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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不久，郭风在《抗敌后

援》副刊发表儿童散文《写给孩子们》，或是他

的处女作，但这篇文章被他的姑父认为“有官

腔——或曰有官态！看似散文，文笔还过得去，

但实乃训人之作，儿童不愿读！”并告诫他“为

文最忌训人”“亲切动人方为上乘”，劝他多读

点《伊索寓言》《天方夜谭》《鲁滨逊漂流记》《拉

丰丹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于是，

郭风刻苦阅读外国儿童文学著作，一直不敢再

轻易创作儿童文学。

后来郭风接触了法布尔的《昆虫记》，十分

喜欢，从 1944 年开始创作童话诗，如《小郭在

林中写生》《木偶戏》《油菜花的童话》等。这时

的郭风已经开始融合童话和儿童诗之长，并取

材于自然，朝着文体杂糅的方向发展。说郭风

是儿童文学领域的文体家，这不是过誉。抗战

结束之初，郭风在葛琴之后继任《现代儿童》主

编，这个刊物在东南地区省份中影响极大。在

主编《现代儿童》期间，郭风感到“我国儿童文

学作家、从事科学普及创作的作家均太少太

少”，并感到“在文艺界即使是进步人士中间，

关心儿童文学者亦少，组稿很难，投稿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郭风“只得自己来写作”，填补

“缺门”，这样郭风在战后儿童文学的复苏期成

为了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并创作了一些优秀的

童话诗和童话。

真正显示出郭风的儿童文学实绩并受到

广泛关注的是1949年以后的儿童散文创作，郭

风在《回忆和想法》一文中说：

解放初期，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介

绍了普列希文、比安基等苏联作家的儿童文学

作品。我读了《金色的草地》《森林报》等，这些

书籍触动了我。因此，我除了写些儿童诗（如《火柴盒的火车》等）外，

开始以主要的业余时间和精力，给孩子们写些短小的散文。这些短

小散文主要描写山区的动物、植物的生活故事；其中也包括写些童

年的回忆，比如坐船到农村亲戚家里去时，看见一只翠鸟搭在船头的

印象……稍稍用一点抒情笔调，构思时想给孩子们描绘一点画意。

郭风的这些“一点抒情笔调”“一点画意”的“动物、植物的生活

故事”，可以称之为“自然美文”，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产

物，甚至标志着中国大自然文学和儿童散文的真正成型。郭风的系

列自然美文写作，先后结集为《搭船的鸟》《会飞的种子》《在植物园

里》《避雨的豹》《洗澡的虎》等出版。同一时期，郭风也进行了散文诗

的探索，创作了《叶笛集》《蒲公英和虹》等散文诗集。

郭风的文学渊源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布尔、普里什文、比安基（这

些作家只是在题材方面产生了影响）以外，还有西班牙散文家阿左

林。阿左林是京派散文作家的追慕者，当时像周作人、废名、何其芳、

卞之琳、李广田、师陀、徐霞村、南星、戴望舒、朱英诞等人都十分推

崇他。从这个意义上讲，郭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京派散文家有

某种近亲关系，或者可以说，郭风把京派文风延续到儿童文学领域

了。类似的作家还有跟他同时代的汪曾祺，他也是阿左林的追慕者。

学者孙建江曾评价郭风的美文说：“郭风的作品很少去刻意追

求什么重大的‘主题’或‘思想意义’，明显有别于那些受‘文以载

道’思想影响的作品。无论内在的思维规范，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都极易为少年所接受。”郭风在文体的试验上，不仅探索童话诗、散

文诗，甚至将童话、散文、诗三种文体熔铸于一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郭风充满诗意的“童话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园地的

奇葩，也影响了一大批散文家和自然写作者。

独龙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

少数民族之一，聚居在西南边

陲云南怒江、独龙江两岸。“阿

角朋”是独龙语，特指独龙族神

话传说中具有超能力的大英

雄。作为新时代独龙族英雄故

事，《我的阿角朋》中，除了独龙

族少女江美叙述视角是虚拟的

以外，小说主人公、小江美眼中

的“阿角朋”——阿爸谢怀谦及

其英雄事迹则完全是真实存在，

其人物原型就是人民楷模、独龙

族脱贫攻坚带头人高德荣。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的阿角朋》是

一部富有纪实色彩的“对位性”

