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只能这样吗不一定吧》插图【日】吉竹伸介绘，爱心树
童书出品，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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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停在哪里风停在哪里：：梅子涵给孩子的诗梅子涵给孩子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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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台灯的光芒与雨点的滴答红台灯的光芒与雨点的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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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诗人都喜欢寻找春天很多诗人都喜欢寻找春天。。春天在春天在
哪里哪里？？宋代诗人宋祁说宋代诗人宋祁说：：““红杏枝头春意红杏枝头春意
闹闹””，，宋代另一位诗人辛弃疾说宋代另一位诗人辛弃疾说：：““春在溪春在溪
头荠菜花头荠菜花””。。

很多人也喜欢寻找秋天很多人也喜欢寻找秋天。。秋天在哪秋天在哪
里里？？当代诗人沙白说当代诗人沙白说：：““湖波上荡着红叶湖波上荡着红叶
一片一片，，如一叶扁舟如一叶扁舟，，上面坐着秋天上面坐着秋天。。””

很多人也在寻找很多人也在寻找““诗诗””。。诗在哪里诗在哪里？？梅梅
子涵说子涵说：：风停在哪里风停在哪里，，哪里就有诗哪里就有诗。。除了除了
风风，，还有下雪的声音还有下雪的声音、、雨点的滴答雨点的滴答、、树的树的
绿荫绿荫、、读书时的路边长椅读书时的路边长椅、、红台灯的光红台灯的光、、
葵花田的金黄葵花田的金黄、、心里一直在想着猜着的心里一直在想着猜着的
很多年前的某个小孩很多年前的某个小孩，，还有脚步踏奔田还有脚步踏奔田
野野，，指印留在沙堆……都是指印留在沙堆……都是““诗诗””所在的所在的
地方地方，，都有都有““诗诗””闪耀的光芒闪耀的光芒。。

踏入文坛半个世纪以来踏入文坛半个世纪以来，，梅子涵一梅子涵一
直是一位浪漫主义者直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的小说他的小说、、散文散文、、
图画书故事图画书故事、、甚至学术著作里甚至学术著作里，，从来就没从来就没
有缺失过诗意有缺失过诗意。。所以所以，，听到他出版诗集的听到他出版诗集的
消息消息，，我并不惊讶我并不惊讶。。他的很多散文和图画他的很多散文和图画
书故事书故事，，只要分行排列只要分行排列，，就是优美的诗就是优美的诗
歌歌。。即使不分行排列即使不分行排列，，也只不过是给诗披也只不过是给诗披
上了散文和故事的外衣而已上了散文和故事的外衣而已。。他的图画他的图画
书故事书故事《《下雪天的声音下雪天的声音》《》《春天春天》》等等，，都是都是
典型的典型的““诗意图画书诗意图画书””。。

《《风停在哪里风停在哪里：：梅子涵给孩子的诗梅子涵给孩子的诗》》
是梅子涵的首部儿童诗集是梅子涵的首部儿童诗集，，收入收入2828首诗首诗
歌歌，，有意象有意象单纯的抒情诗单纯的抒情诗，，也有带有叙事也有带有叙事
元素的故事诗和带有幻想元素的童话诗元素的故事诗和带有幻想元素的童话诗。。
最精彩最精彩的儿童诗有如天籁之音的儿童诗有如天籁之音，，特别需特别需
要一种要一种““妙不可言妙不可言””的写作智慧的写作智慧。。看似单看似单
纯纯、、明快明快、、清浅清浅、、朴素的感觉和感情朴素的感觉和感情，，却必却必
须找到最新鲜的形象和比喻须找到最新鲜的形象和比喻，，最准确和最准确和
最鲜活的最鲜活的动词动词、、形形容词来完成容词来完成，，而又不能而又不能
留下任何技巧的痕迹留下任何技巧的痕迹，，更不能更不能““炫技炫技””。。儿儿
童诗其实是一种高难度的童诗其实是一种高难度的““浅语艺术浅语艺术””。。

