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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里密林奇遇》是由一场梦开启的一段
冒险之旅，是鲍尔吉·原野为小读者倾情奉献的
又一部儿童小说，也是他的第一部森林探险小
说。原野一直坚守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是与童
心相印，与童年牵手，以儿童思想为创作动力，
以儿童真实为创作标准。这种理念在这部小说
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乌兰牧骑的孩子》到《乌苏里密林奇
遇》，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原野在儿童文学创作上
的诸多变化。前者将自己的童年经验与民族文
化身份相结合，找寻乌兰牧骑时代孩子们独特
的童年成长经历，将草原文化与儿童的纯真结
合起来，使小读者们在领略草原风情的同时，体
验充满活力与温暖的少年成长之旅。而在《乌
苏里密林奇遇》中，原野首次将目光定格到原始
森林。在这片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的中俄边境
的密林中，他将现实与幻想有机融合起来，以充
满刺激、冒险、神秘感的“奇遇”，把儿童成长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描画出来，比如“好奇心”

“冒险精神”“无知无畏”“善良品质”等，丰富了
儿童成长小说的内涵，为小读者们打开了梦想
之窗，拓宽了成长之路。

梦开始的地方

几十年来一直深耕散文创作的原野近几年
沉浸于儿童小说创作，想来不仅与他个人的人
生经验有关，更是与他一直关注当下现实生活、
现代文化有关。他的小说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儿
童现实生活状态的一种深度思考与批判性表
达。在他的散文世界中，曾多次出现僵硬无感、
钢筋水泥的城市文明与柔软有情、草长莺飞的
草原文明的对立，这种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
精神也延伸到充满虚构与想象的小说世界中。
原野将自己对当下时代儿童成长问题的思考融
入了他所倡导的“做梦”与“奇遇”中，我们的孩
子需要奇遇、需要未知、需要不可能，我们的时
代需要爱做梦的孩子、有梦做的孩子、敢做梦的
孩子。以此为出发点，是真正的“以儿童为中
心”的创作。

《乌苏里密林奇遇》以“门德的梦”开篇，梦
中的门德有一艘桦树皮小船，在清澈的额尔古

纳河上漂流，这成为梦醒后门德一系列行为的
根源，引发了他和好朋友狗宝冒着生命危险游
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乌苏里密林，开启一场别开
生面的探险之旅。小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
的是数不尽的新奇与刺激，他们跟随门德和狗
宝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森林人，感受到自然万物
的神奇与美妙，也领略了森林生活的艰险与寂
寥。这里仁慈与凶险、秘密与险情并存。而作
为成人的大读者，倘若以成人世界的经验准则
来评判，会觉得这个故事属实“荒唐”。在看似
不合“成人常理”的情节中，可以让孩子们释放
天性，看到世界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

在书的底封上，原野写道：“我想写一个大
多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它在中俄边境的原始
森林。在那里，你猜不透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情……这里的人们是自然之子，他们身上没有
一丝一毫当代人的气息，质朴狂野是他们的本

色。”原野的这种有意为之，正是当代作家对多
元文化表达的一种努力，能把这种努力付之于
儿童文学创作，足见原野对儿童的一片赤诚之
心，就像他对草原的深情一样。

奇遇与成长

奇遇故事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一直充满吸引
力，原野的这次奇遇更是与众不同。在小说中，门
德和狗宝在密林中遇到了鄂伦春族少年那木卡以
及他的堂哥猎人乔乔、戴鹿角帽子的通灵者、拉茨
卡村猎人叶戈尔、俄籍华裔老爷爷徐白城、善良
诚实的骗子瓦洛佳、受苦受难的玛夏奶奶和腿脚
受伤的娜塔莎、宝石雕刻师瓦西里等，他们是祖
祖辈辈都生活在森林里的“森林人”。在与他们
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在白房子、黑房子、锥子房
里，他们体验了琐碎而真实的森林日常生活。

