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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华李东华《《焰火焰火》：》：

作为一个守望者，20多个春秋，

我见证了李东华从涉足儿童文苑到成

为当今儿童文学队伍中坚力量的奋进

历程，也满怀喜悦地看到她在儿童文

学上空创作、评论比翼双飞、自由翱翔

的矫健姿影。她的新作《焰火》是写少

年心灵成长的。从中我高兴地窥见作

者的成长，精神的成长、心灵的成长、

笔力的成长，窥见她思想、艺术上一步

一步走向成熟。

从《焰火》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经

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和淬炼，李东华巧

妙构思的匠心、剪裁素材的本领、编织

故事的功夫、驾驭文字的能力，都明显

大幅提升了。我对她在艺术上的探索

创新、不懈追求，不能不由衷地赞赏、

感佩。

《焰火》的文字、辞藻并不花哨，但

纯净清澈，富有温度、色彩和诗意，行

云流水般地描述了14岁的少男少女

心灵成长的故事。

以情感人是文学的特征和功能，

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李东华讲究文

学品质、审美价值，紧紧把握以情感

人，把功夫用在让读者感动上。《焰火》

之所以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在于它

以优美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不同境遇、

个性的少女艾米和哈娜丰富、微妙的

感情世界，在于它生动揭示了哈娜的

美和善在艾米内心深处掀起的波澜。

《焰火》的故事情节并非一波三折、起

伏跌宕，但它把一个发生在校园里的

故事讲得生动、精致、合情合理、有说

服力，让读者相信，如同发生在自己身

边一样。作者善于运用设置悬念的艺

术表现手法，让读者对作品中的人物

境遇命运产生关切之情，引人入胜，富

有艺术吸引力。艾米渴望听到来自对

面楼上的钢琴声，那清瘦、忧郁、光头

的弹琴少年，原来就是那漂亮的、披着

长长的亚麻色头发、让她惊讶和嫉妒

的哈娜。在困难时刻伸出援手，借给她

急需的120块学费的，也是这个哈娜。

这一切似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故事编织得天衣无缝，让你不得不信

服生活的真实力量。哈娜的病情、身

世，是又一个令人关注的悬念，随着情

节的发展，悬念一个又一个地解开，读

者为哈娜的遭际、命运而深深感动。

作者着力开掘、揭示人物的内心

世界、感情世界，勇于探索少女心灵的

奥秘和成长历程。天生丽质、多才多

艺、引人注目的哈娜的出现，给“不漂

亮的极为平常的”艾米的生活、心灵带

来巨大的冲击，“哈娜就是一块天外飞

来的陨石，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我的头

上。”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主人

公艾米的内心独白来揭示自己的感情

世界。哈娜成了艾米的一面镜子，与哈

娜两相对照，把艾米的羡慕、嫉妒、烦

恼、失落、懊悔、自责的微妙心理表现

得淋漓尽致。面对哈娜会弹钢琴，“我

的脸上一如既往地云淡风轻，我的心

却像被蜜蜂蛰了一下”。当艾米得知病

中的哈娜收留了自己的小黄狗时，不

禁气愤地自责：“我变成了一个坏人。

一个告密的人，一个遗弃了小黄狗的

人，一个被嫉妒的火焰焚烧得几乎每

时每刻都在发出尖叫的人。”她毫不留

情地剖析自己，坦露自己的内心活动：

“我找不到我了。‘哈娜’两个字是巨大

的存在，天空一样的无边无际，我像只

可怜的从体积上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

计的小鸟，无论如何都飞不出她的边

界；她像洪水一样扫荡一切，凡她流

经的地方，都必将留下她的痕迹。”从

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艾米的成长。她

的自尊、要强、不服输，逐渐被哈娜纯

净、美好的品行征服了，对哈娜的向上

向善向美，不能不由衷感佩，真是“你

瞬间的闪耀，是点亮我一生的光”。

设置悬念，内心独白，并不是什么

新鲜的艺术表现手法，但李东华把它

们运用得丝丝入扣，恰到好处，从而得

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强有力

地吸引读者。《焰火》是一本精粹的、别

具特色、不同凡响的成长小说，具有拨

动心弦的力量，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心

灵成长之歌。

好书精读

动人心弦的心灵成长之歌
□束沛德

《焰火》是一部难得一见的青春心理小说。作者以深厚的文学修

养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把一部常见的青春故事演绎成了一部有高

度、有深度、有韵味、有新意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很久以来，儿童文学一直在“故事”的层面上徘徊，孩子们是喜欢