这部诗集里有不少篇什这部诗集里有不少篇什，，堪称浅语堪称浅语
艺术的杰作艺术的杰作，，给儿童诗带来了新鲜的抒给儿童诗带来了新鲜的抒
情气息情气息，，也让小孩子看到了我们美丽的也让小孩子看到了我们美丽的
母语所创造出来的最美的文字和意境母语所创造出来的最美的文字和意境。。
例如例如《《下雪下雪》，》，写下雪的时候写下雪的时候，，白茫茫的天白茫茫的天

地间好像没有一点儿声音地间好像没有一点儿声音，，““天上没有飘天上没有飘
的声音的声音，，地上没有落的声音地上没有落的声音，，鸟儿没有声鸟儿没有声
音音，，狗儿没有声音……太阳没有照耀的狗儿没有声音……太阳没有照耀的
声音声音，，月亮没有微笑的声音月亮没有微笑的声音，，星星没有声星星没有声
音音，，灯光没有声音灯光没有声音，，呼吸都变成轻烟了呼吸都变成轻烟了，，
哎呀哎呀，，没有声音没有声音！！””那么那么，，下雪时真的没有下雪时真的没有
声音吗声音吗？？其实其实————

下雪的时候下雪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在说所有的人都在说：：下雪了下雪了！！
所有的人都在说所有的人都在说：：雪好大雪好大！！
所有的人都在说所有的人都在说：：好美啊好美啊！！
所有的人都在说所有的人都在说：：好冷啊好冷啊！！
所有的声音加起来好响啊所有的声音加起来好响啊！！
哎呀哎呀，，这么大的声音这么大的声音。。
作者在最后告诉小孩们作者在最后告诉小孩们：：““下雪的时下雪的时

候声音好大候声音好大””。。这首诗语言清浅这首诗语言清浅，，形象单形象单
纯朴素纯朴素，，却别开生面却别开生面，，写出了一种细微写出了一种细微
的的、、独特的独特的、、新鲜的感觉新鲜的感觉。。

《《窗口的风窗口的风》》也是一首语言浅显而意也是一首语言浅显而意
境开阔的童诗境开阔的童诗，，不仅有单纯的童趣不仅有单纯的童趣，，还有还有
一种言近旨远的一种言近旨远的““理趣理趣””：：““火车开走的时火车开走的时
候候，，站台停在那里站台停在那里。。轮船开走的时候轮船开走的时候，，港港
口停在那里口停在那里。。我乘的火车开过去的时候我乘的火车开过去的时候，，
田野停在那里田野停在那里。。我乘的轮船开过去了我乘的轮船开过去了，，岸岸
边也停在那里边也停在那里。。可是风没停在那里可是风没停在那里，，它乘它乘
上货叉上货叉，，又乘上轮船又乘上轮船，，它在我耳边说它在我耳边说，，你你
不认识我了不认识我了？？我就是你家窗口的风呢我就是你家窗口的风呢！！””
通过小孩子眼中能见的形象通过小孩子眼中能见的形象，，写出了看写出了看
不见的风的形象不见的风的形象。。

儿童诗的儿童诗的““童趣童趣””和和““理趣理趣””，，不是来不是来
自成年人的臆造自成年人的臆造，，也不是形象与哲理的也不是形象与哲理的
简单组合简单组合，，而是来自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而是来自对日常生活细节的
敏锐的观察与诗意的发现敏锐的观察与诗意的发现。。就像苏轼就像苏轼《《琴琴
诗诗》》所言所言：：““若言琴上有琴声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放在匣中何
不鸣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何不于君指上
听听？？””生活中有一些富有童趣和理趣的细生活中有一些富有童趣和理趣的细
节节，，需要富有童心和智慧的人去发现和需要富有童心和智慧的人去发现和
捕捉捕捉。。

比如比如，，在小孩子的意识里在小孩子的意识里，，通常都会通常都会
有这样的类比有这样的类比：：爸爸比妈妈高爸爸比妈妈高，，妈妈比我妈妈比我
高高，，我比小猫高我比小猫高；；橱比桌子高橱比桌子高，，桌子比椅桌子比椅

