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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人公
丁端端是一名喜
欢音乐和美术的
初中生，学校里
教美术课的田老
师幽默风趣、教
学方法独特，实
习美术老师小杜
性格开朗、具有
亲和力，两位老
师为丁端端和同
学们打开了艺术
想象的窗口。作
者语言功底非常
扎实，遣词造句
洗练、干净，带有
一种清澈的阳光
气息。小说在故
事陈述、表情达
意和人物造型方
面具有话语的张
力和美感，能让
小读者津津有味
地看下去。

《琼花》

陈华清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小说以抗日
战争爆发后的琼
崖、广州湾、南洋
等为背景，当时爱
国华侨纷纷支援
国内抗战，少女梅
琼玉深受鼓舞，抛
弃富裕的生活从
南洋回国参加抗
战 ，改 名 为“ 琼
花”。她经历了战
争的残酷，看到了
人性的善与恶，得
到了真爱与帮助，
从一个爱幻想的
少女成长为坚强
的战士。小说塑造
了春桃、夏荷、秋
葵、冬梅等众多的
抗战少女形象，她
们出生入死，用自
己的青春谱写了
一曲曲动人的爱
国之歌。

■新书快递

阳光书房

■评 论

本 书 是“00
后”作家杨渡为
同龄人创作的幻
想故事集，包含
《吱呀》《丸子，丸
子》《爆 米 花》
《幻》《闹钟里的
瓢 虫》《魔 幻 大
楼》等篇目。在这
个哈哈镜般的世
界里，作者有时
是课业繁重的小
学生、盼望爸爸
回家的儿子，有
时是身怀绝学的
侠客、争霸武林的
高手，有时是封藏
记忆的星际幻兵。
掉进这个“脑洞”
的孩子好像坠入
奇趣梦境的爱丽
丝，幻历其中的
成人，则会从荒
诞世界中窥见真
实的样子。

