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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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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面
向青少年普及传
播中国科学技术
史的科普类图书，
从满足青少年的
好奇心角度出发，
以叙述体文本为
主线，串联起一个
个科学研究和发
明创造，通过详
实的史料、深入
浅出的语言、全
面透彻的分析，
探讨科学知识的
创造和传播，以
及科技与各种社
会因素的互动关
系。全书配以近千
幅精心选择的插
图，数十个与内容
相得益彰的表格，
图表文的完美结
合，让青少年读者
在科技长廊中轻
松漫步，流连忘返。

《我的名字叫光》

童言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全书以细腻
深情的笔触，以
充满创意的方式
书写了一个个别
出心裁的动人童
话。自然科普童
话涉及树木、花
草、动物、天问、
物 理 等 自 然 知
识，心灵启蒙哲
思童话书写了人
世间的亲情、友
情、梦想和美德，
带领孩子们回归
纯洁无瑕、美好
快 乐 的 童 心 世
界，给予他们希
望、力量和智慧。
本书文笔清新、
唯美，弥漫着田
园的气息，每一
个故事都有着独
特的主题，能够
引导孩子爱上阅
读和写作。

■新书快递

阳光书房

■短 评

以冠状病毒
自述的形式讲述
了冠状病毒是什
么，病毒从哪儿来，
病毒是怎么传播
的，人和人之间又
是怎么传播的，冠
状病毒会给人带
来什么危害，科学
家、医生、护士怎样
对抗病毒、治病救
人以及怎样远离
和消灭冠状病毒
等等问题，语言浅
显、内容充实，有趣
又生动，用图画书
为孩子讲清楚这
些问题，从而让孩
子学会保护自己，
勤洗手、出门戴口
罩、好好吃饭、按时
睡觉，养成生活卫
生好习惯。

