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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工厂 王子何（8岁）

阅读一部儿童小说的额外收获阅读一部儿童小说的额外收获
——读马瑞翎《独龙江上的小学》 □纳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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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从哪里开始天空从哪里开始
————读赵丽宏儿童诗集读赵丽宏儿童诗集《《天空天空》》 □□徐徐 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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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诗人都是喜欢站在大地上仰望天空诗人都是喜欢站在大地上仰望天空
的人的人，，从中国的屈原到西方的但丁从中国的屈原到西方的但丁，，莫不莫不
如是如是。。诗人赵丽宏把他的第一部儿童诗诗人赵丽宏把他的第一部儿童诗
集命名为集命名为《《天空天空》，》，也许不仅仅是因为诗也许不仅仅是因为诗
集里有许多首抒写天空集里有许多首抒写天空、、礼赞星空的诗礼赞星空的诗
篇篇，，更是在暗喻和更是在暗喻和““命名命名””自己所追求的自己所追求的
一种儿童诗美学一种儿童诗美学，，乃是乃是““天空的美学天空的美学””：：生生
命像天空一样无限辽远命像天空一样无限辽远，，童心和梦想如童心和梦想如
飞鸟飞鸟、、气流与风一样灵动和自由气流与风一样灵动和自由，，儿童诗儿童诗
的意境的意境、、气象和情怀也应该有着天空一气象和情怀也应该有着天空一
样的辽阔样的辽阔，，把孩子们自由飞翔的心带向把孩子们自由飞翔的心带向
更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

所以所以，，我十分认同金波先生对赵丽我十分认同金波先生对赵丽
宏的儿童诗做出的判断宏的儿童诗做出的判断：：““超拔的想象超拔的想象
力力，，非凡的狂欢天性非凡的狂欢天性，，精致的气韵流畅精致的气韵流畅，，
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他的这些儿童诗里浑然一体地融合在他的这些儿童诗里。。””

诗集分为诗集分为““风是一个歌唱家风是一个歌唱家”“”“老天老天
的年龄的年龄”“”“城市变成了飞船城市变成了飞船””三辑三辑，，共有共有5050
首儿童诗首儿童诗，，其中大部分篇什都与天空有其中大部分篇什都与天空有
关关。。孩子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与天空有关孩子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与天空有关
的词与物的词与物，，比如太阳比如太阳、、月亮月亮、、雨水雨水、、云彩云彩、、
夜空夜空、、银河银河、、流星流星、、陨石陨石、、冰雹冰雹、、闪电闪电、、雪雪
花花、、风风、、飞鸟……以及他们的想象力所能飞鸟……以及他们的想象力所能
到达的天空的景象与边界到达的天空的景象与边界，，在这些诗篇在这些诗篇
里都有清晰和准确的里都有清晰和准确的、、有时也是拟人化有时也是拟人化
的呈现的呈现。。

比如比如《《银河银河》》这首诗这首诗，，写一个小孩陪写一个小孩陪
奶奶在夏夜的小河边仰望夜空奶奶在夏夜的小河边仰望夜空。。奶奶告奶奶告
诉孩子说诉孩子说，，天上也有一条河天上也有一条河，，可是小孩怎可是小孩怎
么也看不见么也看不见。。这时候这时候————

奶奶说奶奶说，，你静下心你静下心，，
慢慢找慢慢找，，就会看见就会看见。。
银河在天边银河在天边，，
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听不见流水的喧哗听不见流水的喧哗，，
看不见浪花飞卷看不见浪花飞卷。。

我瞪大眼睛寻找我瞪大眼睛寻找，，
终于看见天上的银河终于看见天上的银河，，
那是一条淡淡的光影那是一条淡淡的光影，，
静静悬挂在夜空中静静悬挂在夜空中，，
闪烁的星星闪烁的星星，，
是亮在河畔的路灯是亮在河畔的路灯。。
飞驰的流星飞驰的流星，，
是河上的快艇是河上的快艇。。
小孩仰望着夜空小孩仰望着夜空，，觉得银河太遥远觉得银河太遥远，，

““就是变成一只萤火虫就是变成一只萤火虫，，大概也飞不到你大概也飞不到你
岸边岸边””。。奶奶又告诉他奶奶又告诉他，，你看看眼前的小你看看眼前的小
河河，，银河也在那里银河也在那里————