儿童小说，其虚拟的亲子关系角

色设定与童年视角的英雄叙事

让本已“标准化”的人民楷模形

象在文学审美原则的映照下，透

示着源自生活本身和生命本相

的活色生香、流光溢彩。

这既是小说情节之于现实生活的滤镜“强化”，也是虚拟角

色之于真实英雄的文学致敬，而其中熠熠闪烁的，则不只是英雄

人格的示范，更有文学审美的力量。由此可以说，《我的阿角朋》

所呈现的童年视角英雄叙事，既是新时代主题出版的积极成果，

也是原创儿童文学英雄叙事的重要收获。作为一部聚焦乡村振

兴时代主题的原创儿童小说，该作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作品具有丰富的认知价值。现实中，普通读者大都对

“独龙族”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仅有数千人口的少数民族知之甚

少，这就需要认知层面的拓展和补充。而相比于简单的文化普及，文

学作品中的知识因与人物联姻，和情节交融，共语言表里，不仅成

为有情感温度、结构功能、意蕴价值的内容元素，而且其认知意

义与审美价值的达成往往也让作品的辨识度、接受度不断加强。

在《我的阿角朋》中，关于独龙族这个“20世纪末，全国最后

一个通公路”“一年中有大半年大雪封山，交通阻塞”的民族，及

其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与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作品不是流于

简单的背景交代、知识呈现，而是通过叙述推进、行动展开，使之

成为情节发展的内动力，成为主人公谢怀谦高尚人格、无私奉献

精神的现实佐证。

其次，作品具有显著的教育价值。从人类童年文化进程看，

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不仅有着很深的渊源，甚而就是儿童教育

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儿童文学作品无论作为教育内容还是教

育方法，都对儿童的知识掌握、情感体验、思维培养、品格培育发

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的阿角朋》以女儿江美的视角，详尽叙

述了阿爸谢怀谦十几年如一日，舍小家为大家，置个人安危于不

顾，夙兴夜寐、不辞辛劳带领独龙族乡亲打通群山阻隔，实现“天

路”梦想，脱贫攻坚、振兴致富的动人故事。作品中，阿爸谢怀谦

身上所体现的人情之真、人性之善、人格之美、精神大爱具有很

强的道德示范性、精神感召力，不啻为对广大少年儿童进行爱国

教育的好教本、好素材。

再者，作品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作为有鲜明内容主题的

儿童读物，《我的阿角朋》通过独龙族当家人谢怀谦的形象塑造，

细腻刻画了优秀共产党人心系民生、无私奉献的行动轨迹、心路

历程；通过对谢怀谦带领众乡亲全情投入开山凿路、搭建“天梯”

宏大工程的描述，生动展示了独龙族人民渴望幸福生活，为梦想

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作品从独龙江两岸动辄半年

大雪封山，只能依靠人背马驮运送物资，生存环境极其封闭落

后，写到独龙江公路隧道顺利建

成，草果种植推广成功，独龙江

贫瘠的山林、田地变成“绿色银

行”。不只写出了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带给

独龙族人民的种种“福利”，更是

借助独龙族人千百年来眷恋乡

土、执守家园、荣辱与共、不屈不

挠的生存理念，以及新时代以来

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勠力同

心、勇于探索、脱贫攻坚、振兴致

富的生活实践与拼搏精神，生动

诠释了梦想和行动、奋斗与幸福

的时代主题。

最后，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学

价值。《我的阿角朋》是依托真人

真事进行创作的儿童小说，这就

决定了“如何在真实和虚构之间

保持张力、维系平衡”成为作品

成功与否的难点。创作实践中，

作者采取了一明一暗、一虚一实

两条线索推动情节、塑造形象。明线、实线是阿爸谢怀谦经年累

月为“天路”奔波、为独龙族乡亲脱贫致富而孜孜以求的行动和

足迹；暗线、虚线是小江美成长过程中对这个时常亲情“缺席”、

父爱“缺位”、生活“缺失”的忙碌阿爸由心存埋怨、疑惑不解、倍

感失落，到深深理解、由衷敬佩、引以为傲的情感发展脉络。故事

里，阿爸谢怀谦固然是女儿眼里的“阿角朋”。但这个“阿角朋”不

是标签、不是符号，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简单抽象的“道德楷模”

和“人格标兵”，而是心系民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无私共产

党人，也是分身乏术的“不合格”丈夫、“冷漠”父亲的合二为一。

作者借助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独龙族当代“阿角朋”，不仅塑造

了新时代乡村平民英雄的形象，而且也从中映现出独龙族千百

年来前赴后继、追寻梦想、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是作品文学

层面的亮点所在。

基于上述四个层面的丰富内涵、丰赡价值，《我的阿角朋》作

为“主题教育”的社会读物和书写当代平民英雄的儿童小说，能

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让我们向现实中和作品里的时代英雄、道

德楷模致以由衷的敬意。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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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义军关义军《《少年火种少年火种》：》：

