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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欣赏

《银顶针的夏天》插图，【美】伊丽莎白·恩赖特 绘，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阳光书房

《金唢呐》是宏猷的遗作，也是他最后一部

长篇小说。《金唢呐》的文稿摆在案台已经许久，

但我又迟迟不愿动笔，也许是害怕逗引出太多

美丽的回忆。真正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

曾有过迟疑，仿佛不去触碰，就不用与之告别。

这本书的封面印着一个摇头晃脑吹唢呐的小主

人公，总是吸引着我的注意，让我不由得想起，

热爱音乐的宏猷也曾这样摇头晃脑地吹着心爱

的口琴，我们轻轻打着拍子应和着。于是，我又

将这本书一页页翻开，一字字品味。

《金唢呐》讲的是向姓一家祖祖辈辈供养着

的“金唢呐”如何传承下去的故事，穿插了孙子

向大海的寻亲故事、父亲向大山热爱唢呐又放

弃唢呐的曲折经历，还有爷爷向土地与湖南人

称龙王爷的两位“唢呐王”的擂台比武……音乐

的节律、泥土的气息、少数民族的风情以及各色

人物的喜怒哀乐清晰饱满，如闻其声，如见其

人。宏猷写作向来严肃认真，为写这部作品，他

一定去了很多地方采风。我仿佛看到了宏猷如

何在田间地头采撷音乐和劳动的浪花，如何观

察、体验恩施地区丰富多彩的生活，又如何伏在

案头将这些体验与观察变为文字，落在纸上。

这是一部畅快欢腾的音乐小说。《金唢呐》

就像响器班子演奏的一场酣畅淋漓的民间音乐

会。书中还原了乡间热闹的宴席场面。高亢嘹

亮的唢呐和长号、锣鼓一起，奏响在乡间做寿、

满月、结婚、丧礼等的酒席上。客来了，有客调；

菜上了，有菜调；兴致高了，《小桃红》《年年寿》

各种单曲、套曲轮番上演，有的欢快热烈，有的

生动活泼，有的委婉柔和，有的悲哀凄凉，博得

满堂喝彩，让我们在闹哄哄的民间而非庙堂，感

受到独属于唢呐的魅力，聆听唢呐奏出生命的

“元气”。除了唢呐，我们还能从书中看到《回娘

家》《龙船调》《黄四姐》等民歌，看到传统与现代

音乐的结合——电吉他演奏《龙船调》，体会土

家族特有的音乐文化——哭嫁歌、薅草锣鼓、

“撒叶儿嗬”，以及诸多山歌。音乐让人们的精

神与情绪得以发扬和表达，比如女孩出嫁前唱

响哭嫁歌，老人去世后齐跳“撒叶儿嗬”，老人做

寿时吹响唢呐曲《年年寿》。在热闹中，一个个

新的生命、一段段新的人生开始又落幕，彰显着

朴拙洒脱、顺其自然、知足常乐的生命意识。

这是一部弘扬优秀传统的文化小说。《金唢

呐》全书贯穿着一个文化命题：唢呐吹奏艺术还

能传承下去吗？又应该怎么传承？唢呐是我国

民间乐器，自明代以来广泛流传。随着现代西

方乐器的引进，传统的民间乐器以及音乐文化

似乎在逐渐式微。正是带着这样的思索和担

忧，《金唢呐》一开篇就写到了唢呐与现代乐器

萨克斯的“对弈”，继而写到小主人公向大海被

吉他曲《妈妈的吻》感动，要学吉他而非唢呐的

情节。可是，唢呐等传统乐器生于民间长于民

间，它早已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们

在《金唢呐》中看到，萨克斯响起时，人们会驻足

欣赏，然而唢呐响起时，人们就情不自禁地转身

回头，拍手叫好，“笑着闹着跟着旋律唱了起

来”；向大海纵然会被吉他曲《妈妈的吻》打动，

也会下意识地拿起唢呐吹响。

在一定意义上，向大海吹响的唢呐不仅代

表着鄂西山区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土家族文化，

更指向了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以及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金唢呐》

还是一部借传统民间乐器探索传统文化之源的

有深度的文化小说。探索的“渠道”，就是从民

间丰富的音乐文化入手，从人们婚丧嫁娶、播种

收获等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着手，从大量亲土、

爱土、敬土的细节入手，发掘集体潜意识与传统

文化、传统文化与土地间的亲密关系，最终指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

这是一部讲述时代变迁的成长小说。《金

唢呐》聚焦向大海的精神成长经历，从土家族

村寨中几代人的生活变化，透视社会历史的大

变革。从向土地到向大山，再到向大海，从这

三代人的名字和人生轨迹上，即可看出少数民

族地区由闭塞到开放、由贫穷到小康的今昔变

化，看到整个大时代的文化变迁——由安土重

迁到下海冒险，由农耕文明到商业文明，从保

守走向开放。

但变迁绝不意味着断流，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化，以农耕文明为基，一直向前奔流着。于

