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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周晓枫儿童文学新作《星鱼》在京发布

在荆凡的儿童文学新著《颜料坊的孩子》封面上

有这样的宣传语：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作序并

推荐。序言点明了作品的基调，这是“一曲端庄而美

的挽歌”。封底题词也是曹文轩的评语：“这座颜料坊

是因美而存在的，它是美的产物，美的化身……”作

为“美的化身”之故事，将使“我们的阅读过程注定了

就是一个与美同行的过程”。确实如是，《颜料坊的孩

子》堪称一部别开生面、别有意趣之“美的产物”。它

既能让少年读者赏心悦目、修身养性，又可供成年读

者展开回忆、生发感悟。

作为物质供涂染用的颜料，是在专业工厂里成

批量生产的，这部书所写的颜料，专门用于描绘国

画，必须是在特定的作坊里，经由人的手工来制造。

这种颜料攸关艺术，本身蕴涵美的因素，可以说它既

是美的源头，又是美的使者。因此，在艺术的创造里，

物质的颜料也就被当作了精神的标识，诸多作品有

时就是凭借各色颜料用来表达岁月的苦辣酸甜和人

生的喜怒哀乐的。这一部书里的这一座“颜料坊”，平

凡又非同寻常，既是实用的场所，又是艺术借以抒发

情感和表达愿望的地方。

这是一个新颖的故事。它发生在江南水乡，苏州

乃是美的天堂。作品摄取制作颜料的思年堂、专工苏

绣的滚绣坊、套版年画的桃花坞以及船上人家荡桨

横塘诸多当地特有的景物风光，为人物的活动和故

事的进展设置了情景交融的环境，也就给读者提供

了恍如身临其境的“世外桃源”。真正的艺术精品，无

不都是“梦幻园林”。这一部文字所建造的生活情景，

清纯优美，典雅深邃，氤氲其间的历史与文化的氛围

和气息，悠远而亲近，陌生又熟悉，能够吸引读者油

然神往，设身处地，心旷神怡。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作家的笔墨悠然自在，活

色生香，描绘了一系列具有专业性和地方性的工艺

场景，令人换新眼目。它是通过生长其间的孩子们来

表述的，因而，既映现了童年心目中特有的自然与社

会环境，又抒写了稚嫩年龄人物才具备的特定性格

和命运。姜思、姜年是双胞胎姐弟，也是思年堂老店

的新一代传人。作品摄取姐弟俩11岁的经历和心理，

赞许了他们感受的生活情趣，叹息了她们遭遇的噩

运袭击。惟其在童年时欢度过快乐又禁受过磨砺，生

活才色彩斑斓，成长才体魄壮丽。

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父亲薛琰是当地一位装

裱国画的工匠，从湖南来的母亲何韵茵也学会了这

一门手艺。他们的基因传给儿女，姐姐姜思爱画，曾

悄悄地收藏起了爷爷的画册。这本画册在故事里是

一个传家的宝物，在艺术中又是一种寄托的象征。当

时父母对这个“秘密”佯装不知，为女儿有“对制色与

绘画的喜爱和天赋”而暗自欣慰。此情此景，幽雅深

邃：“月亮一边不动声色地爬上天空，一边温柔地看

着这一切。它了解苏州城里的一切秘密，却默默地把

它们安放在了夜色里……”

这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作品开篇之际，境界清新

雅致，情节舒缓进展，宛若小桥流水，悠悠潺潺款款，

不料在这沉稳的进程中，却隐隐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抒情的笔墨突然逆转，灾难出乎意料。在这座城市一

