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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
学院第六届高研班学员。曾获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小十
月文学奖、华语科幻星云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冰心儿
童图书奖、大白鲸世界杯幻想
儿童文学奖、读友杯少儿类
型文学大赛奖、宁夏文学艺术
奖等。

不一样的艺术探索，不一样的“外星人” □王泉根 严晓驰

赵华是当今儿童文苑少有的将写作聚焦于

“儿童科幻”的作家，他的作品有两个着力点：一

是以儿童为中心，二是倾情于科幻小说。《大漠

寻星人》《小猪的宠物》《苏珊的小熊》《普罗特》

等作品为他带来了不少声誉与奖项，包括“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以科幻小说而获此殊荣的

国内作家仅有郑文光、张之路、刘慈欣等数人，

由此足见赵华作品的质量。

赵华是一个不断追寻、超越自我的作家，他

创作的外星人系列科幻小说，是对科幻艺术空

间新的拓展与探索，更为儿童科幻小说贡献了

新的艺术形象。

人性化的“疯狂”

外星人长什么样？今年年初热播的科幻电

影《疯狂的外星人》中出场的外星人是一只如同

猴子那样的灵长类动物。应当是巧合，但决不

是模仿，2018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赵华

科幻小说系列作品，也名为《疯狂外星人》。但

在赵华笔下，我们看到了匪夷所思完全不一样

的“外星人”群像：

有的外星人是在地摊上售卖荧光棒的中年

大叔，有的外星人是在山顶独居多年的老头，有

的是一小粒微小光点，有的是一块立方体的云

朵，更神奇的外星人竟是一堆不规则形状的胶

团。赵华告诉人们：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人

物和物体，皆有可能是天外来客。

虽然赵华笔下的外星人形象变幻莫测，作

品体例多样，情节曲折吸睛，但贯穿其中的则是

科学幻想的思维，是奇谲怪异而又不失温暖善

意的灵光四射，是未来向着瑰丽的想象和人的

无限可能性的敞开。

外星人当然是地球以外的星球生物，他们

对于科幻迷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谓其

熟悉，是因为在科幻电影、小说中总是不期而

遇；谓其陌生，毕竟他们都是来自外星球，随时

可以“出事”。有意味的是，在赵华笔下的外星

人，却是出奇的“平淡无奇”，他们的性格与行为

既普通又别致。普通的是，他们大多十分平凡，

甚至还很草根化、世俗化；别致的是，他们拥有

充沛丰富的情感与人性，不仅不“疯”不“狂”，反

而是安静平和的，甚至是孤僻无奈的，如同地球

上的普通人那样。既然如此平常，那为何作者

要给他们冠名为“疯狂外星人”呢？

这就是赵华科幻小说的“玄机”之所在。当

你沉浸其中，你就会因外星人的“异常”行为而

大跌眼镜：一个一事无成的中年男子，为了帮助

一个在20多年前见过数面的小女孩圆梦，竟然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战胜了无数的不可

