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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儿童文学作家吴梦川擅于贴着儿童真

实的内心世界书写成长，努力揭示那些埋藏在

儿童意识深处的情感与心理内容，用文字呈现

儿童波澜壮阔的精神宇宙。我认为，她开创出

了一条具有自我原创美学观念的文学道路，这

也是一条具有较大写作难度的艺术探寻之路。

儿童文学为了满足儿童的精神需要而存

在，它不是外在于儿童世界的存在，而是以文学

的方式抵达的本真童年乐园，契合儿童的生命境

界。成人作家的儿童文学写作，是现实灵魂与童

年记忆中灵魂的碰撞，是一次精神上的寻幽与发

现之旅。来自生命深处的召唤胜出，那些久沉在

自我历史时间中的图像成为意义的本体，这就

是吴梦川成长体验书写凝聚的最大美学价值。

《魏紫的春天》是吴梦川继《完美的花朵》

《尖叫的海棠》《淡白的古果》之后的又一部力

作。作者将这个系列定位为“花朵”系列，它的

完成跨越了一定的时间长度。面对这一本的目

标与审美追求，吴梦川显然更为审慎，她在较长

时间里不断思考与积累。5年来都在不断地做

艺术反思，反思关于成长的本质、关于文学与现

实的关系、关于极具自我个性的文学气质等，可

以说，她是一位在创作立场与精神追求上有着

高度自觉意识的作家。

吴梦川抽取了“花朵”这一意象去隐喻成长

的真谛。《魏紫的春天》聚焦的是“花朵”开放前

的生命暗夜，写个体在漫长时

光里的孤独与来自外界的伤

害。魏紫、青鸾、夕颜，三个来

自问题家庭的儿童，如何在精

神营养严重缺失的背景下找到

出路，走出困顿，坚守良善的美

德，这是吴梦川的叙事重点。

她采用人物内视角敞开成长的

真实过程，这是一种心灵沉浸

式的审美映现，它诉诸多感觉

系统，且需要敏锐捕捉细微的

生命感受，并找到恰切的文字

表达方式，对作家的想象力与

创造力提出很高要求。阅读吴

梦川的文字是一种享受，她发

扬了文学作为感性学科的独有

优势，用文学实现了对儿童心

灵世界的还原。

文学是进入与打开儿童心

灵的门径，也是扫描与再现这个奇异内宇宙的

独特方式，既是心灵之门，又是心灵之境。儿童

文学是历史回望中的心灵审视，照射与析出的

是沉淀已久、最纯粹的那一部分生活经验，也就

是客观上刻绘在记忆图谱上最深刻的那部分。

在吴梦川看来，这部分其实就是成长的印痕，是

生命的果实。作为生命留给我们最可珍视的财

富，它们与我们永生相伴，是自我确证的依据，

也是自我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作为与儿童对话

的绝佳材料，成长书写是儿童成长体验中的情

感满足，是成长之旅中的镜像反思，也是懵懂经

验中的方法论启导。它是唤醒，但更多是尊重，

尊重成长过程中生命

的内部细节，让人们

看见儿童生命，发现

儿童生命，以更好完

善人类自身建设。吴

梦川的成长体验书写

已成系列，启迪我们

获得的就是这样的文

学思考。

吴梦川写出了童

年的本质。这种本质

是“追逐与向往”，是

孩子对世界所持的本

能的惊奇与亲近。这

是个体生命与世界建

立的稳定联系，是生

命存在的根本力量。

吴梦川说：“何谓成

长？成长就是寻找自

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并与这个世界建立起属

于自己的联系和相处方式。”这个“属于自己”的

时空联系，其实就是个体能够拥有的自我。《魏

紫的春天》从“我”5岁时的一次远游开始写起，

写“我”一路奔赴远方所体验的世界的模样，写

我在“迷魂谷”对“美”的沉醉，写鲜花盛开的山

谷让“我”感动得落泪。所有这一切人与自然伟

大情感关系的建立，都是在5岁的年龄框架中

确立的，这其中的错位与迸发的张力体现的正

是童年人文关怀的独有魅力。吴梦川为我们呈

现了一个被成人忽视的儿童心灵世界，这个世

界原来充满了那么多的丰富细节与创造可能。

5岁的魏紫从此有了“世界”的图景，那对

美丽的大鸟更成为她的精神图腾。在饱受各种