我凝视平静的河面我凝视平静的河面，，
看见水底下荧光闪亮看见水底下荧光闪亮。。
是银河落在水里是银河落在水里，，
变成一道水淋淋的光带变成一道水淋淋的光带，，
被快乐的鱼儿牵着被快乐的鱼儿牵着，，
在河里流淌……在河里流淌……
这首诗写得优美而工整这首诗写得优美而工整。。既是美丽既是美丽

的想象的想象，，又是精确的写实又是精确的写实。。同样是写星同样是写星
空空，，却比郭沫若早年写的却比郭沫若早年写的《《天上的市街天上的市街》、》、
叶圣陶笔下的叶圣陶笔下的《《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又多了一些又多了一些

““现代感现代感””。。
面对天空这个辽阔面对天空这个辽阔、、神秘和变幻无神秘和变幻无

穷的空间穷的空间，，一颗颗小小的童心一颗颗小小的童心，，会发出多会发出多
少纯真的少纯真的““天问天问””：：““雨滴是天上的眼泪雨滴是天上的眼泪
吗吗，，天空有什么伤心事天空有什么伤心事，，要流这么多的泪要流这么多的泪
水水？？””（《（《天上的泪水天上的泪水》）》）夜空里夜空里，，““星星们动星星们动
也不动也不动，，固定在它们的位置上固定在它们的位置上。。””可是可是，，为为
什么又会出现什么又会出现““流星雨流星雨””呢呢？？““那是一群亮那是一群亮
光闪耀的飞鸟光闪耀的飞鸟，，从遥远的天外飞过来从遥远的天外飞过来？？””
还是还是““一个个燃烧的火球一个个燃烧的火球，，把黑暗的天空把黑暗的天空
照得晶莹剔透照得晶莹剔透？？””要不就是要不就是““从固定的位从固定的位
置上逃脱的星星置上逃脱的星星，，奋不顾身地扑向地奋不顾身地扑向地
球……球……””（《（《流星雨流星雨》）》）当乌云遮住了太阳当乌云遮住了太阳
的光芒的光芒，，““世界变得那么灰暗世界变得那么灰暗，，白天一下白天一下
子又回到了夜晚子又回到了夜晚””，，是谁从云缝里伸出一是谁从云缝里伸出一
把宝剑把宝剑？？““宝剑劈开了昏暗的天空宝剑劈开了昏暗的天空，，整个整个
世界都被它照亮世界都被它照亮。。””（《（《躲在云里的阳光躲在云里的阳光》）》）
还有还有，，““天上落下无数个小冰块天上落下无数个小冰块””，，这又是这又是
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

冰雹闪烁着光芒冰雹闪烁着光芒，，
给炎热的大地送来冷气给炎热的大地送来冷气，，
也送来天上神奇的谜也送来天上神奇的谜：：
这些小小的水滴这些小小的水滴
怎么会在阳光下变成了冰怎么会在阳光下变成了冰？？
冰雹的生命实在很短冰雹的生命实在很短，，
我还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形状我还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形状，，
它们已经融化成水它们已经融化成水，，
没留下一点点痕迹没留下一点点痕迹。。
读着这首小诗读着这首小诗，，我在想我在想，，孩子们好奇孩子们好奇

和追问的仅仅是冰雹的形成之谜和追问的仅仅是冰雹的形成之谜吗吗？？诗诗
人通过这样的抒写人通过这样的抒写，，是不是在潜移默化地是不是在潜移默化地
引导和保护着一种引导和保护着一种““诗与思诗与思””的情怀的情怀，，是不是不
是在培是在培育和滋润着一颗颗敢于质疑育和滋润着一颗颗敢于质疑，，勇于勇于
探究真理探究真理、、追求光明的种子追求光明的种子？？

法国作家都德曾说过法国作家都德曾说过：：““小时候的小时候的
我我，，简直就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简直就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
就像我身上到处开着洞就像我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以利于外面的
东西可以进去东西可以进去。。””阅读英国作家斯蒂文森阅读英国作家斯蒂文森
的经典儿童诗集的经典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一个孩子的诗园》》时时，，

