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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王苗《国色天香》：

三个年代的三个小女孩三个年代的三个小女孩，，
为你讲述百年京剧史话为你讲述百年京剧史话

□海 飞

“未来系少儿科幻丛书”
近日出版

读到青年作家王苗的长篇儿童小说新作《国色天香》，我
不禁欣喜于她的成长。近些年，王苗一直在现实主义儿童文学
领域深耕奋进，她的作品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现实关怀，比
如《石上生花》《雪落北平》《冰球少年》等，既关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关注我们的民族魂和精气神儿，更关
注当下少年儿童的现实处境和心理状态。王苗文学功底扎实，
创作肯下苦功夫，时时关注时代发展，这是她的小说创作接地
气、有内涵的主要原因。长篇新作《国色天香》围绕国粹艺术京
剧进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

京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翘楚，在200多年间的发展
历程中，长演不衰，代代传承，而且正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
机，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色天香》
中，王苗设置了当下的北京、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20世纪
40年代的上海这三个不同的时空场域，围绕三个学习京剧的
小女孩展开三条故事线索，向小读者们集中展现了京剧美妙
绝伦的艺术魅力，讲述了100年间波澜壮阔的京剧史话，既回
望了京剧往昔的辉煌，也预见了它未来的发展。

《国色天香》之所以能在同类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首先
体现为它在主题把握方面呈现出的厚重质感。作品讲述了京
剧的“美”、京剧的“正”、京剧的“善”和京剧的“义”，彰显了京
剧的外在魅力和内在气质。京剧题材文学作品往往知识密度
大、文化分量重，但是如何既写出京剧题材厚重的质感，又能
让青少年轻松“悦读”，王苗找到了她的独特之路。历史悠久的
国粹京剧，如大象无形，包蕴万千，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
生旦净末丑，喜怒哀乐愁，这些要素在《国色天香》中统统涉
及。京剧从丰富驳杂的民间艺术到登上大雅之堂，再到享誉四
海、名扬全球，离不开它在发展历程中自觉的提升、拔高、传承
和创新。慕兮是个生活在当下的孩子，原本与京剧有着200多
年的距离，但是因为“京剧进校园”工程，她对京剧的兴趣被极
大地激发出来，从而爱上了京剧的“春色如许”，于潜移默化中
担起了一份传承与发扬京剧的责任。

《国色天香》塑造了一大批深明大义、有骨气、有操守的京
剧伶人形象。京剧之所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占据重
要位置，跟它拥有娱乐之外的社会教化、民众启迪作用有很大
关系。京剧唱的都是仁义礼智信的故事，讲的都是正直善良诚
信的道理，唱多了、听多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身体里便会流
着这种血液。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小说中，一代名旦云
鹤卿为了不给日本人唱戏，于盛年告别京剧舞台；严先生凭着
一腔热血，惨淡经营沪上剧校，坚守纯正的京剧艺术，不向低
俗之风低头；赵老师一辈子在戏校任教，从未体会过大红大紫
的滋味，兢兢业业培育了无数京剧人才；还有在困境中相互依
偎、互相支撑的戏校同窗情谊……这些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
精神内核在作品中被表现得酣畅淋漓，让人深受触动。

《国色天香》在创作手法上也极具创新、创意，能看出王苗

在这方面的自觉探索。当今北京女孩慕兮因为喜欢京剧，在少
儿京剧艺术团跟随赵老师深造。赵老师正在筹办一个京剧名
伶展览，慕兮无意间看到了两张老照片。受好奇心驱使，慕兮
一点点去探究这两张照片的秘密，发现照片上的两个女孩贞
儿、桐桐分别是近百年前北京、上海两所戏校的学生。随着慕
兮的一步步探索，三个时空的故事串联起来，百年京剧风云也
就此展开。王苗在串起历史与现实的写作手法上，采用了侦探
小说式的写法，将读者带入与主人公一同寻找线索、拼接碎
片、推理分析的迷局之中，让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完成这
个跨越百年的故事。在情节的层层推进中，读者也被慕兮引领
着，走进京剧的缤纷园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虽然构建了三个不同时空，但
王苗给每个时空都赋予了各自的“形状”和“声口”——北京有
北京的气息，北平有北平的味道，上海有上海的风情。小说对各
个时空人情世态的描写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从这种细节质感
中可以看出作者扎实深入的资料挖掘和严谨考究的写作态度。

在《国色天香》中，三个时空的故事既相对独立，有各自的
发展脉络，又相互交叉、彼此勾连，这样复杂的结构对写作者是
一个极大的挑战。作者在写作中必须处处布局，时时埋线，将千
头万绪了然于胸，才能做到抽丝剥茧，层层揭秘，让不同时空的

