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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
李东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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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探险”
系列丛书》
刘先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0年3月出版

“自然保护
区探险”系列包
括《给猴王照相》
《野驴仪仗队》
《三次水中逃生》
《长 颈 子 长 鼻
子》四册，融文学
性、科学性、趣味
性于一体。图书
选辑了作者40年
来在自然保护区
探险中的奇闻、
奇遇，旨在揭开
大自然的种种神
奇奥秘，展现大自
然和生命的壮美，
还给孩子们一个
真实的大自然。系
列丛书通过一个
个故事把新鲜、
奇异的知识播种
进 小 读 者 的 心
里，引领他们认
识自然、热爱自
然、保护自然。

《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
刘慈欣 原著
【法】科琳娜·蓓尔特兰德
主编
中信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刘慈欣科幻
漫画系列”第一期
共包含《流浪地
球》《乡村教师》
《梦之还》《圆圆的
肥皂泡》四部作
品，是刘慈欣的科
幻作品首次被改
编成系列漫画。系
列丛书由中国团
队主导，与国际漫
画家合作，让文字
中的想象力在漫
画中升华，让思维
插上翅膀，共同欣
赏宇宙和未来的
声音与光影。科幻
作品与手绘漫画
结合的形式，能够
让更多的青少年
读者产生阅读的
兴趣，并在阅读中
收获跨越文化、民
族的共同财富。

■新书快递

■评 论

本书讲述了
善良、平凡的女
孩小满，以优异
的成绩考进重点
高中，但她的家
人和朋友却陷入
突如其来的状况
之中。小满一面
心系朋友，一面
又独自撑起了小
小年纪却不得不
背负的重担。直到
在老家意外遇见
汪诗帆并与之相
处后，她才终于勇
敢地从心中的密
室逃脱出来，接受
了那个虽不完美、
却独一无二的自
己。作品书写了小
满在无序的生活
中对美善、责任与
温情的守护。

当“机器人三定律”迫近现实
——读“翌平新阳刚少年科幻系列”有感 □崔昕平

阅读翌平的新阳刚少年科幻小说《燃烧的星球》《流浪的方
舟》时，瞬间让人联想到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上世纪40
年代开启的人机关系之思，在翌平的作品中以新颖的机器人角
色设定与更加趋近可能的科幻假想再度展开。

“翌平新阳刚少年科幻系列”将故事架构在了100多年后的
22世纪。这样一个基于未来的设定，构成了该系列科幻小说中
的多重“假想”。作品中，角色的身份变得丰富而复杂，也呈现出
新的社会结构。主角千雄、梅子馨的身份是两位六年级小学生，
但属于“生物电子人”，大脑植入了各种能力芯片，并与地球主控
管理系统保持连接。作品假想了电子人对比人类的优势，他们
拥有人类的感性和电子人严谨的思维，有着超越传统人类的多
种能力，但他们并非人类的主宰者，而是保卫人类的高级战士。
作品中的人类则被称为“原始人”，包括科学家燕墨子、慕容诡，
地球总统枭龙云等。“原始人”虽然自身运算能力、搏击能力等能
力都极为有限，但是掌握着科技命脉，在这个新型结构的世界中
扮演着决策者、主宰者的角色。层级最低的是机器人，虽然已经
是极为智能的机器人：炽焰被人类送上月球，为人类开发新能
源，而后因不满人类的无情，自命月神，主宰月球；巨灵神曾经是
驾驶飞船的航天员，开发月球时被人类视为英雄，后投入废旧工
厂；闪电也曾为人类立下赫赫战功，但机器人在这个社会结构中
的命运，是无论多么优秀，为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始终
是人类的侍从或仆人，会因为陈旧、损伤等原因被报废。

