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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温
暖心灵的成长小
说，故事发生在
塔克拉玛干沙漠
的腹地，维吾尔
族小姑娘穆凯黛
丝从小就有一个
足球的梦想，希
望有朝一日能穿
上国家队队服，
参加国际比赛，
为国争光。在她
遇到挫折不得不
放弃足球梦想的
时候，一位来自
远方的援疆足球
教练适时地给了
她鼓励与指导，
重新点燃了她心
中的希望之光。
这本书告诉小读
者们，有了爱与
勇气，大漠也能
生长出梦想。

《水哎》

彭学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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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故事
主人公“水”是一
个以卖水为生的
孤儿，他不会说
话，却救了“我”和
整个老街。这本图
画书讲述了一段
属于中国人的童
年记忆，图画充满
浓郁的民俗气息，
湘西老街的一景
一物、人情风貌如
电影般呈现。画家
还原了沱江边上
的湘西小镇，讲述
了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的很多无奈，
绘画的方式和文
字内容非常契合，
散发出一种淡淡
的愁绪与怀念。

■新书快递

■评 论

本书收录了
孩子写给孩子的
诗，这些诗歌作
品既不同于传统
古典诗歌的华丽
与经典，也不同
于成人诗歌的智
性与说教，它是
中国“00后”儿童
丰富情感的自然
流露。同时，本书
首次在童诗中引
入 AR 智能技术，
读者不仅可以看
到诗意盎然的微
动画、听到童声
和专业两个版本
的诗朗诵，还可
以看到诗人简介
和生活照片，兼
具可读性、互动
性与趣味性。

失语的青春困境
——汪玥含少年小说中的成长书写 □江 雪

在儿童文学中，成长向来是一个重要的主

题，也是被反复书写的话题。儿童文学作家在

时代的浪潮中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儿童，尤其

是青春期的儿童遭遇的成长困境反映到文学

之中，以文学的方式去纾解儿童在成长中遭遇

的痛苦。其中，少年小说尤为注重刻画儿童的

成长困境，力图引导儿童在阅读中经受住困境

的考验，并获得心灵成长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年小说中关于成长困

境的书写大多集中在早期的道德品质发展与

集体认可、家庭矛盾纠纷、青春期自我认同、社

会价值认识与文化冲击等方面。其中，青春期

自我认同与家庭矛盾纠纷带给少年人的阴翳

是少年小说中常常表现的成长困境内容。汪

玥含的一系列少年小说创作是此类作品的重

要代表，从早期的《乍放的玫瑰》到后来《月亮

是甜的》《沉睡的爱》《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等，都深入剖析了夹杂在家庭矛盾中青春期自

我认同的困难，但又以独特的青春群像再现了

儿童青春期成长道路的艰辛，作家笔下独特的

青春群像也就是一群失语的少男少女。

汪玥含少年小说中出现的少年人无一不

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失语状态，即无法顺利述说

自我的内心，试图以缄默或者出格的行为来掩

饰自己无法表达自我、顺利沟通的性格问题。

这里的“缄默”并非专指故事中的人物从不开

口说话，而是指他们无从正常表达自己内心的

困惑迷茫、痛苦忧伤，他们渴望交流却无人可

以交流。这类失语者的少年形象并非是单一

的个性，而是在总体上呈现出两类人的特征。

第一类是汪玥含少年小说中最突出的一

类形象，即怯懦、阴郁甚至冷漠，但同时又自

卑、脆弱的少年人。这类形象以《乍放的玫瑰》

中的佟偌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的林

彤、《沉睡的爱》中的林珈和《月亮是甜的》中的

凌可伽等为代表。他们在人群中总是以安静

的姿态出现，不主动与人沟通，甚至看上去没

有和人沟通的欲望。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度

渴望寻找到对象诉说，倾诉如火山爆发的心

语。但环顾四周，周围的人习惯了他们的静默

和一言不发，甚至不再让他们说话。《乍放的玫

瑰》中的佟偌善是一个具有古典美的高中女

孩，像古代仕女画中走来的娴雅少女。在学

校，老师从未关注到成绩优秀的她，同学总是

讥讽和嘲弄她。面对奚落，她最过激的反应也

不过是逃离语言压力的现场，然后将自己打来

的饭“扣”进垃圾桶里。在家庭中，永远是母亲

刻薄呵斥父亲或严厉痛骂佟偌善的声音，而佟

偌善从没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但她的内心并

不平静，佟偌善常常自己跑到河边，想要把自

己的不满和痛苦都呐喊出来，但最后只是“啊”

