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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的儿童小说“男孩阿墨系列”极好读。
一口气读下来，心里仿佛跃动着一只小雀，眼前
漾着初春的风，嘴里有淡淡的蜂蜜味道，心里长
着一朵小小的太阳。小孩子的世界到底是怎样
的？一个好孩子是怎样长成的？叶梦这部儿童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真实、生动而有趣地描绘出
小男孩阿墨3到9岁的成长轨迹。

“我要去看大河！”
“好！我们去看大河。”
阿墨的故事，从妈妈带着他去看一条大河

开始。阿墨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他特别会
“看”，“看”是小阿墨打量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
式。阿墨的“看”，是真正儿童的“看”，事事都好
奇，样样都好看。河、山、街道，一个人和一群
人，生小宝宝的蚂蚁、飞起来像白点点一样的天
鹅，世界上暂时还没有的字、梦里出现的图画，
阿墨都盯着看，思考“为什么”和“怎么办”。他
总能为这些找到最好的答案，画在图画上，写在
作文里。如同妈妈给他讲了无数故事，他又把
脑海里的故事反过来讲给妈妈听。这些都是一
个真正的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解释，真实、
天真，充满新奇的想象，有趣又令人感动。

阿墨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的“看”满怀着儿
童纯洁的爱意。阿墨对父母亲人、对小伙伴、对
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小动物和大动物，甚至对
遥远的星空和宇宙，都有那样深切的爱与关心。
妈妈生病，他用意念发功，把自己瘦弱的背脊紧
贴妈妈的背，希望将爱与热的能量传递给妈妈。
看见苔阿姨杀了黄母鸡，他认定苔阿姨是坏人，
大喊：“我不爱苔阿姨了！”从电视里看到艾滋病
患者那么痛苦，他马上起身，将藿香正气水、眼
药水、花旗参茶掺和在一起，幻想创造出治疗艾
滋病的特效药。他把自己想象成是黑皮侠，用巧
计制服偷捕亚洲象的坏蛋，解救出亚洲象。

阿墨所有的幻想与创造，他讲的故事、画的
画，都立足于对人和世界的爱。他看见这个世
界的有趣和美，也不断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与
难题，他想一个个解除这些痛苦和难题。阿墨
身上有着儿童生命的善良、纯洁、天真，有着儿
童生命的尊严和活泼，体现了儿童情感的丰富，
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伟大。阿墨爱的能力从
何而来？一方面源于儿童善良美好的天性，另
一方面也因为阿墨始终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爱意
的环境。在第一册故事里，阿墨与妈妈有这样
一段对话。

妈妈说：“阿墨，你看着我的眼睛吧！你从
妈妈眼睛里看见什么啦？”

“看见了两个阿墨。”
“妈妈从你的眼睛里看见了两个妈妈。妈

妈时刻与你在一起，你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这段对话既是母子生活现场的逼真描述，

又带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和抒情意味。母子的对
视象征母亲对儿子从不离开的“看见”，爱、爱的

保证、理解、勇气、智慧、陪伴、人类生命一代代
延续的浓烈深沉的情感，在母子对视的一瞬间
得以流动和传递。这一细节描写生动、含蓄，令
人动容，却又情感节制。“男孩阿墨系列”虽以第
三人称叙事，每一个文字的背后却都隐藏着一
位母亲的视角。阿墨的成长故事，其实就是一
位深爱自己儿子的母亲讲述出来的故事。小说
里，母亲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母亲的精神气场
弥漫在字里行间。母亲的精神高度构筑起阿墨
的精神空间，母亲的审美态度给了阿墨潜移默
化的导引。而阿墨妈妈的爱，并非一个母亲对
儿子的私己之爱，而是人类生命世代传承下来，
深深烙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上一辈对下一辈的
爱、保护与指引，人类的情感与智慧就是以这样
的方式传承下来的。