人类与机器人之间深刻的“关系”问题，构成了《燃烧的星
球》《流浪的方舟》一系列作品中矛盾冲突的焦点。因为环境的
恶劣和工作的艰辛，人类派智能机器人巨灵神送智能机器人炽
焰登月，代替人类开发月球。炽焰在月球上开采氦3矿山，为地
球输送源源不断的能源，使地球免于污染。但为防止炽焰不断
进化失控于人类，以慕容诡为代表的人类科学家给炽焰设置了
抹去记忆、循环使用的程序。知道内情的炽焰一怒之下称霸月
球，并向地球发起进攻。《燃烧的星球》便起于这场近太空的地球
军队与月军的战争，开阔的场面描写呈现出科幻大片的宇宙既
视感。作品中大战的关键与胜负的核心，是机器人的立场选
择。炽焰为纪念制造它的人类老师燕墨子，制造了机器人燕墨
子，机器人燕墨子最终的立场，决定了战争的走向。机器人巨灵
神等，则选择了誓死保卫家园。《流浪的方舟》在地月“内战”之
外，假想了更可怕的、来自以星际职业军人艾莲斯为代表的外星
生物的威胁。

可以看到，翌平的少儿科幻小说再次将关注焦点指向了人
类对机器人的复杂情感。未来的人类，将借助并将越来越依赖

机器人对人类的贡献；机器人超越人类的、以程序的形式存在的
各种内在与外在的能力，也使人类逐渐警惕于机器人对人类的
可能威胁。阿西莫夫在一系列机器人科幻小说中尝试展望未来
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阐释了机器人三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
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机器人必
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机器
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
存。”这一超前的假想为科幻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创作动
源。之后，多部科幻作品聚焦于三定律中存在的矛盾与漏洞，于
是有了第零定律的补充：“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
伤害。”阿西莫夫的时代，人类还没有机器人，也还没有能够制造
机器人的公司。这一假想不断被阐释的魅力，就在于它将不断
趋近于可能的现实。生活在当代的人类，已经在机器人制造领
域有了极大发展。阅读翌平的机器人系列科幻新作时，那些假
想性的展望与思索显出了日渐迫近现实的意味。

在该系列中，人类仍在不断修正着机器人定律。月球事件

之后，以慕容诡为代表的人类科学家在升级DMAX的时候，在
底层加入了一条指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人类为
敌。”但是，虽然人类不断修正着自己制定的机器人定律，机器人
仍有可能在某种未被指令限制的情况下做出违背法则、反人类
的决策。在翌平的作品中，这种反人类的决策，触及了一个更深
层的问题：在智能机器人对人类的贡献远大于许多人类的未来
社会，智能机器人的社会地位该如何安放，人类该以怎样的态度
对待智能机器人。

在作品中，科学家燕墨子制造炽焰的初衷，是制造和人类一
样的智能机器人，并定位为一种高智商物种，与人类平等相处。
但科学家慕容诡持反对态度，并对机器人的生杀予夺丝毫不讲
人情。作品做出的这样的科幻假想，实际上再次提出了一个关
于未来的问题：科技的不断发展，机器人的不断进化，人类对机
器人的日益依赖，都推动着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迎来
新的问题，机器人故事就是不断在将人类与机器人相处的逻辑
问题推向极限，触发更具有警醒意义的思考。假设人类制造机
器人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仿生人机器人阶段，面对与
人类几乎没有区别的机器人时，人类与智能机器人之间是否可
能存在“平等”的关系？人类又将或又应写入怎样的指令，执行
怎样的机器人定律？对于一个有智能、有情感的机器人来说，智
能与情感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这显然极为复杂，涉及了对

“人”与“人性”的重新考量。
从文学表现的层面看，机器人类型科幻故事的共性特征在

于强调故事的逻辑性，情节紧凑，并不断出现意外的反转。翌平
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恰当的把控和处理。同时，翌平在少儿科幻
小说创作中凸显了文学性的诉求。作品呈现出多视角的交叉
叙事，分别以千雄、梅子馨、巨灵神、闪电、燕墨子、慕容诡等人
的视角介入故事，以此进入到不同人物的内心深处，呈现观念
上的巨大差异。在叙事顺序上，作品让最集中的矛盾冲突率先
爆发，以激烈的太空战争先声夺人，而后以插叙、倒叙形式铺展
有温度的细描。作品呈现了多处富有韵味的细节：智能机器人
炽焰抵达月球时，对巨灵神赞叹道：“从这里望去，地球更像是
月球的卫星哦，说不定哪天真会这样呢！”之后，正是这个叫炽
焰的机器人发动了复仇的战争，使地球变成了一颗“燃烧的星
球”。作品触发了一种发散的思索：当人类以越来越复杂的形
式——原始人、电子人、克隆人、机器人共处于宇宙时，人类的
喜新厌旧、无边贪念与冷酷无情都可能将宇宙推向战争的深
渊。也许，朝向未来时，我们更应该学会的是，从不同的星球上
彼此观望和欣赏对方。