听故事的，故事几乎是童年的伴生物。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并不能以

此为由，忽视甚至替代作家的艺术追求和创作高雅文学的艺术取向。

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才是“为了儿童的文学”。正是在这

一点上，李东华的《焰火》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小说表面看来是写一个有着一头亚麻色头发的外来女孩哈娜，

实际上，主要内容不是写两个女孩儿之间的勾心斗角、争风吃醋，而

是一部深刻的、精心构建、精心打造的青春心理长篇小说。小说的两

个主人公：“我”和哈娜形象的塑造上，作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艺术手

法：一实一虚、一远一近、一工笔一写意，而且远近照应，虚实结合，把

“我”的心灵交响曲演绎得起起伏伏、错落有致。特别是对处于青春期

的少女心理刻画得真实细腻、微妙精准、入木三分。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以童年追忆、自述的口吻，自我剖析微妙的

心理变化和情感波澜，既坦诚宣泄，一览无余，又精微真切，鞭辟入

里。“我”学习努力，成绩好，又是语文课代表，原本日子如水，心平如

镜，但某一天，漂亮的、多才多艺且生活优越、自带光芒的哈娜来了，

她给“我”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心灵冲击，而是一场风暴、一场灾难，她

不止是“我”的对手，还是深深扎进“我”心里、溶进我的血液里、让我

终生不得安宁的“死敌”。只是到这里，这戏份已经很足了，但作者尚

不满足于此，还设计了一个更狠的情节：哈娜来了，父母走了。作者有

意把矛盾推向极致，形势越来越向两极发展，“我”的处境越走越低，

哈娜更加高而贵，作者用推波助澜、水涨船高的艺术手法，给塑造人

物性格提供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平台，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生动故事。

作者艺术上的老到，不只表现在写故事上，主要还在心理描写

上。李东华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笔墨写女孩的心理，一般说来，儿童文

学中对于心理描写是很谨慎的，很多作家采取的态度是能不写尽量

不写，能少写尽量不多写，因为孩子是没有耐心读完大段大段的心理

描写的。为什么《焰火》不但能让人看下去、让人走进去，同时还能被

深深打动呢？我认为作者很好地把握了两个关键词：真情与诗意。

为什么作为主人公的“我”有那么多小心思、小手段，不但不令人讨厌，反而让人觉得

可爱，很能打动人？就因为她真实。作品呈现的人物心理脉络非常清晰，女孩的心理微妙而

复杂，这些心理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情闲绪，它合情合理，水到渠成，不夸张、不突兀、不

造作，此情此景中，这个女孩子的心思就该这样。比如，为了“打压”哈娜，“我”使出一些小

手段，在那种情绪蓄积酝酿得很足的情况下，“我”就该这么做，就该不告诉她在哪个校门

口集合，就该不告诉她背诵老师要提问的那篇课文，就是想让她出丑，她不出丑，不足以消

我心中之块垒。在这部作品中，情感与故事是相互交融，互动互补的。是故事带动了情感，

也是情感推动了故事。

其次是“诗意”。李东华是作家、评论家，更是诗人，早年她写过很多诗歌。她把在诗歌

创作上的艺术修炼自然地带入这部长篇的创作中，她的文字表现力非常强，叙述、描写、比

喻、抒情都很精准贴切，生动形象。比如，她写“在哈娜进来之前，教室像一只蹲在雨地里的

大狗，疲惫、慵懒、浑身湿答答、水淋淋”，她写花凋落：“哈娜来的时候校园里的八仙花正开

始凋落……那一天，我望着它的花瓣露出的颓败的底子，被雨水浸泡过，像揉皱的手纸一

样。脏污，憔悴。我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向它——怒气冲冲，指责的，厌恶的”。她的描

写更是生动，比如，对于哈娜外形的描写，教室里需要开着灯，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我确