痛苦折磨的漫长日子里，是青鸾赠予她的大鸟

的羽毛陪伴着她。人与物的关联就是如此神

奇，可是我们往往不以为然。人活在物的世界

里，活在对物的构想与编织中，人与世界之物的

关系是最永恒、最本质的关系，而承载这一关系

的纽带之一就是艺术创造。长大后的魏紫表现

出对艺术、对纹饰狂热的兴趣，还有对历史文明

传承之物的好奇。这一切紧密联系在生命的创

造力之上，它抵达人对世界最深刻的体察与关

怀。在魏紫独处的世界里，她对灵动变幻的光

影有细腻的捕捉与绘图再现，逼近了时间的本

质与生命的源头，看到了从前的生活和自己，进

入到时间的隧道里，看清了现实生活的另一条

逻辑。而陪伴她成长的男孩青鸾，其实自幼就

与鸟的生命融为一体。吴梦川写的不是生态小

说，但她在对成长命题的把握中写出了人与自

然关系的价值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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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颂》

张炜 著

新蕾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娓娓讲
述了一位老人和
一只猫在一个春
天 里 的 山 居 生
活。他们住进迷
宫般的石屋，与
留守乡亲为邻，
同 山 川 草 木 为
伴，和鸟兽虫鱼
为友，以日月星
辰为灯，既怡然
自得，又屡获惊
喜。该书塑造了
以老文公为代表
的忠于理想、坚守
正义的知识分子
形象，书写了四代
国人一脉相承的
精神气质，表达出
作者对新一代少
年的殷殷期盼和
对人类生存处境
的深层忧虑，以
及融入大地、回
归自然、关切人
性的理想诉求。

《器成千年》

李姗姗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是国内
首部以三星堆文
明和考古发现为
主 题 的 长 篇 童
话，用文学化的
方式揭秘“上新”
文物，展现古蜀
国文明历史，向
青少年揭开三星
堆神秘面纱。该
书由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三
星堆研究所、四
川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联袂推荐，
作家亲身参与文
物发掘、修复和
整理工作，深入
考古现场，生动
刻画考古工作者
薪火相传、代代
守护的工匠精神
和奉献精神，是
全面展示新时代
中国科技考古的
标志性成果。

《好忙好忙小镇·走出

去》系列绘本（全3册）

【德】多罗·戈贝尔、彼

得·克诺尔 著

金贤玲 译

接力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这是一套隐
藏物品和情节的
无字绘本，共包括
《走呀！去赶集》
《开动！去航行》
《出发！去郊游》3
本，含上百条故事
线，兼具群像刻画
和多线叙事，小读
者可以走出家门，
在河上航行、去赶
集、去郊游，感受
丰富的休闲生活。
这套书拥有强大的
实用功能，既能引
导孩子们阅读图
像、探索故事，也
能认知生活、寻找
发现，适合亲子交
流，培养逻辑推理
能力和专注力等。

金山银山——“我和自然”

绘本系列（全6册）

王京文、雾凇、奚志农、

张建梅等 文

李小光、刘九鸣、王笑笑等

图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10-12月出版

本系列共包
括《大运河送来爷
爷的车》《我们住
在雪山上》《那里
有条高高的河》
《飞吧，飞过最高
的山》《种一个春
天》《湿地的秘密》
6部作品，针对5-
10岁的儿童创作。
绘本采用精美的
手绘图画、珍贵的
摄影图片与具有
故事性的文字相
结合，通过诗意美、
童趣美、艺术美传
达出中国美，希望
通过宣传，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把绿
水青山建得更美、
把金山银山做得
更大、让绿色成为
最动人的色彩的
伟大工程中去。