红军学校的少年们红军学校的少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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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猪湖》

【美】詹姆斯·马歇尔 著

【美】莫里斯·桑达克 绘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这本图画书
由两位凯迪克奖
得主接力创作，
呈现出作者与绘
者的深厚情谊。
阅 读 文 字 与 图
画，小读者能够
享受幽默滑稽的
好故事，成人读
者可以进一步玩
味文字和图画中
隐藏的深意，不
同年龄段的读者
能从中得到不同
层次的乐趣。借
着 这 只 落 魄 的
狼，演绎出人对
于口腹之欲、感
官满足与精神慰
藉不同层次的需
求，能让小朋友
在欢笑之中也有
所深思。

《诺言》

刘海栖 著

新蕾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本书是作者
刘海栖的返璞归
真之作，是一部
写给孩子的哲思
童话，也是一堂
润物无声的教育
课。作品讲述了
以八个稻草人为
代 表 的 心 怀 理
想、勇闯世界的

“追梦者”从稻田
出走，经历了一
系列啼笑皆非的
冒险，最终因兑
现诺言而回归稻
田的故事。作品
从 儿 童 视 角 出
发，将丰赡的生
活智慧融入故事，
向小读者解读信
守诺言、勇于挑
战等美好品质。

《南北腿王》

翌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故事讲述魏
鸿钧和满世英在
北京开了一个北
拳散打培训班，在
教授孩子们武功
的同时，也带学员
前往各地进行武
术比赛，接待慕名
而来切磋武艺的
武术爱好者。在切
磋较量中，小队员
们认识到各自优
势和不足，并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在
学习武术的过程
中，大家历经种种
磨难和失败，一次
次跌倒，一次次爬
起，锻炼了仁爱无
疆、执着坚忍的好
品德，完成了心灵
的蜕变和成长。

《给孩子的草叶集》

巩儒萍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本书以纯粹
的儿童视角表达
儿童心性，以清浅
的语句和奇妙的
想象来传情达意，
天真素朴、生动活
泼。读着美妙的诗
歌、看着秀丽的图
画、学着丰富的知
识，把大自然的种
种奥秘拾入囊中，
同时也把我们被
激发出来的喜爱
交付自然。诗歌充
满童趣，富有韵
律，适合孩子和家
长一起朗读。简单
轻巧的诗句蕴含
了人生的哲思，包
含了植物的习性
和色彩，让儿童在
朗读诗歌的同时，
也能够了解植物
的特点。

■新书快递

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唐池子唐池子《《我的阿角朋我的阿角朋》：》：

他凿开的他凿开的““天路天路””是独龙族的幸福路是独龙族的幸福路
□李学斌

《我的阿角朋》插图

关义军的《少年火种》的背景设定于1933年底坐落于

江西永新的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校迎来了一群身穿军装

的少年，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作者向我

们讲述了异彩纷呈、妙趣横生的军事校园训练生活，也呈

现了战场上弹火横飞、英勇泣血的战争场景。该书作为一

部描写红军学校的儿童作品，为艺术百花园贡献了一朵弥

足珍贵、浓墨重彩的儿童文学之花。

对和平年代的孩子来说，战争年代的往事无疑是遥远而

陌生的，但时间的久远反而会产生新奇之感，正如诗人邵燕

祥所说：“现实感与历史感的浑然结合，就是当代性。”好的儿

童文学作品，应该能让小读者身临其境，与书中的人物同呼

吸共命运，和他们一起经历喜怒哀乐，体验失败和成功。

《少年火种》具有很强的战争氛围和引人入胜的故事

情节，除此之外，也非常注重环境场景的描写和营造，将人

物和细节刻画得非常细腻、逼真，同时，也有着流畅生动的

语言风格。试想，我们在阅读这些文采飞扬的文字的时候，

是什么让我们心情也能随之跳跃？“血红雪白，小战士的鲜

血把山坡上洁白的雪都染红了，很是醒目，像是一面红色

的旗帜……”想必读到这句话的小读者们，都会为之震撼。

再说《少年火种》对人物的刻画。因弹药奇缺，少年红

军学员在首次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的过程中，每位队员都发

了5发子弹。由于压力过大，表现有些失常，成绩惨不忍

睹，竟然没有一个人的成绩达到要求，这个时候，政治队的

少年红军伍角星勇敢地站了出来：“举枪准备射出第三颗

子弹的时候，他眼睛的余光一下子扫到了环形靶的靶

杆……屏住呼吸，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把枪口对准了靶

杆，扣动扳机，一声枪声响过之后，他面前的靶杆瞬间被打

断了”。这样的描写便有了画面感，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夕阳拖着余晖不情愿隐退的时候，第一天的训练总

