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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赵丽宏的儿童文学作品《树上的
卡拉斯》，便自然想起意大利文学家伊塔
洛·卡尔维诺的长篇小说《树上的男爵》。
主人公同为在树上生活的生物，《树上的卡拉斯》显然延续了

《树上的男爵》中对于树上空间的建构，并基于生态乌托邦的概
念，以更符合儿童阅读习惯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对树上的自我
空间、环境空间与情感空间展开文学想象，从而丰富了儿童文
学所能抵达的深远意涵。

自我空间：镜像中的他人与自我
把一只从笼子里放飞的鹩哥与主动上树的卡西莫进行对

比是不够严谨的，但两者在叙事构架上的确存在着相同模
式——两个完整独立的自我，在离家之后，最终都没有选择归
家。卡西莫的墓碑上写着男爵的一生：生活在树上——始终热
爱大地——升入天空。而卡拉斯被放出笼子后有着同样的境
遇：生活在树上——常到咚咚家觅食——最后从树梢上飞起

来，飞成一个小小的黑点，融化在无遮无拦的天空里……因此，
树不仅仅只是一棵大树，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象征。

拉康的镜像理论以婴儿照镜子的认知过程阐释在“他人”
目光中逐渐内化的“自我”。卡拉斯作为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鹩
哥，向知名歌唱家学唱咏叹调的过程，恰如婴儿通过镜像的自
我学习。而当歌唱家打开笼子，给予卡拉斯一定的自由时，卡拉
斯的鸟类自我终于在某刻觉醒，选择飞离最初的家，并投入大
自然的怀抱。卡拉斯和咚咚同样结识于镜像式的歌唱。藏匿在
树上的卡拉斯忍不住接唱了一首咚咚哼的旋律，咚咚才从树荫
里的“回声”认知到卡拉斯的存在。从揣测树上卡拉斯的想法，
到明白卡拉斯不愿回笼的纠结，咚咚在了解卡拉斯的过程中，
读懂了卡拉斯对于自由的渴望。于是，野蛮生长的卡拉斯在此
刻与未来的咚咚融为一体，他们在家庭的庇护下安然生长，却
总有一天要飞向远方。作者将鹩哥命名为“卡拉斯”，很难说灵
感不是源于《树上的男爵》主人公的名字“卡西莫”，两“卡”的人
生在虚构的寓言故事中有所对照，以人与动物两种形态，共同
阐释着生命的巧妙互文。

环境空间：生态乌托邦的家园构建
生态乌托邦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保作家欧内斯特·卡

伦巴赫提出的概念，旨在描绘一种从现实社会到生态社会的可
能性，在动态平衡中，建立起万物平等、多元共存、回归本性、去
中心化的绿色社会。树上的环境空间作为与社会隔离的封闭世
界，在某种意义上率先建立起了自然之“家”的概念。

当男爵卡西莫睡在吊在树枝上的皮囊里，他的眼睛变得和
猫一样在黑夜里发光，他总是匍匐爬行，腿就变成了弯曲的罗圈
腿。与树木鸟兽共存的生活习惯磨灭了卡西莫作为人的风貌；而
卡拉斯作为动物，在与人类的亲密相处下，也不自觉沾上了人类
的习性：常年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灰喜鹊，随时会拍拍翅膀
飞走，被人喂养大的卡拉斯，却会试探性地飞到咚咚家的阳台
上，在鸟笼边吃着咚咚准备好的拌有牛肉和黄鳝骨头的鸟食。

在卡拉斯的认知里，“家”是当初歌唱家给它洗澡喂养它长
大的红木鸟笼，也是如今咚咚家来去自如的阳台和阳台上那个开
着门的铁丝鸟笼，可惜，当歌唱家重新找到卡拉斯，满心以为卡拉

斯不回家只是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时，卡拉斯的自我早已让它对
“家”有了新的判断——不是咚咚的阳台，也不是待了5年的笼子，
卡拉斯在百转千回的流连与思索中，飞回枝叶晃动的大樟树里。