《新儿童研究》（第一辑）
张斌贤 于伟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本书是我国
儿童学、儿童哲
学领域的首部学
术辑刊，汇编了
来自国内外儿童
研究相关领域专
家，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儿童智
库等 组 织 的 科
研 人 员 与 实 践
者 在 儿 童 研 究
各 个 核 心 领 域
的 最 新 理 论 研
究成果，包括儿
童哲学（含童年
哲学）、儿童史
学、儿童研究与
教育、儿童文学
等 多 学 科 视 野
下 的 儿 童 研 究
及学人逸事，旨
在发现儿童的天
性资源，提升儿
童在整个社会、
文化和教育中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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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发展成绩显著，较突出地表现在同质化创作趋
势得到遏制，业界更加崇尚“原创”，对儿童文学的艺术认知更为全面。在题材
范围、多元化审美风格开拓丰富方面，更有明显改观。这其中，一批作家持续扎
根地域文化，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深植于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之
中，既有力扩容了原创儿童文学的知识空间，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美学趣味，又始终
致力于对广大儿童读者展开积极的价值引导，表现出活跃的创作状态，广西作家
王勇英属于这其中较典型的一个代表。

王勇英的新作《花一样的衣裳》聚焦于广西隆林地区的苗族文化，特别是
其手工服饰艺术。在儿童文学语境内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求作者对日常生
活熟悉热爱，对于地域风俗和相关文化有着专门的关注研究，又要求其能为引
领儿童进入该领域找到有效有趣的通道，使得积极的阅读认知成为可能。

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不关乎历史，它一定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命
题。而“历史”对今日之儿童来说，又必然是陌生的。如果地理空间又偏远的话，
就更具难度和挑战性了。基于长期积累的儿童文学表现能力，王勇英采用了儿
童中心视角与“在路上”的叙事方法，打通几代人的时空阻隔，以“情感”与“寻
亲”为故事主轴，步步深入苗族文化的现场与历史腹地，破译“花一样的衣裳”
神秘的符码含义。作品展现了一个特定地域淳朴的自然与人伦之美、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的人间胜景，为儿童打开一扇不一样的文化、艺术、生活视窗。

故事从小女孩“角月”的感受与视角开始叙述，从她眼睛里对奶奶的老布
娃娃和一套老花衣裳的好奇，以及对奶奶行为的种种不解自然进入，很快就将
小读者代入到遥远的古老的时空中，跟随角月走上寻找走丢了的奶奶的行动
过程中。这是一次从都市回归山村、乡野的奇异经历，催使角月一家走上这条
路的原始动力是“亲情”，而诱发奶奶离家远走的根本动因也是寻亲——找回
自己的妈妈与故土。于是，“爱”与“亲情”成为这个故事的轴心，也是叙事的基
本动力源，连接了不同面向的人物与情节，使得故事延展与升华有了可能。

“爱”所以能作为“母题”被反复叙述，就是因为它的永恒性，不因时空变迁而改
变。爱的“一致性”生成了寻亲的接力赛，也是消除历
史、文化陌生感的能量。儿童文学是特别推崇“爱”的
文学，就因为儿童是秉承与传递作为初心存在的