■新书快递吴梦川《魏紫的春天》：

成长的本质就是与世界建立起亲密的联系
□李利芳

■短 评

阳光书房

文理并重，“科”“幻”同行
——评左文萍的“少年原野科幻探险系列” □徐彦利

作为小说的精髓，主题统领着小说题材的提炼、结构的铺陈、语

言艺术的表现等。邓西的作品给笔者的阅读印象主要是两个主题的

交织——“成长”与“自然”。如果说，在上一部作品《鲸歌岛的夏天》

中，“自然”更多成为了小主人公“成长”的远景，到这一部新作《秘境

回声》中，“成长”与“自然”相互交织，共同成为彼此推进、彼此成就的

情节主线。

13岁海南男孩阿钛的父亲是护林员，在一次外出监测时踏空，

腿骨折了；正好是暑期，阿钛接过父亲的工作，深入大山护林、监测长

臂猿。另一条叙事线索是，10岁男孩阿清的母亲离开了他，父亲在

外打工，平时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给奶奶治病，阿清到深山里抓壁

虎，被阿钛制止，“不打不相识”，他成了阿钛的好友。一个暑期，是两

个小男孩的成长之旅，阿钛要承担起父亲托付的责任。与阿钛相伴

的这个暑假，阿清也消解了对外出打工的父亲的怨恨，实现了与父亲

的和解。同时，两个男孩见证了一只刚刚成年的公猿——“刚子”的

重要成长时刻，它离开了父母，组建了新的小家庭。

两个男孩在深入雨林秘境之时，时间流逝，人与动物的相识相知，

陪伴了他们的内心成长。在这部作品中，大自然成为了男孩独立与成

长的最好的背景，也是作品美感生成的重要源泉。作者在现实生活的

土壤之上，着力从别具魅力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文入手，通过对自然之

美的诗意发现，对自然生灵的赞颂，表达了关于人类生活方式与生命

意识的若干思考。大自然成为空灵玲珑、内蕴丰赡的审美空间，寄托

着作者对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诗意共生的价值期许。

在这本书中，淳朴善良的少年儿童，是深山雨林中跳

动的音符，是朝气与蓬勃的代言人。他们的父辈、祖辈，

阅尽天下兴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曾经走过弯路，如

今，他们重新成为了雨林的守护者。而雨林深山中的精

灵们，比如长臂猿刚子和它的“老婆”，则是这片密林的主

人，也是主人公成长道路上的陪伴者。

作品中频频出现的一条叙事副线，是两个村庄的陈

年往事：捕蛇的人捉走了所有的蛇，结果来年大旱，旱稻

遭受严重鼠灾；因为乌猿骨卖得上价钱，一个猎人很喜欢

猎山猿，后来猎人得了一种怪病，疑心自己遭了报应。一

方面，大自然深邃与博大，使得人们不能不感受到，自然

规律面前人的渺小无力。另一方面，动物们也是鲜活的生

命，它们也有自己的血脉、家族，同人一样享有自我尊严。

雨林秘境成为了两位少年成长的秘密领地，整整一个暑期的时间，他们接受成长

的考验，进行心灵的疗伤，感受生命的奥秘，获得了推动人生成长的重要动力。对于

阿钛来说，父亲的受伤，是其成长的重要事件，因为成长往往意味着承担更为重要的

责任；对于阿清而言，则是心灵伤害的疗愈，在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对动物们的责任