信哈娜的眼睛改变了这一切。当她黑黑的眸子这么轻轻一扫，那比溪水还要纯净的眼神，

仿佛一下子洗净了这个昏黄的世界。你想到微风，流云，蔷薇的香气，灿烂的晴空。你忘记

了那绵延不绝的秋天的雨水，以及与雨水相关的一切：泥泞的土路，散发着橡胶臭气的劣

质雨鞋，连雨鞋都穿不起的脚裹在湿透的布鞋里，每走一步都‘咕嗞’‘咕嗞’地冒泥泡”。语

言的诗意与张力让文字有了节奏、有了色彩，有了生命力，灵动而美丽。

如果说作者对于小主人公“我”是工笔细描的话，那么对于哈娜形象的刻画就是写意

的手法。对这个人物客观描述不多，她的形象主要是缘自“我”的观察与表述。她高高在上、

自带光芒，这样的形象均来自女孩子的描述和勾勒，有很多虚构的、理想化的不真实的成

分。在女孩儿的眼里，哈娜是天使般的人物，她美丽、大度、高贵，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

是完美的化身。在她面前，“我”只能自惭形秽，她吸走了我的朋友，处处都胜“我”一头，哈

娜的形象是女孩虚妄构想出来的一个“神”。“我”知道哈娜有病，也看到了她的养母，就是

不想去一探究竟，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去深究她的身世和处境，让她始终处于一种高高在

上的位置，保留着那种神秘感，即使她去世后也不想揭开这层面纱。其实，主人公的这种心

理很有典型意义，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和文中的“我”同样的心理。那就是自欺欺人。作者这

样处理，也揭示了人性的一种悲哀。

另外，《焰火》也是一部心理小说，小说最后两章的设置，如果是从故事出发，写到哈娜

不幸去世，故事也就结束了。但该作的重点不是写故事，而是写心理，作者又用了整整两章

来写哈娜对于“我”、对于全班同学、对于沈振宇终生的影响，比如，全班同学心照不宣地为

哈娜保留着座位，就像她没有去世一样。比如，多年后，老同学聚餐，哈娜依然是大家心中

的一个“结”，特别是对于深深爱着哈娜的沈振宇。

如果说整个作品都是直面、感性地抒写易伤易碎的青春故事和青春情感的话，后两章

则是一种对已经逝去的青春的理性审视。一是哈娜对“我”及对他人的影响。哈娜在人们心

中是永生的，特别是在我心中，只要有一个相应的触点，哈娜就会款款地走过来。她似乎已

经变成了一个青春的符号，影响人的一生。二是对哈娜本身的理性审视。“如果哈娜还活在

这个世界上，她能够让寄居在她身体里的天使长到多大？”还有她和沈振宇的感情，真的就

能永恒不变吗？这是作者的诘问，也是作者对于青春的思考。它从反面阐释了青春的可贵

与易逝。三是从哈娜到对单亲家庭孩子的思考，“假如误入歧途的孩子，其心理动机仅仅是

因为他有一个破碎的家庭，那么，哈娜是不是比任何人都有理由坠落呢？”总之，正因为有

了这两章，大大提升了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感染力。它摆脱了一个浮浅故事的窠臼，真

正迈向深层的、有内涵、有韵味的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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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华的《焰火》将校园成长小说的探索向前提升了一步。在人

生中，有一些事物是属于全年龄段的，一些不成熟的心理现象往往

发轫于年少时期，如《焰火》所描写和揭示的，成绩优秀的学生之间

某种微妙的心理现象，及其带来的影响一生的成长心路历程。

小说的主人公艾米是一个学霸型中学生，在另一个主人公哈娜

出现之前，她的自我是完整的，这个由多年高居于考试成绩排行榜

前列的经历塑造出来的完美自我，突然在哈娜到来那一天猝不及防

地崩塌了。“她的出现仿佛就是让我看到自己的丑、笨拙、贫穷、五音

不全。她让我不快乐。她的存在是对我的一个嘲讽。”于是，艾米陷入

了不可自拔的嫉妒。

嫉妒，是人在面对优秀他者时无处安放的焦虑、无法坦荡接纳

自己的不够完美。嫉妒是人性之常，它的温床不分年龄段，甚至更容

易滋生于优势群体之中，它是竞争生存模式的伴生物，体现了人性

的脆弱和不成熟，而它所蕴藏的隐秘破坏力量是双向的。艾米这个

形象很有代表性，她在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直是学业上的强者，人格尚未成熟但自

视甚高，本能地将身边的他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臣服者，一类是挑战者。艾米在哈娜面

