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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儿童长篇小说
的丰富与拓展

□张锦贻

新中国成立前，彝族人的名称并不统
一。1956年，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
同时也尊重广大彝族兄弟姐妹的共同意
愿，才以古汉语中含有庄重、高尚之意的

“鼎彝”之“彝”，作为这个兄弟民族的正式
名称。吕翼的长篇儿童小说《比天空更
远》，讲述的是新中国诞生前，西南边疆和
金沙江畔的彝族少年们的成长故事，所以
书中仍称彝族少年为“夷家孩子”，这也是
出于尊重历史真实的考虑。

吕翼是近年来在文坛引人瞩目的一
位“70后”彝族作家，曾入选首届“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之星”，2020年又以中短篇小
说集《马嘶》荣获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主要作品有《土脉》《寒门》
《割不断的苦藤》《马腹村的事》《竹笋出
林》《马嘶》等十余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
集。同时，吕翼也是一位步履稳健的实力
派儿童文学作家，已出版《疼痛的龙头山》
《岭上的阳光》《云在天那边》《比天空更
远》等多部长篇儿童小说。

吕翼的家乡云南昭通地区，以盛产苹
果闻名。2020年秋天，苹果成熟的时节，
吕翼带着我，走过他童年时代就十分熟稔
的洒渔镇、小镇周边的山岭，还有滋育过
他的洒渔河、冷水河与弓河。小镇上的大
街小巷里，每一条清幽幽的小河两岸，都
飘散着苹果的芳香。

《比天空更远》是吕翼的长篇小说新
作，也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难得的一部
以彝族儿童为主人公，讲述彝族少年追随
父辈奋斗的脚步，从乌蒙山莽莽山林中的
奴隶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
长经历的叙事作品。少年觉格的童年和少
年时光，在乌蒙山深处的山寨里度过。作
家透过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对彝族人世
代生活的自然环境、生活风习，以及他们
对天地、生灵的敬畏，对自身命运的承
受、隐忍与反抗，对生存智慧和山外气息
的吸纳与渴望……都有栩栩如生的细节
呈现，使这部小说超越了一般儿童小说
所承载的容量，而具有了彝族人的“心灵
史”和西南边地乡土风情画的特点，而且
处处透出了即将走进新生活前夕的那一
代彝家少年身上蓬勃、坚韧和渴望飞翔生
命的力量。

岩鹰与彝族人的生活如影随形。小说
里不断描写少年觉格仰望和追寻着飞翔
在山林中的岩鹰的情节：“觉格常常站在
山顶上，看着那些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
鹰，向往不已。它们没有人管制，没有山水
阻隔，想飞上高高的夷山，就能飞上高高
的夷山，想飞过湍急的金沙江，就能飞过
湍急的金沙江。它们好自由啊！”

有一天，觉格从“毛胡子”（国民党士
兵）眼皮底下救下了一只受伤的、有着金
豆一样的小眼睛的小鹰。觉格悄悄藏起了
小鹰，并且悉心照料着它。小鹰和觉格一
起慢慢长大。小说里对小鹰永不屈从的挣
扎与反抗的描写，对自由的岩鹰永不止息
的飞翔的描写，暗喻着一代代彝家少年对自由和山
外世界的向往。

少年觉格能够从幼小、怯弱走向无畏和坚强，也
跟他一次次看到、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父母亲与老
一辈彝族人所蒙受的苦难的命运息息相关。觉格从
小和阿妈相依为命，也时常看到阿妈受到头人的欺
凌，甚至要挨头人家丁的打。阿妈的性格里有逆来顺
受的一面，也有一种默默无声的隐忍与刚强。

阿妈所经受的屈辱与苦难，阿妈的善良隐忍又
坚强的性格，以及言传身教的那些彝家人的朴素的
传统伦理与生命智慧，都如细雨润物一般，在滋润和
浇灌着觉格长大与成熟。

觉格的阿爹在十多年前如谜一般的消失，是贯
穿小说的一个悬念；期待阿爹有一天会突然出现，也
是伴随觉格一天天长大的一种念想，一个信念。这种
思念、期待和信念，支撑着、鼓励着觉格不断去积蓄
力量、磨炼意志，去获得生存的智慧和勇气。

小说里始终还闪耀着一抹像索玛花一般美丽的
亮光，就是对罗火头人的小女儿史薇的刻画。这个美
丽的彝族少女虽然生长在头人之家，却心地纯净善
良，对像觉格这样的穷苦娃子也不存芥蒂，而是充满
友好的善意。她和觉格一样，也是代表着彝家的希望
和未来的一代，代表着彝家山寨里即将到来的平等、
善爱和美好的新生活。“她头戴缀有红缨和珠料的鸡