后，他原谅了没有陪伴他成长的父亲。

儿童视角的“诗化”功能和朴素温暖、细密灵动的叙述语言，赋予了邓西作品以诗

意的氛围。孩子认知的世界是简单而纯净的，他们以最明净清澈的目光，在日常生活

中发现别致的美和纯真的诗意。童年视角也与作家创作中体现的人生态度、语言叙述

与审美风格息息相关。真纯的童年状态与作者笔下的童年视角相融，大自然一经具有

想象力的艺术灵光的照射，寄寓了思想与感情，便演化为作家笔下具有独立审美价值

的高度人格化的客体。

由此，我们可以将邓西作品中的自然命名为“人格化的自然”——对司空见惯的

自然现象内蕴之美的发现，客观是来源于外部生活场景所触发的审美冲动，内在却是

创作主体情感激荡所延展的移情作用。富于灵性和情感内涵的书写，使得作者笔下

的大自然成为充满活力的生命有机体。

邓西作品的“诗意”特质还来自于作者持守着内心的宁静，搭建了充满诗意的自

足的文学世界。这里有亲情、友情，对万事万物的怜惜喜爱之情，更有人对自然的关

切、尊重与理解，使其作品从核心处生发出了一种温暖又博大的宁静之美。当我们随

着文中男孩阿钛、阿清的视角走遍雨林的角落时，就不会仅仅把它们当做捕猎或占有

的对象。

作者也以朴素、天真、清新的语言风格，理性而节制的叙事节奏，刻画了普通人的

生存状态，营造了充满着人性之善美的温情世界。阿钛一家，父亲、母亲、哥哥、妹妹

的温馨日常；阿清阿婆和阿欢阿婆的“爱恨情仇”；“人老了就不记仇了”的欢乐交

往……作品真诚反映时代发展图景中的人生世相，反映社会发展变革中的生活图景

和民间温情。深蕴在民间的道德情感，闪耀着理想人性的光辉。

从叙事技巧上看，作者也展现了充分娴熟的叙事能力。多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

是邓西儿童小说叙事的主要模式，而且主线、副线往往交融一体，不着痕迹。在《秘境

回声》这本书中，男孩阿钛一家的生活日常、男孩阿清与奶奶的生活日常、两个男孩的

雨林守护之旅、两个村庄的往事等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如淙淙溪流汇入汪洋大湖，支撑