能，而这个梦只不过是让小女孩能够跟自己的

母亲说一声“再见”。这样的外星人，难道不疯

狂吗？还有这样一个小男孩，为了能够让一个

素昧平生的盲女孩保住自己的宠物猪，居然放

弃了获得财富转变人生的机会，独自经历了80

年的漫漫时光之旅，最终实现了盲女孩的梦

想。这样的行为难道不疯狂吗？

这些疯狂外星人匪夷所思的“疯狂”行径，

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地球人的不带任何功利目

的的“爱”。这种“爱”透过无数个外星人传递

出来，但这不是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爱，而是

超越星辰日月的无我大爱，是所有生物对于宇

宙的终极情怀，显然这是博爱。在这里，我们

看到了赵华的一种哲学思想：试图建立一种人

和万物包括穿越日月星辰的外太空外星生命

在内的“命运共同体”，有了这种共同体的存

在，地球人不用担心毁灭的一天，也不用去外

太空流浪。

与外星人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

地球人的形象，在赵华的许多篇什中，地球人

显得贪婪自私而又冷酷无情。《返老还童石》中

写道：“人类全都靠不住，他们都是些巧取豪夺

的家伙，只会给你一大堆臭烘烘的不新鲜的罐

头和肉干。”《蓝色卵石》中说：“这个世界上有

很多人喜欢穿真皮服饰或拎各种各样的皮包，

他们丝毫不关心动物们的死活。”《长城砖》中

写道：“我们很少见到人类，但老熊们经常告诉

我们要离他们远一些，因为他们心机深重，难

以捉摸。”在动物们的眼中，“不满足是人类的

通病”。

相较而言，外星人却总在故事中充当着拯

救者的角色。他们无私地帮助地球上的生物，

令这颗美丽的星球重新焕发出生机。在《终极

标本》中，捕猎者雷伊为了利益可以滥杀无辜，

不光要把许多珍稀动物做成标本，还要对知晓

真相后劝阻他的同胞赶尽杀绝。但来自外星球

的异性虫卵们却在默默守护着地球上的生物，

“它们在保留区内收集濒死的珍稀动物，当保留

区内的某种动物只剩下最后一只并且马上就要

死去时，它们便会准时出现，并且将它带回这里

保存起来”。

可以说，在情感细腻、性格和善的外星人面

前，许多地球人的形象却是非常“不堪”的。这

种“不堪”折射出了作者的深刻用心与讽刺意

味。那些为了一己私利残忍杀害动物的捕猎

者，那些为了所谓的高尚荣誉将动物用于实验

的研究员，还有那些为了利益不管不顾甚至不

惜杀害同胞的矿场老板，无一不是当今社会病

态的反映。使人警示的是，最后在故事中解决

问题收拾残局的，反倒是一群来自外星球的生

物。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所谓的“外星

人”，实际上象征着那些辛辛苦苦保卫地球生态

文明却不被理解反被孤立和排挤的“异类”。作

者之所以要赋予这些“外星人”强劲的力量和超

凡的生命，就是为了让现实生活中被排挤一隅

失去话语权的地球生态卫士们获得曙光与安

慰，显然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边缘化的群像

赵华在《疯狂外星人》系列科幻小说中还表

现出了另一种深层的观念，即平等的众生观。

这种众生观具体体现在对艺术人物群像的把控

上。“孤独”与“自我”的追寻是理解这种艺术群

像的关键词。

赵华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很多都是“边缘人”

形象：智商不正常的大个子黑人山姆，幼年丧母

的小女孩苏茜，青年丧夫的寻星人老七，双目视

力微弱的小姑娘贝蒂，几乎所有人物形象都生

活与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通过这些小人物的

命运与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落

与展开的生存困境。

除此之外，出现在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也大

多是“边缘化”的，它们或受伤，或被囚禁，或失

去至亲。赵华对于动物的怜悯之心与他的人

生态度有关，赵华说他童年时代从母亲那里得

到的最大馈赠便是“爱心”——“对弱小生灵的

怜爱，对穷苦弱者的同情，以及对自然万物的

珍惜。”他还在作品中引用过康德的话：“我们

可以从一个人对待动物的方式来断定他的心地

好不好。”

赵华作品中的这些“边缘化”人物无一例外

都是“孤独”的。正因为孤独，他们才需要冲破

孤独的环境，才迫切需要寻找和发现自我。作

品中的所有外星人，本质上都是“边缘化”人物

的折射，反映出他们孤独的内心。在《买二赠

一》中，“天知道我克服了多少惊人的困难，又忍

受了多么巨大的煎熬。孤独和病痛日复一日地

折磨着我。”在《稻草人》中，作者如此写道：“我

像是摸索在海底的鱼儿，又像是一只孤苦无依

的迷途兽崽。”在《云使》中，作者慨叹：“我的确

是孤独的。孤独的我最终同孤独的克洛斯无话

不谈。”这些主人公们通常还会经历一段较长

的时间跨度，如外星人“我”与小女孩苏茜的重

逢，是“二十多年后的那个金色的黄昏”。寻宝

人“我”将老七夫妇送上飞船时，“三十年已经悄

然逝去了”。捕猎小伙“我”与马蒙的重逢则在

“大约十年后”。这更加表现出了主人公们的

“孤独”。

应当说赵华擅长用细腻逼真的环境描写来

铺陈“孤独”的氛围，这在《大漠寻星人》中尤为

明显，这篇作品也为他带来了第十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的殊荣。《大漠寻星人》的环境是在