这种生活对森林人来说不足为奇，但对于第一
次踏入森林的孩子们来说却是新鲜而陌生的。

原野细致入微地描画了森林人的每一处生
活场景，如捕猎、求生、葬礼等，森林里各民族的
信仰、语言、生活方式、历史传说等也都在门德
和狗宝的探险中一点点呈现出来。原野要让孩
子们看到、听到、感受到、体验到一座神秘的森
林，但这仅仅是本书表达出的第一层意义。原
野更希望通过这次森林历险，让孩子们蓄积成
长的动力、能量、胆识与品质。成长的力量正蕴
藏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相处相融之道中，隐藏在
小说对森林生活的描画中。尽管这片密林中没
有公路、电视、手机，不通电，物质相对匮乏，随
时都有生命危险，还有疯子、骗子和酒鬼，但人
人都怀有一颗对自然万物的崇敬心和对自然世
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门德和狗宝每天都在观察、发现、了解自
然，每天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感悟，进而学会如
何在自然中生活，与万物和谐相处。他们的森林
奇遇就是不断建构这种崇敬感和探索精神的旅
程，是一场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旅程。在
探险过程中，二人不仅学会了野外生存的技能，
更领悟了森林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道理，最
重要的是学会了以善良之心诚恳待人。就像那
些白房子、黑房子、锥子房带给陌生人的无限暖
意一样。当门德和狗宝将自己挖到的宝藏换成
钱，分给拉茨卡村的村民们时，这两位小少年已
然参透了大地的奥秘。最终，他们将大地赠与的
宝藏还给了大地之子，表达了自己对大自然由
衷的崇敬，完成了真正的成长与蜕变。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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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
本关于植物的小
百科，还是一本实
用植物手册。在充
满意趣的绘图和
生动鲜活的文笔
指引下，培养孩子
们成为热爱观察
周围生活的“小小
奇 趣 事 件 收 藏
家”，帮助他们体
会到发现的乐趣
以及自然的美丽。
这本书能够引导
小读者发现更多
美好的微观生活，
可以把它随身携
带，除了阅读之
外，还可以记录、
画画、填色、剪纸，
就像探险家、科学
家一样，向身边人
讲述不一样的自
然世界。

《月迹》
贾平凹 文
王笑笑 图
未来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本书以绘本
的形式记录下三
个小孩在中秋夜
里 如 何 追 寻 月
亮、欣赏月亮，为
月亮的美所感动
的 故 事 ，选 取

“我”——一个七
八岁的小男孩作
为第一视角讲述
中秋夜里的所见
所闻。无论是听
奶奶讲故事，还
是盼月亮、寻月
亮、对月亮产生
无 限 遐 想 的 过
程，都透露出孩
子 对 月 亮 的 认
识、理解和喜爱。
让每位读到绘本
的小读者都能与
主角一起，切身
感受自然万物之
美，进而激发出
对万事万物的怜
惜之情，以及对
未来人生的无限
向往。

《儿童的文学与美学》
赵霞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本书以宏阔
的场域视野、切近
现场的批评话语
方式，对儿童文学
的典型作家作品、
童年与童年观、阅
读和创作等问题
进行深入探究与
阐发，勾勒当下中
国儿童文学的一
些面貌与特征，并
关注到西方儿童
文学理论对中国
儿童文学的借鉴
价值与影响。本书
力图为中国当代
儿童文学研究贡
献一份独具特色
的厚重成果，对于
促进新时代少儿
小说创作的发展
繁荣与美学进步，
有着重要的学术
价值。

《雄狮少女》
岑孝贤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本书以广东
岭南小镇为背景，
以我国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湾区传统民
俗项目——舞狮
文化为主题，讲述
了天资聪颖的女孩
高一一用刻苦努
力打破性别偏见
和传统观念，与一
众志同道合的少
年少女们组建舞
狮队，积极迎接挑
战，实现心灵蜕变
的故事。书中详细
梳理南狮文化的前
世今生、当前发展
和未来展望，让广
大青少年读者在阅
读的过程中，感受
中华传统民俗和
非遗文化的不竭
魅力，激发热爱、
传承的拳拳之心。

■新书快递

成长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性书写，其生成与发
展同社会文化中“少年”“成长”等观念的演变息
息相关。罗荣青的儿童小说《谷生的夏天》从个
体成长的角度重新思考全球化环境下“地方”和