前的自我价值感坍塌，正是因人格尚不成熟而放大了脆弱。

艾米幡然醒悟的契机是因为窥见了完美的哈娜实际上的不完美。其实，意识到“人

无完人”只是一般人获得心理平衡的最常见途径，而能够升华至对生命的悲悯，则需要

更大的格局。《焰火》最可宝贵的就在这里，作者写出艾米所受到的灵魂震撼，并非仅仅

是看到哈娜的不完美，而是意识到一个人拥有如此坎坷不幸之命运却仍然能够坦然关

爱和照顾他人，因而被一种自己从未企及过的人格魅力所震慑，而这正是哈娜向艾米

揭秘的高贵与卑微的分野。

哈娜无疑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形象，一个从外表到灵魂都纯洁、美丽，像天

使一样的人物，无论生活给过她什么样的磨难，都污染不了她赤子一般的，单纯、善意、

坦荡、宽容的灵魂。作家虽然也着力描写了这个天使极度现实的一面：坎坷的身世、不

治之症、死亡的告别，这些描写让这个人物有了一些烟火气，但同时又进一步放大了人

物的悲悯色彩。哈娜如太阳般的存在，让主人公灵魂深处的“小”无处遁形，又像一个

“摆渡人”，将主人公从纠结不休的争名逐利中渡向悲悯的彼岸。

小说的尾声部分，已经看出作者将哈娜这个人物赋予了一种象征的含义，一个几

乎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存在。当几个少年长大之后，只因为在年少时光里曾经被一个短

暂而美丽的天使震慑过、照亮过，曾经沧海，曾经见过的云上焰火，成为生命中不断追

问、不断追寻的光源。

李东华用一支犀利的笔剖开了青春期少年成长的一方奥秘，揭秘少年人的另类自

我认知与成长之痛，这种蜕变的发生也许越早越好。如何学会欣赏优秀的他者，如何在欣

赏的同时正确接纳和安放自我，学会从优秀的他者那里获得自我提升的力量和喜悦，这

是每个少年健康地走上社会并成为一个真正有内心力量支撑的强者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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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华良的《陈土豆的红灯笼》是写给少年儿童

们看的，但我这个老头儿也被它深深地打动了。打

动我的显然不是因为它有十足的儿童文学味道，

而是因为它在儿童文学之中加进了真实的社会现

实内容。或者说，谢华良是一名高级的厨师，他能

够将真实的社会现实内容加工成儿童文学的味

道，这道美味不仅会打动我，也一定会让少年儿童

读者久久不能忘怀。

小说的社会现实内容是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

留守现象。农村留守问题尤其是留守儿童问题已

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正处于成

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但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们却缺

少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心理发展

异常。人们对农村留守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因

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本来像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应该是成人的事情，

