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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走出非洲》是凯伦·布里克森的一
部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感动了无数
观众，曾风靡全球。《非洲奇遇记》是张
之路先生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少年小
说，用奇幻的故事带领小读者们走进神
秘的非洲。

《羚羊木雕》是张之路先生早期的
文学作品，故事讲述了两位少年交换和
退还贵重礼物羚羊木雕的故事，少年间
的纯真友谊令人动容，曾入选教育部中
学教材多年，广受读者喜爱。《非洲奇遇
记》就是以寻找羚羊木雕为线索展开
的，相当于《羚羊木雕》的续集或姊妹
篇。不过这次，张之路先生把场景和情
节搬到了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

非洲共有54个国家，资源丰富人
口众多但贫穷落后。发展中国家是中国
外交的基础，而非洲则是基础中的基
础。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坦
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
时强调：“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
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
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他指出，对待非洲朋
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
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
题，我们讲一个“诚”字。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
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

曾听一位非洲学者抱怨，无
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似乎都只
有一个名字——“非洲人”。但非
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共有54
个国家，无论是自然风貌和历史
文化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多样性，
仅仅用一个词“非洲人”来概括
他们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公平
的——毫无疑问，非洲人需要自
己讲好非洲故事，就像中国需要
自己讲好中国故事一样。

曾听另一位非洲出版家评
论中国对非援助时说，非洲人感
谢中国的物质援助，但再好吃的
东西也不会在胃里停留多久，应
该更多地走进彼此的心里，而不
只是胃里。他呼吁中非加强人
文交流，特别是文学和出版交
流。艺术的真实是生命最本质的
真实，这本《非洲奇遇记》用艺术

的手法，用写实与幻想结合的方式，既有很强的故事性，又
普及了环保知识和非洲博物知识，既讲好了中国故事，也
讲好了非洲肯尼亚故事，也讲好了中非友好交流与合作
的故事。

中国作家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书写非洲故事
的人非常稀少，张之路先生做出了出色的尝试，为中国
作家书写非洲树立了一个路标，为后来有更多的中国作

家书写非洲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我非常期待，有更多这
样书写非洲的优秀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优秀中国儿童
文学作品问世。

我是在做医疗检查准备的时候阅读《非洲奇遇记》的，
药物的刺激以及连续大量的饮水，使得我的肠胃翻江倒
海，强忍着不去呕吐。然而，躺在床上阅读张之路先生创作
的这本新书，我居然因为故事内容的强大吸引力，暂时忘
记了难熬的痛苦。张之路先生不愧是讲故事的高手，随着
场景变换情节，剧情跌宕起伏，让读者根本无法停歇。独自
旅行去非洲寻找羚羊木雕的中国少年姚可可，发明了驱狮
之灯、既保护了村里的耕牛不被狮子偷袭，也保护了野生
狮群的肯尼亚传奇少年理查德，还有中国工程师爸爸和他
的肯尼亚同事马夏。一望无际的非洲大草原、高大的合欢
树、成群的斑马、凶猛的狮群、狡猾的鳄鱼，都在小主人的
旅行途中依次登场，既有浓厚的非洲味道，又有我们熟悉
得不能再熟悉的人情和友谊。故事里的素材丰富细腻而真
实，对读者的滋养和启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有多次访问
非洲的经历，我对非洲，特别是肯尼亚比较熟悉，但作者非
常巧妙地用儿童视角重新构建了一个优美、真实而活泼动
人的当代中非友好交流的人间故事：奇幻的艺术馆、大象
孤儿院、动物孤儿院……呈现了原始风貌和进步环保并存
的真实的当代非洲。用特殊方式浪漫又真实地记录下了少
年的成长，也记录下了这个时代里的特别时空里特别的美
好与温暖。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部作品是一部特别的少年成长小
说，也是一部当代非洲的风情片，是一部中非友好合作的
微型纪录片，非常值得推荐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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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云歌》是小河丁丁最新出版的一部校园小说，着
力表现了一群文学少年的成长之路。主人公丁冠勤和作
家笔下时常出现的人物丁丁一样，是一个安静内向的孩
子，他从西峒小镇来到县城高中求学，在更广阔的世界里
见到了更多的人和事，内心产生了文学的梦想与青春的
诗情。作家围绕着这个高中少年所展开的文学书写，跨越
了童年与故乡自我言说的阶段，开启了精神与审美的新
天地。