子高子高，，椅子比小凳子高椅子比小凳子高。。在在《《谁最高谁最高》》这首这首
诗的最后诗的最后，，突然来了一个突然来了一个““反转反转””：：一只小一只小
猫跳上小凳子猫跳上小凳子、、跳上椅子跳上椅子、、跳上桌子跳上桌子、、跳跳
到橱顶上到橱顶上，，它说它说：：““你们看你们看，，我一下子就长我一下子就长
得最高了得最高了！！””它还说它还说：：““喵喵————””这样的细这样的细
节就是节就是““童趣童趣””。。没有童心和诗意的人没有童心和诗意的人，，无无
法捕捉到这样童趣的瞬间法捕捉到这样童趣的瞬间。。

创作需要对自己喜欢的某种文体上创作需要对自己喜欢的某种文体上
的专注和专一的专注和专一，，这种要求没有错这种要求没有错。。但有的但有的
儿童诗作者儿童诗作者，，年复一年地写着儿童诗年复一年地写着儿童诗，，最最
终把儿童诗写得终把儿童诗写得““滚瓜烂熟滚瓜烂熟””和和““匠气十匠气十
足足””。。这也是儿童诗写作的大忌这也是儿童诗写作的大忌。。儿童诗儿童诗
创作创作，，不是梅子涵的不是梅子涵的““主业主业””，，只是偶尔为只是偶尔为
之之，，所以所以，，在他的儿童诗里在他的儿童诗里，，还看不到还看不到““滚滚
瓜烂熟瓜烂熟””与与““匠气十足匠气十足””。。倒是从他不少作倒是从他不少作
品里品里，，能够感觉到他的创作状态能够感觉到他的创作状态：：情绪的情绪的
兴奋与饱满兴奋与饱满，，想象的欢跳与呼啸想象的欢跳与呼啸，，有的作有的作
品气韵流荡品气韵流荡、、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例如例如
《《雨点雨点》，》，好像是在不绝如缕的好像是在不绝如缕的““滴答滴答、、滴滴
答答、、滴答滴答””声中完成声中完成，，全篇的意绪和情感全篇的意绪和情感
都在滴答不停都在滴答不停，，也让小读者充分感受到也让小读者充分感受到
了汉语的韵律与节奏之美了汉语的韵律与节奏之美。。

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和大国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和大国，，从古从古
老的老的《《诗经诗经》》开始开始，，诗歌就是中华民族最诗歌就是中华民族最
基本的基本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不学诗不学诗，，无以言无以言””，，
诗教诗教，，也是中国一代代成长教育的重要也是中国一代代成长教育的重要
方式方式。。即使在今天即使在今天，，无论孩子们的家庭生无论孩子们的家庭生
活和学校生活多么富足活和学校生活多么富足，，如果不去阅读如果不去阅读
一些优美的诗歌一些优美的诗歌，，不去接受一些诗意的不去接受一些诗意的
陶冶陶冶，，他们也就像被夺去了童年最宝贵他们也就像被夺去了童年最宝贵
的财富一样的财富一样。。至少至少，，在成长中所获得的所在成长中所获得的所
有教养之中有教养之中，，情怀的灵秀情怀的灵秀、、温润温润、、高尚等高尚等
素质的养成素质的养成，，将会有所欠缺将会有所欠缺。。

““我们都是母语的孩子我们都是母语的孩子。。说着她的声说着她的声
音音，，写着她的字写着她的字形形，，学会做人知识学会做人知识，，设计几设计几
千年图景……母语不只是运用千年图景……母语不只是运用，，也是自豪也是自豪，，
生命智慧和笑容全部栽种在她的里面生命智慧和笑容全部栽种在她的里面，，我我
们呼吸其们呼吸其中中！！””梅子涵在梅子涵在《《母语的孩子母语的孩子》《》《行行
吟诗人吟诗人》《》《红台灯红台灯》》等诗篇里等诗篇里，，也写到了对也写到了对