“男孩阿墨系列”以诗意的笔墨为我们描绘
了一个唯美的世界。叶梦有意对现实世界做了
提纯。小说里呈现的世界对儿童是友善的、理
解的、保护的。小说也为阿墨的成长精心构建

了一个地域色彩鲜明的环境
空间。在鹅城，有大河、船、小
街、寺庙、扮孙悟空扮得最好
的老艺人，还有用方言吟唱童
谣的舅奶奶。在星城，则有大
江、大山、溪流、大桑树，还有
着高大槐树与桂树的古老书
院，隐居在山里的头发长长的
画家叔叔，带着小吉吉来家做
客、长得像观音菩萨的画家奶
奶。作者细腻地描绘出不同
城市的自然风貌和民俗传统，
也生动自然地描绘着家庭的
日常生活，不但构建了小说故
事发生的自然空间，也建构了

小说故事发生的文化空间。
每一个人都是从童年走来。但是，如果人

的一生只是童年的延续，到底是童年拥有了我
们，还是我们曾拥有过童年？我们对于“我小时
候”的那些故事津津乐道，其实大多都是从母亲
嘴里听来，可误以为是自己记得。当我们在童
年摔一跤、把头磕出了血，偷吃妈妈藏起来的糕
点，到动物园去看老虎，喜欢上一个笑起来眼睛
弯弯的小姐姐，为飞走的气球哭泣，为手中热乎
乎的鸡蛋欢笑的时候，并不会时时提醒自己：

“啊，这是我的童年，我正在度过我的童年”。孩
童时的我们更像一头小兽，只顾追逐眼前的光
影，不懂得打量自己的来处，也不急于观望自己
的未来。如果没有母亲为我们描述，我们不会
确切知道童年的模样。如果没有母亲对童年的
召唤和确认，我们的童年只会像那只毛茸茸的
灰猫咪，隐于灰暗，又在灰色的时光中沉寂。幸
好我们有母亲，无论我们长到多大，她都会一次
次含着笑、隐着泪，带着来自血液最深处的爱意
回忆我们的小时候，一点点、一遍遍，不容置疑，
清晰地描绘出我们童年的模样。叶梦的“男孩
阿墨系列”就是一部描绘童年与儿童的温暖治
愈小说，照亮了我们童年的来路，也提供给我们
一条返回童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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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清平《神龙寻宝队》系列：

奇境的魅力
□陈 香

■短 评

《怕风的男孩》
【英】帕梅拉·布查特 著
【英】凯特·辛德雷 绘
范晓星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少年读山海经》（全3册）
刘兴诗 著
青岛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山海经》是
先民对生产和生
活的咏唱，是一个
阶段人文、历史和
科学的总结。《少
年读山海经》系列
丛书打破了旧有
的叙述模式，将人
文和地理结合起
来，融合多学科常
识，同时挑选上百
幅古图，配以插画
师手绘的趣味怪
兽形象和神话场
景，让孩子们在生
动形象地了解传
统文化的同时，懂
得中国人执著的
探索意识和朴素
的科学精神。

《神奇点心店》
【日】广岛玲子 著
【日】加加 绘
仲雷雷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年11月出版

本套书被称
为“儿童版解忧杂
货店”，故事围绕
一家神奇的点心
店“钱天堂”展开，
只有幸运的孩子
才能找到这家店，
从老板手中买到
带有魔力的点心，
实现愿望、解决烦
恼。另一家点心
店“倒霉堂”主人
淀淀则售卖专做
坏事的点心，由
此，两家点心店
的老板，因截然
不同的理念展开
了正邪对决。在
阅读中，孩子们
得以更好地理解
世界、理解人生，
思考自己该如何
看待机遇、把握
机遇，做出正确的
人生选择。