因此，在人与动物彼此平等、友善的共存氛围下，树上的环
境空间恰恰消融了人与自然的边界，建构起生态乌托邦所描绘
的具体景象。只要能飞翔的地方，就是家园。而歌唱家的那句“如
果想回来，笼子还挂在老地方”，犹如每一个殷切盼望子女回到
身边的家长，无奈、不舍、伤感，却有着浓浓的温情。

情感空间：质朴本真的生命原初力
自我空间和环境空间中含蕴着两个故事中一脉相承的生

态精神，两者的情感空间所营造出的情感密度与情感浓度，则
迥然不同。在卡西莫的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充斥着对彼此的怨
恨和对家庭的厌恶，而卡拉斯所遇到的两个家庭，却充满着真
心的尊重与大爱的放手，这是作者一以贯之以其温柔的情怀熔
铸在每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张力。

不论是歌唱家，还是咚咚的父母，面对卡拉斯，他们始终以
平和真挚的方式进行爱的呼唤。他们不会大声呵斥或道德绑
架，逼迫卡拉斯回到自己的身边，反而以共同的记忆和熟悉的
歌曲唤起彼此之间的情感连结。但他们也不会掩饰自己的失落
与难过，因为他们虽然没有阻止卡拉斯选择的权力，却也有表
达自我情绪的权力。卡拉斯在歌唱家的肩膀上来回停留，歌唱
家却始终没有机会再次抚摸卡拉斯，两者的关系在恋恋不舍的
拉扯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只有尊重质朴本真的生命原
初动力，树上与笼子的选择才会皆有其义。

如果说卡西莫的故事是双脚不沾尘世，在孤独中保持自我
的成人童话，那卡拉斯的故事则是满载尘世烟火，在温暖中传
递谦敬的爱的教育。咚咚作为串起整个故事的小主人公，以自
己天真善良的面孔，教会孩子们与万物相处的奥秘。

《树上的卡拉斯》不只是一本为了减少孩子阅读障碍、培养
阅读习惯的童话读物，而是有一定难度与深度，潜移默化中塑
造孩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寓言故事。正如故事中易混的八哥与
鹩哥，好的儿童文学就像是可以唱出动听旋律的卡拉斯，需要
读者的慧眼，才能识别出鹩哥头顶那抹鲜亮的“黄头箍”。

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发展迅猛，这一
点在洋洋洒洒的数据和丰富热闹的创作题材上
多有体现，但总觉仍具大有可为的空间。我们
的孩子不应该只有一种阅读可能，我们的儿童
文学也不会只有几种书写可能。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迅速，
科技研发能力逐步壮大，在不同领域铸就了一
批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国之重器。可上九天揽
月，能入五洋捉鳖，这些深刻影响国家前途命运
和人民生活福祉的大国重器，理应成为儿童文
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文学之美与科学之美有
没有可能兼顾呢？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的叶梅《北斗牵着我的手》给出了答案。叶梅
对儿童生活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其主编过
的作品曾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更加难得的是，
她近十年来涉足科技界，作品曾获“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金奖，是少有的兼
顾两方面的作家。《北斗牵着我的手》正是一部
描写当下科学少年成长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帮
助更多怀揣科技梦想的孩子开启脑海中的那片
星空。

对国之重器的自觉关注
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

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强
调“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
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弘扬好”。
2021年，北斗卫星系统已经迈入全球化、产业
化新征程。在新时代背景下，创作者可以寻求
的创作切入点更加丰富。

《北斗牵着我的手》正是一部以北斗精神为
背景创作的儿童小说。作品突破传统儿童文学
的题材，例如民国时代、解放以前、建国初期的
童年书写、校园生活、成长困惑等，而转向新时
代，迈步新起点。作者自觉将中国社会发展进
程融入文学创作，关注国之大者，给孩子讲述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这一重大科学成就，走向新时
代儿童文学的星辰大海。书名中的“北斗”可以
有两种理解，一是天上的北斗星，二是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我”也有两种解读，一是主人公大
冬，二是如大冬、佟星一样的小读者们。“牵着”
也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让大冬魂牵梦绕的