我们也会真切感受到诗中那个小孩无穷我们也会真切感受到诗中那个小孩无穷
无尽的和十分奇特的记忆无尽的和十分奇特的记忆、、感觉与想感觉与想
象象。。诗中的小主人公就是斯蒂文森本诗中的小主人公就是斯蒂文森本
人人，，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长时间被困在长时间被困在
寂寞的病床上寂寞的病床上，，目光盯着天花板目光盯着天花板，，他独自他独自
在想象中做着各种远航的游戏和玩耍在想象中做着各种远航的游戏和玩耍。。
从白昼的光亮和夜晚的灯影里从白昼的光亮和夜晚的灯影里，，从壁炉从壁炉
的火光中的火光中，，从被子的皱褶里从被子的皱褶里，，从天花板的从天花板的
寂静里寂静里，，这个小孩不断幻想和谛听着这个小孩不断幻想和谛听着。。

在赵丽宏的儿童诗里在赵丽宏的儿童诗里，，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这种只有小孩子才拥有的逻辑这种只有小孩子才拥有的逻辑、、想象想象、、趣趣
味和认知经验味和认知经验，，感受到了好的儿童诗应感受到了好的儿童诗应
有的一种有的一种““到处开着洞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各种声以利于各种声
音吹进来音吹进来、、各种色彩照射进来的创作智各种色彩照射进来的创作智
慧与艺术魅力慧与艺术魅力。。

比如比如，，他写了那么多来自天空的景他写了那么多来自天空的景
象象、、光影和声音光影和声音。。写闪电写闪电““有时像一棵有时像一棵
树树，，突然展开无数枝杈突然展开无数枝杈”“”“有时像无数条有时像无数条
银蛇银蛇，，在漆黑的空中扭动在漆黑的空中扭动””；；写云彩写云彩““在蓝在蓝
天上奔跑天上奔跑，，可是听不见它们的脚步声可是听不见它们的脚步声””；；
写风写风““我看不见风我看不见风，，却听得见它的声音却听得见它的声音””

““有时在树林里……只看见树枝轻轻摇有时在树林里……只看见树枝轻轻摇
动动，，阳光正在绿叶里闪烁阳光正在绿叶里闪烁””。《。《在天上在天上，，在在
海里海里》》这首诗里这首诗里，，写到一个小孩躺在海滩写到一个小孩躺在海滩
上上，，望着白云飞卷的湛蓝的天空望着白云飞卷的湛蓝的天空，，身上好身上好
像就有一种像就有一种““到处开着洞到处开着洞””的感觉的感觉：：

我听见云朵在天上问我听见云朵在天上问：：
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
我听见小鸟在云边问我听见小鸟在云边问：：
你听见了什么你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身边的海浪也在问我听见身边的海浪也在问：：
看天的孩子看天的孩子，，
你正在想什么你正在想什么？？
童年的诗学和美学童年的诗学和美学，，本来就应该是本来就应该是

这样的这样的。。加斯东加斯东··巴什拉所谓巴什拉所谓““梦想的诗梦想的诗
学学””，，以及他津津乐道的以及他津津乐道的““词的星群词的星群，，喃喃喃喃
低语的回忆低语的回忆””、、““有人在树林深处从鸟巢有人在树林深处从鸟巢
里掏出红月亮里掏出红月亮”“”“我坐在夜的道路上我坐在夜的道路上，，倾倾
听星星的话语听星星的话语，，以及树的言谈以及树的言谈””的种种的种种

““形象至上形象至上””的童年感觉的童年感觉，，在赵丽宏的在赵丽宏的《《天天
空空》》里里，，也随处可以感受到也随处可以感受到。。可见可见，，诗人诗人
们的心都是敏感和相通的们的心都是敏感和相通的。。

诗如其人诗如其人。。赵丽宏是一位获得了国赵丽宏是一位获得了国
际声誉的优秀的抒情诗人际声誉的优秀的抒情诗人，，他的每一首他的每一首
儿童诗儿童诗，，也是情思绵密的也是情思绵密的““抒情诗抒情诗””，，温润温润
和善良的情怀和善良的情怀，，澄净和静美的意境澄净和静美的意境，，纯正纯正
和优雅的汉语韵律……都没有因为是一和优雅的汉语韵律……都没有因为是一
首首““儿童诗儿童诗””而有所减弱或缺失而有所减弱或缺失。。最好的最好的
现代儿童诗现代儿童诗，，除了真除了真、、善善、、美美、、爱这些必不爱这些必不