一场异彩纷呈的科幻盛宴
——评“科幻中国”系列 □李 英

科学普及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科幻中

国”系列新书，主编是中国科幻事业推动者

董仁威和从事少儿科幻创作的青年作家超侠。

“科幻中国”系列丛书一共有7本，分别

是谢鑫的《乔冬冬与手机侠》、赵华的《古币

之谜》、艾天华的《天香》、陆杨的《驯龙少

年》、史永明的《纳米悟空》、伍剑的《地下

来客》、小高鬼的 《寻找飞行国》，总体来

说，这套书拥有着高水平的创作团队，充分

保证了系列丛书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

这套书之所以引人入胜，得益于每本书

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在伍剑的 《地下来

客》中，叙事语言独具个性，写作者使用了

很多俗语和歇后语，读来令人忍俊不禁。而

艾天华的《天香》的故事情节则设计得十分

巧妙，小学生李萌不爱洗脚、洗袜子，脚丫

总是臭烘烘的，人称“臭脚大侠”，同学闻到

之后都望风而遁。后来他被“巨马星人”劫

持以后，外星人用非常贪婪的眼神盯着他的

脚丫，仿佛见到了什么美味，原来他们最喜

欢的就是臭味。外星人想要研究李萌脚臭的

原因，以便开发新型美食的设定很有意思，

产生了不少笑料。谢鑫的 《乔冬冬与手机

侠》更具有特殊的幽默风格，书中描写迷糊

病在城市里蔓延，人们经常无缘无故地忘记

事情。电视里的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送今日

要闻，过了几分钟后忽然神情紧张地把刚才

说过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还一再强调这是

“刚刚收到的消息”。公司开会时领导开始点

名，点完一圈以后领导却忘了自己要做什

么，又开始重新点名。学校里老师让刘大胖

抄写课文20遍，可是等刘大胖交来作业时她

已经忘了。书中对于“遗忘”的夸张描写，

每每令读者不禁捧腹大笑。

史永明的 《纳米悟空》则是一部以科幻

构思取胜的作品，书中的时间设定为 2049

年，地球人类面临被“智能意识”控制的严

峻形势，孔依明等5名少年乘坐超光速飞行器

前往“埃特星”，寻找打败“智能意识”的方

法。后来，孔依明的妈妈孕育了一个纳米婴

儿——“纳米悟空”，它能释放数以亿计的小

型纳米机器人。在陆杨的 《驯龙少年》 里，

令人感受最深的是主人公的成长。郭小寒原

本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男生，天生胆小怕事，

总是被人欺负。后来他意外获得了一种远古

喷火龙的蛋，在保护火龙蛋的过程中，郭小

寒迅速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勇敢。最后，

他还和自己的小伙伴成立了一个动物保护联

盟，决心保护更多的珍稀动物。

小高鬼的 《寻找飞行国》将古典文学风

格与科幻小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

的风景。小说开篇写道：“女孩儿的心绪细细

密密，梦又不成灯又烬”，后半句出自欧阳修

《玉楼春》中的诗句“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

不成灯又烬”，原句描写的思念之情与小说中

小女孩儿思念父亲的心境十分契合。此外，

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古代女子的及笄之礼，有

大量出自 《诗经》《庄子》《山海经》《博物

志》等典籍中的典故，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

的古代文学素养。

赵华的 《古币之谜》在叙事结构上近似

于侦探小说。起初，贫穷的美国少年帮助了

路边奄奄一息的老乞丐，意外得到了一把神

秘的钥匙。从这个线索抽丝剥茧，层层递

进，最后挖出有关外星神秘客人的惊天秘

密。小说中的三条叙事线索分别为林氏祖先

与外星生物戈雅的故事，被掳为劳工的林清

与同伴李文秀以及白人监工麦奎恩之间的故

事，“我”与李文秀后代、林氏后人之间的故

事。这三个跨越千年的故事在回忆中闪现，

在时光中交错，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叙事

网络。

《古币之谜》 在情感的铺陈方面极其饱

满。美国修建太平洋铁路时华人劳工的悲惨

遭遇令人发指，横贯美国中西部大铁路的每

一根枕木下面，都卧着一名华工的尸体。林

清、李文秀与麦奎恩之间的友谊更是催人泪

下：林清死后，李文秀一直保存着林清的遗

物古币，李文秀死后，麦奎恩又承担起守护

古币的重任，最后这个重任又落在了小说的

主人公“我”的身上。这些人惟一的心愿就

是把这枚古币带回林清的故乡，先祖林濯、

林清和林一石等族人所秉持的悲慈爱命、仁

义怜生的理念世代相传，感人至深。正因为

有着这样的理念，林濯拯救了外星生物“戈

雅”，戈雅向自己的母星隐瞒了地球的信息，

从而为地球人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祸。也因

为这样的理念，林清还拯救了白人监工麦奎

恩，并医治好了麦奎恩的妻子。而林清家族

的后人林一石，同样秉持着一颗治病救人的

初心，他认为中医不仅仅讲求“持中守一而

医百病”，更注重的是心无差别、如解倒悬的

博大、仁慈与诚善，这些才是中医真正的精

华与底蕴。

在一部科幻小说里弘扬中医文化，是一

种非常新鲜的写作尝试。除此之外，更让我

感到震撼的是它深刻的思想性。戈雅为林濯

留下了能够使人长生的微观级注射泵仪器，

但是林濯最后却选择了放弃。1000 年过去

了，林濯后人林一石面对长生的机会，同样

选择了放弃，决定将这个仪器用于提升全人

类的科技水平。林濯和林一石对于生命、地

球和宇宙、外星文明的思考富有远见，体现

了中国人乐天知命、顺应自然的达观精神，

以及悲天悯人、博大无私的中医之道。此

外，小说的语言和文采也让人印象深刻，林

濯想要救治戈雅却遭到村民的反对，他劝说

村民时引用了孔孟与老子等先贤哲人的“四

海承风，畅于异类”“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

我为一”“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

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等语录，自述行医

之人应将挽救性命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对

村民加以游说。林一石向“我”讲述自己曾

经前往存放长生仪器的山洞时的见闻，也引

用了李白的“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

屏里”、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

不是云”和张若虚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

月年年望相似”等诗句，感叹时间和生命的

短长。由此，在我看来，《古币之谜》是一部

非常值得一读的小说，从故事的设计、人物

的塑造和语言的铺陈等方面来看，不仅仅针

对儿童，也很适合成人。

总体而言，“科幻中国”系列像一个精心

布置的绚丽拼盘，是一场异彩纷呈的科幻盛

宴。无论孩子们喜欢轻松幽默的文风，还是

钟情于逻辑推理的玄妙，抑或是偏爱古典文

学的雅致，都可以在这套丛书里尽情享受阅

读的乐趣。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套丛书

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让儿童在科学幻想

的王国里尽情遨游。或许孩子们心中科幻的

火种就此点燃，未来的科幻作家、科学家从

此扬帆起航。

《钟南山 生命的卫士》

李秋沅 著

接力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这是首部面
向青少年的钟南
山传记，为小读
者们讲述中国工
程院院士、呼吸
病学专家钟南山
的成长故事。传
记为青少年读者
还原了钟南山历
经的磨难、坎坷
与涅槃，解答了
他之所以能够两
次在病毒肆虐时
力 挽 狂 澜 的 原
因，塑造了以诚
信做骨架、以大
爱为经纬，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
立 命 的 院 士 形
象。传记展现出
医生的职责、战
士的勇猛和国士
的担当，让青少
年读者从中感受
医者风骨，汲取
成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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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寓意着丰收和吉祥。如今，这里是一座崛起的石油新城。