是，我们看到，向大山离开大山后又回到了大

山，唱起了山歌，跳起了传统舞蹈；向大海则挥

去了西方乐器的影响，重视自己的内心，认认真

真跟爷爷学习吹唢呐。一曲《龙凤呈祥》响起，

向大海也真正成长了，他知道，此生将与唢呐为

伴，还将和唢呐一起登上更大的舞台。

曾听戏言，唢呐能从人来到世上，吹到人离

开世上。如今，这一部《金唢呐》，亦如一曲婉转

低回的挽歌，让我们对宏猷的思念，永远萦绕在

心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儿童文学

委员会原主任，儿童文学作家、诗人）

走到更美好的未来走到更美好的未来，，也不忘传统也不忘传统
——读散文集《滚太阳》

□□苏文静苏文静

莫问天心的儿童散文集《滚太阳》以儿童的视角

还原了作者在山东德州的童年，从儿时美味到乡村

美好，全面呈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方乡村的生

活风貌。这些丰富而鲜活的记忆是属于作者的，是属

于儿童的，也是属于你我的。《滚太阳》中书写的乡村

生动如昨，我们的童年也未曾远去。

作品中有着“童年情形”的力量。作者在《滚太

阳》中写下，自己的文学启蒙是奶奶蒲扇里生长的故

事，是大姑讲的民间传说……莫问天心的童年伴随着

长辈的讲述，也伴随着读书。小学二、三年级“连蒙带

猜”读鲁迅、《聊斋志异》等，既激发着孩童的创造力，

也让读书成为她钟爱的生活内容。

“我常常会在地里张望远方——太阳升起的地

方，那遥远的地平线。小小的脑瓜里对地平线那边充

满好奇，也常常疑惑怎样才能走到地平线那边去。”