条狭窄的小巷夹道里，父亲被倒行的大货车夺去了

生命。尤可惊惧的是：人祸惊魂未定，天灾接踵而来。

原本可以供人饮用同时也能供颜料制作应用的七星

泉水，莫名其妙遭到污染，已经不再清洌甘甜，以致

这口井不得不被填埋掉，制作颜料的最佳用料也就

消失了。

而令人更为之感伤的是，“颜料坊的传统和工

艺，正在式微、失传、走向没落”。在作品后记里，作家

讲述创作缘由：她遗憾地发现，闻名国画界的颜料工

厂孤独地面临着生存的困境。为此她深感失落，因而

谱写了这一曲“挽歌”。这样的情绪、这样的劳作，绝

非仅仅只针对着这一座“颜料坊”，她是在为当今社

会日益深重的物欲膨胀、精神萎缩而忧虑困惑。真正

的艺术品，其感其情其思其念，无不都是既具体又宽

泛的。这里虽写的是“颜料坊的孩子”，但蕴涵却让人

想到社会的未来。

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命运突如其来的捉弄，

总让人来不及躲闪”；“孩子们总是用很长的岁月憧

憬长大，而真正长大却只消一个夜晚或是一个瞬

间”。父亲突然离去，使姜思和姜年“一夜间承受了巨

大变化”，这是人生历程中难免回避的一种磨砺，是

童年成长中时常遭遇到的一处坎坷。他们惊慌失措，

无可奈何，幸而“碰到一个坚强的母亲”，何韵茵禁受

住了严峻的考验。她没有被吓倒，她坚强挺住了，她

毅然决定：“把思年堂继续办下去。一切都还按照之

前的老样子运转下去。”

这是一个奋进的故事。姜思曾亲眼目睹父亲罹

难的过程，从此在她的意念之中，总觉得是那“流动

的胭脂色”要了父亲的命，她因此再也不肯使用红颜

色。为调理她的情绪，何韵茵决定和姐弟俩一起学

画，并且特意选用胭脂膏来为画着色。姜思领会到母

亲的心意，便特意“画下了一颗红樱桃”。这是一个独

特的细节，虽细小却靓丽而鲜活，它本身就像一颗确

确实实存在的红樱桃，留给读者深刻印象。艺术从不

直接表明事理，它只把蕴涵其间又捉摸不定的人性

与人生，融汇于天然的情景。

儿童文学的创作，尤其需要巧妙编织一个可以

让小读者悲喜交加、变化莫测的故事。它应该能够让

孩子们自幼就感受到生活既稳定又转换的轨迹，能

够使小读者及早就领悟到人生之既有序又无常的规

律。这是一种增进智力不可或缺的营养，这是一项推

动上进不可忽略的培育。童年色彩风光靓丽，有时也

会被云遮雾蔽。只要心里充满了阳光，阴翳终究会散

去。真正的纯粹的作家，应该是追求美、创造美、为美

操劳、为美奉献的人。荆凡创作起步之时，就担当起

了美的职责。

这部书是以“美的化身”来收束的：姐弟俩迎来

了12岁的生日，从此又迈上了一级成长的阶梯。他们

收到母亲所送的礼物，正是那本敬爱的“爷爷的画

册”。这是一个叮嘱、一种托付：一定要把领会美、体

验美和创造美的职责担当起来，传承下去。姐弟俩

“激动地看了看自己的妈妈，眼眶中盈满了泪水”。此

时此刻，“阳光照着积雪，屋檐上的雪开始融化，一滴

一滴雪水闪耀着一个一个小小的太阳”。太阳照耀读

者也鼓舞作家，希望荆凡的创作不断进取，努力攀上

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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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色彩 成长的真谛
□崔道怡