■新书快递

这是一本夸
张的冒险绘本，
也是一本轻松的
焦虑释放绘本。
作者先是将焦虑
情 绪 放 大 了 百
倍，大到足以让
一个孩子不敢正
视客观事物，但
作者又巧妙地把
焦 虑 缩 小 了 千
倍，小到孩子可
以肆意冒险，无
所畏惧。动静结
合的分镜构图、
夸张而又轻松的
画面，恰好可以
帮助孩子梳理情
绪，还原焦虑的
本质，让小读者
们在虚拟的冒险
中释放恐惧。

叶梦“男孩阿墨系列”：

照亮童年的来路
□张 战

“漫游奇境”是一个古老但又常新的故事类型，约瑟
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将这种故事类型称之为“英雄出
发探寻神秘世界”的原型，其故事母题甚至可以追溯到古
老的神话时代。此类步入奇境的旅程，并不仅仅只是展
现先民们对认知之外的奇境异界的渴望与想象，更多是
对成长仪式和精神的自在超越的深层隐喻。“离家—回
家—离家”的叙事模型也是现代幻想儿童文学当中最为
经典、在故事结构上最具代表性，深深俘获了一代又一代
小读者的心。古清平的《神龙寻宝队》系列正是近年来

“漫游奇境”故事类型中的代表作品之一，我尝试从作品
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出发，来探讨此类幻想儿童文学
文本的特征和魅力。

《神龙寻宝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城市里长大
的10岁女孩岳小萌有一个研究考古学的教授爸爸，由此，
她认识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大山爷爷。暑期，父亲带学
生进山考古，小萌和守护深山的大山爷爷作伴。一次突如
其来的地震，让岳小萌误入龙三子嘲风送国宝回家的法
阵。她的出现让许多国宝意外消失，嘲风也因此受伤，被
困在了一块石头里。为助嘲风脱困，也为了寻回这些因消
失从而在现实世界里掀起轩然大波的国宝，岳小萌和她的
好朋友小山、小海一起组成“神龙寻宝队”，在嘲风法力的
帮助下，返回古代，寻找失落的国宝，开启了一场场惊险万
分又精彩纷呈的历险。

文学满足了人心灵和情感的需要，日常生活有其边
界，但更有无边的想象世界。幻想小说正是要消解人对限
制、对自身枷锁无能为力的沮丧，不仅有其“幻”，亦有其

“真”，既是抽象意义和本体意义之真，也是人的内心之真，
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自由与无限。

人类生活的浓缩与象征是儿童文学重要的功能之
一。与童话相比，幻想小说有着更为复杂的情节结构，开
掘了文本的深度与广度。“漫游奇境”故事类型对正常时空
认知的颠覆、变换与创造，使作品本身天然富于神秘、变
幻、奇异等独有的文本特征和美学风貌。日常生活中作为
孩子在想象中释放了渴望强大、渴望不受约束的天性，“漫
游奇境”作品肯定了人的主体解放与自由发挥，孩子们在
阅读心理层面、在超验性的体验中达到想象力和心灵的契
合，在幻想之境中找到认同感和自由感。

对在阅读过程中更具“代入感”体验的儿童而言，唤
起惊奇和满足梦想的想象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的心灵
与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奇境”与现实世界拥有
着一条不确定的“国境线”，其一如托尔金在《魔戒》中创
造的“中央之国”，这是一个远离现实尘嚣的独立王国，其
在历史文化延续、时间与地理坐标上似乎与我们的现实
之境相仿，但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这个独立王国的入口的；
其二是与现实世界存在着一条不确定界限的“奇境”，它
存在着某种媒介物和通道，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带到幻想

世界，当然故事主要是在“异世界”中展开，如《纳尼亚传
奇》中的衣橱、《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兔子洞；其三
就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奇境”，它潜身于现实世界
的某个特殊区域，与现实之境同在，由此也展现了双重
的“惊异”——超自然侵入日常世界的惊异，和这个具有
无限艺术可能性的幻境世界中的惊异。当然，现实与奇
境中也需要某种交接点，比如《哈利·波特》中的九又四分
之三站台。