童年时代的作者总想走到地平线那边，看看地平线

那边有什么。随着年岁渐长，她不停读书、不断写作，

终于看到了“地平线那边”的风景，却遗忘了“地平线

这边”的童年时光。童年“拔草”“浇地”的鲁西北，生

于斯、长于斯的大平原，流淌在莫问天心的文字里，

向读者敞开了广阔的世界。

作品是“儿童本位”的书写实践。优秀的儿童文

学作家曾经是听故事的孩子，又是为大家讲故事的

成人，他们承担着治愈心灵的责任。在《滚太阳》里尽

是童趣、童真，“回到童年”的莫问天心以一篇篇散文

还原自己儿时的生活，让孩子们跟随着她的笔触，进

入一个有些陌生的童年世界。作家书写自己的童年，

讲给一代代儿童，其表达应是儿童本位的，也是对孩

子的、童年的声音保持敏感的。在儿童的天性里，主

要是顽皮、好奇，是对自然的热爱、对未知世界的期

待。《滚太阳》的童年有对玩具的喜爱，也有对美食的

着迷，这些富有趣味的记忆能够穿越时光，激发今天

孩子的玩兴和味蕾。写童年的《滚太阳》，语言是平实

的，修辞是朴素的，作者也没有刻意“放低身段”，说

所谓的“孩子话”，而是以平等的视角，与孩子交流对

生活、对事物的体味。读着这些亲切而简洁的叙说，

儿童会联想起自己的生活细节，从中生发出自己的

理解。

作品体现了写作者回到童年的共情。“每个大人

都曾是个孩子，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小王子》曾

经这样说给世人听。莫问天心认为，“或许生命就是

个和解的过程，与父母和解，与自己和解”。对于每个

人而言，成长都是一个和解的过程，童年既是我们成

年后幸福的基础，也是时时给予我们养分的土壤。孩

子终将长大，童年终将远去。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

不见的，必须用心去体会、感受，而这颗心就是童心。

作品以文字歌颂养育自己的土地。好的儿童文

学是创造美、呈现美的，在叙述中建构审美和情感认

同。对乡土、家园的书写，能够跨越岁月、对抗时间，

让我们找到自己在文化中的位置。莫问天心在《滚太

阳》中，全景呈现了鲁西北的生活：在《麦子芬芳》里，

是麦收的“不浪漫”，“家家户户都在‘虎口夺粮’”，是

“靠天吃饭”的苦楚。“那一年麦季，雨下得时间特别

长，好多人家的麦子都发霉了”；在《棉花地里的风》

里，是传统农耕的辛劳，“一垄棉花摘下来，手背早已

被棉枝和棉桃角扎得一道道血痕，指甲周围也戗起

了小刺”；《停电啦》带我们回到停电是日常的年代，

“停电了也不准放学的，都自己拿着蜡烛、煤油灯

等”……《滚太阳》中的童年叙说是一种情景再现，以

个体的视角，从鲁西北乡村的过往出发，讲述这块土

地上的人民是怎样走到了今天。40多年间砥砺前行，

中国城乡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而对巨变中的“不

变”，作家的感触是敏锐的。走得再远，走到更美好的

未来，也不忘传统，这正是文化的力量，是读书与写

作的价值。

（作者系山东教育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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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宏猷《金唢呐》：

一场酣畅淋漓的民间音乐盛宴一场酣畅淋漓的民间音乐盛宴
□高洪波

郭姜燕的儿童长篇小说《明亮的日子》讲述的

是少女高如艾的成长史，单亲家庭的她因为小时候

被火烧伤，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与此同时，

她是自卑甚至有些自闭的。这样的女孩在班级和

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同学们远离她、嘲笑她，老

师们不喜欢她、不在意她。但郭姜燕并未把高如

艾的伤痕以及伤痕的来源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而

是把她置放在人群中一件又一件地剥开：奶奶卧病

在床、爷爷已然年迈、父亲终日饮酒、哥哥远在南

方、母亲不知所终，这就是高如艾面临的真实生活

处境，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孤独。爷爷忙着卖烧

饼，父亲与酒为伴对她不管不顾，教室里的她又是

被多数人遗忘的，如空气一般。幸运的是，如此艰

难、如此孤独的高如艾并未因此悲观、消沉，尽管她

依然自卑。一颗自卑的心并未让年轻、蓬勃的生命

停下前行的脚步，踏地之声反而愈发嘹亮壮阔。

在把少女的成长之路写得尽显曲折的同时，作

者不忘给高如艾设置一些并不耀眼的经历、并不隆

重的遭遇，让她释放真实的自我。这些特意的情节

设置与父亲的酗酒、脸上的疤痕以及家庭的破碎、亲

人的隔阂相比，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然而，小

事虽小并非不重要。朱老师让汪龙挑一个优等生作

为帮扶自己的对象，汪龙却出乎意料地选了成绩并

不靠前的高如艾。就这样，高如艾开启了平生第一

次帮扶同学之旅，“从她最有把握的那道题开始讲，

她磕磕巴巴地讲，觉得自己讲得很差，还出了一脖子

的汗。讲完之后，她问汪龙有没有听懂，准备再讲一

遍，争取讲得顺一点儿。”汪龙听懂了，“小老师”高如

艾同样有了信心，她不仅赢得了汪龙的友情，也通过

努力和付出证明了自己，进一步驱散了孤独的阴

影。在沈飞扬的鼓励下，高如艾破天荒地在班级元

旦联欢晚会上报了名。她走上了舞台，唱得好不好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了音乐的价值，收获了挑