“传统”的价值和意义。
指向“地方”和“传统”的成长，首先需要一个

稳固的“地方”归属。小说中，谷生与“地方”的情
感联结是从爷爷开始的。谷生爷爷是广东人，年
幼时跟随父亲逃难来到程坊村，是花婆放在茶亭
的凉茶救了他们父子一命。他通过实实在在的
行为来复刻“地方”对他的救助，每天都要给茶亭
倒凉茶，要把茶亭相救的恩情延续下去。他以编
织竹器为生，时时刻刻为他的顾客着想，尽量做
到结实、耐用、美观。他在器物上的用心揣摩，体
现了他对“地方”社群的每个人的关切。

除了家庭的精神承传，“地方”还需要实在的
物质空间。谷生居住的屋场是富有赣南客家特
色的围龙屋。“围龙屋的中心，是一座宗祠大厅，
大厅两侧加盖一排排的厢房，就是各家各户的住
房，一个个小巷道把邻居们的房子连接在一起，
七八户人家可以在里面相互串通”，中间的天井
和巷道成了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公共空间。家庭
和社群之间形成了一个张弛有度的生活网络：花
婆闲坐，陪谷生爷爷编竹器，谷生经常去程立元
家学习吹笛子，三生嫂跟大人们拉家常、说闲话
等等。谷生的父亲在一次大雨中为了救女孩杜
鹃去世；谷生摘李子差点掉进河里是表叔相救；
他第一次离家出走，想要进城打工，被程立元发
现，并被表叔带回家。和城市少年孤单的生活不

同，谷生的生活里有亲密无间的小伙伴，他经常
与同龄伙伴玉民一起到村外去摘蛤蟆藤，与杜鹃
结伴上学。“空间”让谷生建立了稳定的地方认
同，家庭的不完美虽然让谷生有所缺失，但却也
让他明白了爱的真谛和生活的内涵。谷生的父
亲早逝，母亲改嫁，他和爷爷相依为命，因此比同
龄人更加成熟。玉民嫌弃爸爸是个残疾，但在谷
生眼里，程立元有着真正的男子气概：“他的腿虽
然是残疾的，但他的衣着从不马虎，从来都干干
净净、齐齐整整，皮鞋擦得锃光瓦亮，见不到半点
儿灰尘，一张脸也收拾得光光亮亮，从来不会胡
子拉碴。”

小说中讲述的祖孙之爱令人动容，爷爷对谷
生没有说教，甚至两人之间也没有很多语言，只
有静默中互相试探，互相守望。谷生想要学习笛
子，以后长大了吃“笛子饭”。爷爷则希望他能在
家里搭把手帮忙，面对常常外出的谷生，爷爷没
有阻拦，他对谷生充满同情和理解，但又无能为
力。祖孙俩就是在这样的静默中达成谅解。当
小伙伴都劝他反抗“命运”的时候，谷生却赌气似
地去钻研编织技艺。这“赌气”包含着谷生对爷
爷的爱，他帮爷爷做事的时候发现小小的篾匠藏
着大学问，想要编好一个竹器，需要耐心、投入，
每道工序都要非常认真。竹器可以做出神奇的
花样来，既能编织结婚六件套，也能做精致的小玩
意儿。爷爷编的簸箕大小一致、匀称好用，他编织
的竹篮打水不漏水，这里面处处都是学问。谷生
正是这样在一次次跟自我和同龄人的碰撞中，转
身在家庭的传统中寻找到了“自我”的合法性。

在叙事上，小说将地方建筑、自然环境和日
常生活有机融合在一起。炎热的农忙季节，万物
生机勃勃，孩子也在夏天里默默成长，乡间一片
寂静，只有逸出生活秩序的笛声在屋场飘扬。“笛
子”是谷生表达“自我”的途径，也是爷爷凝视和
观察谷生的桥梁。声音串联起其他感官，让语言
鲜活透亮，既生动又富有创造性，比如“那声音好
听得要命，脆脆的，像刚摘下来的嫩黄瓜，又亮，
像早晨的阳光。”在结构上，作品如同赣南围龙屋
一样，在讲述爷爷和谷生的故事之外，还讲述了
爷爷的故事、爷爷和爸爸的故事以及妈妈的故
事，主线和支线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
一曲赣南普通人家的悲喜之歌。