显然，《神龙寻宝队》系列选择的是第三种“奇境”方
式。故事在现实和奇境中双线交织、绵密展开，奇境中的
历险与“天命”改变了日常中的现实。打开“奇境”的门，就
完成了从庸常生活空间到奇特想象世界的位移渡越，这是
一种从有限到无限的跨越。将惊异感引入现实，串联起现
实生活与奇幻情境中的情节转场，奇境与现实世界的交接
点，必须符合幻想逻辑。由此，在《神龙寻宝队》系列开篇
出现的大山爷爷就成为了关键的一环。这个来自“很远很
远、很深很深的山里”的神秘人物，藏着无数的故事。他
说，很久很久以前，传说中的神兽经常出现在人类的世界
里，后来因为人类渐渐遗忘了它们，它们便默默离开了，隐
藏到了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为岳小萌在深山中与“奇境使
者”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神龙寻宝队》的故事核心“历险的召唤”，既是岳小萌
为弥补过失而展开的自我救赎之旅，更可看作是她和小伙
伴们前往陌生世界完成自己的成长仪式。

历经考验，才能洞悉成长的奥秘。幻想儿童文学本
身，尤其是“漫游奇境”故事，就是让孩子们经历一场精神
上的离家、冒险与成长。离家，是对外在和内心自我的一
次探寻；解决完问题、实现煌煌成就后再回家，并不意味着
又恢复了原初状态，而是孩子们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力
量，内心充满了新的认知。此时的结束又会变成一种全新
的开始，少年成长的欲望又在蠢蠢欲动，新的征程又即将
开始。

幻想儿童文学系列作品深谙其中“艺术的技巧”，即层
层“解扣”的情节魅力，一个任务的完成，新的任务会随着
出现；一个谜题已经解开，而新的谜题又开始出现。环环
相扣的情节推进，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悬
念感，奇特、惊险又富于节奏感的叙事特质，这就是幻想儿
童小说之所以得到孩子们喜爱的原因所在——源于儿童
的游戏天性。

需要指出的是，“奇境”的建构绝非可以任意妄为、
天马行空，作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创作技巧，以实
现“第二世界”的逻辑自洽性。因为这是作家根据对第
一世界的理解而创造的，它应该完整、丰富而真实，而
且必须遵循“异世界”的律法，当读者置身其中时会信
以为真。“奇境”内蕴的真实性能否得到读者的信服，是
成功的幻想作品与平庸作品的分野。同时，成功的“第
二世界”的建构往往源于本土民族真实的历史与记忆，
总是根植一种文化传统。比如，纳尼亚世界充满了基督
教的隐喻，而《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茨”魔法世
界则是凯尔特文化的复魅。

显然，《神龙寻宝队》系列的阅读魅力还来自对“奇
境”的真切构建与复原。作品将奇境想象与中国远古上古
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为中国的幻想儿童文学创作
提供了一个新的理想范式。我们看得出作者在爬梳历史
资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文本中的“奇境”与真实历史层面
的咀嚼、钩稽和重新组合，让系列作品所呈现出的仰韶半
坡、陶寺古国、良渚古城、古蜀都邑，都拥有了符合历史真
实的地理风貌、人文环境、社会风貌、文化特征，又充盈着
饱满细节想象的历史世界。

《滑滑溜溜的冰雪运动》
许占鸣、季成 著
扶摇星工作室 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本书主要介
绍冰上项目和雪
上项目两大类冬
季运动，分类科
学，内容丰富，设
置运动小历史、
运 动 装 备 和 场
地、运动窍门、赛
场礼仪、注意事
项、奥运知识、运
动英语等板块。
注重知识性与实
用性的结合，教
给小朋友一些切
实有效的提高运
动成绩的方法，
能让孩子在轻松
愉快的气氛中产
生 对 运 动 的 兴
趣，向着更快、更
高、更远的目标
冲刺。