“爱”的载体。
角月的奶奶已经80多岁，可是逐渐年老时她在

精神上却返回了幼时，记忆与思想多数时候停泊在
五六岁时，与妈妈骤然隔断的伤痛令她寝食难安，最
终走向寻根的艰难道路，这是爱的空缺带来的巨大
动力。苗花婆婆已经100多岁，一个人的孤苦岁月，
全靠内心深处对女儿的执著等待支撑时日。女儿与母
亲血脉相连，成为成就彼此生命的终生依靠。“亲情”是
一种本质力量。它具有先天性，但却可以超越血缘关系
而绵延，从家族、家庭之爱，走向人间大爱。这是王勇
英在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表达。她也将这个思想认识
传递给了孩子。

王勇英对乡间原始朴素的自然生活天生敏感，
她具有一种用艺术还原质朴的洞察力与表达力，这
其中蕴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灵性的才情。比如她写
苗花婆婆的纺线织衣，就是一种文字的舞蹈。她用飞
扬的想象力、精细的语言刻绘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一

种女性劳作的全过程，这是一种文化遗产。但她真正写出的还并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生命与生活的
创造力美感，人与自然高度融通和谐的存在奇境。我们可亲可敬的先民们，他们完全是用“初心之
爱”、用自然的呼吸与律动在纺纱织线，整个天地自然都能被织入一件“衣裳”里，“衣裳”里有整个
宇宙。所以作者取题名“花一样的衣裳”，山是花，河是花，树是花，花也是花，“花”即自然，衣裳里有
自然，自然即衣裳，全都是美丽的风景。而使这一切相映成趣、完美入画的，又皆因人类高贵的心灵，
立于因爱而确立的人间真情。

王勇英用一个曲折的寻亲故事言说了一段人间传奇。故事充满了代际传承、对话、理解的声
音，虽始终穿透历史与别样的文化，但因为以儿童为行动与思考的主角，所以整个寻根的历程便
也是孩子们的了。作者对母题“爱”有崭新的故事演绎，童年与老年在叙述中多重复合，令读者对
生命时间有更深感触。王勇英的作品是老少咸宜的，但对于儿童读者来说，烙印于他们脑海里、
最重要的阅读收获便是这个“花一样的衣裳”的认知图式，这一图式建构是创新的。将“自然与衣
裳”设为一个整体，既对古老的苗族服饰文化精髓做出透彻总结，更在现代意义上以文学的方式
对文化遗产积极传承，同时极富自然生态论的价值启导，因此，本书的意义是可以从多重维度去
解读的。

一直以来，林那北都在从事小说和散文写
作，她出版的书有长篇、短篇等多种作品集，去
年也推出了9卷本文集，怎么忽然进入了童话
创作呢？与我交往近20年的作家林那北，给
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成人文学作家，童话似乎跟
她没有什么关系。实则不然，我想起了她近年
创作的一系列漆画。当我看到那些波光粼粼、
不乏童真气息的漆画作品时，对林那北的认识
更增加了一层。她的内心世界是天真纯粹的，
如同泉水埋藏在深处，必然地涌出时，我便听
到了那不可遏止的清澈声音。我曾经一次次
见到，在小说和散文里总是勇于直面人间暗
昧、人性悲喜的作家林那北，在人群里卓尔不
群的直率和坦荡，这本来就是她天性里拥有的
心灵力量。写童话和画漆画，同样是她灵魂爱
与美的瑰丽表达。

翻开《蜻和蜓》，童话形象跃然纸上：两个
蜻蜓孩子，女孩小蜻、男孩小蜓，像邻家的两个
可爱儿女。小蜻的妈妈蜻蜓美晶，是一位个性
鲜明的母亲。还有被称作王子的爸爸，一个因
拯救小蜈蚣而舍弃自己生命的英雄。连江滩
上的白鹭、大榕树上的燕子、河边的老鼠，也是
故事里的重要角色。童话徐徐展开，擅长小说
书写的林那北，毫不费力地驾驭情节和细节，
塑造形象、故事架构、矛盾冲突、主旨体现，这
些文学元素在童话中，无不有上好的呈现。