冠帽，耳朵上挂着金色的耳环，绣有索玛
花的大襟右衽上衣附有银质的挂件，一身
黑红黄三色的皱褶裙。”“她提起裙裾，在
平地里转了几个圈。她一舞动，彩色的裙
裾飞扬起来，就像是一簇盛开的索玛花。”
作家对这个像索玛花一样美的彝族少女
的每一笔描写里，都带着呵护、钟爱和赞
赏的感情。

作为土生土长的彝家子弟、彝族作
家，吕翼对自己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
脉、生活风习和日常口语中的性灵与智
慧，熟悉如血脉，如自己手掌的纹路。闪烁
在小说中的彝家人的质朴的生存经验和
生命智慧比比皆是。这些智慧的结晶，又
往往是通过不同人物的口语、对话、动作
和心理活动细节，自然地呈现出来，并且
支撑起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和韵味悠长的
叙事。我所说的彝家人的“心灵史”、彝族
少年的“成长秘史”，也是透过这样一些真
切、鲜活和质朴的细节折射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散落在小说里的这些谚
语、口头语、人物对话、比喻句等，是多么
鲜活、质朴和生动。尤其是一些日常谚语，
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张口即来。阿妈教育觉
格说：“水牛不驮盐，骡子不犁地。夷家娃
儿，能和妈说假话吗？”“大山里的头人，老
是觉得一只鞘装不下两把刀，一山不容二
虎。”写到邓白嘴的厚颜无耻时，小说里用
了一个比喻句：“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
长。”在彝族人看来，“作为男人，死在刀枪
下可以，死在狼嘴里可是耻辱！”“一只无底
的金杯，不如有底的木碗。”“胸口拍得越响
的人，肚子里越没有货。”“鹿耳再长也遮不
住鹿角，高山再高也挡不住阳光。”写到坏
蛋“刀疤脸”的本性时，又用了一个比喻句：

“老鸦变不成花喜鹊，狐狸变不成白绵羊。”
小说里始终还有一条隐隐约约，却又

十分清晰的“红色主线”，就是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解放军给彝家山寨送来的春天般
的希望和太阳升起一样的幸福之光。在觉
格和好心的尔沙管家偷偷救起了当年逃
走的汉家娃子、如今已经成为解放军战
士、正带着重要使命重返彝家山寨的钟

皓，并且为他养伤的日子里，钟皓也把共产党将要解
放彝家山寨，拯救受苦的彝族百姓的喜讯，告诉了觉
格和尔沙管家：“尔沙管家，我们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以后你不会做牛做马了，苦荞地的人也不再给人做
牛做马了……”钟皓的出现，也给觉格带来了阿爹
曲木的消息：原来，当年正是尔沙管家暗中帮助曲
木和钟皓这一彝一汉两个青年人逃出了彝山，渡过
金沙江，从此，这两个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跟着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踏上了革命道路……

小说快要结束时，觉格和阿妈乌佳终于找到了
“失踪”多年的曲木。曲木在多年的征战中已经失去
左臂。一家三口紧紧拥在一起。彝族人世世代代的母
亲河金沙江，湍急的水流在他们身边哗哗流淌。这
时，觉格问道：“阿爹，你还会离开我们吗？”曲木告
诉儿子说：“再也不离开啦！我们一起把夷山解放了。
以后，再也没有头人，没有娃子，大伙都是平等、自由
的了……”

小说的结尾写道：少年觉格扛起枪，跟在阿爹和
钟皓的队伍中间，“小跑着，努力让自己不落后”，“他
攒着劲的脚掌，踢起了一阵阵尘土”。史薇从后面追
了上来说：“觉格，等等我，我们一起并肩走……”一
代彝族少年走向新的生活、用坚定的步伐和理想去
踏碎旧世界、汇入新中国这个大家庭的脚步，从眼前
的彝家山寨，一直走向远方。

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愈加
受到重视。一些长期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少
数民族作家，或以自己童年感触为依据，或
以前辈少年成长为依照，或以当代孩子求
学经历为依循，写出了反映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不同民族少年儿童生存状况、生活状
态的长篇书卷。民族作家们以儿童的视角、
天真的目光看待生活，以稚拙的口气、有趣
的语调讲述出来，既以别具一格的艺术方
式塑造了当代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又以别
出心裁的艺术手段呈现出当下民族地区的
现实问题。

这种民族性与现代性交汇交融的儿童
文学现象，一方面与我们面临的脱贫攻坚
奔小康的新时代主题有关；另一方面，民族
儿童长篇小说创作的急速进展也似乎形成
一股潮流，击荡着整个民族文学领域。

