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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西的新作《路过一棵开花的树》，是近年来的儿童小说中一部

令人惊喜的作品。这部书的名字温婉而优雅：“路过”一棵开花的树，

马上让人联想起席慕蓉的名诗《一棵开花的树》，读罢全书，会发现小

说与这首诗之间的确有着呼应之处，但它的内涵延伸进了更加丰富

而深远的境界中。

小说的灵魂形象是一棵被主人公称作“紫色火焰”的老树，它繁

茂坚韧，每年都不屈不挠地绽放满树繁花，正是饱经岁月洗礼的古老

村庄的象征。“开花的树”不仅是村庄的象征，也是女孩的象征。女孩

和村庄就在“开花的树”这一意象中合二为一，小说的两条线索被巧

妙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优美完整的结构。

质朴而清新的文笔使这部小说独具魅力，作者以饱含真挚的感

情将故乡的童年生活一点点娓娓道来，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美

好的湘南乡村生活：生机勃勃的早春，色彩斑斓的秋景，兴致盎然的

爬树远眺，期待满满的磨豆腐与守夜烧砖，惊喜连连的烤红薯和烤

肉，热闹红火的十碗宴和年夜饭……这些都是记忆中难以磨灭的珍

宝。然而，在美好记忆的背后，我们也能窥视到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时

代背景，这使得儿童小说中融入了深刻的现实关怀。书中多次提及，

木村的孩子和年轻人纷纷离开乡村前往远方的城市，不断迈向更加

开阔的所在，在身后留下了空空荡荡的村庄。在商品经济浪潮和人

口迁徙的趋势下，乡村正在走向不可挽回的凋敝，新的秩序冲刷着旧

日的美好，对此，书中充满了怅惘与叹惋之情，饱含诗意的乡村生活

中，始终隐含着一丝来自于现实的淡淡忧伤。

从体裁上来讲，这部书是典型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是打破成

人和儿童小说边界的特殊文学样式，它的主人公大多为青春期或青

春前期的青少年，着重记述由“儿童”向“成人”过渡这一特殊过程中

所经历的种种烦恼、困惑和感悟。相比于单纯的儿童小说来说，成长

小说一般会通过种种特有的话题，如孤独、友谊、敏感、忧伤、初恋情

愫等，来特意凸显“成长”的主题。《路过一棵

开花的树》正是如此，书中多次细腻地描写了

成长中少女微妙的心情。在儿童文学领域

中，成长小说是一类特殊的存在，这主要体现

在它所涉及题材的复杂性上。成长小说不会

像其他儿童小说一样，刻意回避某些主题，很

多在童书中被过滤掉的主题和元素，在成长

小说中都会出现。这部书也是如此，它就像

所有的成长小说一样，从儿童“纯真之眼”的

缝隙里可以窥见成人世界的沉重与悲哀。小

说耐人寻味地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小树爸爸

和东东村长之间的暗中角力，秀米妈妈绿禾

对丈夫隐藏在心底的怨恨，小树妈妈因为资

助费明的善行而离家出走，爱嚼舌根的木星

和白婶在不同情势下的转变等等。在复杂人

性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成人世界的

压力层层传导，弥散在故事的底层，如小树爸

爸创业失败的经济压力、秀米父母的婚恋悲

剧、人与人之间的恶意和隔阂，甚至家庭暴力

等骇人听闻的罪行等。这些沉重乃至丑陋的

事实，在儿童的生活中无疑是真实存在的，但

只有成长小说才会坦率地写出一切，因而，类

似的场景往往成为成长小说中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在这一点上，这部作品自觉地

与这些伟大的作品站在一起，难能可贵地触及了儿童成长过程中无可回避的阴暗面，剥掉

精心包装的糖衣，将生活的本真还给了儿童读者。

小说从始至终一直在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待和想象世界，从中透射出无尽的纯净与温

暖，或许正由于如此，书中某些人物的“假恶丑”言行才显得格外刺眼。这部书从未偏离对

儿童生活故事的书写，其中可以找到大量富有童趣的细节：充满爱的温馨家庭、正直诙谐

的父亲形象、公猪飞利和狗狗多利的跨物种友谊，以及从老师“杨老胖”那里试图偷回被没

收的书等情节，无不让读者会心一笑。另外，作为一部儿童小说，该书规避了成长小说常

见的弊端，书中的儿童口吻比较真实自然，并未故作天真或是少年老成，这一点也是值得

赞许的。

《路过一棵开花的树》是一部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解读与研究的儿童长篇小说，我所提及