成长路上的恐惧、孤独与罪恶
□钱淑英

每个孩子的心中都可能住着一个隐形巨

人，读完张晓玲的《隐形巨人》，我的脑海里突

然跳出这样一句话，一直盘旋不去。隐形巨人

这个从幻想世界里走来的意象，和父亲的形象

交缠在一起，真实地存在于主人公陈喜的生

活中。小说开篇，隐形巨人游荡在陈喜8岁那

年的荒原上，但随后就不见了踪影，仿佛只是

暗夜里的一场梦，很快被现实的阳光赶到了看

不见的角落。它因此而构成了一个大大的悬

念，贯穿小说始终，成为我们理解作品的关键

线索。

那个从荒原里走出来的小女孩，4年后即

将迈入中学校门，她就那样站在夏日明亮里，

缓缓诉说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到，主人

公的生活并不完满，一定与父亲的缺失有关。

父亲究竟去了哪里，是否遭遇了什么意外，我

们对此并不知情，但心里却隐隐担忧，害怕真

相随时都会跳出来，使人不可避免地陷入悲伤

情绪中。幸好，日常生活的烟火可以抵挡内心

的孤独，让日子过得温暖和丰盛。偶尔，父亲

和巨人的形象会从困倦的瞌睡中探出头来提

醒我们，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只是被遗忘了。

这种遗忘恰恰反映了主人公深埋心底的恐惧

与渴求。

这个隐形的伤口化为更多的内心体验，隐

匿在陈喜的成长之路上，直到哥哥站上1000

米长跑的跑道、费老师蹲下来为他系鞋带的那

一刻，才跟随蜂拥而来的记忆轰然开裂。尽管

已经有所预料，但当这个事实到来时，我还是

禁不住泪如雨下，为父亲的结局，更为两个未

长大的孩子。在这里，作者用冷静节制的语调

讲述着这段汹涌往事，以孩童的视角准确表现

了主人公的心理和情感，显示出了叙事的经验

和功力。

关于父亲的谜底揭开后，对主人公陈喜以

及他的哥哥陈欢，我的心里产生了更多的体恤

和怜爱。离开父亲那宽大温暖的背，陈喜的世

界似乎缺少了些许温情，这个因父亲缺失带来

的洞，等待被填补。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

渐发现，对于陈喜而言哥哥成为了父亲的替代

者。从妹妹穿上哥哥的大鞋并骑上他的背走

向荒原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替代就已经发生。

虽然陈欢并不是父亲形象的完美替代者，但他

对陈喜而言是无比重要的存在。

哥哥行走在自己的江湖世界，妹妹沉浸在

自己的情感天地，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心灵轨

迹，后来因为一个叫易勉之的男孩被紧紧捆绑

在了一起。除了身上的清爽和干净，易勉之丝

毫没有所谓镇长儿子的派头，他的身份早就令

人生疑。但我情愿跟随主人公的目光，在理想

和向往中为她寻求安慰，不忍心让现实的洪流

一再地摧毁童话的宫殿。所以，当看到兄妹俩

在墓地和易勉之母子相遇时，我颇感意外，而

易勉之用椅子砸向陈欢那一刻，更是让我猝不

及防。意想不到的伤害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袭

来，惊得人心里发痛。它似乎和主人公心里想

要抹去却无法根除的嫉妒和邪恶有关，事故看

起来就是由此而引发。但实际上，罪恶早已在

人心中酝酿，在看不见的黑暗处酝酿，或许在

花小瑛喊出易勉之是镇长儿子之前就已经开

始。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复杂面向被作者一

层层揭开，不论是懵懂少年还是世故成人，无

不向我们袒露了阳光与阴影相伴相依的内心

世界。

小说着力描写了主人公与童年告别的孤

独旅程，一种童话被现实戳破后的疼痛感始终

在字里行间蔓延。陈喜如此艰辛地行走在面

向现实的成长之路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童话

可以那么容易被忘记，隐形巨人的存在，暗示

着这个女孩从未放弃从幻想世界寻求慰藉的