塔克拉玛干沙漠，那里的色彩与气候变幻莫测：

“整个天空呈现出一种瘆人的浅红色，就好像是

血和牛奶掺在了一起。”“连绵不绝的沙丘就像

是凝固了的浪涛。”“我的耳旁仿佛响起了古诗

词中的胡笳，凄婉、悠长的调子随着沙丘起伏，

随着风沙飘荡，一直到天地之交处。”作者用诸

如“浪涛”“胡笳”等喻体，借助通感的修辞手法，

描摹了一幅色彩斑斓而又波澜壮阔的沙漠图

景，更加显现出了人类的渺小与孤独。

由于作家所持有众生平等的观念，因而在

其作品中无时不在地讨论人与宇宙的关系，将

人类生态环境乃至整个地球作为一种拟人化的

形象在书写，立体地感性地表现出了对于人类

对于环境的感情。出生于西北大漠的赵华曾在

童年时期两次目击过“不明飞行物”，这种奇妙

经历令他“愈加相信世界上存在各种不为人知

的奇迹，世界的广阔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正

是出于对自然的这种敬畏，使他的作品产生了

特殊的意义。

虽然身处在孤独的处境中，但是作者没有

让他们放弃希望。“星光”“宇宙”“天空”“云”“自

由”“爱”“希望”是赵华外星人系列小说中的关

键词。《大漠寻星人》中，老七第一次到安迪尔村

时，“生命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渺小，感觉到了

宁静，感觉到了庄严、神圣、博大、悠远，还有无

边无际的自由”。千万个星子的光芒吸引着女

主人公向它们奔去，也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

《长城砖》中写道：“只要有爱，希望和自由就会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永远闪耀。”《萨伊尔禁区》中

写道：“万物生而自由，谁也没有权力为别人制

定苛刻的律条。”

互文性与多样化的写作

《疯狂外星人》系列科幻小说充满着神秘的

外太空与异国风景，有多篇作品的环境设置在

国外。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创作以国外为背

景的科幻故事是有难度的，但赵华做到了，不仅

成功创作出了富有异域风情的故事，并且对于

国内的读者而言也并不感到隔膜。这体现出了

作者的外国文学素养与互文性写作的艺术探

索。赵华对许多外国经典作品可谓如数家珍，

展现了作者丰富的涉猎，诸如对康德的名句、对

赫尔曼·黑塞的诗歌《白云》、对《匹诺曹》童话等

的娓娓道来。尤其是他对国外经典科幻作品的

借鉴与致敬，比如在《萨伊尔禁区》中对《侏罗纪

公园》的致敬，《卡加布列岛》中对《猩球崛起》的

致敬，《买二赠一》以及“机器人三定律”诸篇则

是对阿西莫夫的致敬。

赵华是一个具备多样化写作风格与技巧的

作家，他的作品总是采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

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夹杂的叙事模式。在第一人

称的叙述中，他能够自如变换多重身份：中年男

子、小女孩、小伙子、年轻姑娘，甚至是各种各样

的动物，乃至外星生物，难得的是都能在个性化

的语言描写与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发展的逻辑叙

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

赵华的艺术之路是不断地求索求变，我们

在《疯狂外星人》系列科幻小说中看到多样的风

格与风味：时而温情，时而伤感，时而幽默，时而

严肃，时而如顽童般嘻哈，时而又如哲学老人般

沉思。面对赵华笔下的这些“疯狂外星人”，脑

海中不由得划过一个奇想.：或许赵华也是一位

在茫茫人海中的“外星人”，他在以他独特的方

式向我们传递着来自另一个空间和维度的思维

电波，这道电波大写着爱与平等、广阔与自由。

究竟是什么动力驱使着赵华在无数个日夜写下

这些科幻故事呢？其实他在书中已经做了回

答：“那是安静和善良的力量。”