的一点浮光掠影式的印象，只是为了抛砖引玉，以吸引更多研究者来开掘其背后的宝藏。

豆蔻花苞满枝丫，正是春意盎然

时。那些令少男少女们青春悸动的情

感像一群亮晶晶的魔法仙子，不由分

说地飞进菁菁校园，落进每一个做梦

的少年人心里，幻化为眉心间的一簇

愁怨、日记中的一页书签。“80后”作

家王欢用她的长篇小说《豆蔻花苞满

枝丫》为我们展示了蒙昧青春旅程中

的“恋之风景”。

这是一本关于“情窦初开”的书。

刚刚步入初中的少女唐辛，心仪

着青梅竹马的男生沈宁，沈宁的优秀

与帅气使他一跃成为了众多女孩青睐

的对象，唐辛在追逐沈宁背影的过程

中忽视并辜负了同班男生杨小天的各

种好意。在与沈宁渐行渐远后，唐辛

终于意识到原来杨小天已深深印刻在

自己心里。但时值中考冲刺阶段，一

群少男少女并没有受困于情感或沉溺

于感伤，而是收拾好心情，一起奋力奔

向未来。

少年人的爱恋是隐晦而忐忑的，

而这部小说让我们感受到了成人世界

对于少年人情感最大程度的尊重和

理解，再现了一个“踮脚张望”的 80

年代。

文中的心理描写鲜活有趣。当一

群女孩儿围着沈宁问他是否有喜欢的

女孩时，沈宁只说了对方名字笔画是

10画。唐辛乍听之下，清楚自己名字

绝不止10画，“稍稍有些失落”，但猛

然间想起沈宁私底下叫自己“丑小

丫”，刚好是 10 画，顿时“安心又快

乐”，然而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不宜

在众多同学面前招摇，便立马收敛好

表情。这里没有表白、鲜花和情书，有

的只是一念三折的小暧昧，有的只是

一个少女在得到心仪之人肯定时那种

既窃喜又羞怯的小心思。而唐辛对于

沈宁的好感，仅仅出于两人喜欢同样

的明星，但这样的默契已足够他们心

潮澎湃。少年怦然心动的刹那，不是

牵手，不是拥抱，只因为人群中漫不经

心地遥看一眼，一次异口同声，一次心有

灵犀，一个篮球场上匆匆而过的身影。

这也是一本关于“青春本色”的书。

初恋、早恋、暗恋、单恋……这些

令老师和家长们如临大敌的敏感“禁

忌”却恰恰是“青春”最本色的面目。

唐辛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些“恋之风

景”背后涌动着的，是人之初最美好、

最澄澈的情感。

青春就是用来突破与冲撞的。对

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乖乖女而言，人

生最大的叛逆无外乎一场偷偷的喜

欢。在小说中，唐辛身处“好孩子”和

“好学生”阵营，深受家长和老师的喜

欢。但杨小天却刚好在她的对立面，

青春期的“叛逆”与“冲动”在他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杨小天一出场，就彰

显了自己的“不凡”：军训时，所有学生

都统一穿迷彩服，只有他身着“花衬

衣”；教官体罚学生时大家都敢怒不敢

言，桀骜不驯的杨小天却放出狠话：

“你再打一下试试！”青春期的自尊与

骄傲展露无疑。

更值得激赏的，是小说中对各式

各样成年人的刻画。作者并未将两代

人的形象对立起来。因而呈现在我们

面前的，是一群既有架子又亲切的大

人。班主任王老师虽然批评杨小天不

守纪律，但在教官打了杨小天后，“扭

头对着教官挺凶地来了一句：‘我的学

生我自己处理！’”这不仅仅是“护短”，

更是对于青春期孩子敏感情绪的保

护。数学老师何老太平时严肃端庄，

不苟言笑，但在自己学生姜蕾遇到不

公后却敢站出来指着校长的鼻子骂过

去。刘老师因为班级卫生问题严惩夏

媛媛，但事后也会感到愧疚并用各种

方式进行补偿。大人们会犯错，会软

弱，他们其实是长大后的“唐辛”和“杨

小天”们。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成年

人的存在，才让主人公们的青春多了

更多温暖的色彩。

这更是一本关于“自我成长”的书。

唐辛对于沈宁青涩的暗恋也好，

对于杨小天懵懂的喜欢也罢，都是成

长路上必经之过程。作者真实而细腻

地描绘出了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喜悦

与沮丧、获得与失去。杨小天在运动

会上摔伤，唐辛内心十分担忧却碍于

面子不敢跑过去，就连事后想要表达

关心也犹豫不决。当唐辛拿到板报比

赛的奖状时，内心最为渴望的不过是

杨小天还能像从前一样跑到她面前称

赞一句，可两人之间却发生了龃龉，这

些小小的期待都化作了无影的泡沫。

其实，沈宁和杨小天代表了唐辛

在成长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可以说，

沈宁象征着那个乖乖读书、努力向上

的唐辛，而杨小天则象征着那个想要

冲动和反抗的唐辛。沈宁的那张要以

学业为重的纸条割开了他与唐辛的距

离，让唐辛开始靠近抄过作业、打过

架、进过游戏厅的杨小天。这样的安

排本身说明了唐辛在成长过程中分裂

出的两个自我，她逐渐开始舍弃那个

父母长辈规训下的乖巧懂事的自我，

爆发出一个更有主见、更为潇洒的自

我。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沈宁的相处

中，唐辛患得患失、犹疑自卑。而当她

开始靠近和了解杨小天后，那个神采

飞扬又自信可爱的“神童”又回来了。

当中虽然经历了种种误会与误解，可

是青春的光彩和能量冲散了一切阴

霾，唐辛最终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作者王欢在立意上别具一格，用