渴望。童话里残存的光亮，的确给置身冰冷现

实的主人公带来了几许温暖，但紧随其后的失

望又让她对未来不敢抱有奢求。爸爸的彩色

蜡笔、易勉之的温热眼神、花生麦芽糖的香甜、

陈欢的灿烂憧憬，都像一个个美丽的肥皂泡，

转瞬之间化为了泡影。摇摆动荡的生活仿佛

将陈喜推向一片汪洋大海，她的生命之舟寂寞

地打着旋，掀起的波浪和旋涡强烈地冲击着我

们的心灵，这种不知何处是尽头的苍茫和混沌

同时也让人感到茫然和恐惧。

陈欢住进医院后的那个下雪天，陈喜一手

捏着雪团，一手拿着饭盒，在冷热交替中感受

着疼痛的快感。从这样的情绪变奏中，我不

仅看到了主人公的精神困境，也看到了作家

的叙事困境。我们可以发现，作品后面的叙

述语调相较之前显得有些匆促，少了一份舒

展和从容。如何在矛盾冲突后精巧地设定角

色转变和情节走向，在最后给出一个既真实

可信又温暖人心的结局，这是作者不得不面

对的创作难题。在两家人除夕夜汇聚墓地的

那一刻，在陈欢墓前递给易勉之“炸药包”的

那一刻，在陈喜看见隐形巨人后眼泪汹涌而

出的那一刻，作家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对话与

和解的希望。小说结尾处的这个场景，给读

者带来了情感的慰藉。

作者用声音、感觉和画面刻写下的这些

成长的横截面，有着细腻丰富的纹理，能够激

起读者的共鸣和联想。但另一方面，作家沉

浸在自我世界里的相似情绪表达，不免使人

产生阅读上的审美疲劳，而由多种修辞导致

的细节肥大，则可能分散读者对小说整体的

注意力。有时，穿插其间的回望视角所带来

的某些片段，又因未能和主线妥帖地融合在

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故事进程，从而影

响作品的叙述效果。张晓玲是一个写作功底

扎实的作家，她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已经找到

属于自己的成熟路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

她若能收起文字的枝蔓，让结构之伞更开阔

有序，细节描写更结实有力，将使文本呈现出

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尽管如此，通过《隐形巨人》这部小说，张

晓玲还是向我们证明了她的写作才华。隐形

巨人这一形象的创造尤为成功，其时隐时现的

贯穿方式可以更好地揭示人物的命运轨迹和

情感脉络，而意象化的叙事方式甚至掩盖了小

说情节设置的某些缺失。这个由父亲召唤出

来的巨大形象，一方面折射了少女敏感的内心

世界，另一方面也揉进了父亲的身影和气息。

隐形巨人用父亲般的温柔环抱化解了陈喜心

中的怨念和恼恨，促使她重新接纳自我，拥抱

整个世界。而当隐形巨人从黑暗中的空洞存

在变成毫无遮挡的一片明亮时，主人公便真正

在心灵上挣脱了藤蔓的束缚，由此实现从童年

到少年的艰难跨越。

每个孩子的童年生命里，都可能遇见一个

如隐形巨人般沉默而洪大的黑影，其释放与外

化的过程，能够帮助儿童直面心中的恐惧、孤

独和罪恶，并在对话与和解中获得成长的力

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形巨人》无疑是一部

包含了丰富意蕴空间和强大情感张力的优秀

作品，对读者而言有着精神引领的重要价值，

它可以用文字照亮少年儿童的生活世界，带他

们走上自由广阔的阳光之路。

《41℃演讲》

蒋学晶 著

新蕾出版社

2020年3月出版

本 书 作 为
41℃成长书系之
一，是作者继《流
鼻涕的秋天》之后
第二部原创少年
小说。故事的主人
公是一位叫做“夏
天”的男孩，他对

“一定”“肯定”这
样的词语“过敏”，
为了向把“一定”
当作口头禅的李
老师证明自己，夏
天和同学孙浩、莉
莉成立了“41℃
演讲社团”，他们
用与李老师截然
相反的演讲策略，
与李老师的得意
门生金磊一较高
下。41℃是火热
成长的温度，孩子
们正在全力以赴
做的事情，就是最
酷的事情。