起了作品叙事度的饱满。而在《鲸歌岛的夏天》中，小岛的开发、父亲和爷爷的关系、奶

奶的辞世、符阿公的秘密，多个悬念齐头并进，最终开启尘封的往事真相。文风的悠长

从容，字里行间的立意、哲思和韵味，令人称道。这就是邓西文字的诗意和美感所在，其

浓郁的散文化、抒情化特质，沉静、细腻、舒缓的美学风格，耐人咀嚼和回味。

左文萍是近几年非常活跃的少儿科幻作家，

她涉猎于科幻、科普、童话等多个领域，作品既富于

时尚的魅力，又呈现出稳健踏实的风格，带有明显

的个性化叙述特征，总能给人新异的阅读感受。近

年新作“少年原野科幻探险系列”集中体现了其创

作风格与美学追求。这一系列包括《原野时空》《宝

石幻境》《怪物危机》《时间猎人》《黑洞回音》《梭罗密

码》6部，体例庞大，线索纷繁，人物性格鲜明，叙述语

言富于少年意趣。

小说以富于幻想的初中生原野为主人公，描

述了其一系列的奇遇。这些奇遇的设置几乎包罗

了最为前卫、最能激发小读者想象的情节，将科幻

的神奇与科普的厚重紧密结合在一起。主人公原

野是一个普通的少年，没有超常的智力与体力，不

是天才或自始至终的幸运儿，而是更接近现实生活

中的初中生。但他却充满阳光，积极向上，善良热情，

对世界抱有最大的好奇与兴趣，每一次探险都倾尽全

力，本着内心的善意为他人着想，而每一次历练又都

使他身心不断成熟，随着情节的进展慢慢成长起来。

这样的人物设置给读者强烈的带入感，比起

那些动辄出现的少年天才、少年英雄或无所不能

的少年超人，原野的真实更令人喜爱与信服。他仿

佛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普通人身上的善恶、疏

懒、好强、自卑、勇敢、怯懦、超越自我等都能在他

身上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真实可感是其带给读

者的最强烈的感受。跟随原野的历险恰如与同学、

朋友的意外出行，充满未知的乐趣和与同龄人交

流的畅快。

原野系列的叙述节奏编织精巧，小说对于悬

念的设置极为精彩，环环相扣，张弛得宜。紧张激

烈的悬念、探险、释疑与较为和缓的叙事交替得

当，使读者的心如在中式园林之中漫步，五步一

亭，十步一阁，曲径回廊，路尽石现，充分体会到阅

读的刺激与曼妙。那些几乎涵盖了少儿科幻所有

幻想元素的“点子”，犹如一张阔大均匀的网，绵绵

密密地交织着，四处延伸扩散，共同构成臆想中的

奇妙世界。

你可以看到那些极致环境中发生的故事，重

叠空间、海底世界，北极圈冰冻森林、火山、冰海、

古堡，孤岛、地心……这些奇异空间中诞生出无数

奇异的故事与事物。深藏奥妙的陨石、天坑地穴、

神秘天书、离奇消失的城市、平行宇宙、海底沉船、

超级水母、有智慧能游走的真菌、消失的古文明、

时间旅行、高压蛛丝枪、异星机器人、岩浆虫……

令人兴奋的创意如连绵不绝涌向眼前的巨浪，掀

起一个又一个阅读高潮。这里有已被数据证实的学

术前沿，有处于探索阶段的科学猜想，还有完全虚

构的富于创意的杜撰，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真假

莫辨、虚实相生的世界。现实与传奇统一，科学与奇

幻共生，文字蕴藏的魅力使人齿颊生津，欲罢不能。

小说在科幻领域的先锋性与科普性颇为引人

注目。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科幻的发展始终与科学

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科技的进步不断拓展着科

幻的题材与视野，并从多个角度书写出科技与人

类复杂的关系。科幻的特质考验着作家对前沿科

技的了解与感知能力，能够伸出触角最先、最快探

索各领域前卫科技的作家无疑能够保持最大限度

的主动性与写作自由。具有文学专业教育背景的

左文萍在科幻领域彰显出令人赞叹的科学素养，

这一点令人十分讶异。她写宇宙飞船的亚轨道飞行、

绕地轨道飞行、环地空间站、人工智能飞船机器人、

恒星太阳的内外部结构、人类大脑神经元结构等等，

从不回避对更深层次的知识的解释与质疑，显示出

很好的科学素养与学习能力。

在书写过程中，她能用浅显易懂、形象有趣的

语言将深奥复杂的知识娓娓道来，化硬为软，化繁

为简。她写陨石的形成与分类，精确的化学检验与

分析过程，写虫洞的形成及特征，写各种宝石的特

性，每每采取极具个性的解读方式，别开生面：

“打个比方，眼前有一条河，河水有一定的深

度，而此时水里出现了一个漩涡，那么，在这个漩

涡里，水面和水底就离得很近了。虫洞也有类似的

作用，理论上，有可能让人突破时间的维度，穿越

到过去或走向未来。”

这里既谈到了爱因斯坦和霍金对虫洞的解

释，同时又注入了作家独到的见解与描述。言简意

赅、形象生动，让读者超越那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变

得轻松、活泼并愉悦起来，而多年的文学积淀又使

其有效地回避了叙述的冗长无趣，科学语汇的罗列

堆砌，显示出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历史熟稔程度。在

小说中插入关于但丁《神曲》的解释，插入古代文学

典籍《搜神记》、庄子的《逍遥游》、苏轼的诗，有意识

地模仿了18世纪的英国哥特式小说，达到文理并重，

“科”“幻”同行的境界，使小说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迥

然相异的描述中，具有了多元杂糅与拼贴的风格。

对一个青年科幻作家而言，敢于正面解释各

种科学知识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对这些知识的获

得与理解反映了作家多年的勤于积累和勤奋学

习，为了某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和术语，她会寻找

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打破砂锅问到底，并将自己

的理解和对方交流，获得认可后再形诸于作品之

中，用生动独特的语言表述出来，既不违背精益求

精、不可有丝毫偏差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又努

力软化了科普与科幻间那些难度极高的硬核，寻

找二者间的微妙的平衡与彼此共存的和谐。

为了适宜少儿读者，原野系列没有超常的大段

落，没有佶屈聱牙的生僻词汇，章节较短，语言简洁

凝练，从不拖泥带水，除了不断推进情节向前发展

的叙述式语言，还有人物抒情及心理的细致勾勒，使

人物成为具体环境中的人物，而非简单连缀情节的

工具。

虽然小说以探险、悬疑为特色，但对于现实生

活的科普依然充满着巨大的热情，为什么灯塔水

母是可以永生不死的生物？故宫的夜晚为何“鬼

影”憧憧？为什么有人将太岁视为第四种生命形

式？这些疑问通过抽丝剥茧的解释一点点明朗起

来，将身旁切近的科学与科幻小说虚构的情节进行

了紧密连接，极大地调动起小读者探究自然科学的

兴趣，同时也显示了作家以现代科技观日常生活的

强烈意识。

“少年原野科幻探险系列”已成为作家创作道

路上的力作，在国内少儿科幻文坛亦有了一席之

地，相信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与经验的不断积累，

左文萍会不断写出更为精彩、更加厚重的作品，缔

造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一个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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