纯真的爱恋展现了激扬的青春，用坚

韧的成长代替了颓败的失意。她在文

末写道：“期期艾艾做什么，毕业并不

意味着最后的分别，我们有那么那么

多的理想要实现，有那么那么长的旅

程要去体验，就像刘老师说的，把一切

通通交给明天吧，交给长大以后，我们

高中见。”

青春气贯长虹，勇毅一如往昔。

年少时的爱恋，不过是我们感知

世界获得成长的一个方式，是我们

青春旅程中的一段风景。亲爱的少

年人，当你看完这部小说，不妨合上

过去的日记本，开始新的篇章吧。没

有什么比你努力向前奔跑的姿态更为

动人。

《豆蔻花苞满枝丫》：

青春旅程中的“恋之风景”
□严晓驰

《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作者王泉根是一位视野

开阔、学养丰厚的学者，这本书是一部卷帙浩繁、

内涵丰富、富有学术底蕴和史料价值的专著。

王泉根专心致志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批

评、教学已近40个春秋。他认为：“文学史家必须

首先是文学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尤其是批评

家。”他正是这样一位文学史家。王泉根长期从事

儿童文学教学，熟悉精通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编著

有《儿童文学教程》《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

此外，他密切关注、紧紧跟踪儿童文学现状，了解

把握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趋势，著有《儿童文学的精

气神》《担当与建构》等专著。同时，王泉根很早就

投入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的探索、研究，著有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史论》，

主编有《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国儿童文

学60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等，他还先

后编选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论文选》《中国当代

儿童文学论文选》。2008年出版的《王泉根论儿

童文学》，则是一本史、论、评相结合的著作，从这

样一个不完整的作者简介中不难看出，他是名副

其实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儿童文学批评家兼儿童

文学史家。正因为他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不懈

的批评实践、长期的资料积累，加上他那特有的

潜心耕耘、埋头苦干的老黄牛精神，才能水到渠

成、瓜熟蒂落，推出这么一部有分量、有见地的大

著。这是他多年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集大成之作；作者自称是一个“带有某种‘收网式’

的成果”。

根据我的阅读印象和感受，我以为《中国儿童

文学史》大体上有以下成就和特色：

第一，古今贯通，脉络清晰。
这本书全面系统而清晰地梳理、勾勒了中国

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轨迹，让我们了解到

我国从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儿童文学的基本面

貌。《中国儿童文学史》以1949年为界，分为“历史

卷”与“当代卷”两部分。把古代、近代、现代都划

入历史卷是颇有创意的。历史与当代相连接，使

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作者用翔

实、具体的史实，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中

国第一部童话，而其中的《叶限》则是世界上最早

的灰姑娘型童话；明代吕坤的《演小儿语》是中国

第一部儿歌；明代熊大木的《日记故事》是中国第

一部儿童图画故事书。凡此种种，明确回答了中

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疑问。这就填补了我国

儿童文学史书写中古代部分的空白。

决定文学史基本脉络和特征的是时代背景、

文学思潮和重要作家、作品。本书作者以史家的

眼光，按照时间顺序，对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以至

新世纪初期的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以评述名家名

作、理论成果为着重点，做了酣畅详尽的记叙。继

承传统、连接当下，承上启下、一目了然，一部系统

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就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二，以史带论，史论结合。
这本《中国儿童文学史》既是文学专著，也是