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县城重点高中的丁冠勤，
当他跟随父亲来到有着千年香樟树的全县最高学府湘南
一中的时候，应该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和文学紧密地
连结在一起。几位热爱文学的同学激情创办文学社，书摊
主人无意中的点拨与启发、阅报栏下生出的莫名渴望，这
些都在冠勤的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与文学相遇并且
不断被激发的过程，是小河丁丁融入自身心路历程的真
诚表达，让我们能够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了解其追寻文
学之梦的最初信念。

这个种子发芽生长的过程，正是主人公心灵不断走
向高远和阔大的过程。心思细腻敏感的冠勤，用一种静寂
但庄重的方式表达着对文学的虔诚，除他之外，南华芝、
武琴、阙云飞、发发等文学爱好者，则大都显露出青春年
少的活泼与热情。透过主人公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一群昂
扬着生命激情的高中少年，他们写的诗文可谓稚嫩，他们
办的刊物或许粗朴，但其跃动的姿态却极富感染力，如同
校园里的香樟树一样，在花开的季节恣意地展露着它的
芬芳。香樟树在书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存在，是学校
历史与文化的象征，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在树下集会，身体

受它荫护，精神被它熏染。正是在这棵古
老的大树下，主人公产生了无限诗意与遐
思，从中找到了情感与心灵的寄托。而冠
勤和同学们最后对险被砍伐的香樟古树
的守护，则极大地彰显了精神世界之于现
实世界的重要意义，小说由此呈现出令
人欢喜的少年气象。

少年心事当拏云（也作“拿云”），谁
念幽寒坐呜呃。“拿云歌”这一题名源自
唐代诗人李贺的《致酒行》，如此壮志豪
情在丁丁过去的小说中并不多见，为作
品带来了不一样的主题意蕴与精神气
质。然而，成长之路不可能一路高歌猛
进，幽寒中不时留下呜呃之声。冠勤沉浸
在文学的世界，却又徘徊在文学社集体
之外，投出的稿件石沉大海，在形单影只
中默默坚守。与此同时，“菜地中学”（高
复班）的突兀存在，高三学子的苦读与压
力，还有柴燕身世折射的人世艰辛，这些

现实的困扰不时出现，让人更添哀愁。冠勤与柴燕心灵相通，体现了彼此在边缘
状态下的某种天然契合，那份孤独共情中夹杂着的朦胧情愫，显得美丽又酸楚。
尽管如此，少年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反而因此显得愈加热切，正如诗人
李贺的凌云壮志恰是在潦倒失意中勃发，这种源自心底的生命热情，将人从现实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拿云”二字所体现的便是这样一种超越与飞升之势，这里面
同时包含着纯洁而神圣的文学梦以及青春永在的生命力，给人以心灵的触动。

在我看来，《拿云歌》是小河丁丁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一部转型之作，作家拓
展写作空间的努力由此可见。不可否认，小河丁丁过去以童年与故乡为源泉写下
的那些“现实传奇故事”，体现了独有的生命经验和文学表现力，拥有不可阻挡的
艺术魅力，但是系列性的持续写作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经验与风格的重复问题，尤
其是当似曾相识的生活和人物常常出现时，使人不由得为此感到担忧。小河丁丁
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渴望在不断创作中获得超越，他相信卡夫卡说
的，当作家能用“他”来替代“我”时，才真正走进了文学，也认同法国小说家莫洛
亚的观点：“只有到了不再热衷于自己时，我们才开始成为作家”。可喜的是，小河
丁丁近年来的小说开始跳脱故乡西峒以及童年丁丁的视角，将过去延伸至现在
乃至未来，在“我”之外创造更多的“我们”，因此开掘出了愈加广阔的文学风景。