总的来说，罗荣青的儿童小说《谷生的夏天》
具有浓厚的地域气息，从地方和传统文化出发，重
新思考儿童成长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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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始 与自然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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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里密林奇遇》，鲍尔吉·原野著，浙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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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光（1929-2003）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史学者、科普作家、科幻作
家、儿童文学作家。1955年，他应《中国少年报》编辑邀约，创作了一篇
面向少年儿童的科学类小说作品《从地球到火星》，并与高士其的《时间
伯伯》《太阳的工作》一起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选编的《儿童文学选》。严
文井在选集序言中称他为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并以此为契机将他调
入作协工作，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新中国第
一个标明“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标签的作品。因此，他也被一些海外研究
者称作新中国“科幻之父”。1999年，郑文光70寿辰之际，《科幻世界》举
办的“中国科幻银河奖”给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科幻领域的
第一个终身成就奖。

郑文光的作品很多，我觉得最动人的、最美好的是1978年出版的
《飞向人马座》，这部少儿科幻小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宇宙探索的
热情，后来也入选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此外，我还想
谈谈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科幻小说《战神的后裔》。这部小说的基调
要比《飞向人马座》悲凉得多，但同时葆有一种深层的理想主义光辉。
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厘清中国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关
系问题，进而思考文艺工作者如何在经历时代冲击之后继续保持理想
信念和人文情怀。

严格来说，科幻文学并不是专门针对儿童来创作的一种文学体裁，
但因其奇幻的艺术形式而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之
间也因此存在着许多概念重合的地方。“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就设有

“科幻文学”类别，为推动少儿科幻的多样化发展，近年也开设了“少儿科幻星云奖”，充
分证明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接受对象的特殊性，
郑文光曾经主张从科幻文学中析离出“儿童文学”部分，而科学幻想小说与科学童话就
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类型。郑文光的区分依据主要是儿童文学的特定文体，他认为，幻
想小说和童话是儿童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因而加上“科学”之后也就具有了鲜明的
儿童文学特色。这种区分考虑到了儿童读者及儿童文学文体的特殊性，有一定的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科幻创作长期被看作是儿童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的一部分，和其
他的文学有一定的区别。1978年之后，社会上各种新思想、新观念都在发展，有对过去
偏误观念的反省和批判，也有对“四个现代化”的展望，主流文学界也出现了伤痕文学
和反思文学。在这种氛围中，科幻作家也在求新求变，希望科幻能突破儿童文学和科
普文艺的框架，在批判现实、塑造人物方面作出贡献。当科幻作家试着让科幻走出科
普和儿童文学的界限，进入主流文学、通俗文学的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定争议。
20世纪80年代，这种争论逐渐进入白热化，对科幻作家和科幻作品出现了较为严厉的
指责和措辞。关于这段往事，吴岩主编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和叶永烈的《是是
非非“灰姑娘”》有较为详尽的记录。由此可以想象得到，本来干劲十足的科幻作家内
心多么苦恼和彷徨。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郑文光创作了长篇小说《战神的后裔》，本来
要在《科幻海洋》作为头条发表，但后来杂志停刊，在编辑跟他讨论修改事宜的过程中，
郑文光突发脑溢血去世，这部小说就成了他的最后一部科幻作品。

和原来的短篇相比，《战神的后裔》的一大突破就是在人物塑造上向主流文学看
齐，希望能写出有性格深度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复杂感情。除了改造火星这条主线，
人物间的情感发展构成了另一条主线。这在此前的中国科幻中是很少见的。在儿童
文学和科普文学范畴下的许多科幻小说，人物或是工具化的，或是类型化的，比如，天
真无知的少年负责提问，白头发的老科学家负责解答。而《战神的后裔》则用了一种比
较有时代特色的含蓄手法，塑造了一组火星开拓者的群像。人物的对话常有耐人寻味
的深意，但作家又不点破。故事中人物的内心感情，读者是不容易猜透的，采用了含
蓄、克制、隐忍的表达方式。

科幻文学有着超越时代局限的想象空间，但又是一种很容易“过时”的文类，不是
每一部声名赫赫的经典都能引起后世读者的兴趣。不过，在我看来，郑文光的文学世
界至今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晕，不仅在于他的书中那种纯朴的人际关系、温厚克制的
情感表达，还在于那种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以及虽遭挫折仍怀有理想信念的精神追求。

（作者系青年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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