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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和尚》
蔡皋编绘 小博集出品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民 间 故 事
《三个和尚》告诫
我们要克服人的
惰性，勇于承担
责任，团结合作
才是好的处世之
道。蔡皋用开阔
大 气 的 水 墨 意
境、简洁而神韵
生 动 的 人 物 塑
造，让我们看到
三个孩子在经历
困 难 之 后 能 够
明白和醒悟；也
让 我 们 看 到 了
劳动者的智慧，
欣 赏 山 林 之 美
和 生 活 之 美 。
这是一本富有教
育意义和生活哲
思的传统文化绘
本，有助于提高
孩子的感知力和
艺术审美力。

《天涯芳草》
刘华杰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这是一本用
脚 步 走 出 来 的
书，作者常往返
数百公里，只为
寻访花草。不仅
分享植物的特征
与辨识方法，娓
娓道来植物背后
的人文与历史，
而且在潜移默化
中传递博物学观
念与思维，展露
对现代科学危机
的隐忧与反思。
本书以行云流水
般的散文笔触，
为孩子们提供一
个优秀的植物观
察写作范本，能
够帮助孩子们远
离“ 自 然 缺 失
症”，鼓励每个人
与自然对话。

《魔法师和纸孩子》
蓝钥匙 著 赵燕 绘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本书是“绿
野仙踪”式的团
队探险类型长篇
童话，有着丰富
的空间层次感，
除了故事本身，
还有着故事中的
故事。主人公们
进入了《无字书》
及魔法师阿妙的
梦境里，给读者
带来了奇妙有趣
的阅读体验。综合
材料拼贴艺术和
大 拉 页 互 动 剪
纸，让“纸孩子”
这一形象立体起
来。丰富的冒险
情节、多层空间
的写作手法，也
会让小读者的阅
读写作能力得到
提升。

《这就是爵士》
于家傲 文 小杜子 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国内首部以
图画、文字、音乐
三位一体为小朋
友们普及爵士乐
的科普趣味绘本。
爵士乐离我们很
远吗？爵士乐到底
是什么？它是一种

“惊喜”的感觉吗？
是那些稍纵即逝
的“瞬间”吗？绘本
讲述了主人公音
乐家奥利佛在不
断探索中最终明
白了“什么是爵士
乐”的故事，除了
音乐，他还收获了
友谊和爱的真谛。
绘本立足于历史、
文化和音乐多种
维度，以丰富的色
彩、视角和构图，
为小朋友们展示
爵士乐的魅力。

■新书快递

阳光书房

■评 论

《关山何处》，王璐琪著，浙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2023年10月

城市少年展凌为了完成社会实践
课程，结识了一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
人。这位独居老人是个“怪”老头，独来
独往，几乎与世隔绝，是个不肯搬离老
小区的“钉子户”，他性格乖戾、不近人
情、独断专行、心胸狭窄……

小说的开头充满悬念，关于“青老
头”这一人物的身份，自始至终都云山
雾罩，令人好奇，想要一探究竟。从这
个角度来说，本书甚至具备了侦探小说
的悬疑元素，将我们无数次地带回抗美
援朝战争的现场。作者王璐琪运用了
电影叙事中的“闪回”技巧，让读者一次
次亲临硝烟弥漫、鲜血淋漓的战争现
场，也让主人公一次次重回那个印刻在
他脑中的挥之不去的历史瞬间。

小说中的一些闪回画面让人不忍
去看、去读，却是战场上的寻常事情。
这样的闪回镜头将主人公一次次拉回
不愿再去触碰的现实，逼迫他一次次直
面、一次次受伤。比亲历战争更可怕的
是亲历者的回忆。战友给了他最后一
颗手榴弹，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之中。这
事情让“青老头”耿耿于怀，余生不得
安宁。他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战友，
自己的命是战友的死换来的。这种自
责、负疚的念头使得他患上了创伤后
应激障碍，许多退役的老兵都有这种
心理疾病。他经常会把眼前的饭盒看
成步枪，把吃饭的桌子看成敌人的一
架架坦克，把排队打饭的工友们看成
背挎机枪的美国兵……战争的残酷、
无情，以及给人带来的永久性的悲痛、
创伤，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帧帧有如老电影般的画面，触目惊心地痛击
“青老头”的内心，也无时无刻不指向着他对于自我的
错位认知。在他的内心深处，关于战友和自己谁是