战自我的勇气。“高如艾开始学会享受独处，享受一

个人沉浸在音乐中。美妙的旋律让她沉醉，美好的

歌词里涌动着无形的生命力，让她振奋。”这是少女

的韧劲，当周围无人给予笑脸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

最坚强的依靠。从中能看出来，作者非常珍惜自己

塑造的少女之美，不舍得让这种美在阴暗的角落里

蒙尘。

此外，小说中若干配角人物恰逢其时的出场，

也为故事增色不少。“吾小姐”给高如艾提供了一整

个墙壁的好书；新华书店的贲慧阿姨经常带着暖流

和笑意的眼神投向她，并乐意当她的“姑姑”；初奶

奶的关心，让她懂得了善良是可以不断循环的，行

善是没有终点的幸福之旅……

《明亮的日子》是一部冷暖交织的作品，郭姜燕

给了女孩高如艾一个真实的人世间，让高如艾身上

的真善美如同透过缝隙的光，一点点地射进来，照亮

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照亮某些转瞬即逝的时刻，照亮

他人原本不把她放在眼中的心。“艾”就是艾草，这是

一种自然生长的植物，荒地、路旁、河边、山坡均可见

其寻常身影。它比那些看顾得很好的花花草草来得

坚韧顽强、野性十足。经过风吹雨打的它，总会有垂

头丧气的时候，然而雨过天晴以后，还会慢慢地挺直

腰杆，直至绽放神采，像极了少女高如艾的成长过

程。郭姜燕为少女命名如此是有深意的，也是有爱

意的。任何人都无法选择出身，却可以选择未来。

故事的最后，高如艾用了哥哥传授的学习方法，

成绩有了很大进步。她因哥哥帮她和周涵一找出划

伤汽车的“凶手”而骄傲，她因曾祖父的英雄之举而

自豪，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这是饱含深意的回

归，原来平凡女孩并非一无所有，还有许多温馨美好

的另一面。这也是一份语重心长的提醒：当我们的

内心被阴霾遮蔽时，完全有可能遗漏近在身旁的阳

光。也许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换一种心情看周遭，换

一种方法解决困境，明亮的日子就在不远的前方。

明亮可以由外而内，更应该由内而外。“自己成为太

阳给别人温暖，自然会有喜欢温暖的人靠近你”，这

是高如艾成长过后的领悟。

《明亮的日子》是高如艾的成长记，也是她的希

望之书。如何从绝望、悲观中慢慢赢得一点进步

的空间、争得一点成长的可能，而后撑起走下去的

希望，高如艾的诸多做法无疑是值得借鉴的。更

重要的是，少女高如艾的形象具有普遍性，那颗敏

感、细腻、柔软的心不独她所有，许多同龄人都有；

那股不服输、不屈服的力量不独她所有，许多读者

也有。这意味着高如艾不是唯一的个体，而是许多

同龄人的缩影，相信很多小读者能从这部作品中有

所收获。

（作者系福建省惠安高级中学教师）

郭姜燕《明亮的日子》：

用心底的阳光照耀自己用心底的阳光照耀自己
□□张家鸿张家鸿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由香港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于2008年创办，幸获丰子恺

先生女儿丰一吟女士的支持与允许，以丰子恺先生之名命名。除了每两年举办一次颁

奖典礼嘉许出色的图画书创作者及鼓励出版社出版图画书外，又借论坛、讲座、展览、

亲子阅读等相关活动，促进公众重视原创图画书及其阅读。第八届的参评作品为2021

年1月至2022年12月初次出版的原创华文儿童图画书，共收到372件符合资格的参

选作品，其中来自中国内地244件、中国台湾93件、中国香港21件、马来西亚9件、新加

坡1件。

本届评审委员会由七位专业评审组成，成员包括：评委会主席及童书评论家柯倩

华女士、幼儿教育专家李坤珊女士、图画书画家黄丽女士、儿童文学评论家谈凤霞教

授、画家及阅读推广人姬炤华先生、书评编辑周月英女士及童书出版人董欣佳女士。

评审专业领域涵盖儿童图画书各面向，使评审委员能互补合作，让各种风格、题材和类

型的作品都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评价。

经过五天的审阅与讨论，《不一样的1》（作者吴亚男、绘者柳垄沙，信谊基金出版

社）荣获本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奖；《动物园的秘密》（作/绘者黄一文，远流出版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画家马一边》（作/绘者汤姆牛，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谁是魔法王？》（作/绘者张韵珊，香港绘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及《一颗莲子的生命

旅程》（作者陈莹婷、绘者花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入选佳作奖。

评审委员一致认为，“《不一样的1》充分证明图画书是一门化繁为简的艺术，以精

巧的文学语言和鲜活丰富的图像诠释，完美地表现出儿童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为充满

挑战的童年生活带来喜悦和安慰。”而4本佳作奖作品，在儿童性、文学内涵、图像艺术、

文图关系、创意、趣味等方面亦各有独特杰出的表现。本届参选图画书作品主题多元，

风格多样，展现华文原创图画书整体的进步，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贴近儿童的视角

与生活经验，表现动人的幽默趣味，显示了良好的图画书艺术素养。

据悉，第八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颁奖典礼定于2023年11月18日于中国上海

国际童书展上举行。 （教鹤然）

第八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评奖结果揭晓

我与宏猷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几十年前，我们相见，纵歌，畅快淋漓；几十年间，谈诗论文从未断绝，每每相遇，总要秉烛聊至深夜，

纵情欢笑。这样温情而热烈的岁月，就像暗夜里的烛火，照耀着丝丝沁凉的写字台，温暖着写字台前握着笔杆子的我。可是往后，这样的

烛火，不是少有，而是彻底没有了。痛哉，宏猷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与亲爱的家人、朋友以及为之写作的少年儿童永别了……

——题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