与此同时，小河丁丁在创作中融入了更多的文化书写，以此作为打开作品艺
术空间的路径。例如，《拿云歌》中围绕历史和文学所展开的叙述，就包含了非常
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样的文化信息，一定能够在思想和精神维度为少年成长助
力，同时提升作品的主题内涵，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需要商榷的是，这种类似于
知识考古般的叙述方式，对少儿读者而言是否会产生阅读接受上的障碍？换言
之，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如何将这些文化信息更好地融入到人物心理、叙事
节奏以及情感体验中去，使其成为文学表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是作家今后需
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小河丁丁通过《拿云歌》创造了不同以往的审美气象，作家在文学探索与开
拓的过程中始终饱含着赤子之心和纯真诗情，让人欣喜的同时依然有感动，这样
的创作情态特别难能可贵。因此，我愿意跟随主人公的脚步，在香樟树下驻足停
留，听风吹过，唱起少年之歌。那歌声虽然青涩，却明丽清亮，动人心弦。

“新芽大奖儿童文学”
系列图书近期出版

《太爷爷调动工作了》插图，李卓颖 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年5月

一口气读完曾有情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金珠
玛米小扎西》，仿佛读完了一位藏族少年的成长史。

小说开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夺走了小扎
西父母和家中马羊的生命。正在巡逻的班果哨所
的官兵们发现了小扎西，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
父母双亡，家中财产又全部丧失，年幼的小扎西要
怎么生活？我们不能不为小主人公未来的命运发
愁。在金珠玛米（藏语，意为解放军）的关心下，小
扎西被接回哨所，养好了伤，恢复了健康，并且将
被送往附近的纳措乡，乡政府会很好地安置他。

金珠玛米无微不至的关怀、艰苦却有趣的哨
所生活，让心怀感激的小扎西对解放军、对哨所产
生了感情，并渐渐萌生了留在哨所、当一名“金珠
玛米”的想法。小小年纪的他与这一梦想之间的
距离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梦想就像野草
一样，一旦长出来，就拔也拔不掉了。小扎西开始
踏上了向梦想进发的道路。

小扎西采取的第一招是“学”。当兵就要有当
兵的样子，身上要有兵味儿。他跟着战士们出操、
训练，陪着战士站岗放哨，一招一式都模仿解放
军。谁知这一招并不管用，哨长林海平要把他送
下山。小扎西采取的第二招是“赖”。当来接他的
车子到了之后，他却躲了起来，谁也找不着他。无
可奈何的林海平只好给他施加压力，试图用严苛
的训练逼走他。谁知好强的小扎西把其他战士都

“比”下去了，由此，林海平也看出他是一个好兵苗
子。在这较量的过程中，小扎西渐渐成熟，他明白
靠逃避下山留在哨所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做
出更大的努力，让金珠玛米心服口服地留下他。
可以看出，小扎西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已
经放弃用“耍赖”的手段留下来这种孩子气的想
法，而是开始自觉地以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力求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金珠玛
米”。“哨所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主人翁意识。”在哨
所的耳濡目染，让他对金珠玛米这个职业和使命
有了新的认识。他想当金珠玛米，就是为了守护
祖国的安宁、边疆的平安。

思想转变之后，小扎西的一切行为都有了自
觉的使命感。他主动分担哨所的工作，去炊事班
帮厨，打扫厕所，赶走“偷渡”入境的外国老鼠，把操场上的积雪清扫得干
干净净。特别是面对外军的挑衅时，他用一个孩子的方式予以还击，体现
出他对祖国朴素的感情；当两名战士面临危险之时，他又用自己的经验、
机智勇敢地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因此而立功，并最终被破例特招入伍，
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班长刘大强的牺牲给他造成了强烈的内心冲击，
他带领全班战士铿锵有力地宣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界碑。”他在解放
军这座大学校里健康成长，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当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作者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过分懂事的
“小大人”，他童心未泯，天真依旧，时不时地还会有淘气的举动。比如，他和
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赵照是一对“杠头”，吵吵闹闹偏偏感情越来越好；当
他穿上军装后就在小镇上转悠，遇人便介绍自己是“金珠玛米小扎西”；当
他作为只有一个人的兵站站长时，只好靠数花生米、堆雪人消磨孤寂的时
光。这些描写都非常符合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心理特征，是很能令人信服的。