“青玉安”谁是“冯惠云”的认知，是交错的、迷失的，
是盘根错节的、纠缠不清的。这也是小说中最为悬疑
且迷雾重重的情节点，令人揪心，也发人深省。

小说是通过少年展凌来一步一步解开这个谜团
的。展凌帮着“青老头”做家务，到邮局汇款，日复一
日的相处，渐渐取得了怪老头的信任，使得他像冰窟
窿一样的屋子也渐渐有了温度。展凌从他的口音中
初步判断他不是本地人，帮忙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
了一条用黑线绣着“冯惠云，三十八军”字样的黄汗
巾。直到后来，菜场里的老街坊喊他“老冯头”。展凌
终于明白眼前的“青老头，青玉安”不是真正的“青玉
安”，而是他的战友“冯惠云”。也终于明白这么多
年，他的内心是多么煎熬、无助，而他走过的又是怎样
一条伤痕累累的自我救赎之路。

他将活着的自己与死去的战友呼唤身份，他是希
望战友活着，让“自己”死去。于是，从战场上活着回

来的冯惠云用尽余生为死去的战友青玉
安活下去。他将自己改名为“青玉安”，搬
到青玉安的老家去住下来，替青玉安尝了
尝心心念念的牛奶冰棍，替青玉安用微薄
的工资养大女儿（每个月匿名汇款）。他
甚至去学了顶缸，虽然顶得远不如青玉安
好，可是只有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
中的负疚感才能减轻一些，他深受重创的
心才得到了些许的治愈。

这种身份的交错、置换，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面，是他的自我麻醉，同时也是自
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
深刻感受到战争之于人的，是生理、心理
上双重的重创。战争的残酷在于它直面

生死，见血见命。青玉安、冯惠云，凭谁都是血肉之
躯，也都有七情六欲，也都有活下去的本能愿望。但
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的好男儿，他们上阵杀敌，毫不退
缩。战友之情胜过自己的性命，这是死去了的青玉安
以及顶着“青玉安”的名字替他活下去的冯惠云的共
同心声。

作者王璐琪善于将宏大叙事的战争题材往“小”
写，往人物的内心深处写，用悬疑的方式将情节层层
设陷、步步紧逼，用心理学家式的分析对人物心理进
行剖解、还原。从而在错综复杂的故事表象中幽微、
真实的人性才得以水落石出、清晰可见。“怪”老头并
不怪，他不与外人交往，是因为活在自己的战争往事
里，活在对战友的深深负疚与怀念中。这是一位真正
的革命英雄，他将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了那场早已远去
却永远不能被忘记的战争。

《关山何处》讴歌的便是这样一份在波澜壮阔的
战争岁月中的深沉、厚重的民族情感以及令和平年
代里的我们深深敬仰和感怀的高尚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作者系浙江省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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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王勇英以都市校园小说、
侦探故事和科幻作品步入文坛，引起了儿童文
学界的广泛关注。进入新世纪后，王勇英先后
在民俗风情、乡土童年和弱势儿童等题材领域
倾注笔力，且取得了醒目成绩。时至今日，王勇
英不仅以其多题材、全方位的儿童文学创作确
立了属于个人的文学标识，而且其所塑造的弄
泥、木瓦、你落、巴澎婆婆等人物形象还成为原
创儿童文学的重要形象。这其中，获得第三届

“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的儿童小说
《狼洞的外婆》就是一个优秀范例。

小说讲述了身世凄凉的小姑娘白果在外婆
关爱下走出心理封闭、健康成长的故事。作品
以丰沛的场景、细节塑造了一个仁爱、睿智、宽
厚、细腻、乐观、坚强的外婆形象。故事里，因为
父母离异，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小白果到
五六岁都还不会讲话。患抑郁症的母亲投河自
尽后，小白果跟随外婆居住在一个叫“狼洞”的
地方。在外婆家里，小白果怕生、胆怯、敏感、脆
弱。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她是发育不良的智障
儿，或自闭症儿童，唯有风烛残年的老外婆坚定
地认为小孙女很聪明，她只是比一般孩子说话
晚一些。新生活开始后，小白果先是从老风扇
的咕吱声中感受到快乐，接着又在与四只小喜
鹊朝夕相伴过程中体验着生命成长。最后，随
着四只小喜鹊一天天长大，小白果渐渐走出自
我封闭，开始敞开心扉，融入新生活……

整部作品题材丰润，情节动人，形象饱满，
语言传神，读来极富感染力。除此之外，其内在
的题旨蕴含也颇为丰赡、深邃，多层面展示了原
创儿童小说成长表达的清隽面相。

其一，小说写出了家庭和亲情之于儿童成
长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故事里，遇到外婆前，亲
情缺失和心理封闭让小白果陷入生命发展的迟
滞状态。她五六岁还不会讲话，胆怯、自卑、怕
光、怕人、喜欢独处，显露出自闭症儿童的行为
特征。是外婆的理解和关爱，滋育、融化了孩子
内心的恐惧，让她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开始接
纳身边的世界。外婆的宽厚、善良、仁爱、包容、
细腻、敏锐如同暗夜里的月光，也如同寒风里的
暖阳，是小白果走出阴霾、复现生命活力唯一可
以依靠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白果既不
幸，又幸运。不幸的是小小年纪家庭破碎，失去