“故事模块”巧妙地拼接成一幅完整、多彩的画卷。王苗用她的
巧思完成了这个挑战，她笔下的故事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马
迹蛛丝，细入无间，对儿童小说的结构作出了一定的突破。

小说在三个时空间纵横捭阖，自由游弋，但是又紧扣“戏
眼”，毫不散漫。比如，一把《贵妃醉酒》中杨贵妃使用的扇子，
以及“太极阴阳图”“圆形方孔图”两个图形贯穿作品始终。它
们代代相传，几十年间一如既往，在传承流转中，京剧艺术得
以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作为一部儿童小说，《国色天香》坚守儿童本位和成长叙
事，借助京剧这种迷人的艺术形式，观照不同年代儿童的生存
处境、前途命运。作品中学戏的孩子都处在两个世界中，一个
是“戏里”的世界：迷离梦幻、五彩缤纷、耀眼多姿，充满掌声和
喝彩；一个是“戏外”的世界：脚踏实地，但又充满现实困境、磨
难和辛苦。戏里戏外两个世界的对照，让孩子们的生命体验更
加丰富鲜明，同时也让她们的人生走向与京剧紧紧纠缠、交融
在一起，戏里戏外破茧成蝶。贞儿憨厚淳朴，璞玉待琢，因为一
次演出失误而被“雪藏”，似乎永无出头之日。但是她不服输，
抓住一次“救场”的机会破茧重生，脱胎换骨；桐桐寄人篱下，
被庸俗市侩的表舅视为摇钱树。只有在戏台上，她才觉得冲破
了缚在身上的无数条绳索，变成一只自由自在、尽情高飞的鸟
儿。如果说贞儿和桐桐分别通过京剧收获了尊严和自由，那么
当今女孩慕兮跟京剧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她学习京剧无关生
存，而只关乎纯粹的热爱和不懈的探索。她喜欢在京剧浩大深
邃的世界里自在游弋，她的状态既是当今广大少年儿童对京

剧艺术的真实态度，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内心的映
照。我们在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觉承担起让它
薪火相传、永不熄灭的责任。

《国色天香》花大量篇幅对少女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描摹，
贞儿救场成功，从“跑宫女”的配角儿一下子成为了《贵妃醉
酒》里的杨贵妃，她的欣喜若狂、迷离梦幻和意识到这一切是
虚幻后的悲凉不舍，极具情感穿透力。桐桐的姆妈性格庸懦，
因为寄人篱下，有意无意地把桐桐推向表舅，桐桐对她是又爱
又怜、又气又恨，母女关系非常复杂。小说对慕兮的塑造也很
成功，她是个阳光自信的新时代少年儿童，正在为是否走专业
京剧道路而纠结时，妈妈却说“喜欢就学，不喜欢就不学”，在
她看似明快欢悦的生活中，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郁闷。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
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讲，《国色天香》这部作品是近年来
不可多得的一部京剧题材儿童小说佳作。

（作者系儿童文学评论家、出版人）

洪永争儿童小说《浮家》：

他写出了他写出了疍疍家儿童的梦想与美好家儿童的梦想与美好
□□马马 忠忠

■评 论

这一年四季十二月，
听我表表十月花名。
……
——京剧《卖水》

小时候我生活的北方小镇，如果有
人家操办婚丧等大事，常会请戏班子过
来。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孩子，每次都
跑去看。这种戏班子大都是“草台班
子”，戏台就在办事的人家门外，台上有
人唱戏，台下有人化妆。我不知道台上
在唱什么，就饶有兴致地看演员化妆。
女演员们的手好巧呀，对着镜子抹油彩、
缠头发、贴片子，不一会儿就把自己装扮
得满头珠翠。小伙伴们对戏不感兴趣，
纷纷离开了。我不想走，但胆子又极小，
不敢独自待在那里，只好依依不舍地离
开。

说起来，妈妈很喜欢看戏，有时会因
为要在电视上看完一场戏而坚持到很
晚。记得小时候，晚上我已经睡了一觉，
家里的电视还亮着，妈妈正看得专心致
志。长大后我才理解，那样宁静的夜晚
对于一个几乎被繁重的家务和吵闹的孩
子耗去所有时间的家庭主妇而言，是一
种多么难得的享受。

爸爸妈妈到北京生活后，我们便经
常带他们去看京剧。妈妈的喜欢和激动
毫不掩饰地写在脸上，爸爸虽然嘴上抱
怨不爱看老戏，更喜欢看《沙家浜》《红灯
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但因为精
通历史，那些老戏他依旧看得津津有味，还会炫耀地给妈妈
讲述老戏背后的历史知识。