文本的开放性、潜隐的意义和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使新世纪以来的童话

写作迎来了自己的文体突破、发展可能和创作小高峰。荒诞性童话、寓言性

童话，包括童话与儿童小说的同构，均使童话创作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和缤纷

的面貌。然而，在童话创作呈现出如此多元多义的格局之时，我们还是要呼

吁，勿忘传统的诗性品格，在创新的同时，童话也要重回到自己的经典写作

道路上来。

儿童在第一次接触到儿童文学作品，或者第一次阅读儿童文学作

品——往往是童话——之时，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寻找恒定

的真理，以及能给予他们心灵愉快温暖的答案。童话故事里总有一种总体的基

调，一种循序蔓延的氛围，在这里，什么神奇的事情都可以发生，满足孩子们对

戏剧性的渴望。然而，童话里的诗意与爱，会让这个神奇世界变得安全，让孩子

们可以获得对世界恒定的认知，以及在超越现实的浪漫精神游历中拥有莫大

的安全感。

显然，《风的孩子》正是这样一部重回童话写作经典品格的作品。细腻温

柔，轻盈灵动的笔法，营造出了诗情画意和温馨情感的童话意境，触动孩子们内

心深处的情感，更是对儿童生命本体的思考，“洋溢着生命力、美好和想象力”。

《风的孩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男孩奔奔是一个有些特别的男孩，他是

被风养大的孩子。他喜欢在春天的芒草地里打滚，他在松鼠家借宿，他和山神的

孙子玩耍，他知道松鼠妈妈让果酱变得更好吃的“秘方”，知道狐狸妈妈让毛线染

上秋天颜色的“秘方”。他随着风四处游历，他听过石头唱歌的声音，拯救过一大

片消失的森林。越过山林的尽头，那是人类的世界，他小心翼翼地触碰那个世

界。那个世界对他如此的不友好，奔奔想永远留在

芒草山谷里。可是到了6岁的年纪，风妈妈读懂了

他的心，送他回到人类的世界，学习、工作、遇见

喜欢的人。可是，在奔奔的心里，永远珍藏着一座

美丽的芒草山谷，那是他永远的家。

芒草山谷，那个像风一样自由、像彩霞一样

美丽，自我如同英雄一样伟大的世界，描述的是

孩子的内心世界，是儿童幻想中的精神世界。儿

童从激情和幻想中获得人格的力量，获得勇气和

信心，从而完成内心的成长。而那个山林边的人

类世界，正是象征着真实的世界，由于力量的弱

小，儿童在这个世界往往容易遭遇挫败，由此，他

以“泛灵论”作为解决问题和寻求答案的基础，美

妙的旅程、夸张的希望和对于未来成就的美丽梦

幻，使儿童获得幻想性满足，让他有勇气一次次

踏足那个遭遇困顿，甚至头破血流的现实世界，

获得内心和现实的成长。

托尔金曾言，优秀的童话故事应具备如下特

征，即“幻想”“恢复”“逃避”和“慰藉”——从深深

的绝望中恢复过来，从巨大危险中逃离出来，但最重要的是获得慰藉。该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

种奇妙难言的体验，那如此美丽的芒草山谷，正是儿童的无意识世界的投射，体现了儿童“互渗

的思维方式”，以补偿和改善现实世界。

诗意的介入、卓绝的想象，让这部作品拥有了独特的审美品格和精神气质。诗意语言使这

个童话世界细致而丰盈、情节柔软而舒缓，在环环相扣的细节链中，处处体现温暖动人的情感。

比如，老树精爷爷最后做的一条阳光毛巾，是用秋天的阳光纺成的线，闪烁着蜂蜜般的光泽，溢

满了甜甜的果香，老树精爷爷把它送给了鼹鼠一家，因为他们住在地底下，需要感受阳光的明

亮与温暖；老树精爷爷为奔奔做的灯笼，里面的光是从苹果、杏子、柿子等各种熟透的果子里找

到的三季阳光，不像阳光那样刺眼，也不像月光那样冰凉，更不像星光那样顽皮。虽然奔奔很爱

这只灯笼，可还是把灯笼送给了山神的孙子，因为，山神的孙子要打着灯笼等爸爸妈妈回家，怕

黑夜时他们找不着回家的路，而山神的儿子和儿媳妇，为阻止一场山火的蔓延，早已献出了自

己的生命。

类似细节比比皆是。在这部作品中，童话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经典写作风格上。那就是，散发

着浓厚而持久的诗意光辉，诗意中流淌着真实而深刻的生活哲理，指向生命与爱的世界。对生

活、对周围一切始终保持着诗意与善美的理解，正是童话赋予童年生命的最大馈赠。

惟一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结构。让保持童话文本的内在张力与该童话的基本调性一致，

其故事结构也是缓缓推开的，但还是应该有贯穿始终的主线，情节的展开不能漫无边际、太

过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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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陈