可少的要素可少的要素，，除了能让小读者感受到母除了能让小读者感受到母
语文字的优美语文字的优美，，感受到一种芬芳的感受到一种芬芳的““诗诗
意意””，，也应该让孩子们感受到辽阔无边的也应该让孩子们感受到辽阔无边的
生命之美生命之美，，感受到风声浩荡的天地气象感受到风声浩荡的天地气象；；
向孩子们呈现一种对人类向孩子们呈现一种对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和自然
的热爱情怀的热爱情怀，，培养孩子们对万物有灵的培养孩子们对万物有灵的
广阔认同感广阔认同感，，以及对于古典美和现代美以及对于古典美和现代美
的认知与感受能力的认知与感受能力。《。《天空天空》》这本儿童诗这本儿童诗
集集，，在这些方面显示出了清晰的追求在这些方面显示出了清晰的追求。。

““城市变成了飞船城市变成了飞船””一辑里的篇什一辑里的篇什，，就充就充
分展示了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分展示了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万物有万物有
灵且美的生命景象灵且美的生命景象。。

““瞄准星星瞄准星星，，总比瞄准树梢打得要总比瞄准树梢打得要
高高。。””据说据说，，这是在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这是在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
中流传的一个中流传的一个““写作原则写作原则””。。细品一下就细品一下就
会觉得会觉得，，这又何尝不是儿童们精神和情这又何尝不是儿童们精神和情
怀养成中的一个怀养成中的一个““成长原则成长原则””？《？《小王子小王子》》
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位毕生钟情是一位毕生钟情
于在天空飞行的于在天空飞行的““蓝天骑士蓝天骑士””，，他这样说他这样说
过过：：““在我们的飞机和人类居住的地球之在我们的飞机和人类居住的地球之
间间，，存在着一道道不可逾越的距离存在着一道道不可逾越的距离。。只只
有让智慧吹拂泥胎有让智慧吹拂泥胎，，才能创造伟大的作才能创造伟大的作
家家。。””依我的理解依我的理解，，他是在期待和赞美那他是在期待和赞美那
些能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些能够在大地和天空之间，，获得一种升获得一种升
华华、、飞越和俯瞰的视角与辽阔视野的作飞越和俯瞰的视角与辽阔视野的作
家家。。赵丽宏的儿童诗中赵丽宏的儿童诗中，，就显示了这样就显示了这样
独特的视角和辽阔的视野独特的视角和辽阔的视野。。

他没有瞄准树梢他没有瞄准树梢，，而是瞄准了遥远而是瞄准了遥远
的星星的星星。。他用一首首诗歌告诉孩子们他用一首首诗歌告诉孩子们：：
天空的高度不是从屋顶天空的高度不是从屋顶、、树梢开始的树梢开始的，，而而
是从孩子仰望的目光是从孩子仰望的目光、、向往的心灵向往的心灵，，从一从一
片云彩飘拂的气流片云彩飘拂的气流，，从一颗流星飞过的从一颗流星飞过的
光焰开始的光焰开始的。。一个孩子的目光一个孩子的目光、、见识与见识与
情怀情怀，，是要到达屋顶是要到达屋顶、、树梢树梢，，还是伸向云还是伸向云
层层、、群星和更远的天空群星和更远的天空，，就看一颗心把他就看一颗心把他
带向哪里去了带向哪里去了。《。《天空天空》》里的诗篇里的诗篇，，显然是显然是
要把孩子们的心带过屋顶和树梢要把孩子们的心带过屋顶和树梢，，带向带向
更高的云层更高的云层、、天空和繁星闪烁的银河系天空和繁星闪烁的银河系。。

阳光书房
普飞先生离开我们了。从获知他去世的消息至今，我

一直处于不安和哀思之中。普飞是云南作家中的一棵常
青树，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突然拿出一部令人惊喜
的新作。他个性朴实、耿直、善良、坚韧。

普飞于1934年出生于峨山县万和村，从曾祖父那一代
开始，他的家族就以打铁为生。普飞的父亲普学义在祖辈
的基础上，把铁匠的身份延伸了一点，不仅能打制铁质农
具，还能制造猎枪，甚至可以修理各式手枪和步枪，从而在
当地赢得了“枪匠”之称。因为这个缘故，父亲从小就教育
普飞不能只会盘田种田，还要学会扛枪打仗。在普飞7岁
的时候，父亲就让他学习如何填充火药，如何点燃“铁炮”，
普飞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点炮和打枪。虽然从祖父到父亲
都如此勇敢和能干，但他家世世代代都是文盲。一直到普
飞这一代，才进小学读书。他当时不会说一句汉话。他对
课本上的语句，只记住了读音，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等到学习下一课时，他又把之前记住的读音全部忘记了。
但他终于坚持下来，逐渐爱上了汉语。