“北斗星雷达站”计划，二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的实际应用，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借此
书名，这本小说的初衷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希望
通过这本小说，让小读者学习北斗的基本知识、
感受北斗精神，激发儿童们爱科学、爱生活，也
爱家人、老师和朋友的情感，同时启发小读者自
觉关注身边的科技，提高下一代内心蓬勃的民
族自豪感。

对文学品质的不懈追求
虽有科学底色，但本作品没有枯燥的数据

罗列，而是从孩子的生活入手，作者将对我国航
天事业巨大成就的赞扬真实自然地融入到充满
童真和生活气息的文字中。《北斗牵着我的手》
对文学品质不懈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人物塑造具有时代感、开拓性和价值
引领性。全心投入工作，时时刻刻对工作保持
热忱的佟星爸爸正是年轻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
的缩影。有他们在，中国的航天事业才能一次
又一次的腾飞。热爱前沿科技、想法天马行空
的牛大冬和成绩优异、性格沉着的佟星正是当
代科学少年的形象代表。有他们在，中国的航
天事业才能后继有人，更进一步。

二是小说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一气呵成，非
常耐读。从牛大冬与妹妹马小花之间签订“秘
密合同”的来龙去脉，到牛大冬与“冤家”佟星之
间关系的转变，再到小伙伴们听佟叔叔讲述西
昌的故事，最后到一群科技少年在“科技星光”
夏令营中的奇闻乐事。围绕小主人公发生的一
系列事件前后衔接自然，阅读过程就是亲眼见
证小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就像在看自己熟悉的
小学生的成长记录影像，亲切可感。

三是诗意语言的穿插充满意境，文学与科
学的结合引人遐想。例如用童谣贯穿首尾，用
诗意语言描写对北斗的想象：樱桃农庄里伴着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听外公讲

“万户飞天”的故事；密云水库旁，一首“北斗
星”的儿歌让身处困境的牛大冬的内心一下子
敞亮了；音乐演奏会上响起“让我们荡起双桨”
的悠扬旋律感动每一个人……童谣生动的韵
律，让文学之美妙和科学之气势如经纬丝线，完
美交织。

对儿童生活的时代呈现
儿童文学的书写需要贴近孩子的生活，和

他们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去经历、去感受。作
者基于自身生活体验的抒发，最具真情实感，如
用“1802”门牌号，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微信群
号；用小说主人公牛大冬和马小花亲兄妹两人
不同的姓，体现当代社会的和谐宽容。这些文
学细节如春风化雨，可信可亲，有情有爱。再如
第二章中牛大冬救助喜鹊阳阳的过程，充分展
现了孩子爱护动物、纯真善良的天性。在放生
阳阳的时候，牛大冬“趴在窗户边，追着它的背
影叫了好半天：‘阳阳，阳阳！你别忘了回来！’”
寥寥数语，一个富有爱心的少年形象跃然纸
上。又如第三章中牛大冬参加好朋友佟星的生
日宴时，将佟星爸爸——火箭工程师佟叔叔误
认成了快递员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倍感自
然、亲切，现代生活气息实足。

除情节设置方面凸显儿童性，本书的细节
内容也与当代儿童的实际生活非常贴近。如孩
子们佩戴的电话手表、牛大冬和小伙伴通过手
机上的H5应用查看北斗卫星的实时数据、孩子
们的生活小发明等。这些细节刻画不仅让全书
内容与小读者的生活实现“零距离”接轨，也让
人感受到科学技术的确贯穿在当代儿童的生活
之中，感受到书中描绘的故事就是我们身边发
生的故事。

对科学信息的古今融合
回顾近几年主题出版中的儿童小说，鲜有

科学少年的形象刻画，本书所包含的科技元素
丰富，从头到尾一直有一条科技发明和科学精
神的线索贯穿其中，且古今兼容。

牛大冬在北斗星建设雷达站的梦想是这条

线索的开端，在樱桃农庄听外公讲“万户飞天”
的故事，跟小伙伴们比一比谁连的星星多，听
佟叔叔讲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故事，1802一
家人在北京天文馆的所见所闻，相互交流对未
来科技的畅想，“科技星光”夏令营中“用知识
缝制铠甲”的感召，这些都是线索的重要环节，
而尾声中牛大冬“北斗之梦”的升华是这条线
索的收束。