这是一部珍贵难得的城市童话。如今人们
阅读乡村童话太多了，“世外桃源”式的精灵、仙
子大多出现在乡野山间和大森林中，“无论魏
晋”般地展现美好，虽然也是孩子们需要的心灵
营养，但眼下更呼唤关注城市的童话。城市问
题太多了。城市也是人类发展必然的归宿，关
心城市现实就是前瞻未来。林那北给我们讲述
了一个城市建设中的危机问题，敏锐的作家并
非讲个故事哄孩子高兴，而是洞察现实困境，醍
醐灌顶地给我们一个城市启示录般的童话，重
点在于警示人们穷极欢乐的时候止于恰当之
处。蜻蜓的存在，是生态良好的表现。当昆虫
和飞鸟越来越多地失去家园，也会导致人类陷
入尴尬与悲催。只有共生共荣，生态保持完整

性，人类才会幸福。
深深地楔入生活困扰，童话在房地产侵害

江河湿地的罪恶中进行反击。小小的蜻蜓干预
人类贪婪看似不可能，林那北的文笔却有一种
卓越的勇气，阻止人性肮脏进一步污染本应美
好的人心。大自然反抗的能力，不但会有海啸
台风地震这样的大悲剧形成，即便一只受伤的
飞鸟或昆虫，也足以产生蝴蝶效应掀翻人类的
高楼大厦——童话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人们会
更明白，微小的真理能够撼动庞大的谬误。

《蜻和蜓》的亲情颂歌，亮丽而高昂。酣畅
淋漓的童话语言，生动无比地叙述出饱满的感
情。肉眼都看不见的蜻蜓稚虫，在芦苇叶上出
生、长大，从卵到成虫的过程，是我们忽视的生
物现象。小蜻和小蜓的成长，对我们的生活大
有启发。不一般的教育，才有了不一般的童年
和少年时光。虫豸长出美丽强健的翅膀，也不
仅仅是自然规律生成。当今社会不乏毁于溺
爱和不当培养的儿童，但小蜻和小蜓的妈妈不
是这样的，她对女孩和男孩区别对待的体贴入
微，童话中一咏三叹的亲情之爱，是那么独特
精辟又丰富多彩。小蜻、小蜓能成为自尊自强
的蜻蜓，优美又有力地长出翅膀，像离开的母
亲一样能担当重任，而且可以智慧地战胜不幸
的命运，完成那么高难度的飞翔，这与出生以
来的母子情深、成长过程中手足感情亲密饱和
有很大关系。小蜻和小蜓的强壮翅翼，得益于
他们幼年身心的深切被爱，这样内心伴随亲情
体恤的成长，普天下的孩子都应该被如此拥
抱！可以说，在描写家庭之爱的童话作品中，
这一本书有它撼动人心的突出表现。

这个童话还善意地描写了蜻蜓一家的邻
居们。许多人漠视邻居的存在，甚至怀有敌
意，就像童话中那个自命不凡的楼盘开发商，
他伤害自然环境，有着金钱至上的傲慢，心无
悔意地损害同类。反而是柔弱的动植物，更多
地体现出浓厚的人情味，足以让很多人自愧不
如。童话中厅堂横梁上受伤的燕子，流离失
所，是大榕树重新给了燕子新家。燕子阿姨又
帮助失去母亲的小蜻、小蜓。爱惜白色羽毛的
白鹭叔叔、螺丝洞里衰老却仁慈的老鼠爷爷，
也同样伸出援助之手，帮扶两个蜻蜓小孩。在
寻找父母身影的路上，在整治恶行的复杂事件
中，如果没有这些可爱的邻居们，两个孩子哪
能在绝境中顺利得胜？当蜻蜓姐弟经历风雨
而见彩虹，终于奔向妈妈灵魂所在的高高山岗
时，它们的身心，既有母爱的滋养，产生了稳定
的方向，也有邻居们无私的爱力，托举它们飞
得更快更高……

这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向上之爱。童话中
的蜻蜓一家和朋友们，都经历了不甘于被死亡
或失败挫伤的重压，在悲伤的黑暗中一跃而起
的时刻，心灵也同步升华。合上这本童话书，
意犹未尽，不禁反复咀嚼故事的深意。我为林
那北创作童话高兴，更为童话这种体裁又增添
新的艺术形象，而由衷地感到欣慰。

向上的爱
——读林那北童话《蜻和蜓》 □小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