普飞的第一篇文章《汽车来了的时候》，写的是他在普
洱县椎栗河村遇到的一件真事。新修的公路要从一户农
民的包谷地里经过，指挥部的同志对女主人说，当汽车开
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女主人似乎不
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坐在她的地里，流着眼泪，请求民工们
不要挖坏了她的土地。那种情景深深撼动了普飞，他如实
地记述下来，把它投到重庆的《西南文艺》杂志社。就在他
苦盼着杂志社能否发表他的文章时，他把祖上传下来打铁
和修枪的全部“家当”，拿去废物收购站交了，得到 20 元
钱。他用这笔钱买回了《红楼梦》《一千零一夜》《契诃夫小
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新华字典》等一大堆好书。这些书籍，让他的每一
个日子都变成了文学盛宴，也让他琢磨出了文学创作的一些秘密。不久之后，
普飞收到了《西南文艺》杂志社的回复，认为他的文章很有教育意义，但写得太
简单了，需要修改后再寄回去。他立即着手修改，加进了很多真实的情节。杂
志社收到他的修改稿之后，认为文章不必写得那么繁杂冗长，干脆就退稿了。
普飞没有气馁，紧接着他又根据万和村的一个真实故事，写了短篇小说《孟元
才入社》，生动讲述了一位老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痛苦”经历。他把这
篇小说认认真真誊写出来，寄往昆明，参加全省农村互助合作社和工厂技术革
新文艺征文活动。后来这篇小说获奖了，奖金30元。这时，他又写了一篇以
筑路为题材的小说《红旗》，投给《红岩》杂志。同时拿出旧稿《汽车来了的时
候》进行一番修改，并改标题为《我的舅母》，投给了刚刚创刊的《边疆文艺》。
不久之后，《边疆文艺》发表了这篇小说，汇来30元稿费。接着《红岩》在1956
年第8期又发表了他的《红旗》，收到稿费118元。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因为
当时一头牛也不过25元至30元。普飞一篇小说的稿费可以买几头牛了。

在万和村，普飞经过峨山县人民医院的培训，又获得了一个身份——乡村
医生，每天拿着听诊器，背着小药箱，外出为村民治病。有一次，他听到一位美
丽的彝族小媳妇，因为难产折磨了20多个小时，等他赶到产妇家时，只见产妇
床下是满满一盆鲜血，而产妇在床上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剖牛的恐怖场面。他
用听诊器为产妇测听心脏的跳动，又摸了一下她的脉博，发现人已经死了。她
丈夫深情地走到她的床前，在她苍白的额头上长久地吻了一下。这一吻让他
震撼，这绝对是一个悲剧，因为产妇的家离县医院并不远，而且也有足够的时
间把产妇送到医院救治。但因为愚昧无知，错过了最佳时机，让两条生命就这
样消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普飞又做出了人生的另一重大决定，辞去了乡村
医生的工作，弃医学文，一边盘田种地，一边专心写作。

普飞的文学创作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他应邀到昆明参加文艺座谈
会，结识了很多作家朋友。那时候的普飞的确很“土”。在会议期间，他闹出了
很多“笑话”，他不知道饭桌上的海带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他把黄花菜视为稻
草，吃过中餐之后就以为吃了晚餐了。在那样的场合，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
者，受到了高度关注。有的人的眼光很好奇，似乎要从他身上探寻到彝族的什
么秘密。就在那个时候，普飞已经能总结出他的创作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如
果看不见自己，就会觉得没有题材可写；如果看见自己了，就会想起许多事情，
就有题材可写了”。他的代表作《门板》在1958年8月号的《边疆文艺》发表之
后，引起了茅盾的关注和好评。这件事在云南乃至中国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反
响，普飞一举成名，全国的许多报刊和出版社纷纷向他约稿。在 1958 年至
1959年之间，云南人民出版社、重庆人民出版社分别为普飞出版了小说散文
集《妇女队长》和《重赶峨山街》。从此，普飞像一只山鹰，在中国文坛的天空里
飞翔，又像一条神鱼，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游来游去。大量的作品先后
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民族文学》《作家》《小说界》《少年文艺》《文学报》
发表。先后出版了《打豪猪》《猎村的孩子》《对象》《爱听音乐的小野兔》《迷人
的火把节》《飘去的云》《蓝宝石少女》《约克的故事》和《笔杆儿童话》等专著。
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74岁的时候，写作并出版了现实主义长篇
小说力作《红腰带》。84岁的时候，又出版了儿童长篇小说《灵魂鸟》。