是的，身处喧嚣浮躁、物欲利诱的环境，作

家需要葆有“安静”的定力。面对少年儿童的精

祌成长，儿童文学包括科幻小说最不能缺失的

就是向上向美的“善良”之道，这是儿童文学不

变的初心。

总有光明和希望相伴
□苏 梅

我是党员，又兼任多年支部书记，最近天天“学习强国”。有

一天，我又打开“学习强国”，点开了介绍宁夏风光的视频，我马

上被视频中的美丽风景吸引了。宁夏的山川大漠带给我大气、

震撼的美，和我们江南的风光截然不同。看着看着，我突然想到

了宁夏儿童文学作家赵华，想到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疯狂

外星人》等众多科幻与童话优秀作品。

多年前，我就读过赵华的《苏珊的小熊》《买二赠一》等，这

些都是赵华的中短篇幻想儿童文学作品，让我印象深刻。最近

在重读赵华的系列小说《疯狂外星人》《外星瞳》《猩王的礼物》，

我又一次被深深打动，又一次眼眶湿润。赵华的作品，总是能这

么一次次地打动人、感染人、直抵人心。文如其人，赵华的作品

一如他的为人：真诚善良，阳光乐观，充满了正能量。

赵华善于叙事，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整讲述一个情节曲

折、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阅读赵华的作品，首先能感受到他的

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他笔下的外星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有

义、有感情有温度的个体，而不是机械的、冷血的，他们能感受

到我们地球人（包括地球动物）的情感和悲伤，能有所触动，能

竭尽全力帮助弱势群体。

我特别喜欢赵华的《大漠寻星人》，一拿起就放不下。本来

探险队里六个人，去大漠寻找晶莹剔透的橄榄陨石，在这个连

男人都极难忍受的陨石搜寻行动中，却有个“她”非要加入进

来。大漠风沙肆虐、险象环生，是什么支撑着外表柔弱的她？遇

难前夕，她终于说出了真相……这是一个赚了我很多眼泪的故

事。“她”痛的时候，我也泪水涟涟，心被揪着，似乎万箭穿心；

“她”简单平凡幸福的时候，我也犹如阳光普照、温暖安乐。这个

故事洋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教会我们在逆境中学会坚持，在

失望时坚定勇敢！《大漠寻星人》曾荣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也是实至名归了。

我阅读作品或看电影，往往会沉浸其中，所以我选择书

或电影时，会比较谨慎。如果我看一部悲伤的电影，如果那

部电影的结局也是悲伤的，我就会泪水涟涟，往往走出影院

后，还会伤心郁闷一阵子。幸好，赵华的《大漠寻星人》《长

城砖》《苏珊的小熊》《买二赠一》 等很多作品，虽然都有悲

伤、凄美的情节贯穿其中，但他却总能“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借助外星人的力量等，四两拨千斤，

结局都是比较光明美好的，让我松了一口气，把悬着的心放

下来，破涕为笑。我想：赵华一方面不舍、不忍心让读者沉

浸在悲伤之中；另一方面，他也表达了自身的美好愿望。我

想如果让我来写这样的作品的结尾，我也会和赵华一样，设

置一个光明的、美好的结局。

赵华在写人的卑微、渺小的同时，是带着深深的同情的。故

事中的主人公的疼，他写的时候应该也是能体会到的吧。但赵

华是善良、真诚和阳光的，所以他不忍！他不忍让悲伤、弱小的

主人公有悲苦的结局，他总要给他们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给

他们希望。在赵华的众多作品里，都能看出他的真诚、善良、爱

心和乐观。

外星人、星空、爱，可能是赵华作品的重要主题吧，他的作

品有很强的辨识度，但这种辨识度，我不认为是局限单一的，恰

恰相反，是专注、深邃和有特色的。

写作，有时就是在书写自己，书写自己的希翼和梦想。赵华

为人真诚坦荡、善良，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赵华说过，他从小

受到母亲的影响，他母亲的影响下，赵华生性善良，富有爱心和

同情心，喜爱小动物，热爱大自然。所以在他笔下的故事中，总

有相似的主人公出现。

赵华的创作，这几年进入“爆发期”，直线升空，耀眼夺目，

受到了众多小读者的喜爱！生活中的赵华，是光头的形象，显得

与众不同，让人过目不忘。我的一个小学生读者开玩笑说，光光

头赵华像聪明智慧的外星人；而另一个小学生读者马上说，光

光头赵华比外星人帅N倍！

读赵华的作品，不仅能让小读者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对

时空、对未来充满向往，激发探索之心，提升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还能激发小读者的善心、爱心和同情心，内心获得满满的