阳光书房

《童书的种子》是作者王琦“新世纪全国视阈下山
西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发展研究”项目的重要研究成
果，近期由希望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独特的作品。
它以宏观的理论探索、微观的实践经验、他者的客观
视点，展现了蔚为大观的儿童文学百花园，是出版人
的文化回归，是作家的爱心呈现。

贯通出版史、文学史和儿童文学创作，是本书的
主要特色。这是本书作者集编辑出版、翻译、儿童文学
创作于一身的结果，是一种难能的机缘巧合。王琦专
注少儿出版20多年，作为高校外语学院的翻译专业校
外硕导，作为版权经理人，她不仅具有广阔的世界视
野，又有扎实的研究能力；作为专业少儿出版社的总
编辑，她能够广泛接触和了解儿童文学作家。本书不
仅纵论了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的辩证互动关系，版权
输出的特点和要求，童书走出去应当具备怎样的中国
气派和中国风格，而且从具体的作品和事例展示了怎
样才是好的儿童文学和一本童书是怎样走向世界的。
这种贯通的、全方位的展示，显示出本书内容的丰富
性，决定了其具有多重价值。崔昕平认为：“《童书的种
子》选择一种外在的视角，尝试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打
破文学史和出版史研究之间的言说界限，呈现两者之
间长期以来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将之置身于具体
的历史语境中，重建二者之间、二者于各种社会因素
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产生一些新的探讨的可能。”不
论是出版工作者，还是儿童文学创作者、评论者和研
究者，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重要启迪。

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对新世纪以来山西
儿童文学的梳理，有着鲜明的区域特色。可以说，这是
一部资料翔实、细致入微、有思想深度的新世纪山西
儿童文学简史。在《本土、多元、聚力》一文中，作者对
新世纪以来山西儿童文学的发展从亲历中进行了回
顾总结，阐明了山西儿童文学从传统到现代、从历史

到现实、从原创到创新、从本土到
国际的新面貌、新趋势、新探索、新
聚力，指出“山西儿童文学的队伍
和作品日益显现出多元缤纷和蓬
勃向上的活力”。从山西少儿出版
与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中，揭示出山
西儿童文学发展的特点与困境，站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
对山西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的发
展进行了展望。作为附录，作者收
集整理了山西二十年来少儿出版
各类各级获奖图书、引进输出图书
等资料，罗列了历届赵树理文学
奖·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介
绍，并做了 2016—2020 山西作
协儿童文学大事记。这些宝贵的原
始数据、信息、资料，为后来的学习

者、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海飞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山西出版有理
论价值，也是全国童书出版的一个绝佳的地方案例。”

该书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的启示，除了以上宏观的开阔视野以外，
还在于作者对自己创作长篇儿童小说的心得分享以及众多作家、评论
家对此的评介。这些内容集中在该书的第四部分“小城回响”中。它既是
对之前理论探索的亲身实践，又在名家的评论中显示出实践的丰富性，
给有志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们以宝贵的借鉴。

童书出版，是世界上最神圣、最纯洁、最阳光、最美好的事业。正
如铁凝曾说：“为孩子写作，这是艰辛的劳作，这更是一份珍贵的、值
得毕生为之付出的光荣与幸福！”作为一个从事童书出版的作家，王
琦的一本本著作无疑是源于她对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的挚爱。

“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脑海中
突然就涌上了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绿》里的这句话。《童书的种
子》有着碧绿的封面，让人感到生命的勃发、春意的浓郁，仿佛整个世界
都溢满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想必作者也是想把书中所描绘的儿童文
学出版园地中最动人的色彩最为直接地展现给读者，让读者从心底生
发出生命的喜悦和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颗“童书的种子”一定会绽
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希望的果实。

一
颗
种
子
长
成
的
儿
童
文
学
百
花
园

一
颗
种
子
长
成
的
儿
童
文
学
百
花
园

□□
罗
向
东

罗
向
东

““男孩阿墨男孩阿墨””系列插图系列插图 李含柔李含柔 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