父母关爱，命运极其黯淡，幸运的是她有一个那
么好的外婆。

其二，小说写出了伙伴与友情助力儿童成
长的强大力量。故事开头，小白果像小兔子一
样胆怯，像小鼹鼠一样自闭。她既没有自信，也
缺乏安全感。新环境里，她需要依靠与外在物
象的呼应寻求生命启蒙、自我确认。此时，包括
老风扇、小喜鹊在内的多个物象实际上成为她
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伙伴。小说里，小白果的
伙伴寻找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咕吱
叫的老电扇。老电扇咕吱叫，小白果也咕吱叫，
这就是情感寄托和心灵呼应。其次是四只小喜
鹊。陪伴和喂养小喜鹊的过程，对小白果而言，
既是成长启蒙和心灵复苏，也是自我发现与自
我救赎。在精心照料小喜鹊的过程中，点点滴
滴的快乐，一次一次的行动不仅让孩子逐渐获
得了生活认知和基本技能，由此累积起面对新
生活的信心、勇气，更为重要的是，与小喜鹊之间
连续不断的生命互动不知不觉间触动了小白果
幽闭的心弦，激活了她蛰伏着的生命灵性。而
这份来自生命伙伴的潜在牵引，对小女孩的精
神复苏至关重要。第三个阶段，则是小白果走出
自我封闭、获得伙伴友谊，全方位融入新生活的开
始。到这个时候，小喜鹊不仅仅是她成长的见
证，更是她与生活交融、和解的重要纽带。到此
时，“朋友越来越多”无疑预示着小白果已然回归
常态生命世界。

其三，小说写出了生活实践对于儿童生命
成长的重要意义。小说里，喂养四只小喜鹊对
小白果的情感疗愈、心灵慰藉显而易见。与成
人一样，孩子也是社会化的存在。他们的认知
发展、精神启蒙一方面得益于包括父母、伙伴、
老师在内的社会关系的滋育、推动，另一方面
则离不开儿童生活探索和生命实践的促发、牵
引。前者指向外在环境，后者指向儿童内心。
换句话说，儿童的身心发展，一方面源自环境
认可，另一方面来源于自我接纳。外在认可通
过儿童对新环境中人与物的熟悉、联结、交流、
互动而获得，而内在接纳则通过意识苏醒、认知
获得、情感认同、信心建立来培育。此时，在狼
洞的外婆家里，四只小鸟的到来，恰恰为小白果
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喂养、陪伴小鸟，以
及与小鸟之间的情感互动，对小白果而言，实际

上就是生命与生命的彼此成就，这是一种双向
成长。

题旨蕴含之外，《狼洞的外婆》在小说艺术
表达上也可圈可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隐喻
修辞的恰切运用。这让作品不仅表层故事生动
可读，而且深层内涵意蕴绵长。最典型的就是
贯穿全篇的“狼洞的外婆”强化表达。故事里，

“狼洞”是缺少理解、关爱和亲情氛围的“异态”
家庭的隐喻表达。这其实也预示着老外婆责任
之沉重，小白果成长之艰难。从这个层面上说，
小说塑造的这位了不起的“狼洞的外婆”，其意
义就在于她不只是身世黯淡的小白果的外婆，
更是故事里所有“狼洞”孩子们的外婆。更有甚
者，还是现实中那些需要成人理解、关爱、陪伴、
牵引的孩子们共同的外婆。这样的外婆形象既
是写实的，也是虚构的；既是现实的，更是理想
的。因为在这个光彩照人的“外婆”身上，寄寓
着作家对于理想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的热忱礼

赞、由衷褒扬。
除此之外，老风扇和小喜鹊也富有隐喻色

彩。前者代表了一种“非常态”的简陋、稳定的
生活现实，后者预示着“常态”奇异、生动的生
命未来。比如，喜鹊民间俗称“喜鸟”，四只小
喜鹊的出现和成长意味着小白果的命运转
机。这种“转机”暗含着成长之喜、生命惊喜。
而它们的适时出现，则标识了小白果生命成长
的重要节点。

还有比衬手法的灵活运用。小说在整体情
节架构上设定了多重比照。从而多层面、多维
度刻画并揭示出儿童生活的纵深性、丰富性。
这样的情节比照在故事里至少有五层：首先是
小白果来到狼洞外婆家前后黯淡、凄凉与亲和、
温暖的生活环境对比；其次是小白果遇到狼洞
外婆前后亲情缺失和关爱环绕的情感关系对
比；再次是四只小喜鹊生气勃勃的生命成长和
小白果渐次推进的心灵复苏之间的比衬；最后
是四只小喜鹊各个不同的生命情态和成长轨迹
的比照，以及小白果、小喜鹊间的情感互动与小
女孩、小男孩友情交往的比照……