了一声。“她实在是想在这个地方放声喊叫，把

胸中的痛楚都宣泄出来”，但她不知道对谁宣

泄，也不清楚自己遭受的同伴欺凌、家庭压抑

的沉重感究竟该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当她

遇见了隔壁大学研究生冷墨西以一连串的反

问和她交流时，佟偌善虽然没有听明白，却觉

得豁然开朗。她一头扎进了和冷墨西的恋爱

中，因为她在冷墨西的身上看到了交流和沟通

的希望，这也正是她悲惨命运的开端。

与之类似，《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的林

彤无法忘记当年哥哥为救自己而被车撞死的

惨烈现场，选择以失忆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失

忆也就意味着一段个人历史表述的失语，自

此，林彤更加沉默、阴郁，以食物来填满自己惶

恐不安而空虚无依的内心。她变成了一个大

胖子，在同学们的动作、语言欺凌中更加沉默、

自卑。《沉睡的爱》中的主人公林珈则以冷漠包

裹着自己想要表达的声音，冷漠地看着父母争

吵最后离婚，以“恐脸症”“名盲症”来说服自己

叫不出一起生活6年的同学的名字。冷漠和

癔病成为她说服自己不需要沟通的借口，她将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学习中，甚至取得了连

续6年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但却没有交到一

个朋友。《月亮是甜的》中的凌可伽与前3个少

女类似，不同的是她的情绪一直趋于平和，也

有着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但“寻找钢琴王

子”和“父亲出轨”这两个秘密压住了她的内

心，也让她渐渐沉默，甚至情感变得脆弱。这

些少女在沉默的言行和疯狂的内心冲突之间，

将她们受伤的心鲜血淋漓地剥开给读者看。

但在家长、教师、同学的眼里，他们只是太安静

了而已。没有人试图停下来倾听一下这些失

语者的声音，导致他们最后只能像佟偌善那样

想说什么却只剩下河边一声没有回音的“啊”。

第二类则是以《乍放的玫瑰》中彭漾和《月

亮是甜的》中的许广豪为代表。如果说，如佟

偌善、林彤这类静默脆弱的失语者最开始的境

况是因自身的个性造成的，那么彭漾、许广豪

这类少年失语者形象的塑造则显示出汪玥含

力图揭示少年人青春期成长困境——无法表

达、不能表达，这是少年人共同遭遇的痛苦。

彭漾、许广豪看上去是开朗乐观、像火一样热

情的少年人。他们在群体中展现出了类似领

导者的地位，意气风发。《乍放的玫瑰》中少女

彭漾是副市长的女儿，成绩名列前茅，懂得流

行时尚又爽朗大方。无论男女都喜欢她，这个

被看作是“女英雄”式的人物看上去从未失语，

一直在向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发出昂扬励

志的声音。但是她的内心一直有着隐忧：“如

果我不是副市长的女儿，会不会不再是现在的

我？”戏剧般地，她的隐忧成为现实。当彭漾偷

听到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时，她无法再像

以前那样意气风发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理

所当然地和父母撒娇。她的失语在于她不知

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而这说不出的痛苦也

无法告诉身边那些因为自己光环聚集起来的

朋友。彭漾的自我压抑是以早恋、酒吧跳舞等

出格行为来把自己真正想要表达沟通的内心

包裹起来，不让别人从自己的话语里听到自我

真正的声音。本质上，彭漾的突然失语源于自

我认同在身份揭晓后的缺失。《月亮是甜的》中

的许广豪在同学、老师们的眼中是热爱打篮球

的大男孩，是会因为别人讨论他家事而肆无忌

惮打架的富二代，也是会主动关心别人、帮助

别人的好少年。但小说笔锋一转，借用女孩凌

可伽的眼睛，看见许广豪一个人躲进小树林里

如同野兽怒号般对着树干拳打脚踢。整个过

程除了嘶号以外，他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