““诗与童年诗与童年”“”“诗与成长诗与成长””的思考的思考。。
在在《《行吟诗人行吟诗人》》里里，，作者用叶子的落作者用叶子的落

下下、、流水的奔走流水的奔走、、鸟儿的飞翔鸟儿的飞翔、、小孩的东小孩的东
张西望张西望，，告诉小读者告诉小读者，，你看见和听见的都你看见和听见的都
是是““诗诗””。。当你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当你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这一
切切，，或者悄悄跟在这一切的身旁走啊走或者悄悄跟在这一切的身旁走啊走
啊啊，，你就你就会会““走成世界奇特的一行走成世界奇特的一行””。。同样同样，，
《《在这在这 在那在那》》一首里一首里，，也写到了一个作者也写到了一个作者
的的““儿童诗学观儿童诗学观””：：从蹒跚学步从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牙牙学语
的幼年开始的幼年开始，，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是诗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是诗，，
你挂在小嘴巴上的乳液你挂在小嘴巴上的乳液，，你幼小时喊出你幼小时喊出
的第一声的第一声““妈妈妈妈””，，第一次写的第一次写的““小小””与与

““大大””的汉字……诗的汉字……诗，，““不全在你智慧不全在你智慧、、情情
感感、、眼里眼里、、心中……闪耀的光芒间吗心中……闪耀的光芒间吗？？””因因
此此，，诗人坚信诗人坚信：：““诗的漫出都是天下声诗的漫出都是天下声
音音””，，““人人都是诗人人人都是诗人，，他们在这他们在这，，在那在那！！””

这样的诗这样的诗，，也带着也带着““诗教诗教””的属性的属性，，是是
一种伟大的心灵启蒙一种伟大的心灵启蒙，，是一种浪漫的培是一种浪漫的培
养养，，是细雨飘洒是细雨飘洒、、润物无声一般的诗的陶润物无声一般的诗的陶
冶冶。。为了诗歌为了诗歌，，更是为了我们的母语和未更是为了我们的母语和未
来来。。只有拥有了一代伟大的只有拥有了一代伟大的、、有素质的读有素质的读
者者，，我们才能期望拥有同样伟大的诗人我们才能期望拥有同样伟大的诗人
和诗歌和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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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淇女

沙
漠
中
绽
放
的
玫
瑰

沙
漠
中
绽
放
的
玫
瑰

—
—

周
敏
《
沙
海
小
球
王
》
中
的
成
长
书
写

□
尹
小
华

劳动创造世界，创造历
史，更创造人本身。无论是从
国家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
从少年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
来看，孩子们都迫切需要加强
劳动教育，劳动教育是人的全
面发展的重要维度。那么，针
对少年儿童的心理成长特点，
如何开展适切而有效的劳动
教育，是摆在新时代教育者面
前的一道思考题。其实，对少
年儿童而言，阅读儿童文学可
以潜移默化地培育和塑造他
们的劳动意识和劳动精神。

儿童文学有益于树立正
确的劳动观念。儿童文学在少
年儿童的成长认知过程中担
当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孩子
最初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都是从这里起步，在他所听
闻的故事、浏览的图画、展开
的想象中找到是非善恶的标
准和立身处世的原则。儿童本
是原始而天真的生命，时常分
辨不清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并且认知
和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但是，他们可以
通过阅读儿童文学来拓展自己的生命
空间，随着书中人物心游四海、神驰八
方。他们会不断跟从勤劳勇敢的主人
公，摈弃贪生怕死、见利忘义、好吃懒做
的负面人物，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崇
尚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的
民间故事无不是赞颂劳动人民的辛勤
劳作，《牛郎与织女》中即使是仙女下
凡也要用辛勤的劳动（织布）来创建美
满的生活；千古传颂的花木兰，在替父
从军前正在机杼上织布劳作；壮族民
间故事《美丽的壮锦》中老妈妈也是用
一双巧手没日没夜地织锦，最终使美
景幻化成真；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的
阿凡提专门用智慧整治那些幻想着不
劳而获和压榨劳动人民的巴依老爷。
民间故事代代传承，具有“原型”的力
量，是古老民族的精神之根，可以帮助
各族儿童从小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儿童文学有益于激发儿童的劳动
兴趣。儿童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审美、
娱乐等多重功能，虽然成人最为看重
教育功能，但是儿童天生反感说教和
由外强加的纪律约束，他们阅读儿童
文学，就是冲着有趣的故事去的，可以
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世界经典儿
童文学中就有许多将劳动与童趣有机
结合的范例。儿童小说《长袜子皮皮》
中，皮皮是一个令小朋友羡慕的“野孩
子”，她独自生活，没有家长管束，但是
她天天都在劳动并且花样百出，她烙饼
时不小心把鸡蛋掉在头上，却说这样可
以营养头发；做饼干前先把地板擦干
净，然后直接在地板上擀面做出了超大
份饼干；她喂马时会把马举过头顶让它
直接吃树叶，还能变戏法般快速搭起一
顶帐篷……这些本事都让温室里长大
缺乏劳动锻炼的小伙伴们目瞪口呆。
儿童绘本《古利和古拉》中两只小老鼠
的春季大扫除也妙趣横生，它们把旧
帽子、破衣服、烂袜子裹满全身，在屋
子里滚来滚去，直到让房间焕然一新。
他们的劳动如同游戏一般，吸引着小
读者想一齐加入他们的劳动大军。