综上，王勇英在《狼洞的外婆》中，以新异鲜
活的题材内容、真实机巧的情节架构、饱满生动
的人物形象和丰赡深厚的题旨表达，为新世纪
原创儿童文学童年书写提供了又一个优秀范
例。在笔者看来，这是一部真诚之作、巧思之
作、深厚之作、悲悯之作，其丰富内涵和优异质
地，不仅标示着王勇英儿童小说创作的新面貌、
新高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原创儿童
文学童年审美表达的新成果、新趋向。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狼洞的外婆》，王勇英著，接力出版社，
2023年12月

《超侠恐小龙 云城篇》是黑龙江
科学技术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少儿科
幻小说，全系列共十册，包括《云城
篇》《巨虫篇》《海怪篇》三辑，可谓天
上、陆地、海洋等场景皆囊括其中。
其中，已问世的《云城篇》分为《冲出
异能村》《飞行的纳米之城》《决战巨
型烧烤》三部。寻找食物是云城系列
的核心线索，小说开篇讲述了生活在
垃圾村的村民生活环境恶劣，生存
内容简化为寻找食物、栖息地以及
避免被杀被吃。恐小龙身为垃圾村
的“新生代”，被村长寄予厚望，希望
他有朝一日走出垃圾村。恐小龙与
天宇龙、孔星子勇闯垃圾山，揭开了
垃圾山背后的真相，也开启了新的
人生征程。故事以恐小龙在纳米之
城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云上之城、
云下之城的居民揭竿而起，揭开了
纳米之城背后的真相，反抗女王统
治的故事。小说营造了狂欢化的叙
事语境，彰显了游戏精神的本质，其
中的主人公恐小龙自学各种科技知
识和功夫，外表刚强倔强，内心温柔
善良，仿佛我们身边的顽皮可爱的男
孩，令人难忘。

首先，小说有着肆意飞扬的想象
力及情节创意，其思维基底又似一种
长不大的童年率真。作者奇特丰沛
的脑洞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尤为擅长
打斗场面的描写，从中可窥得武侠小
说的神髓，如作者运用系列动词、拟
声词描摹恐小龙和走鹃抢食物的争
斗场景，读之跃然纸上。走鹃最后的

“死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孟丹丹用
飞刀、箭、枪打不赢它，最后用镜子把
走鹃弄得神经错乱，原因是看到镜
中的自己，忍不住上前厮打“镜中之
我”，最终自取灭亡。在作者笔下，我
们看到香蕉、西瓜、苹果、鸭梨、香肠
到指甲刀都可以当武器，在激烈的
对决中，忽然笔锋一转，出现双方开
始剪指甲的一幕，颇有四两拨千斤的
轻逸。

其次，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超

侠的作品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典范
形象”，他的小说更像是周星驰的喜
剧电影，所有人几乎都处于戏谑的氛
围中，都可以是笑的主角，也可以是
被取笑的对象，甚至不惜嘲弄自己。
小丑型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喜剧性因
素，体现了狂欢形象的双重性，恐小
龙、孔星子等人身上鲜明地体现着狂
欢形象正反同体的本质特征。表面
上看，恐小龙是渴求母爱、勇武顽劣
的少年，他贪吃好斗，任侠仗义，在对
决过程中，经常虚晃一枪，出其不意，
不按套路出牌，这体现了从一切等
级、束缚、压抑下解脱出来的生命个
体突破界限、秩序，打破壁垒而实现
的理想生活状态，表现了建构自由平
等和谐世界的理想。

其三，从叙事策略角度来看，超
侠的作品体现了小话语和大话语杂
混的游戏性和反讽性。作者寻求各
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因素的融合，如各
类文体、各种语言的相互联系，口语、
俚语、行话、方言，以及反讽、夸张、讽
刺、幽默、调侃等各种手法有序穿插
在他的小说中。科学话语和戏谑拆
解的话语含而不露，妙趣横生，诙谐
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充满滑稽和喜
剧色彩。如孔星子古语、现代汉语、
英语夹杂混用等，通过飞扬的奇异想
象力，将日常口语、生活场景、宏大叙
述嫁接在一起，产生了叙述语言的夸
张和反差感。

《超侠恐小龙 云城篇》中幻想新
奇的内容和活泼奔放的风格与小读
者的思维模式是同构和同步的，在形
式上易于被孩子们接受。小说表达
的是无比鲜活执着、真诚正义的小人
物的所念所想、所感所思，营造了一
种“热闹叙事美学”。在狂欢的语言
世界里，轻松活泼的调侃随处可见，
小说张扬的游戏精神为儿童读者提
供了自我表达与释放的契机，为孩子
们撑起一片自由幻想的天空。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
究员）

热闹、狂欢与游戏精神
——评《超侠恐小龙 云城篇》

□姚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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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洞狼洞””里的童年该如何成长里的童年该如何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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