香香

安若水的长篇小说《煤

城里奔跑的童年》，最大的

魅力是纯真，不仅有纯真的

年代、纯真的人际关系，还

有作家的一颗纯真的童心。

小说语言非常清新纯

朴，文字极其干净，尽管写

得很细腻，却没有赘述、复

杂的语法和句式，就像是一

个冰雪聪明的少女，带着花

朵的气味，伶牙俐齿地讲述

着一个童话般的梦境。小说

的人物刻画也非常高明，读

者不知不觉地就被作品中

塑造的人物引领，人物的形

象也逐渐活灵活现。至于人

物性格、特点之类的刻画，

更是信手拈来、落笔到位。

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常常没能做到让人物

天衣无缝地嵌入故事中，总是有着明显的“创

作痕迹”。在《煤城里奔跑的童年》中，人物的出

现基本能做到顺理成章，不需要刻意的铺垫和

说明，故事背景中已为人物的出现埋好了伏

笔。作者可以用较少的笔墨，洒脱地把人物刻

画得恰到好处。由此，整个小说几乎没有“创作

痕迹”，叙述者像一个高超的催眠师，让人不知

不觉中沉入她所营造的梦境。

故事从1972年秋天“我”作为一个适龄儿

童入学的事情说起，开篇没有过多的陈述和铺

垫，展现出一个六七岁孩子对于上学的憧憬：

背着小书包、拿着小板凳、走在上学路上，太阳

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这是我们人人都有的

经验，我们看着小主人公，就像看着自己童年

的旧照片，忍俊不禁地会心一笑。

在《引子》里，作者简单交代了故事场景，

是她童年时代生活的煤矿棚户区，满载童年回

忆的棚户区如今要拆迁了，“过去的生活场景

将不复存在”。安若水用极具镜头感的几个短

短段落，既勾勒出一幅“有故事”的棚户区残

景，又为后面整本书的情绪定下了一个明亮、

忧伤又幸福的调子。只要深入阅读作者的文

字，就会被情绪所感染，而随着她淡淡的声调，

继续走向回忆深处。流畅的阅读体验除了得益

于文字本身的凝练，还在于作者恰当地把握了

叙事的情绪和节奏。

1972年，在一些条件不够好的小学校，低

年级的学生需要从家里带小板凳去学校自用，

那个时代出生的好多人，想必都有这样的记

忆。所以上学用的小板凳，几乎就是孩子“身

份”的象征。住在煤矿棚户区狭窄的屋子里、在

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最末的小姑娘安格，在入

学的前夜非常宝贝自己的小板凳，既没有办法

和二姐争屋里的地方，又觉得院子里“放哪儿

都舍不得，觉得哪里都不干净”，最后只好把擦

得干干净净的板凳倒扣在咸菜坛子上。

简简单单的两三百字

把一个多子女家庭孩子的

处境与心思刻画得细腻而

周密，我们的童年不是也曾

有过相似的心思吗？安格的

小板凳虽然只能倒扣在咸

菜坛子上，但读者一点都不

会为她难过，因为她的家庭

虽然不够富裕，居室很狭

窄，但是父母和兄弟姐妹

们都乐观上进、相亲相爱。

当我们讲述一个人的处境

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的

判断告诉读者，但在这本书

中，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判

断强加于读者，她只是在

慢慢地讲那过去的事情，

把判断的权利和想象的空间都留给了读者。

《煤城里奔跑的童年》这本书，写得朴素、

节俭、入味，读起来令人不知不觉地沉溺其中、

意犹未尽。看到书中出现的上学的小板凳、下

乡支农、学雷锋做好事求表扬信、积肥交任务、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儿童团、曾经时尚的纱

巾、男孩子的冰猴儿陀螺、女孩子用发卡卷刘

海等历史细节，仿佛重新回到了上个世纪70

年代的时空场域中。读者可以随着作者的文字

穿越到40年前那个明净、温暖、幸福而又带着

些许清苦的年代。那些似曾相识的笑脸、小把

戏、泪水和背影，像一个荡漾着的甜美的梦，令

人沉浸其中，不想醒来。

此外，小说的结构非常严谨。时间限制在

1972年至1976年间一群孩子念小学的阶段，

故事主要场景就是煤矿棚户区，主要人物是5

个性格和成长环境似而不同的小孩子，他们有

各自的人生来由而相聚在棚户区：安格是个怀

有梦想但生活在煤矿区的女孩，她总想知道外

面的世界，因此非常爱读书。叶波则是从大城

市青岛“流落”到偏僻的营城煤矿，由此，身上

带着外面世界的气息，这种气息深深地吸引着

安格。小霞有个患绝症的哥哥，全家为能延长

哥哥的生命而节衣缩食。雨生有个脾气不好的

后妈和几个爱打架的“后弟”，但却是有担当的

男孩子。大鹏则处于父母动乱的家庭环境中，

但也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手工爱好。三女两男

5个孩子，来自5个家庭。安若水在不着痕迹

的叙述中，刻画出每个角色的性格走向。一个人

的童年与家庭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基本上来说，

家庭是什么样，儿童的性格趋向就是什么样。所

以作者可以从容地娓娓道来，书中没有多余的

抒情和冗繁的评判，只有越挖越深的回忆。

儿童文学作者需要有一颗永不衰老的童

心，那一颗心中，永远饱含春风春雨。《煤城里

奔跑的童年》既有非常专业的文学性，又有无

比纯真的趣味性，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

那纯真的年代，更能触摸那纯真的童心。

纯真的年代 纯真的童心
——评安若水《煤城里奔跑的童年》 □赵妙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