算结束了。政治队的新学员们，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子，

哼哼唧唧、表情痛苦、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寝室。”红军分校

主要就是为了一线作战部队培训连、排等级别的基层军

事和政治干部的，通过学习，让学员们尽快补充到一线作

战部队，时间急迫，刻不容缓。也正因如此，教官们对这些

少年红军进行了异常严苛的军事训练，强度之大之难，超

出想象。

《少年火种》在张弛有度、循序渐进、有声有色的叙事

中，充分发挥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也通过情感与形象

的交融，加强了作品的审美感受力度，会是孩子们喜爱的

军事题材儿童小说。

童年是一计良方，幸福的人一辈子都被童年治愈，童

年时期那些充满爱、勇气、友谊和想象力的瞬间，会让每个

人心生温暖、更生希望。《江南药镇》是阿基米花以故乡浙

江省金华市磐安县为原型创作的童话故事作品，讲述了随

曾祖父回中国探亲的新加坡女孩庞安安来到江南药镇，与

好伙伴们一起探索大自然、了解中药文化、探索江南药镇

的奇趣童年故事。全书传统文化与时代气息的交相辉映，

在浓浓药香中，徐徐拉开一幅色彩斑斓的中药文化长卷，

字里行间洋溢着细腻的温暖和治愈感，更是治疗儿童自然

缺失、滋养童年成长的精神良药，为他们以后奔向诗和远

方的成年之路培根铸元。

《江南药镇》里有鲜活的语言、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引人

入胜的故事情节。书中详细描述了庞安安等一群“小屁

孩”在猢狲岭、八阵塘、猫埠头、蝙蝠洞、大烟囱等地的神奇

经历，识别长在山野里的中药、探寻龙门八阵图捉鱼法的

玄机、观察中药材的种植和加工、触摸蝙蝠洞和大烟囱里

隐藏的历史。作者将书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和时

代面貌，甚至哲学思考等元素，进行了形象生动的艺术表

达，有趣、丰富而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作品隐含着作者童年记忆的回归和对当下儿童的想

象与期待，作者借助于象征与隐喻，表达自己的生活经历

与内心反省，细节中藏着纯净美好的情感，将中药文化、生

态建设等话题的巧妙融入，更含有让孩子眼中有爱、心中

有光的冀望。

每个作家都从故乡而来，又迈向远方，不管走得多远，

他们身上的故乡情怀、童年情结都深深地融在他们的血脉

里。随着逐梦异乡的日子渐长，注满乡愁、乡恋的瓶子被

打翻，重返天真烂漫、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无疑能

够治愈乡愁。《江南药镇》是一段拥抱故乡、童年的旅程，他

将凝聚故乡山水文化的地名隐藏到庞深、庞泽、庞峰、庞山

等人物名字里，把童年记忆深处里的白术、元胡、贝母等中

药材写进童话故事，将影响自己童年和成年生活的太极、

道情、甲骨文等传统文化载体融入童年书写。

作者用记录两代人探索见闻的《小屁孩秘籍》串联起

童年记忆里的故乡和如今的家乡巨变。他的写作从生活

的表象出发，融合了传统文化的意蕴和时代生活的元素，

使孩子在自然味道、文化基因中找到父辈出处，追溯到中

华民族的生命之源，也让童年成为自己向着理想生活前行

的动力和现代快节奏的心理缓释剂。重返童年，也是书中

回故乡探亲的90岁老人庞深的梦想，他回乡的目的是送

一包藏在深井里的金创药粉，这一包童年时代未能如约送

给解放军的药粉，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当药粉捐赠给革

命历史纪念馆，他童年的遗憾得以弥补，缘始童年的乡愁

得到治愈。

《江南药镇》书写的童年，带给成人和孩子的感动成长

是双向的。在成人的细心呵护、精心培育下，孩子可以长

成为治愈人心、温暖世界的良药，也能让成年人重新认识

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实现第二次成长。

阿基米花阿基米花《《江南药镇江南药镇》》：：

童年是一味治愈人心的良药童年是一味治愈人心的良药
□□李李 钊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