北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各大剧院的京剧演出接
连不断，而且演出的都是当今响当当的“角儿”，票价还极其
亲民。看过其他演出形式后，会产生一种“还是京剧最实
惠”的感觉。戏是不知磨了多少遍的经典，演员的真本事个
顶个的好，每次还会遇到极其专业的老戏迷，他们对京剧的
痴迷和热情会深深地感染你。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下北京
学习京剧的孩子非常多，京剧还走进了各个小学的课堂，让
孩子们能更近距离地感受到京剧的美。这时，你会觉得京
剧一点儿都不“老”，而是鲜活的，有力量的，有温度的，在不
断生长的。

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京剧。有一段时间，每天上班路
上，我都会听京剧经典唱段，悠扬动听的旋律响起来，周围所
有的嘈杂和纷乱都消失了，整个人像是飞起来，飞到另一个
世界。京剧的世界太辽阔、太富饶、太丰盈，就像一片宝藏丰
富的矿区，从任何一个地方一锹挖下去，都能挖掘出异彩纷
呈的故事。但是，想写好一部关于京剧的儿童小说并不容
易，为此，我查阅了无数资料，采访了多名学京剧的小朋友，
但每每到了关键处，仍有力不能逮之感。但能用自己的双
手搭建一个“戏台”，让所有的“演员”在戏台上尽情表演，这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虽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晓，但
当我与“戏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同喜同乐时，便觉得自己不
是在唱一出独角戏。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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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争是一个有着浓厚故乡情结的
作家。粤西阳江和疍家（对福建、两广及
海南沿海水上渔民的统称）生活是他儿
童小说创作的底色与资源。但作家对家
乡的态度却是复杂的，他既肯定浑厚纯
朴、乡情浓郁的疍家生活之于诗意童年
的积极影响，也不回避相对单调的水上
世界可能会限制儿童成长的丰富性。

获“首届小十月文学奖”小说金奖、
入选“小十月文库”的儿童文学作品《浮
家》，是洪永争对漠阳江疍家人生活的真
情记录。作品通过父子三代人不同的日
常，思考城市化的现代性进程给乡土生
活带来的变迁。小说中作家从杨水甜的
生活出发，立足少年视角，表现一家三代
当下面临的选择:阿公希望坚守在船上
继续疍家人以打鱼为生的祖业，阿爸厌
倦了漂泊决心上岸谋求发展，带一家人
去过更好的生活，可他又见不得阿公伤
心失望。最为难的是杨水甜，作为孙女、
女儿和姐姐，她既渴望自己能像好朋友
杨水娇和二姨那样早早上岸有一个稳定
的家，又深陷纠结之中——理解、支持和
关心阿爸，怜悯保守固执的阿公，时刻想
着该如何去化解这对父子的矛盾。三代
人的内心冲突，让原本香脆的炒米饼多
少也染上了一些苦涩味。

千百年来，疍家人在漫长的生产生
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上文化。但是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疍家人
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狭窄。阅读小说
《浮家》，我们首先需要找准时空坐标。
根据故事叙述背景判断，小说聚焦的时
间应该为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主人公杨
水甜，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一种新旧生
活的割裂，阿公的失落感、阿爸和杨水甜
对新生活的向往，在民俗和亲情的背景
下展开，丰富了这一儿童小说的乡土文
化内涵。夹在阿公和阿爸之间的杨水

甜，始终没能找寻到劝慰阿公上岸生活
的办法。作家的这一写法颇为巧妙，写
出了城市化进程给乡土生活带来的巨大
冲击，但也探索了这一大势所趋的时代
浪潮可能给疍家人带来的光亮。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在面对水与岸
的选择时并非简单以二元对立的态度作
出价值取舍。当洪永争在《浮家》中大胆
探索两种不同文化生活冲突的表现形态
时，他也陷入了两难境地。阿爸通过努
力终于在镇上买了房子，可阿公会上岸
吗？如果有一天阿公不在了，阿弟会独
立成人吗？作者在小说结尾没有给出答
案，却给读者提供了思考的方向：“月亮
下，那只疍家艇像一片叶子在漂荡着，那
片叶子正驮着两个亲人的梦。这两个梦
已经习惯了风雨飘摇，习惯了浮家泛宅，
哪怕是洋楼别墅，哪怕是高楼大厦，也不
能把它安稳下来……”守望乡土世界，并
不意味着回避当下真实存在的困境，虽
然作家对故土和童年有深厚的爱意，但
不能无视粤西大地人们的生活变化去编
缀童梦。在作家的乡土书写中，暗含着
一份真诚的反思。