现在看来，普飞应该是他那一代云南作家中发表作品频率最高的几位作
家之一。我们从他的作品里读出了一种浓重的“土”味，它是属于普飞独有的
文学风味，是从万和村那个30多户人家的小地方自然生长出来的，正如他说
话的嗓音一样，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混淆。他使用的动词和名词，很多直接来
源于彝民的口中，直白而笨拙，爽朗而恰切。普飞的作品虽然很“土”，但每一
个细节都那么扎实，文字朴实，拙中见灵，且充满着诗意和生命的幽默感。这
正是普飞的生活底色，更是他生命的本色，他最迷人的一面也就表现在这里。

一直以来，文学界都喜欢从“农民”和“彝族”两个视角，解读普飞的身世及
作品。这未免有点简单化和符号化，客观上遮掩了普飞的真实生活及作品的
美学价值。其实，普飞的大量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散文小说，还是青壮年时期
至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经验、意志和
复兴之梦，这是他在文学写作上的自觉行动和毕生的理想追求。

如今，普飞已离我们而去，走上了他曾经为我们描绘的一条彩虹路。从今
往后，峨山街上再无普飞的身影，天堂却多了一位童话老人。

在我国西南边陲大山深处有一条
独龙江，江边生活着一群人，他们世代
生活在这里，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
活习俗，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神秘
而古老的成员。其中一支叫独龙族，他
们有自己的语言，到现在仍在使用。独
龙族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
的？他们的孩子是否在上学？怎么上学？
马瑞翎的儿童小说《独龙江上的小学》
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跟随独龙族小孩阿
鼎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简单来说，这部小说就是一部“阿
鼎上学记”，围绕阿鼎上学这条主线，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学前（或叫准
备上学）、去上学和上学以后。小男孩阿
鼎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可是上不上学
在阿鼎小小的心里没有一点概念，甚至
觉得不上学更好，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
没上过学，也不认识汉字，连汉话都不太会说。阿鼎的爸爸妈
妈一直生活在村寨里，虽然自己没上过学，但他们有一个共
识，那就是时代不同了，孩子不上学肯定不行。

怎样才能让阿鼎愿意上学呢？爸爸妈妈很了解自己的孩
子，用阿鼎感兴趣的事情成功引导他对上学这件事产生了兴
趣。上学的路又长又难走，要翻山，要过河，要过溜索，但阿鼎
不觉得是困难，在爸爸的带领和陪伴下一路走得兴致勃勃。到
了学校，一切都那么新鲜，学校、老师、同学，方方面面都跟阿
鼎之前的生活完全不同。而开始上学后，阿鼎周围的事物也在
变化着，家里不种粮食了改种树，要修桥、建新村寨、建工厂
了。爸爸妈妈和村里大人们好像都在变，人们更爱笑了，对明
天更加期待。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留下一个可以预见的光
明未来。但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的，好的文学作品可以让人沉
入到故事中的人物心里，去体验不同的人生。这部小说的独特
之处就在这里。

因为生活环境的特殊性，独龙族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
统与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的很不相同，即便是到了21世纪20
年代，独龙族人的生活和思想观念都不那么现代。通过这部小
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独龙族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
也能感受到现代意识的冲击下独龙族人的变化。小说一开始
从人们生活中一件普通小事——理发入手，在爸爸带阿鼎去
找骨科医生理发的过程中，生动地勾勒出独龙族人的生活状
态，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独龙族人的生活现场。理发这件人
人都要做的平常小事，在独龙族人这里却不是小事，这与他们
的生活环境、生产力水平有关，也与他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有关。
在他们的生活中，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理解都遵从于世代
相传的民族传统文化。