这一条科学脉络隐秘但深刻，中国当代家
庭就是千千万万个1802一家人，在这之中有科
学精神的传承，也有科学理想的接续。中国的
未来正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快乐地学习成长，全
面发展。中国符号在世界科学领域的“闪光时
刻”也借由此线索被串联在一起，古代有万户、
张衡、祖冲之、郭守敬等诸多天文学家的探索，
今天有钱学森、孙家栋、钟南山等现代科学家的
突出贡献，都自然且清晰地展现在小读者面
前。小读者在看小说、读故事的同时，科学知识
和科学精神的种子也被潜移默化地栽种到小小
心灵当中。

新时代文学艺术要培根铸魂，要有利于广
大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也正是童
书出版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值得我们反复深思
和探究。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当代少年
儿童成长的环境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文学不
能老是拧着脖子往后看。新时代的儿童文学
要向前看、向远看、向上看、向深看，要向着星
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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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沁的小时光》
连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是第一
届秦文君儿童文
学创新奖新作奖
获奖作品，小说
以细腻清新、自
然流畅的笔墨，
描绘了主人公从
与家人分离到逐
渐接受新的成长
环境的过程，刻
画出孩子细微曲
折的心理变化。
作品生活气息浓
郁，人物形象鲜
明，真实还原特
定时代的生活场
景，生动再现传
统的“中国式童
年”，能让小读者
们学会细细地观
察，慢慢地品味，
诗意地成长。

《考古大发现里的中国史》
（全6册）
李存信 主编
王宸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本书从考古
出发，讲述了殷
墟、妇好墓、曾侯
乙墓、秦始皇陵
等涵盖晚商、东
周、秦、汉、隋唐
等不同历史时期
的遗址墓葬的考
古发现经过、发
掘中遇到的困难
和栩栩如生的趣
闻轶事，以此串
联起背后的历史
脉络。丛书三条
线索并进，内容
丰富、叙事详细、
插图精美，有较
强的科普性和趣
味性，是一套适
合大龄儿童阅读
的中国历史考古
科普书。

“山猫医生来了”系列绘本
（全4册）
【日】末崎茂树 著绘
彭懿 译
新蕾出版社
2023年4月出版

“山猫医生
来了”系列绘本共
包括《肚子疼》《给
鲸鱼拔刺》《赏月
会等等我》《雪橇
快快跑》4册，讲
述了有趣的故事，
让小读者在故事
中认知动物、提高
情商、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系列绘
本每册都有3-4
个 有 洞 的 翻 翻
页，充满巧思的
设计增加了图书
的互动性，称得
上是一套融入猜
想、思考的启蒙
读物，能够帮助小
读者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

《中国奇谭》绘本版
（全6册）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有限公司 bilibili 著
中信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国漫作品《中
国奇谭》的绘本版
精选了 6 个植根
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奇幻故事，点亮
童年记忆，植根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放飞孩子们的想
象力。丛书融合
2D、3D、剪纸、水墨
等 多 种 艺 术 风
格，经过精心排
版设计，用绘本
艺术诠释动画，
从纸上再现长镜
头，称得上是带
回家的中式浪漫
美学艺术馆。

■新书快递

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叶梅叶梅《《北斗牵着我的手北斗牵着我的手》》::

儿童文学的星辰之歌儿童文学的星辰之歌
□海 飞

（上接第5版）

回望历史，书写当下，面向未来
就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文

本而言，在文学品质、道德培养、艺术
情操、开拓视野方面，还有待进一步
强化。

教鹤然：能否请您结合具体作品，谈一谈儿
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

高洪波：面对当代生活和火热时代，中国儿
童文学作家们交出了一份比较合格的答卷。比
如在贴近现实的报告文学方面，有简平的《和平
方舟的孩子》、陈洪金的《张桂梅和她的孩子
们》、阮梅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在小说领域里，
有赵菱的《我的老师乘诗而来》、邓西的《鲸歌岛
的夏天》、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解放军作家
王棵的《风筝是会飞的鱼》、秦文君的《幸福课》、
薛涛的《桦皮船》、于潇湉的《冷湖上的拥抱》、刘
海栖的《乒乓响亮》《游泳》《街上的马》。此外，
我还看到了一些现实主义风格极其浓烈的作
品，比如有教师身份的编剧、作家杨筱艳的《向
山而行》，张忠诚的《东北抗联三部曲》、曹文轩