儿童文学有益于发挥榜样效应、
磨练劳动意志。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
论认为，对年龄较小的、语言理解和表
达能力受局限的儿童，应多用具体的
榜样形象，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感染和熏陶。共和国成立初期，儿童文
学中涌现出一批出身于乡村的抗战小
英雄形象，像小英雄雨来、小马倌、张
嘎子、潘冬子等，他们与敌人斗智斗
勇，临危不惧，屡建奇功，成为一代少
年儿童的精神偶像。为什么这些小英
雄没有一个是从温室中走出来的？因
为他们的强健体魄、坚强意志、勇敢胆

识，包括丰富的生活经验，都
是在粗粝的劳动中磨练出来
的。当然，一些孩子的经历是
作为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来
讲述的，这些都在他们执行
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此外，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也十分重视劳动书写，《牧云
记》中的藏族少年小扎西、

《黑眼睛 蓝眼睛》中的蒙古
族少年呼斯乐、《托姆帕克成
长记》中的哈萨克族少年托
姆帕克、《背孩子的女孩》中
的景颇族少女途龙，他们种
地、砍柴、放羊、带孩子，什么
农活儿、家务活儿都会干，很
早就担负起了家庭责任，他
们勤劳、善良、乐观、坚韧的
美好品质，都在劳动中展露无
遗。小读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
榜样的力量，看到了劳动磨
砺出的钢铁意志，也会将这
种精神迁移到现实生活中
来，面对困境不会轻易抱怨。

儿童文学有益于儿童通
过劳动认识和创造自我。儿

童初涉人世，心随本能，并不了解自己
的个体潜能，也不清楚自己的个性需
求，他需要不断地经过劳动实践去摸
索和发现，从而确认和创造自我。童话

《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就像一个刚
出世的顽童，懒惰贪玩，还爱说谎，但
是在历尽艰辛之后，他学会了勤劳诚
实，并梦想成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类男孩，匹诺曹在劳动中证实了自我
存在的力量，从而获得自我实现。儿童
电影《千与千寻》中，瘦小无助的千寻，
想要拯救因贪婪变成猪的父母，必须
要在汤屋谋取一份工作，高强度的劳
动不但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的身体
变强壮，内心变强大，最终她用勤奋、
真诚和智慧赢得了神灵世界的尊重和
喜爱，创造和重塑了自我，小观众从中
感受到心灵的震颤，进而从千寻的实
践经历中投射出自我的能量与潜能，
获得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儿童文学有益于儿童发现劳动与
生活之美。劳动创造了生活的同时也
创造了美，而美是主观的。如果儿童看
到的只有劳动的艰辛与苦楚，自然不
愿意亲近劳动；如果他们看到的是挥
洒汗水背后的动人美景，便会产生向
往之情。日本儿童图画书《14 只老鼠
吃早餐》描绘出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
劳动生活景象。老鼠一家在清新的晨
辉中起床，爷爷和爸爸生火，奶奶和妈
妈做饭，10个兄弟姐妹排着队去树林
里采摘树莓。早餐做好了，一家 14 口
围坐在大圆桌前，享用它们丰盛的劳
动成果，黄澄澄的色调充满暖意和温
情，令孩子们体会到劳动的滋味甜在
心里。它们洗衣服、种南瓜都是全家出
动，没有人偷懒，也没有人包办，它们
和大自然亲密相拥，在大自然中茁壮
成长。国内原创图画书《盘中餐》将云
南梯田中农民栽种水稻的一幕幕图景
刻画得细致入微，色彩明丽，充满诗情
画意，拉近了孩子们与土地的距离，既
是劳动教育，也是审美教育。