可以看到，很多民族儿童长篇小说都
不约而同地聚焦现实题材，但各自展现出
不同的维度，并由此体现现实主义在当下
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同类型写作的创新与突
破。如：青海土族作家东永学的《天边的彩虹》。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琪
艳索的12岁的土族小姑娘，小学六年级学生，因阿爸阿妈常年外出
打工，她跟着阿爹阿尼（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作品写学校要放寒假
了，放了寒假就快过年了，但琪艳索的阿爸阿妈已经离异，阿妈不会
回家过年，阿爸有了新家，阿爹阿尼却并不喜欢。琪艳索虽小小年
纪，也就有了烦恼有了心事。但她在班上是个总考第一名的好学生，
考了第一名学校就会敲锣打鼓到学生家里送奖状，校长、老师也会
亲自来向长辈们报喜。作家就借此来写如今土族村庄里兴办学校、
鼓励男娃女娃求学上进的新风气、新习俗，巧妙地串起了土族人古
往今来尊老爱幼、帮亲助邻、勤俭爽朗、乐观风趣的民风民情，更巧
妙地揭示出在这个大时代中新一代土族少年儿童的生活图景和精
神风貌。作家不时以琪艳索的视角，展示新时代土族人聚居村庄的
历史变迁、习俗变革、生活变化，还通过过年过节时土族人唱的祝赞
歌、土族小孩子吟诵的老童谣新儿歌，以及长者给小辈讲述的故事、
传说，渲染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人际氛围，彰显出土族人的民族
精神。显然，在儿童文学领域中深耕一方土地，用不断深入的地域书
写描绘斑斓的民族儿童文学地图，是当下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的
一种趋向。

另一位青海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儿童长篇小说《小牧马
人》，也是作家在多年躬耕其中的本土版图上的又一次跋涉。作品诗
意地展开了一幅西北边地广漠漫沙的荒凉画卷，在这荒野上长大的
小牧马人阿秀的少年人生，也就成为了大西北游牧民族当今生存、
生活的一个缩影。书中，鲜明活泼的生活细节跃然纸上，通过这些细
节，可以看到生活在大西北的蒙古族儿童的生活情形，看到那里的
蒙古族人的生活轨迹。与众不同的是，作家以“小牧马人”的立足点
和视点作为切入生活的角度，展现出了历史的、现实的别样剖
面——小说分为上部、中部、下部。三个部分的开头分别是：“逃课的
阿秀”、“小牧马人阿秀”、“旷野中独自过夜”，形象而又清晰地牵出
小主人公的生活故事和成长历程。阿秀是个小学生，“阿秀上学的地
方叫达那，那是一个野兔泛滥的地方，紧挨着‘一滴大海遗忘的眼
泪——青海湖’。”他想念着为他做锅盔馍馍、缝羊毛被子的姐姐，他
在姐姐面前性格倔强，但姐姐给他的食物却总是被坏小子们掠走；
他心爱着最蓝最蓝像宝石一样的湖水。他因为不喜欢学汉文而逃
课，虽然只要他用心就会学好每一门课程，可他终究最爱牧马和放
羊。可是，当他真正回归到草原，却经历了危险艰苦的旅程——沉重
的黑夜、可怕的迷路、凶恶的饿狼、高大的巨树……弥足珍贵的是友
人的真心相助。显然，作家书写的虽然只是小牧马人在学校、在旷野
的简单明了的生活，却灌注了作家对于民族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深入
思考，衔接起西北草原上蒙古族牧人群体几十年的生活史和心灵
史。出色的是，作家的笔在史与实之中自如穿梭，在描写民族儿童的
灵巧灵动的叙事中，对历史不断地融入和化出，对现实又及时地展
现和突出。可见，这是一部书写童年而致力于人世的厚重之作。

另一位蒙古族老作家察森敖拉的儿童长篇小说《天敌》，是再次
修订的再版书。作品中写老牧人达尔吉爷爷的孙子超尘，误将狼崽
黑嘴巴当成狗崽来驯养。在写黑嘴巴咬了达尔吉爷爷鼻子、伤了超
尘同伴祁才郎小腿之后，写了它与超尘的亲密接近；又在写它帮着
超尘与小伙伴们逮土钻钻的出色表现中，意外地揭开了人与动物相
依相存、和谐与共的另一面，揭示了生态文明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的
独特性。整部小说情节曲折、童趣盎然。作品的结尾更是以一个令小
读者和大读着都会感兴趣的问题，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作品丰富
了儿童小说的内容，也拓宽了动物小说的疆域。

回族作家冶生福，在儿童长篇小说《蓝
月亮》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女儿/和所
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们！”显然，这是一部爱
的篇章。作品通过父女两代人（我与你）的
参照性叙述，让回族美妙的传说故事、传统
歌谣与独特的宗族习俗、宗教氛围所构成
的民族文化，以及在历史变动、时代变迁
中所形成的民族传统，与改革开放后民族
地区的现实生活、现代气息相遇、相撞，表
达出西北边地的乡土伦理观念和积淀悠
久的民族价值取向。作家也十分注重细部
的描绘、细节的刻画，使父与女各自的童
年抒写，因现代性映射，而使作品不仅关
涉人性命运的艰难抉择，更牵引出不同时
代交合中的挣扎与坚守。