令人惊喜的是，这里还活跃着一支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他们是王如、王

芳、黑鹤、赵春红、木糖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作家。他们创作特

别勤奋，已经出版了数十部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带着浓郁的黑土

特色，像一群野鸽子自300里草甸上腾空而起，飞向四面八方，驻扎在

小读者们的心里，逐渐成为新时代的又一个大庆品牌。

在这支充满生机的队伍中，王如是领军人物，他长期投身于儿童

文学创作、活动组织策划和研究，已出版《追太阳》《赶月亮》《星星河》

《土窝窝学校》等长篇儿童小说。他身上拥有东北大地的豪爽与质朴、

激情与活力，睿智成熟与童心未泯恰到好处地集于一身，像一块磁铁

一样吸引着身边的作者。作家王芳已经出版了长篇儿童小说《小飞

龙》《四季离歌》《倾听拔节的声音》《干打垒》等。作家赵春红以散文见

长，初涉儿童文学写作却出手不凡，以一部新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小

鱼儿》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

大庆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从黑土地里生长出

来的语言，让孩子们读来感到亲切。长期以来，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挖

掘东北地区的民间元素，书写黑土地上的传奇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创作源泉，继“温情疗愈儿童小说系列”出版发行之后，儿童文学

协会作家再发力，历时两年创作完成了“油娃成长儿童小说系列”，标

志着大庆成为一个新的儿童文学创作基地。

在这套书系中，王如的《土窝窝学校》和王芳的《干打垒》把眼光投

向了大庆油田创业之初的奋斗历程，画面呈现莽莽荒原，以铁人王进

喜为代表的石油人在书中生动复活。作家通过一个个鲜活耐读的故

事，向孩子们讲述老一代石油人当年的创业经历，弘扬埋头苦干的铁

人精神，还原50年代的历史风貌和峥

嵘岁月。当年的孩子们在一所所土窝

窝学校里接受教育、读书识字，条件虽

然艰苦，但能见到闻名天下的王进喜

伯伯。大人们住在“干打垒”的房子

里，但他们生活得有理想有希望有目

标，每天听着嘹亮的军号声上课，看着

太阳自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尽管生活

贫寒、物质严重匮乏，但孩子们在凄苦

中寻找友谊和欢乐，贫寒里有互助的

温暖，义务劳动课里有在野地里嬉戏

的场面和与大自然尽情接触的美好记

忆。赵春红的《小鱼儿》讲述了“00后”

小鱼儿在铁人榜样的激励下成长的故

事，海兰瑞的《小豆包家家》讲述的是

大庆土生土长、有着蒙古族血统的“00

后”家家的故事，木糖的《甜孩子》讲述

的是古灵精怪的“80后”李小糖帮助养

老院的皮影奶奶传递温暖与善意的故

事。60年过去了，大庆从莽莽荒原变

为现代化都市，浓缩时代印记的童年故事必将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今经过时光的沉淀

和岁月的打捞，依旧散发金子般的光泽。

为了写好这几部书，作家们动用了大量生活积累，采访了数十位第一代和第二代油田

创业者，到铁人纪念馆寻找记忆激发创作灵感，一次次来到当年他们打出第一口井的遗址

进行实地考察。正是本着对自己和小读者负责的精神，才有了一个个引人入胜接地气的

故事，有了故事中活灵活现的儿童群像。

当下，大庆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日益壮大，逐渐影响传递至全国文坛。在广袤无垠的黑