文学源自生活，中外优秀儿童文
学中丰富的劳动书写源于不同时代作
家们与劳动的亲密接触。而当下儿童
与土地的疏远、儿童生活中劳动的缺
位，也在近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显现
出来。现下流行的儿童文学多是校园、
青春、玄幻、探险题材，极少涉及劳动
场景与劳动观念。今天的儿童文学作
家，应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觉
肩负起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使命，在
文学作品中弘扬勤俭、奋斗、创造、奉
献的劳动精神，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打好精神底子。劳动
不是读来听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劳动
教育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行动实践上，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2020中国（武义）童话大会近日开启

周敏的《沙海小球王》是一部温暖心
灵成长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维吾尔族小姑娘穆凯黛丝
从小就有一个足球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
穿上国家队队服，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
光。当她遇到挫折不得不放弃足球梦想
时，一位来自远方的援疆足球教练，适时
给了她鼓励与指导，重新点燃了穆凯黛丝
的希望之光。

在儿童文学中，心灵成长向来是一个
重要主题，也是被反复书写的话题。儿童
文学作家在时代浪潮中，将社会现实中的
儿童，尤其是青春期儿童，在成长过程中
遇到的挫折和困境用文学之笔呈现出
来。作家希望带给读者阅读的快乐和榜
样的力量，将他们的失意和不快转化成文
学财富，经受住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以
振作精神，获得砥砺前行的动力。

对于热爱儿童文学的读者而言，周敏
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当我们将欣赏
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她的《沙海小球王》
时，另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出现在我们
的视野里。从早期的《维克多的火焰》，到
后来的《北京小孩》《红柳花开》《我和我的6班》，以及前
不久出版的一套三本《锣鼓巷的小魔仙》等，都深入剖析
了儿童在成长进步中遭遇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又以
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他们战胜困难的艰辛经历和展示出
来的精神风貌。

周敏的作品最击人心的，无疑是一以贯之的
“真”。“真”，就是根植沃土，就是连接地气。这份
“真”，不仅来自真人真事，还来自作者的真情实感，
更来自倾注笔端的那颗天真烂漫的童心。那种质朴
的、纯真的、天然的，不加修饰的心与心交流的感觉，

时常在某一瞬间击中读者，即使叙述的话语不留痕迹
地一带而过。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周敏数次参加北京市文联
组织的首都作家团队深入南疆和田校区，为那里的中小
学生授课。一次，她听说了“和田首位女子职业足球运
动员”的过往经历后，便萌发了想写写她的愿望。周敏
第一次见到穆凯黛丝，便被她眼里射出的“光芒”吸引住
了，感受到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心中有某种强大的力
量。“围坐在她家的火炉旁，我进行第一次素材收集时，
身旁的穆凯黛丝双颊绯红，眼中的光越发显得灵动起

来……”此后，周敏便一发而不可收，从收集资料、深入
生活、实地走访、构思酝酿，历时一年多，《沙海小球王》
终于与读者见面。

《沙海小球王》入选了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
品扶持篇目“讴歌新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主题专项”。书中描写的主人公穆凯黛丝，像许多
南疆女孩一样，从小喜欢足球，她克服重重困难，在经
历了体能、基本功、语言、饮食、地域、观念、融合等种种
考验之后，逐渐展现出良好的爆发力和协调性，以及高
超的“球商”和大局观。在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
和资助下，穆凯黛丝在秦皇岛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参加
了河北精英足球俱乐部球队试训，从此沙漠玫瑰得以
绽放。“我对小穆抱有很大希望，我想她以后一定能参
加国内外的比赛，打出好成绩。”穆凯黛丝的教练如是
说。在他的精心培养下，穆凯黛丝终于与俱乐部签订
了职业球员培训合同，成为第一位进入职业足球领域的
南疆女孩。

