

无所畏惧，便是心中的魔法所向
——舒辉波童话新作《魔法师的猫》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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