小扎西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亲人“金珠玛米”的言传身教。这些最可爱
的人驻扎在海拔5200米的冰雪高原，离国境线只有几十米远，气候恶劣，
生活极其艰苦。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他们无怨无悔、勇敢忠诚地守
卫着祖国的边境，班长刘大强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正是他们身上那忠
诚、勇敢的品质和奉献、牺牲的精神，成为小扎西成长过程中鲜活生动的
教材，引导他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品足以称得上是一部感人至深的英雄诗篇。

用关爱温暖这个世界
——读周莹的成长小说《蝶瓣兰》 □蔡先进

湖北作家周莹以前从事成人文学写作，
真正开始创作儿童文学的时间不算长，但已
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就。她的儿童小说笔
触更多地指向留守儿童领域，写出了他们的
苦闷、无奈、无助、梦想与追求，整体格调是
温馨温暖的，让人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美好的
向往。在写作技艺方面，周莹喜欢勾勒五彩
缤纷的自然，擅于写景状物，性格塑造与心
理刻画生动传神，浓墨重彩描摹少儿的童
心、童真与童趣，表达他们对亲情和友情的
热切渴盼。在笔者看来，她一贯坚持的创作
审美追求是用温暖的关爱感化这个世界。

成长小说《蝶瓣兰》也延续了她创作的
一贯追求，充分运用民歌、童谣和俚语，平添
了文本的可读性与亲和力，相对于以往的短
篇作品，线条更饱满，内涵更丰富。故事背
景设置在秦巴山脉深处十堰市房县九道乡，
那里盛产野生蕙兰，兰花是当地的地域标
签，创建兰花产业基地成为当地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的特色，小说正是以这个背景开始
构思创作的。

这部小说的几个重要人物形象塑造得
血肉丰满、生动立体。大妞王源是高年级小
学生，她为人勤劳善良，学习刻苦勤奋，有理
想有追求，在家是奶奶的好帮手。妹妹年龄
尚小，富有童真童趣，有些调皮任性，喜欢玩
手机游戏，大妞在学习上主动帮助妹妹提
升，以积极上进的学习态度引导妹妹进步。
爸爸妈妈长期在外地打工，姐妹俩与奶奶相
依为命。尽管奶奶悉心照料，但仍力不从
心。驻村刘雯秀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知民情解民忧，与人民群众交朋友，并建立
鱼水情深的亲密关系，她情系留守儿童的成
长，为了广大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创业，招
募兰花研究专家周教授加盟，努力打造兰花
培育基地，深受村民的爱护与拥戴，为了清风
谷村的乡村振兴呕心沥血，却在做异地安置
思想工作时因公殉职。刘雯秀的死虽让读者
深感遗憾，但她的大爱与博爱在悲壮献身中
得到了高度升华。为了却刘书记的心愿，奶
奶将家中的传家宝——革命烈士的“遗物”一
面红旗捐赠给清风镇小学红色教育基地，善
良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怀非常动人。

本书第六章《家里的风波》，揭露了社会
中的黑暗现实。“爸爸”王小山被私人诊所的
医生蒙骗，明明是肝炎，却误断为肝癌晚期，
推荐做花费80万元的免疫治疗，此举吓得王
长山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后来，“妈妈”顾
盈紧追不舍，要看诊断书，却只有病历本。
结果上县医院进行检查，确诊为慢性肝炎，