话。由此，小说自然过渡到许广豪内心的不平

静，借作者的笔触揭示真相：他一直默默忍受

父亲家暴母亲，却不能用语言和行动去阻止，

碍于母亲的哀求，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必须

压抑自己内心的不平、愤怒、爱和正义，压住这

些语言，才能面对自己的父母。暴力疯狂的父

亲和隐忍求全的母亲让这个爽朗的少年人必

须紧紧扼住自己的喉咙，用疯狂捶打树干的行

为来发泄无法言说的痛苦。

因各种原因表现出各异的失语状态的少

年人集中表现出青春成长的过程中遭受痛苦

无可言说、无人言说的事实。而导致他们失语

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家庭矛盾与亲子关系方面，

进而延伸至少年人在青春期对于自我定位和

认同的失败。汪玥含针对失语者形象遭受的

困境，努力以引导少年人重新敞开心扉、发出

声音的方式打破失语的成长困境，实现心灵上

的自足成长。因此，她在小说中引用诗歌，让

少年人借助诗歌的声音抒发自我内心的真实

情感，呼唤理解与认同。与此同时，少年人之

间的互相帮扶与关心则成为他们走出成长阴

影、重新发出声音的关键。最终，不再失语的

少年人获得成长，突破障碍。但早期作品《乍

放的玫瑰》中不能寻找到声音的佟偌善最终以

死亡结束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永远被困在失

语的年华里。

以失语者的形象表现青春期少年遭遇家

庭困境、认同艰难的书写并不是从汪玥含开始

的。较为典型且有影响的作品要数罗辰生的

《消失的歌声》，作品中的小女孩梁丽丽原有很

好的嗓音，却因为父母离婚以及父亲的再婚导

致了认知与情感接受的双重困难。她悲伤过

度，再也无法唱歌了。此时“无法唱歌”的梁丽

丽遭遇的就是成长中家庭破裂无法承受的痛

苦以及不知如何处理、接受的茫然。罗辰生以

歌声的消失来表现梁丽丽的“失语”。而另一

部书写失语者形象的则是殷健灵的《纸人》。

作品中的苏了了面对男孩的骚扰沉默不语，幻

想出纸人丹妮来交流成长的秘事，显示出她在

身体与心灵成长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退避与

“失语”。而相比较之下，汪玥含书写失语的青

春困境既延续了前述两部作品以沉默、失语来

表现成长艰辛，但又进一步多层次呈现了少年

人青春期中多样的失语状态，深挖了少年人青

春期艰难突破失语、表达自我、渴望沟通的成

长抗争。这是汪玥含少年小说创作中极为重

要的特征，也是作者渴望通过书写少年人的失

语与发声来慰藉、引导现实生活中“沉默”的少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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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幻 中 国
系列”丛书收录
了《纳 米 悟 空》
《驯龙少年》《古
币之谜》《乔冬冬
与手机侠》《寻找
飞行国》《地下来
客》《天香》7部少
儿科幻作品，丛
书通过少年儿童
的视角，将古今
中外的历史、少
年儿童的成长经
历和异星智慧对
地球的探索等相
结合，在具有科
学性、文学性和
趣味性的同时，
还包含了多种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元
素，带有浓厚的
中国味道。

一切科技皆出于爱
——读海小枪枪《海啦啦太空西游记》系列 □严晓驰

海小枪枪所著的“海啦啦太空西游记系

列”童书，是针对童年期儿童的“软科幻”文学，

适读年龄段约在六七岁到十二三岁之间。中国

的少儿科幻自叶永烈在1980年提出倡议以

来，经历了21世纪初的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

归属之争，目下形成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海啦

啦的系列故事为中国少儿“软科幻”文学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将少年的自身成长与科技