4月14日，由新蕾出版社出版的周晓枫儿童

文学新作《星鱼》在京发布，活动以“从星空到大

海，与‘语言魔法师’在童话的字里行间相遇”为

主题，梁鸿鹰、郭艳、王志庚、李峥嵘、穆小勇等嘉

宾围绕该书与读者做了分享。

在发布会现场，周晓枫与读者分享了她创作

《星鱼》的初衷以及创作背后的故事。《星鱼》源于

她在野生动物园做志愿者的一段经历，那段与动

物朝夕相处的日子让她平生第一次萌生了为动

物写故事的想法。作为儿童文学领域的“新人”，

周晓枫认为自己虽然有着一些不适应，但又很幸

运，像最小的鱼生活在最大的海，有了更多的、无

边的可能性。她希望儿童读者可以在她的文字

里学会爱，懂得责任，得到成长。

与会嘉宾谈到，周晓枫是一位让人无法忽略

的当代作家。她对人性的洞察、对弱小的同情心，

都深刻地体现在了她的文字当中。而她对修辞、

对语言如同魔法师一般的掌控能力，更是其他作

家难以企及的。这一次，周晓枫将她特有的悲悯

精神、求真精神、工匠精神带入儿童文学的创作

中，使《星鱼》这部作品，也使当代儿童文学创作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故事通过对小弩这

样一个怀有小小梦想的少年，在寻找哥哥的过程

中，在海洋里遇到的种种或美好或凶险的情节描

写，将一个流浪与寻找的故事上升到了道德情感

的高度，同时也赋予了角色鲜明的人格力量。这

种人格力量正是从传统到现在，我们的孩子最应

该具有的、真正健全的，能给他人带来温暖和光

亮的人格力量。

新蕾出版社社长马玉秀在总结致辞中，向授

权新蕾出版《星鱼》这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作

家周晓枫表达了深切的感谢之情。《星鱼》在

2018年6月的《人民文学》发表后，得到了业内极

大的关注，作品中看似不圆满、看似遗憾的结局，

却能引导孩子如何正确地去看待这个客观世界，

如何去面对成长、面对人生中的问题，具有极高

的文学价值与出版价值。

（行 超）

家国情怀与儿童文学书写
——读史雷《绿色山峦》 □陈 香

宏大叙事作为文学艺术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对中国的文学写作影响重大，

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联系。宏大叙事具备现实主义文学的

某些特征，也是一种蕴含理想主义的叙事，它常常涉及一些宏大命题，如时代与

命运、苦难与牺牲、道德与伦理等方面，拥有着独特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就时时面临“轻”和“飘”的质疑。市场经济的裹

挟，给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带来了一把双刃剑。市场的需求，催生了一大批为

市场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批作品在推高儿童文学市场的同时，也时时面临这

样的疑问：作为哺育少年儿童成长的精神食粮，是迎合屈就，造就一代只关心自

己的新人，还是仍旧坚持对时代生活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坚持直指人心、

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追求？中国的当代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从儿童

文学的角度反映巨变时代，如何让儿童感受和体验时代的变迁？

1956年之后，我国的工业包括国防工业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华北一

带。由此，中央发起了“三线建设”这一战略决策，在1964年至1980年，400万工

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人次的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

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

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那是充满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

年代，一代人展现了他们坚定的信仰、淳朴的情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儿童文学

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如何书写这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宏大叙事”往往与日

常生活有着距离感，尤其是对儿童文学文本而言，需要寻找一个以小见大的切

口，在真实的大背景下，将丰富的生活素材转化为曲折动人的故事和鲜明丰满的

人物形象。史雷的《绿色山峦》寻找的正是一条“宏大叙事”的儿童文学路径。

作品从戏剧性的顽童恶作剧开始，牵出了北京男孩杨树的川西寻亲之旅。

工兵营、露天电影、茶馆、说书人、抢险救灾，红英学校一群顽童的趣味生机，川西

部队大院的生活画卷，和古朴川西小镇的生活画卷相互交织，使整部作品呈现出

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龙活虎的童心原貌。史雷擅写男孩，笔下汇聚了许多个性

鲜明的孩子，如顽皮淘气且又颇有大局观的“毕司令”，耿直倔强、宁死不投降的

林柏，寡言懂事又有强烈自尊的丁楠等，为儿童文学奉献了一众典型的中国男孩

形象。

在故事情节的细密编织中，我们可从作者精心铺设的雪泥鸿爪的线索中，看

见历史、时代的横断面，如小成都的哥哥——成功班长的牺牲，每一个隧道、每一

条铁道、每一个防空洞旁边的墓碑，见证了背后成千上万个热血生命在三线建设

中的牺牲；男孩杨树跟随姥姥姥爷生活，直到11岁，才到川西部队大院和父母团

聚，其后，是千万个家庭的舍小家顾大家；大学生墨兰先是分配到川西部队大院，

后来“坐了10天火车”，来到人迹罕至的大西北，其后，是千万个科研人员为祖国

国防工业的奉献。流金岁月里，所有那些不可忘却的时刻和默默无言的崇高灵

魂，时时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绿色山峦》是一部书写家国情怀的“中国故事”。它继承宏大叙事的写作精