正能量。

如果用一件事物来形容赵华的作品，我觉得最合适的就

是那遥远、浩瀚、神秘却美好的星空。我愿意一次次地仰望星

空，我也愿意一次次地复读赵华的作品，感受其中的光明和

美好。衷心祝愿赵华的创作继续前行，并像星空那样更加美

好灿烂！

□赵 华经典与光芒 ■印 象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儿童文学顾名思义是以儿童为阅

读主体并且专门为其创作的文学作品。

对儿童的年龄界定中外各国有所差别，

但总体上不会超过18岁这个上限，也

就是说哪怕是广泛意义上的儿童也属

于未成年人的范畴。受制于此，儿童文

学作品的视角应该是儿童的，它也应

该反映儿童的情感、经历、生活以及儿

童的感受、认知和心理活动，并且在语

言、主旨、故事情节、情感深度、题材等

方面顾及儿童的兴趣、接受能力和认

知程度。

如果世界是一艘大船的话，毫无

疑问，驾驭它的走向、维系它的运行的

船长一定是成年人，世界永远是以成

年人为主角的。或许正因如此，许多成

年人对儿童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傲

慢与偏见”，认为它过于浅显幼稚，不

可能有文学的深度、厚度与广度，甚至

不认为它属于文学的范畴，充其量是

故事和启蒙读物。但在我看来，任何一

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诞生出经

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来，都能够触动

人心，给人以抚慰、启迪和力量，让人

琢磨、思考和深省。譬如说长篇小说里

有《静静的顿河》《复活》《美国悲剧》这

样的经典，短篇小说里有《乞力马扎罗

的雪》《变色龙》《狂人日记》这样的经

典，诗歌里有《爱的纪念》《一朵小花》

《未选择的路》这样的经典，而儿童文

学里也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野

性的呼唤》《白牙》这样的经典。

在我看来，要创作一本向经典靠近

并且具有文学特质和文学品味的童书，

首先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未成年

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人生

经历不多，阅历有限，耐心、成熟度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都还无法同成年人相媲

美，因而他们更愿意在跌宕曲折、引人

入胜的故事里感悟勇气、执著、乐观、同

情、怜悯、宽容等美德，逐渐对生活有初

步的认识，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

观。各种先锋实验类型的作品和过于平

铺直叙的现实作品对他们缺乏足够的

吸引力。其次，要有圆润丰沛的想象力。

基于现实、基于自然规律、能够自圆自

洽的想象，最为儿童所喜闻乐见。再次，

要有文学性的语言。许多儿童文学作品

之所以遭人病垢正是因为它们的语言

过于浅显幼稚。文学作品是文字的艺术

和语言的艺术，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作品

都需要有形象生动、充满灵性的语言。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同样需要精准的描

述和生动的比喻，同样需要艺术张力和

收放自如。通过文字之美，孩子们才能

够更深刻地体会故事主角的处境、思想

和悲欢；才能够被深深触动，开始进入

人的内在世界和繁缛复杂的生活。最

后，一定要有人文关怀。一部好的纯文

学作品必定充满了人文关怀，它描述时

代之殇，既同情好人的不幸遭遇，也同

情坏人的蒙昧无知。童书具有启蒙心

智、滋养心灵的作用，它更应该具有人

文关怀，更应该具有怜悯、悲慈、同情、

宽容、勇敢等特质，更应该具有温暖和

光芒。

雷蒙德·卡佛说：“我想，文学能让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

些已经削弱我们并且正在让我们气喘

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

一个人活着并非易事。”其实，儿童文学

同样能让孩子们看到世间的光芒，看到

世界的不完美，他们会从中认识生命，

并且珍惜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