也应该在写给成人看的小说中加以反映，相对来

说，儿童文学比较单纯，不太适合反映复杂的社会

问题。但是谢华良却把农村留守现象写进了儿童

文学作品中。他一定是意识到，儿童文学不能仅仅

给少年儿童提供美丽的童话，也要把现实社会中

真实的事情讲给少年儿童们听。谢华良的写作体

现出一种良好的儿童文学观，这种儿童文学观强

调了儿童与现实的关系，儿童文学应该给儿童提

供一个逐步了解和认识现实的渠道。说到底，这就

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儿童文学同样需要现实主

义精神来拓展叙述空间，提升思想内涵。

谢华良把孩子们带到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这

个世界一点儿也不会比美丽的童话世界乏味。也

就是说，谢华良是以儿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真实

的社会现实内容的，他对真实的社会现实进行了

有效的审美对象化。谢华良选取了一位农村留守

儿童，他叫陈土豆，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的父母

带着他的妹妹进城打工去了。一个15岁的男孩独

自一人在家，既要上学，还要料理家务已经够不容

易了，父母又把他的妹妹送回家让他照看。后来父

亲因为工地拖欠工资逃跑了，母亲则因在城市生

活无着落而急疯了。家庭接踵而来的困难就像一

座座大山向陈土豆压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压倒陈

土豆这个15岁的男孩子。他不仅在生活上照看好

妹妹，还当起了妹妹的老师，教她认字识数。他不

仅精心照顾疯了的妈妈，还进城将生病的爸爸接

回家。总之，陈土豆用他稚嫩的肩膀撑起了一片爱

的天空，成了家庭的主心骨。陈土豆是一个非常可

爱的形象，他诚实、乐观、懂礼貌、有主意，在他的

身上能够看到一些著名童话中可爱形象的影子。

这正是作者谢华良的智慧，他以童话经典的范式

来裁剪真实的现实，从而使小说中所讲述的真实

故事具有童话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太合那些儿童

读者的胃口了！比方说，小说中专门为陈土豆安排

了一个亲密的伙伴——三愣爷家的毛驴，他与毛

驴的关系既像两兄弟，也像一对相声演员，他们配

合默契，为生活增添了意外的惊喜和幽默。这不就

是最地道的儿童文学味道吗？谢华良的写作说明

了，儿童文学虽然不适合反映复杂的社会问题，但

如果作者按儿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同样能写出

吸引人的故事，孩子们也就能够通过这样的作品

去认识真实的社会现实。

陈土豆是一位小小的英雄，村里人个个都喜

欢他、赞美他。陈土豆并非有什么神奇的本领或超

凡的能力，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15岁的孩子

几乎都能做得到，因为他做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

小事，但这些小事都体现出陈土豆的一颗善良之

心。比方他看到三愣爷要杀毛驴，赶紧上前劝阻，

三愣爷生气地说毛驴糟蹋了他的秧苗就该杀掉，

陈土豆马上说他愿意代替毛驴赔偿三愣爷的损

失。就这样，他挽救了毛驴的性命。陈土豆真是一

个好孩子，因为他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先替别人着

想。好孩子是会感动别人的。比如张豆腐做了许多

不好的事情，连他的女儿张春妮都跟他决裂了，即

使这样，张豆腐求陈土豆帮忙的时候，陈土豆仍然

答应了。陈土豆的行为最终感动了张豆腐，他不仅

反省了自己以前所做的错事，还学着要为陈土豆

做好事。他看见陈土豆家里缺柴火，就把自己的柴

火搬到陈土豆家的院子里。当陈土豆夸他也是好

人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面对你这样的好

孩子，谁也没办法不好的！”张豆腐说的这句大白

话其实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它说明一个人的好行

为是会传染的。这句大白话可以说也是这部小说

的重要主题。

儿童文学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孩子们

树立积极正面的人物标杆，让孩子们从小就培养

起英雄主义精神。陈土豆这样的小英雄更值得向

孩子们推荐，因为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从现实生活

中提炼出来的。

《陈土豆的红灯笼》是以农村留守现象为题材

的，但作者并没有在留守现象的社会问题上做文

章，而是从留守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会给儿童的心

理成长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入手来构思小说。从这

个角度看，留守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比

如日本电影《无人知晓》，也是以一位十几岁的男

孩子为主角，这个男孩子和他的三个弟弟妹妹被

父母抛弃在家里，他们艰难的生活却无人知晓。这

部电影揭示了留守对孩子心理带来的巨大伤害，

其基调是凄惨的。但谢华良并不想从这样的角度

去写留守，他要告诉孩子们的是，当你处在留守的

生活状态时，你要学会去克服困难。当然这样做还

有一个前提：我们的社会十分关注农村留守现象，

正在一步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

谢华良所选择的视角就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小

说也对这一前提作了充分的铺垫，包括陈土豆身

边还有不少好邻居和好伙伴，如三愣爷、张春妮

等，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陈土豆才有可能撑

起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小说既不回避留守现象

带来的问题，又把侧重点放在积极、乐观克服困难

上，展现出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谢华良是一位贴心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知道

应该以什么方式将真实的社会现实告诉儿童读者

们，他知道儿童们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阳光和温

暖。《陈土豆的红灯笼》就是一部充满阳光和温暖

的小说。

让真实的阳光和温暖浸润儿童文学
——评谢华良的《陈土豆的红灯笼》 □贺绍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