史书、史著。首先，本书注重史实的书写、叙述，同

时又不乏卓越的史识，力求做到有材料、有观点、

有分析。全书贯串以儿童为本位，以学术成就为

根本的红线。考察儿童文学发展史，并把它放在

一定的时代背景、人文历史背景之下，与考察当时

的儿童观紧密结合；考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也不

脱离、忽视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影响。书中具体

分析了古代两种儿童观“圣人皆孩之”“缩小的成

人”对古代儿童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与制约，颇具

说服力。对梁启超振聋发聩的“少年中国说”的历

史意义，形成晚清儿童文学开放、刚健的格局，可

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就此做出了高度的概

括、鲜明的判断：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将儿童

的生命价值与地位看得无上高贵的，第一个是提

出“圣人皆孩之”的老子，第二个则是提出“少年智

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梁启超，第三个是鲁

迅，他提出“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有

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这是研

究儿童文学史必须把握的根本原则。

书中记述1955年毛泽东关于儿童读物的重

要批示，迎来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

期，不仅详尽地阐明了这一史实的来龙去脉，而且

用十七年间的作家作品，有力地论证了儿童观的

变革、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所带来的少先队文学

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从新时期儿童文学的

发展，很自然地引出“走向少儿”的本体意识以及

关于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次的区

分。这都是以史带论、史论融合的生动例证。

第三，把握整体，突出重点。
这本书对我国从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儿童

文学状况，包括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等，

都从宏观的层面作了整体描述，而且对期间的艺

术追求、观念嬗变、思想交锋也都作了扼要而深入

的阐述。作者认为五四时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第

一次变革，而新时期则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革。

全书用两章十余万字的篇幅，对文学研究会在儿

童文学方面的实绩、开创性的贡献，做出全面充分

的评述，赞扬文研会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树起了

闪光的丰碑”。从微观上对文研会成员中成绩最

为卓著、突出的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周作

人、赵景深等，在理论、创作、翻译上的成就和特

色，做出精到的介绍解析。以赵景深为例，他是我

的文学启蒙老师，也是第一个引领我向“儿童文学

港”靠拢的人。作者怀着深情历数了赵景深多方

面的成就和建树，称赞赵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

代是一位翻译、创作、研究儿童文学的多面手：他

编选的《童话评论》是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论文

集；他和周作人是我国最早研究童话取得理论成

果的两位大家，并开了研究中国民间童话的先河；

他翻译过安徒生、格林的童话，并介绍外国的童话

学理论，是文研会成绩卓著的翻译家之一；他还是

继郑振铎之后创作图画故事最多的一位作家。在

文学道路上，我有幸得到赵景深这位儿童文学拓

荒者、先行者的栽培、导引，至今铭记在心，感恩不

尽。

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时期八九十年代儿童文

学的拓展、繁荣，作者也从宏观上、整体上作了浓

墨重彩全景式的描述。同时又着重对有突出成就

和影响的作家作品，如曹文轩的《草房子》及其“追

随永恒”，秦文君的“贾里贾梅”及其“感动当下”，

以及新时期少年小说的四个系列（扭曲型、迷途

型、自立型、断乳型），作了切中肯紊的评析。对金

波童话的经典气质和“以善为美”的美学特征，对

杨红樱作品的畅销及相关争论，乃至对幻想文学

的批评，作者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四，富有胆识，充满自信。
王泉根是一位具有赤子情怀和学术勇气的

人。他热爱文学，热爱儿童，热爱儿童文学。他对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充满自信。在

探索研究学术、理论批评上，有着知难而进、勇往

直前的精神。他用非常真挚的感情和多彩的文字

来描述年轻的文研会成员们：他们“那炽热的青春

感情、活跃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好动的性格，

都十分适合从事儿童文学”，他们的儿童文学活动

“留下了他们那个青春初醒的时代的脚印，烙下了

他们一颗颗热情奔放的活泼的童心”。

历史是一面镜子，应当以史为鉴。作者科学

地、高屋建瓴地总结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历

史经验，归纳出可资借鉴的五点：一是坚守“儿童

本位”的理念，二是使儿童文学界与教育界高度融

合，三是必须紧贴创作实际，四是需要跨学科的研

究方法，五是全球视野与中国文化自信。谈到文

化自信时，他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

实在没有必要在阅读推广中，张口闭口就是欧美

日韩的绘本、童话如何如何，而将叶圣陶、张天翼、

曹文轩等的作品置于脑后。中国儿童文学丧失自

信了吗？完全没有理由。”通读这本五六十万字的

专著，我深切感受到，字里行间，真是笔下有真情，

笔下有自信啊！

书中在介绍文研会儿童文学的翻译实绩和影

响时，要求翻译必须坚持忠实原著的原则，同时强

调“译文既须简洁平实，生动活泼，还得‘美’”。这

些又何尝不是我们当今的翻译依然需要坚持的原

则呢？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富有史胆史识的史

家，总是善于从历史的书写中，从史实出发，给今

人以有益的教训和启迪。

综上所述，我认为王泉根的这部专著，是一部

完整、厚重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如果说还有什么

可以商榷的话，那么，我倒觉得对新世纪以来，尤

其是近些年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记述评介，无论

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似失之过宽。因为这毕竟

是一本涵盖几千年、上百年自古至今的中国儿童

文学史，它不是编年史，更不是年度创作述评。书

中介绍的作品在思想艺术上达到的高度、水平，读

者接受和喜爱的程度，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沉

淀一下，提炼一下，再决定它是否值得“载入史

册”，在文学史上记下一笔，这样才能更站得住脚，

更准确可信。

一部完整厚重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一部完整厚重的中国儿童文学史
□束沛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