作品以“我”的视角切入，写两代人童
年的不同境遇，也写到了社会的不同状态、
写出了时代的不同情况。尤为可贵的是，作
家巧妙地将边地回族少年的心思与病残儿
童的心事，在交错叙述中渐渐地汇聚为情

和义；将自然风貌、水土风情与道德关怀、人文关照，渗透到了生活
的褶皱处、细微处。作品中写到的“我”和哥哥、莲，以及“我”的病残
女儿、劳疾父母等等，大都是此前的儿童小说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
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所以，无论是儿童形象还是成人
形象，都有着浓郁、强烈的民族气息和地域气味。

近年最引人瞩目的民族儿童长篇小说，要数来自北疆大兴安岭
原始森林的鄂温克族女作者芭拉杰依·柯拉丹木的《驯鹿角上的彩
带》，和云南回族青年女作家马瑞翎的《独龙江上的小学》。

鄂温克族作者芭拉杰依·柯拉丹木并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她
只是久久地挚爱着纪念着自己的一向淳朴的民族，她因此在古稀之
年追忆过去、梳理从前，写下中国使鹿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故事——
有趣有味的童年、少年，有声有色的青年、壮年……折射出这一独特
民族独辟的生活天地、独具的思想方式、独有的内心感情。书中写得
最多的是三个孩子：一副大人样的小女孩达莎，和站在雪板上能从
冰包顶上飞跃似的滑下去的弟弟米卡以及爱生气的妹妹娜佳。三个
孩子在冰天雪地中，在依嫩（营地）的纠（家）中，像模像样地与三头
残疾驯鹿相处，抚摸它们的额头，掰开列巴给它们吃；他们撮完了一
片苔藓地上的积雪，看着三头驯鹿啃食苔藓；然后重新点燃火堆，把
早晨吃剩的半锅肉吊在横杆上，烤了一个尅列巴在火堆边，又把妈
妈的茶桌拿来，默默地吃晚饭。

作品把三个鄂温克小孩子爱父母、爱姐弟、爱家园、爱驯鹿的独
特情感写得活泼泼、活生生，自然地写出小姐姐对小弟弟的天然的
一份责任心，写出三个小孩子对家、对驯鹿的天生的一种担当，虽是
表现在独特的地域、民族中，恰正呈现出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传
统美德，显现出东方文明悠久的历史积淀。

云南回族青年女作家马瑞翎的《独龙江上的小学》，则具有更鲜
明的新时代色彩。民族儿童上学，看似小事，其实是一代代民族新人
成长的大事，是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强盛国家的大事。以小即
大，以儿童看未来，书名就有很强的思想、艺术力量。这力量，决不局
限于儿童文学自身。但，妙就妙在，整部作品中，就着力写了一个独
龙族小孩子上学的前后左右，却写出了独龙族的生存巨变和社会跃
进，字字句句中，童心跃跃，童情扬扬，童趣欣欣，无论是小读者还是
大读者，都会被打动！

作品写独龙族儿童阿鼎上学前怎样让骨科医生用镰刀刮了个
光头，怎样跟着爸爸在波涛汹涌的怒江上过溜索，怎样在课堂上有
了学识、在森林里学了知识、在集市中长了见识，又怎样度过学校
里的白天和夜晚、怎样听村子内外的每一件“大事”和“更大的大
事”，生动地写出了“细节的真实”，真切地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性格”。

还应该谈到的是，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些汉族作
家，尤其是年轻的汉族作家，也写出了反映少数民族儿童生活和成
长历程的长篇小说，如青海省格尔木市女作家唐明，2018到2019年
连续出版了反映新时代藏族儿童生活变迁、情感变化的儿童长篇小
说《带着我的小马回草原》《天鹅爸爸》《戴嘎乌的男孩》，书名精练、
精当地点出了书的主旨——生态意识的唤醒，精神文明的建设，民
族团结的增强。其间，无论是写迁入三江源移民村的曲吉多吉历经
艰难送小马回到遥远的、但可以自由奔跑的唐古拉多尔玛草原；写
索达加爱妈妈爱天鹅的深情，以及爱城里来的观鸟人和那个弹扎念
琴的神秘人的真情；还是写那个戴嘎乌（装有小佛像、经文绸片等宝
物的精美小盒）的尼玛顿珠从草原来到城市上学，偷偷用功，默默进
取，终于与汉族同学成为好友的故事，都散发着浓浓的藏地气息，都
呈现出新时代藏族儿童新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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