土地上，他们以勤奋扎实的写作种下一片儿童文学森林，吹响了儿童文学作家的集结号。

在创作的同时，作家们深入生活，到油田一线、生活社区和中小学校，利用赠送儿童文学图

书、开设儿童文学讲座等多种形式联系读者扎根人民，与小朋友们产生互动，使自己的创

作更加贴近现实，进一步增强作者的历史使命感。

儿童文学要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

童的心灵去体会，作品需要有与儿童接受能力相匹配的“小”的特点，但也正因为读者

“小”，如今这个时代，坚守儿童文学领域写小说，需要一点情怀，那就是“为小孩子写大文

学”的情怀。“情怀”是作家在这个时代背负的责任使命，即把“真善美”的种子播入孩子们

的心灵土壤，开发启蒙，结出人生果实，使之顺利长成参天大树。

汤素兰的《阿莲》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成

长小说，作品以女孩阿莲的成长为线索，向读者

呈现了湖南山村独特的地理景观和女性特有的成

长力量。

阿莲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湖南东北部的

一个小山村，阿公的重男轻女、母亲的严厉冷

漠、父亲的长期离家让阿莲变得敏感而倔强，也

让她学会自立自强。而阿婆和好友明亮的呵护与

陪伴，梅伯伯和丁老师的帮助与启迪，则照亮了

阿莲的童年，让她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有

一颗纯净、明媚的心灵，给予她自我成长的力

量。小说上篇《花书包》主要讲述阿莲上学前的

生活，下篇《煤油灯》记叙了阿莲上学的日子，

尾声以《爱莲说》作结，阿莲终于考上高中，走

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汤素兰对女性的成长有

着切身的体验和独特的理解。她以细腻的笔触深

入到人物内心，将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

种种心灵困境，通过生活中平凡琐碎的小事真

实而生动地呈现出来。如阿莲顶撞了母亲后，

母亲意外病倒，这让阿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

惧、担忧和自责之中。这时大家都忙着照顾母

亲，没有人在意一个小女孩内心的情绪波动，

甚至最疼爱她的外婆也没能真正理解她。然而

这些情绪几乎使阿莲陷入崩溃，可她最终也只

能学着去独自承担和消化。当小姨嫚嫚开玩笑

说要阿莲做她的小孩时，阿莲生气了，而大家

只当是小女孩的天真可笑，却没有人真正理解

和在意。实际上这源于她对母爱的渴望和被抛

弃的恐惧，由于母亲忙于生计，加之弟弟年

幼，母亲把仅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弟弟。因

此，阿莲心中一直深深根植着一个念头：母亲

不喜欢自己。这些在大人们看来幼稚可笑的念

头，对一个5岁的小女孩来说却可能是难以负

荷的压力和不为人知的隐痛。小说通过对阿莲

心理的细致描摹，让读者看到女孩那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小情绪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心灵的困

境：被抛弃的恐惧，被误解的委屈，冲动之后

的悔恨，生理变化带来的自卑感、羞耻感……正

是对这些一闪而过却又对女性的成长影响深远的

心灵震颤的捕捉，对女性成长过程中那些不为人

知的心灵困境和细腻情感的表现，让《阿莲》这

部小说能够超越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的限制，引

起读者的心灵共振。

与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相比，男性在话语力量

和个性表现上则略显单薄。在阿莲的成长过程

中，父亲的角色几乎是缺席的。在小说中，关心

阿莲的丁老师想要成为阿莲的爸爸，但在情感上

阿莲却始终无法接受，尽管她知道丁老师能为她

将来的教育和发展提供优越的条件；而阿莲心目

中真正能够扮演“父亲”角色的梅伯伯，却又无

力担负抚养和教育这个“女儿”的责任。因此，

阿莲的成长更多是以身边的女性为参照的，小说

中女性角色的不同命运、不同态度和不同选择，

展现了女性成长的多种姿态和可能性。这些个性

鲜明的女性不仅对阿莲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更构成了一种参差的对照。阿婆代表的是以

“家”为重心的传统女性，她虽没有文化，却明

白知识的重要性，肯定女孩子读书的意义与价

值。在阿婆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女性的

包容与隐忍，也可以看到待人处世的生活智慧和

豁达圆融的生命姿态。

母亲淑平和秀姨的对照指向了女性“爱”的

能力。母亲淑平是一个严肃刻板、个性强烈的女

性，她似乎缺乏母亲应有的温柔与慈爱。但作者

始终对这一人物抱以深深的同情，将她性格中的

冷硬，乃至婚姻的不幸，归结于成长过程中亲情

与母爱的缺失。她想要爱她的孩子、爱她的丈

夫，却不知如何去爱。生活的重担又沉沉地压在

她瘦弱的肩上，她只能沉浸在怨艾和自怜之中，

忽视了眼前拥有的幸福。秀姨虽然经历了家道中

落和一段有缘无分的恋情，却愿意顺遂命运的安

排，对人生的起伏处之泰然，豁达的人生态度让

她在困境中仍然保有爱的能力。

爱桃与阿莲则在“人生选择”的意义上形成

了对照。爱桃最终放弃了升学，这样的选择背

后既有生理变化带来的心理压力、乡村传统观

念的影响，也有她自己的主观意愿。爱桃不喜

欢读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将就此失去光芒。

相反地，她在学裁缝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兴

趣所在，并能够发挥长处、创造价值。从阿莲

和爱桃的不同选择中，我们看到了女性不同的

成长姿态和可能。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生命体，

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女性的成长不应该被

“定义”。

《阿莲》中女性形象的参差对照与阿莲的成

长一同构成了独特的女性成长景观。阿莲正是以

她身边的女性为参照，不断认识自我、坚定信

念，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而

她们勤劳坚韧、正直善良的美好品质也将成为阿

莲成长的养分，伴随她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

天地。

《阿莲》：女性成长的书写与对照
□偰 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