探索相结合，通过简单的人物设置与精彩的故

事结构，有效地丰富了少儿科幻的画廊。

银河历2519年，一个叫海啦啦的少年，从

西昌邛海出发，踏入茫茫未知之地，开启了一

段险象环生的历险。贯穿故事的主线是海啦啦

寻找自己的母亲彩虹公主的过程，但这趟旅程

不光是冒险和成长之地，更是超越与新生之

所，旅程的最终站是“自我”。

母亲是带给海啦啦生命的人，寻母就意味

着追溯自我的起源，因此寻找母亲的过程也是

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因为“自我”得自于母

体，有着母体的基因和烙印，这种叙事模式呈

现在故事中，主要体现在海啦啦在旅途中的感

悟与成长。当他体验了挫折与胜利，收获了失

意与荣耀后，由衷地意识到，其实母亲一直都

在自己身边：“火枪兔的身体里凝聚着你点点

滴滴的智慧，所以他总是那么优秀能干。而我，

也一定继承了你骨子里的正直与善良吧！”故

事中的母亲其实象征着主人公海啦啦内心深

处的一个希望、一个“遥远”的梦，而找到“妈

妈”就意味着找到了那个更好的“自我”，寻母

的完成也预示着自我找寻的完成。

海啦啦出场时只有10岁，还是一个稚气

未脱的儿童。待到他得知母亲彩虹公主的下落

时，便和火枪兔一起盗取了爸爸哈里博士的飞

船“苍穹之翼”，这是故事的转折点。从这时开

始，海啦啦从原先依赖和崇拜父亲的懵懂儿

童，成长为渴望独当一面的少年。接着，在第4

个故事中，当火枪兔意外找到了“妈妈”驻留在

其程序中的影像时，“妈妈”劝说他们放弃：“傻

孩子，你总不会只想活在虚幻当中吧！”这虽是

她对火枪兔说的话，但也是对海啦啦说的，说

明此时的海啦啦对长久以来的目标开始了思

考。也正是在这个故事的尾声，哈里博士对海

啦啦说：“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成熟少年

该有的善良、智慧、坚毅和勇敢，这样的品质比

什么都可贵。”海啦啦由此得到了来自父亲和

母亲的双重肯定，这也标志着他正式成为一个

少年。这时的海啦啦即将迎来他的12岁。如果

将宇宙视为一个母体，那么到达贝斯星球就象

征着少年海啦啦的正式诞生。我们相信，在海

啦啦和火枪兔经历几番艰难和波折后，一定能

够收获自我的成长。

在文学作品中，创作者经常借由配角来衬

托主角，配角有时可视为主角“自我”人格的分

身，某些在主角身上不方便出现的言行会被安

插在配角身上。在海啦啦的故事中，我们看到

了3个分身的形象。

其一是和海啦啦并肩作战互相扶持的火

枪兔，他代表着海啦啦人格中“活泼冲动”的一

面。这个带着火枪的智能兔子是由彩虹公主

“创造”的，与海啦啦的生日也在同一天。并且

创作者有意忽略了火枪兔的“机械”属性，而将

之不断“人性化”。在《奇妙的虫洞》一节中，读

者们得知火枪兔的体重为35公斤左右，这刚

好是一个十来岁小男孩的体重。更令人诧异的

是，不同于机器人保姆朵拉那样的“金属垃

圾”，“火枪兔体内的程序会自动升级，还时不

时冒出一些秘密”，这种升级功能不正是人类

所有的吗？

除了火枪兔外，星达客也可视为海啦啦的分

身，他象征着海啦啦性格中睿智与冷静的一面。

星达客是一位宇宙神探，但他与海啦啦一样，

都在拼命寻找。星达客原本所在的星球毁灭

了，他也不幸失忆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

谁，我来自哪片土地，哪个星球，父母是谁，年龄

多大”。记忆是我们确定自己存在的依据，失忆的

星达客也失去了“自我”。相信在之后的故事中，

找寻到记忆的星达客也能迎来全新的发展。

最后一位隐藏的海啦啦的化身，正是文中

的父亲哈里博士。海啦啦强烈的寻母意愿，归

根结底出自于哈里的寻妻意愿。海啦啦在翻阅

父亲的宇航日记时，发现哈里年轻时也曾体验

过寂寞，经历过失败，否定过自己。这也刚好是

海啦啦和火枪兔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迷茫，

在海啦啦看日记的过程中，创作者其实将父子

俩成长的轨迹合一了。尽管这位父亲看似冷

酷，但是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孩子的旅程，并多

次出手相助。他象征着海啦啦性格中坚毅而又

勇敢的一面。用心去呵护，放手去成长。正是哈

里的第一次放手才成就了海啦啦后续的成长。

从火枪兔到星达客再到哈里博士，似乎暗

示着海啦啦成长过程中的3个阶段，起初青涩

懵懂，对未来有着坚定的目标，之后陷入困惑

与迷惘，然而终究还是凭借着内心的坚持完成

理想，实现自我价值。

那么，为何故事以海啦啦作为主角呢？这

就涉及了这个系列故事的宗旨。海啦啦对于母

亲的思念和爱是这趟旅程的触发点，因此，爱

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从母子之间的亲人之

爱，再到民族、国家乃至宇宙之间的大爱，即是

和平。故事中的科技只不过是和平与爱的外

衣，所以我们看到爱一次次地战胜了科技。奇

奇诺所在的哈维星球虽然科技水平不高，但居

民和睦，千年不曾有过战争。生物学家唐吉博

士的π射线未能带来科技的腾飞，只是将哈维

星球变成了一个荒芜的衰败之所。不论是太空

旅馆、π射线、虫洞技术，还是基因武器，都抵不

过爱与信念的力量。整个系列贯穿始终的是哈

里博士写的一首歌，这象征着不论是罪恶与黑

暗、荣誉与花环，最终都是为了“描绘生命动人

的诗篇”。

科技的发展并非是创作者的主要意图，正

如拉达泽宇航学院的校训中所写的那样：“宇航

的使命是拯救宇宙的苦难，是守护宇宙的安宁，

是传播宇宙的友谊，是耕耘宇宙的幸福！”所有

的科技，最终都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新观察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