神，寻找儿童文学的表达方式，更多反映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童年生命样态和童年

生活变迁，从儿童的生命体验和表达出发，来反映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脉搏和精

神。历史的价值就是生活的真实，《绿色山峦》做了典范性的探索。

该作多见生活化场景，但往里走，事件与意蕴却内呈万千慷慨气象，给读者

带来了有如高天流云般的崇高之气，这与作家对作品投入的深情有关。从该书

的后记可知，史雷就是“杨树”，“杨树”就是史雷。史雷出生在四川，半岁以后被

送回北京由姥爷、姥姥抚养，6岁以后，才被父母接到四川西部大山中的部队大

院，一待10年。显然，作家在面对客观现实生活时激起了怎样的情感与思索，又

以怎样的方式去呈现他所感知的生活，决定了作品的厚度。没有创作主体对客

体本身的崇高之美的深刻感知，就不可能呈现出真正志存高远的宏大叙事。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就明确强调的任务目标。此后，他又多

次重申加强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扶贫的政策措施和要求，使全国的

消除贫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陆续已经有不少作家对这场中国

历史上仅有、世界脱贫历史上罕见的重大的与贫困坚决斗争的行

动，给予了热情积极的表现和肯定。纪红建此前的长篇报告文学

《乡村国是》，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作品。

为了将国家大力扶贫攻坚的坚定行动和伟大成果给予更多方

面的表现，纪红建又在充分真实的社会生活基础上，创作了儿童长

篇小说《家住武陵源》。在我的视域里，儿童文学创作涉及扶贫题

材内容的作品还未见到过。所以，《家住武陵源》的面世，是儿童文

学创作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表达时代和现实生活关注的发轫和优

秀成果，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推广。儿童文学创作如果总是将

一些既成的思想结论和凝固的观念推销给孩子，是很难引发他们

的兴趣和接受自觉的。伴随着儿童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真实感

受，发现和表现他们对社会生活的逐渐理解接受，引导他们认知社

会生活环境和正确人生价值原则，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最好方法。

《家住武陵源》巧妙地通过花儿、秀秀两个少年儿童的眼光，观

察发现、感受理解发生在自己家庭和身边的社会变化情景，以画册

翻动般的变化递进方式，使他们发现和真实地感受到，自从国家开

始扶贫脱困行动以来，自己身边和周围生活情景的重大变化，感受

到这些变化给自己的父辈、乡邻和自己的生活命运带来的重大变

化。花儿的爸爸虽然出生在杨家坪，那里尽管环境优美，可是因为

交通闭塞、家里贫穷，与妈妈结婚后就来到了妈妈家生活。妈妈这

里，因为嘎公（外公）是养路工，每月有几个工资钱，生活稍微好一

点，加之嘎公家没有男孩，爸爸就当了上门女婿。花儿从年幼至开

始上学，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父母就双双出门打工去了。可

是打工十几年，远离了家庭和孩子，还是没有挣下盖新房的钱。伴

随着老人的生病、去世、年迈，生活还是没有大的改观，依旧贫困。

时间在更替，生活在延展，社会在变化，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

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国家开始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大行动，给乡