与此同时，《浮家》也是一部充满人
文关怀的作品。每个孩子都有获得幸
福、享受快乐童年的权利。疍家孩子生
活在船上，物质相对匮乏，他们羡慕岸上
同龄人的生活。小说中的杨水甜应邀参
加同学杨水娇生日会，看到她家的两层
半洋楼式房子和陈设，禁不住浮想联翩：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那该是一种怎样美
妙的感觉？”当她第一次独享一瓶汽水，
第一次吃到甜甜的、口感细腻的蛋糕，第
一次躺在平稳、舒适的大木床上，她的兴
奋和满足感更是难以言表，阿弟对猪肠
碌的迷恋亦是如此。同样是面对现实、
反映现实、再现生活的真实，洪永争的艺
术处理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审美效果，
这与他处理苦难艺术的方法密切相关。

在组织情节叙事、人物安排时，洪永争没
有铺展水岸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没
有做历史长卷式的宏观展示，相反别具慧
眼地截取了易于生发艺术内涵的典型事
件，在特定时空场景下呈现疍民儿童的生
存实景。由于作家颇具匠心的处理，使得
小说中这一“生存性事件”最终超越了苦
难，进而散发出明亮、温暖的人性美和人
情美的光芒。《浮家》给人印象最深的艺术
特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独特的写作视角，即疍家文化与
人物塑造的天然融合。故事发生在漠阳
江，双捷镇隶属今天阳江市江城区，是地
理位置上真实的地名。在小说中，作家不
仅表现疍家文化，而且将疍家人的生活起
居、劳作方式、衣食住行、心理活动及民风

民俗等特点自然融入人物描写和故事情
节之中，使读者在人物成长过程中感受
到浓浓的疍家风情，对疍家文化有真切
体验。作家撷取漠阳江边特有的景物作
为描写对象，且多以抒情的慢镜头展现，
给小说提供了一个辨识度很高的地理环
境。

二是独特的人物形象，即疍家女孩
杨水甜。作为小说的灵魂人物，杨水甜
是这个四口之家中唯一的女性。尽管年
纪尚小，但懂事、聪明、勤快，是阿爸贴心
的“小棉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由于洪涝，杨水甜和阿弟杨水强到二姨
家借宿，一向嘴馋的阿弟因偷吃表弟的
零食，而被表弟一口一个“疍家仔”骂，杨
水甜听到气得当即拉起阿弟，冒雨离开
了二姨家。她倔强、敏感且有强烈的自
尊心，但同时又温和、善良、善解人意，千
方百计调和阿公与阿爸的关系，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少女形象。

三是独特的语言风格，即疍家话的
语言表达方式。虽然这篇小说是用普通
话写成的，可是里面的称谓、饮食名字、
方言词汇、民谚俗语、咸水歌都具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小说中很多比喻的喻体都
是疍家人最熟悉的日常景物，如开篇“阿
爸呼噜打得很响，仿佛是这疍家船上的
马达声”，这样的比喻时时提醒着我们正
在阅读着的是疍家人的生活。此外，小
说中很多人名都与水有关，如水甜、水
娇、水芳、水强。从小说中我们还能了解
到，疍家人喜欢喝粥水、吃猪肠碌，做饭
常用的炊具叫锑煲，常见的交易场所叫
圩等等。

总体来说，《浮家》从儿童成长的角
度，考察了水岸生活的复杂世相，思考了
传统乡土和现代文明可能在儿童成长中
具有的价值，丰富了洪永争儿童小说书写
的内涵。

（作者系广东文学评论家）

《浮家》，洪永争著，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4月

近日，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新书“未来系少儿科幻丛书”（全6册）出版。
该书是为青少年打造的国内原创科幻小说集，遴选了中国当代优秀的科幻
小说作家及作品，旨在帮助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培养其对科学的兴趣和探
索精神。

丛书收录六位作家的短篇科幻小说集，包括王晋康的《生命之歌》、凌晨的
《拥抱时间》、赵华的《外星宝石》、彭柳蓉的《永恒之夏》、哈琳的《异星建设者》、
王洁的《蒸汽夜莺》。该丛书由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作序，科幻作
家刘慈欣、《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儿童文学评论家崔昕平、儿童文学研究
学者钱淑英联袂推荐。

丛书所选作品包含热门科幻话题和科幻元素，如人类未来困境、蒸汽朋
克、虚拟现实、外星文明、时空穿梭等，将科学知识与想象力融为一体，兼具文
学性、知识性与可读性，能够引领孩子迈入科幻科普作品阅读的大门。

（教鹤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