的新作《石榴船》等。这样一批有着强烈的现实
主义风格和指向的作品为小读者带来阅读的喜
悦，也给理论批评界提出新的课题：对儿童文学
中现实主义的倾向、追求，以及现实主义风格浓
烈的展现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我认为现实主
义生命力是勃然的，当然，接续下来的现代主义
更加丰富的风格、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都会带
给我们一种创作上的惊喜和写作上的特殊追求，
儿童文学作家们正在努力地实现并完成这一点。

胡同印：2019年，为回应新时代对儿童文
学的召唤，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推出

“长江杯”中国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征集活动这一全国性的有奖征集的文学创作、
出版计划，率先在儿童文学领域举起“现实主
义”创作大旗。两届“长江杯”共收到稿件近
800部，作家参与投稿的积极性一届比一届高，
在稿件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增加和提升。投
稿的作家不乏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的名家，也有知名
成人文学作家投稿，以及许多“80后”“90后”热
爱儿童文学创作的作者参与。两届“长江杯”稿
件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有所增强，
涉及生态保护、少数民族少年成长、脱贫攻坚成

果，关注留守儿童、进城务工子女的成长等现实
热点，还涌现出一些作品反映新颖题材，如战争
年代少年爱国救书、禁毒题材、驻岛戍边战士生
活、离异重组家庭孩子成长等。

两届“长江杯”征稿活动，收获了十余部优
秀儿童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儿
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问题。就儿童文学现实
主义创作的文本而言，在文学品质、道德培养、
艺术情操、开拓视野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强化。
一是作品塑造的人物鲜活度有待提高，具有影
响力的能够经得住时代检验的儿童形象不多。
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书写，尤其呼唤艺术地、深
刻地、准确地塑造我们当今的儿童文学典型的
人物形象，反映当下的多元时代，反映当前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中，孩子们面临的成长生活样
貌，触及他们的心灵精神状态。二是对现实主
义写作范畴的理解过于狭隘。作家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集中于“老少边穷”，关注留守儿童、精准
扶贫、单亲家庭、家庭变故等，强调生活苦难，情
节凄惨，缺乏全面反映真实的当下城镇孩子的
生活，或是如实反映农村孩子生活、与农村孩子
心灵相通的作品。三是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
不用过度追求题材的独特性。作家创作求新求

异，不见得可以写成一部好的现实儿童小说。
尤其是对年轻作家来说，积累生活经验，洞察现
实人性，逐步提升解读生活的能力，才能打好现
实主义写作的基础。四是没有意识到儿童读者
对象年龄的特殊性。给儿童读者写的现实主
义，既要有“文学性”，更要有“儿童性”，儿童文
学写作不同于成人文学写作的特殊性，更要注
意少儿读者年龄段的科学区分。

从当下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展望，也有
值得拓展的几个未来走向。首先，在时间维度
上，题材不局限于当下，现实主义不一定只书写
当下。回望历史，从中开掘新的选题或将是新的
思路。尝试捕捉时代精神，以当下视角写历史，
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写作的题材可以更加广阔。
其次，在内容维度上，扩展体裁范围，增加适度
的批判。在体裁方面，不局限于长篇小说，可以
扩展到中短篇小说或纪实文学。另外，在书写
时，也可以加入适当的批判内容，描写现实的力
度会更饱满深刻。在写作基调上，讲现实故事的
方式有多种，现实书写也可提倡浪漫主义。在作
者参与度上，社会面应更广泛，更深入，积极鼓励
热爱写作、热爱文学的学生、老师，以及相关领
域的文化学者参与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