村生活带来生机，交通条件改善、禾田居生态农业项目开发来到杨

家坪，杨家坪像惊蛰之后的大地，开始萌动和充满生机。因为爷爷生病瘫痪，经过一番争

吵和纠结，爸爸妈妈又搬到杨家坪，虽然还是个贫困户，但在相关扶贫政策落实、爸爸以

厨艺开展服务，妈妈进入月嫂培训，家里的贫困状态开始有所好转。不久以后，收益增加，

又办起了农家乐和民宿服务活动，几年时间，花儿家就迅速脱贫了。花儿也成为了讲解

员，以自己家庭的变化作为例证，讲述着真实动人的脱贫故事。

在纪红建的笔下，花儿的观察感受和她身边的亲人经历表现情景，都是带着泥土

气息和露水的真实存在。这样的情形，在武陵源区，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可以遇见和看

到。所以，花儿家的脱贫故事和经历变化，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这是真实生动展现国家

大规模扶贫脱贫伟大成果的很好方式，这样的家乡环境改变和人们生活命运的新面

貌，是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贫困地区人们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因国家推进扶贫

攻坚行动而改变的真实生动写照。《家住武陵源》对这样的重大社会历史和人们命运改

变的情形做文学表现和记录，具有非常的价值意义。

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存在很多千人一腔、千人一面的现象。重要的原因是作品

不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的真实土壤，而是产生自作家的主观理念和虚构。《家住武陵源》

是生长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根苗，是具有武陵源地区特有地理环境和真实生活基础与

风俗文化内容特点的叙述。加之，严谨的真实内容与生动形象的表达结合得十分巧

妙，儿童的特殊观察角度和认知情形也很贴切，对人物在困窘时的复杂心理和无奈情

绪表现准确。人们或许会因为作品缺乏传奇的质朴平常有不满足感，但将儿童看待生

活的眼光引导向客观真实，或许比用不少怪异、传奇、荒诞、无聊的内容影响青少年更

加有益。

□□李炳银李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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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

（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盛大开

幕。当地时间4月2日下午，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主办，

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对话·成

长’——《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海外出版

论坛”活动在书展现场成功举办。

《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中文版是由

中少总社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此次中少

总社与博大社借助《习近平讲故事》（少年

版）意大利语版图书正式出版发行的契机，

在世界最大的童书展现场，从图书内容出

发，围绕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和个人与

世界的主题，与与会嘉宾共同探讨青少年成

长与人类命运和谐发展的话题。

中国驻米兰副总领事张洪到场对活动

表示祝贺，并对此次中意双方展开的友好合

作，对《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意大利语版

的发布表示祝贺。强调此次活动将进一步

推动两国少儿出版的友好合作、促进两国青

少年成长，进一步凝聚中意民间友好力量，

推动中意文化交融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向

前发展。

博洛尼亚大学校长代表安东尼奥·菲奥

里说道：“《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这本书

的意义重大，它能够帮助这里的青少年加深

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了解，帮助他们在未来搭

建两国之间的桥梁。”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

席张明舟认为，《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某

种意义上还可以看作是了解当代中国发展

的一把金钥匙。它不仅能够帮助各国小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

化之“道”，中国改革发展之“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各国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同时也能帮助各国青少年

读者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理想，为各自社会和国家的建设和

发展，也为成年后参与构建甚至保卫人类命运共同体积蓄自

己的力量。

此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由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和中少

总社向博洛尼亚金德学校赠送《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中文

版和意大利语版图书的赠书仪式。费德里卡·玛丽安蒂校长

表示会饱含热情地推荐给他们的学生去阅读，也相信这一切

都会让学生们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并且让他们学会尊重

其他国家的文明。

由中少总社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联合主办的

“中国原创插画展”也在展会现场拉开帷幕。本次插画展特别

设置在中国展团展区一角，更加方便了参展观众在阅读图书

的同时，欣赏到插画家们倾注心血的插画佳作。据悉，此次插

画展是由中少总社以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

的名义，向各成员单位及“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部分成员

单位发起的征集，共征集到126位插画家的675幅插画作品，

最终遴选出50位插画家的100幅作品，除了在此次博洛尼亚

国际童书展展出之外，也即将在伊朗德黑兰国际书展上向大

众展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中国原创插画的

海外影响力、推介中国优秀插画家、推动中国原创少儿作品

“走出去”。 （少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