只是需要长期服药调理，并无大碍。这个情
节鞭挞了极少数医师为了个人私利而丧失
医德的不良行径，也体现出作者的悲悯情
怀，这是本书的第二个审美特征。

彰显励志情怀是本书第三个审美特
征。主人公大妞有理想有追求，树立了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
作为孙女，经常放弃自由玩耍的机会，主动
与奶奶一同扛起家庭重担；作为女儿，她体
贴乐观、善解人意，为了让爸妈安心打工，每
次与他们通电话时，总不忘说一句“我们一
切都好。”作为姐姐，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
教带动妹妹热爱学习。大妞在学做人和当
好学生的同时，也指导妹妹学会独立自主，
争当学习上进的优秀学生，充分发挥了“传、
帮、带”的表率作用。大妞为人积极上进，热
爱并拥抱生活，她的言行举止无不具备催人
奋进的社会功效，彰显出作者创作一贯追求
的励志情结。

读本书的第四个感悟是在寓教于乐中
启人心智。“兰花”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之
一，也是房县地域标签之一，书中通过对兰
花专业知识进行了启蒙式的趣味解读，既让
读者获得有关兰花的基本常识，也让读者同
时获得人生的乐趣，潜移默化中萌生热爱植
物、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进而培
养敬畏大自然、敬畏生命的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周莹的儿童小说除了
“兰花”这一关键词，还有“关爱”“温暖”“陪
伴”等具有个人风格的审美特质，希望她能
延续“清风”系列的儿童文学书写，锲而不舍
地走向远方，或许可以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精
神原乡。

如何培养孩子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情操？如何让孩子们热爱国家的语言文
字？如何让孩子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
大，建立文化自信？基础的课本学习之
外，阅读独具中国特色的原汁原味的本土
少年成长故事必不可少。

2022年6月，“新芽大奖儿童文学”系
列图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包括鹿鸣
著、王小坡绘的《克鲁伦河》，金少凡著、袁
小真绘的《看不见的电波》，谢淼焱著、东
山旭绘的《月塘的长歌》，贾为著、周昕瞳
绘的《起飞，大鸟》四册。丛书关注国内优

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原创新作，故事精良、题材丰富，以原汁原味的中国故
事，让孩子在阅读中提升文学素养。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清新的文字，引
领小读者们走进内蒙古草原、老北京胡同、月塘和白洋淀的乡土世界。系
列丛书特邀新锐插画师创作插画，将作品中的文字描写用丰富灵动的图
画形式表现出来，增添阅读趣味，提高孩子的想象力与艺术审美力。

“新芽大奖儿童文学”系列图书能够启迪少年儿童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展现别样的中国特色与文化厚度，让文学的沃土滋养成长的新芽。

（教鹤然）

日前，《韩国日报》网公布了韩国出版最高奖“韩国出版文化奖的”获
奖名单，新人作家权廷玟的图画书《我的妈妈》获此奖项，授奖词为：“作者
在这本书里，创造性地重塑了母性，书中真实的画面拒绝人们将母性神
化，可以视为当代母性的觉醒。”2022年5月，母亲节之际，接力出版社出
版了该书的简体中文版。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妈妈形象，这
些形象大多是美丽的、勤劳的、权威的，甚至可能是完美的。妈妈的人设
在各种作品中被夸大。《我的妈妈》以孩子的视角，表现了妈妈照顾宝宝的
真实状态，权廷玟塑造了一个窘态的、慵懒的，甚至是有点狼狈的妈妈，作
者用真实的生活场景，将读者拉回现实，让我们意识到妈妈也是普通人。

据权廷玟介绍，妈妈是一个比较私人的话题，而书是一个比较公开的
空间，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把这样一种私人话题呈现到书里的理由。最
终“应该说出来”的心理战胜了“不值得说”的想法，本书才得以面世。作
为一本以孩子的视角和口吻记录妈妈的图书，《我的妈妈》是一本“妈妈图
鉴”，用一种真实的样态描绘美丽，用慵懒来反衬妈妈的勤劳，让小读者们
真正理解母爱的伟大。 （儿 文）

是什么样的书被视为“当代母性的觉醒”？
——图画书《我的妈妈》荣获“韩国出版文化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