为了让阿鼎认识到上学的重要性，爸
爸带他烧地种玉米、去山里挖山珍到集市
上卖，让阿鼎参与到家庭的劳作中，体验村
寨以外的人和事，打开他的眼界和心灵，也
教阿鼎过溜索、驱赶动物守护庄稼等生存
技能。从小就介入家庭劳作，对一般孩子来
说可能难以想象，但在阿鼎这里，我们没有
读到一丝苦味，反而处处是乐趣。这是能够
与土地自由相处的人的乐趣，与物质和钱
财无关的乐趣，也是孩子不断战胜自己的
乐趣。在这个过程中，阿鼎的劳作技能在提
升，心智在成长，他克服自己对未知事物的
恐惧之心，同时也对身边的一切事物充满
好奇之心。

整个学校有24个人，1位老师，1位义
务在学校打杂帮忙的老丁松，22名学生。
小说塑造了独龙族小孩子的多侧面形象。
虽然生活环境差不多，但孩子们性格上的

差异让他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男孩中阿鼎心思比较深，爱思
考；苏丙切则爱玩闹，带着一股冒失劲儿；女生念诺黛父母都在
城里打工，与奶奶相依为命，胆子最小。他们一开始都不会说汉
语，上学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不仅学了汉字、数学等知
识，更在心性上有所突破，懂得了更多做人的道理。这是学校带
给孩子们的可以眼见的益助。

小学里惟一的一位老师，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给我们留
下了深深的印象。这是个“全能型”的老师，就像小说里老师自
己说的，他头上有很多帽子——校长、副校长、年级组长、班主
任、校医、理发师，幸亏有老丁松，要不然还得当炊事员和事务
长。这位老师既会说独龙话又会说汉话，懂独龙族人的心思，既
能干农活接水管又懂知识会教书，更重要的是还特别懂孩子、
爱孩子。深山里的小学是人们的希望，一个人支撑起这样一个
小学，真是令人尊敬。

小说之所以能让我们沉浸到独龙族人的生活中，语言起
到很大作用。虽然小说的遣词造句是汉字，但文字深处是属
于独龙族的思维和情感。作者深谙独龙族人的思维方式，这
不是简单的深入生活或是外部观察所能做到的。这也是我们
所期待的书写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所应有的品质。
读这部小说，可以让独龙族以外的孩子们体会到与自己的生
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在当下现代思维越来越普及，同
时趋同性单一性思维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兼收
并蓄，做到民族团结，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孩子们读一些
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情感的文学作
品，是很有意义的。这部书写独龙族孩子的小说就是这样的
作品。这也许超出了一般的阅读儿童小说的收获。

2020 年 8月 20 日上午，
首届“长江杯”中国现实主义
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
活动线上颁奖会在湖北武汉
举行。本次作品征集活动由中
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指导，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主办，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旨在
遴选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儿
童文学作品，鼓励儿童文学作
家关注现实、关注当下，讲好
中国故事，提升现实主义儿童
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满足少
年儿童的阅读期待。

本活动自2019年 3月正
式启动，2019年11月截稿，在
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期间
共收到投稿340余部。本次活
动全程采用匿名评审的方式，
共进行了三轮评选。初评由长
江少儿出版社资深文学编辑、
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等共
30人组成评审团，由长江少儿
出版社总编辑姚磊负责，从参
评作品中选出41部作品进入
复评。复评工作由董宏猷、李
利芳、崔昕平、陈香、纳杨、冯
臻、徐鲁、叶立文、李纲等9位
专家负责，从41部作品中筛选
出15部进入终评。终评工作由
高洪波、徐德霞、李东华、刘
颋、陈晖、马光复、周晴等7位
专家负责，经过严肃认真的审
读和投票，最终评出10部获奖
作品，名单如下：

一等奖1名：赵菱《我的老
师乘诗而来》

二等奖3名：孟宪明《第二十六张
古琴》、王倩《梦中的影子戏》、许廷旺
《我们是安达》

三等奖6名：方冠晴《红裳》、郝周
《石头花》、胡因好《我的爸爸是药
王》、刘金星《精灵》、曾维惠《长腰山，
十八锅》、周羽《初中的小迷茫》

通过本次活动，发掘了一批优秀
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引导
了创作者，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
弘扬了立足现实、立足本土，坚守中
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实主义精神。

（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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