周敏的小说特别具有趣味性，包含着一份静水流深
的力量，那是来自少年生命内部向上、向善的勇气与韧
性，仿佛背后有一种动力，推动着小说中的人物、情节、
思想、感觉、环境、气氛，渐次展开，使小说跌宕起伏，悬
念迭出，促使人一口气读完。虽然，她的笔下是塔克拉
玛干沙漠腹地，但我们分明感受到，那个沙漠深处的孩
子，对远方所持有的追求和热望，即使在烈日炎炎的夏
季，也依然拥有一片由本真的心筑成的少年绿洲。

这本书告诉小读者们，有了爱与勇气，大漠也能生
长出梦想。作家周敏通过书写《沙海小球王》，旨在希望
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更加喜欢上这项“世界第一运动”。
足球竞技带给人的震撼，不仅在于它呈现出来的力与
美，更因其能够培养起参与者勇于进取、永不放弃的拼
搏精神，并在与队友的通力合作中，增强他们的集体主
义和爱国主义情怀。

沙漠中绽放的玫瑰花，将永远不会凋谢。

10月17-18日，由中国儿研会、
浙江省作协指导，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少儿出版社、《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杂
志社、武义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
中国（武义）童话大会系列活动举行。

大会设名家讲座、童话论坛及研
讨会、颁奖及合作项目签约、童话文创
产品展、童话研学之旅五大板块18项
活动。17日下午，以“当下童话创作
的困境与超越”为论题，召开了第二届
新时代中国原创童话论坛，论坛由浙
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钱淑英主
持。18日上午，举行了“第四届蒋风
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获奖学者研讨
会”，会议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
究中心主任吴翔宇教授主持。蒋风、
徐德霞、韦苇、孙建江、王宜清、谢倩
霓、刘霁爽、汤汤、常立、纳杨等作家、
学者出席了活动。

18日下午，颁奖暨文化影视项目

签约仪式在武义城市展馆举行，颁发
了第四届蒋风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
第二届“温泉杯”全国短篇童话擂台
赛、第五届“奇思妙想·童心飞扬”全国
小学生童话创作大赛、首届金华市童
话剧创作表演邀请赛等奖项。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江苏儿童文学作
家连城、实验小学六（9）班管诗涵、浦
江县浦阳第一小学剧组分别获得上述
奖项的金奖。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庄正华
在会议发言中肯定了地方党委政府在

“十三五”期间坚持“童话武义”建设、
推进童话文化产业发展成绩，这项具
有地方特色亮点纷呈的工作，可以为
地方的社会和谐及文化产业发展添砖
加瓦，希望在“十四五”期间，通过“童
话武义”平台和童话大会系列载体，吸
引更多人参与童话事业，发展壮大童
话产业。 （儿 文）

■短 评

自从农夫在一个树桩前发现一只撞
死的兔子后。他就每天守在那棵树桩前等
待着兔子来撞死。他也不种地了，地里长
满了草。

有一天，一个商贩迷路了，他看见农
夫，就过去问他：“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出
这个村子吗？我要去城里。”农夫头也不抬
地说：“你别打扰我捉兔子，快走开。”商贩
左看看右看看地说：“这里没有兔子呀？”
农夫又说：“去年，我亲眼看见一只兔子撞
死在这个树桩上，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等
待着兔子的到来。”商贩哈哈大笑说：“你

看这里只有这一棵树桩，你可以多种一些
树，兔子撞死的几率就会更大了。”农夫听
了觉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农夫就去集市上买了好多
的小树苗。他先锄草，再挖坑，最后把小
树苗种进坑里。就这样，农夫每天到田里
锄草、浇水，一天天，小树苖在成长，几年
过去了，这里的树长得又高又壮，长成了
一片森林。

农夫发现仍然没有兔子来撞死，觉
得受到了欺骗。就在这时，商贩又来了。
农夫生气地说：“我的树都长这么大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一只兔子来撞死？”
商贩说：“虽然你没有得到兔子，但是
你收获了一片森林呀！你卖了树，可
以买很多只兔子。”农夫顿时恍然大
悟。他把树卖给了商贩，从此，农夫每
年都在种树，成了村子里的首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