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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拨开乌云见晴日
——评王小忠儿童小说《重归多瓦村》

□王 玥

打开《重归多瓦村》之前，我预先提
出了一个问题：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能否
体现出与之前儿童文学创作不同的质
地？读完后，我得到了答案——这部小说
更理性、深沉，也更具力量感。《重归多瓦
村》不仅着力呈现藏汉家庭中新时代少
年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更是一部关
切儿童生活境遇、聚焦儿童心灵变动的
小说，充满了人文关怀。

小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流动所带来
的躁动之中。散丹拉毛的父亲龙布扎什
和唐家奶奶的儿子唐大晚去城里打拼，
散丹拉毛又回到城里，完代克的阿爸杨
天顺也要进城做生意。这种躁动像是背
景音，远远传来，环绕着完代克，撩动着
他的心。小说描述了牧区乡村中的现实
困境，例如物质条件仍有待改善，不一味
地表现爱与美，在对日常生活的写实中
回归儿童本位，对问题与困难的关注使
之更具叙事厚度、审美力度和精神力量。
在《重归多瓦村》的叙述时间中，完代克
的关键词是“承受”。小主人公没有想象
中自由、快乐，有许多心事，散丹拉毛的
到来让他向往去城里读书，但现实与理
想之间的差距很大。完代克的童年生活
有许多不如意，比如运动会上因为勺子
颠鸡蛋临时变成颠乒乓球而失利等。作
者在叙写完代克的敏感反应时多以景写
情，将小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与景色的描
绘相融，具有诗性，传递出淡淡的忧伤。

散丹拉毛是小说设置的一个参照式
的人物，她是山那边牧场的、转学过来寄
宿到唐家奶奶这里。她的到来给了完代
克极大的激励，一如完代克的阿妈周毛
草以包容与坚韧来弥合家庭里出现的细
小裂隙，将亲人们凝聚在一起。散丹拉毛
的离开是叙事的分水岭，后半部分故事
更集中于书写完代克的家庭关系，通过
观察和审视当代乡村家庭关系来思考农
牧地区交叉地带乡村的发展，矛盾更加
集中，关键词变为“冲突”。阿爸买了小货
车在城里收货，却因酒驾撞了别人家的
牛而拘留，需要赔偿，爷爷杨毅德为了赚
钱替全村人放羊，住在旧庄窠，表达了对
于阿妈是“山那边牧场”的媳妇身份的不
满，心存芥蒂。爷爷的执拗让父子关系变
得紧张，阿爸因爷爷不住在家里而饱受
村里人非议，误以为爷爷住在山里是阿
妈导致的，因此心生不满，酒后摔了阿妈
的佛像，镜框玻璃碎片导致了误伤。两辈
人的矛盾不断累积、乃至爆发，生活中充
满误解。

小说写出了少年所面对的感情的复

杂与生活的缠绕。完代克时常觉得阿妈
更宠爱弟弟杨洋，“不靠谱”的阿爸在运
动会开幕之前给他买了他心心念念的运
动鞋，发生事故从城里回来后经常喝酒，
不务正业，令完代克感到伤心。但他在大
年三十、在牧场时对于阿爸的想念也十
分真切动人。作者选取了完代克生活的
这一阶段，写他酸甜苦辣皆尝、五味俱全
的童年时光。他内心的愿望、渴求和现实
生活的走向背道而驰，于是产生了迷茫
与慌张，乌云萦绕在他的头顶，一地鸡毛
的琐碎和烦躁氤氲于小说中，激起读者
的怜悯之心。这是很多孩子生活的真实
写照，从小就要品尝一些苦楚。这些插曲
像是平淡日子里的刺，让孩子成长。作者
写令人心酸的现实、接二连三的挫折，将
芜杂的生活敞开，将完代克的心理活动
细腻呈现，令人产生共鸣。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空间设置。小说
中出现了城里、多瓦村和山那边的牧场
等空间，不同的空间带来了身份差异与
区隔，也意味着文化的交错与碰撞。几次
空间转换是以空间推进情节发展，表现
现实生活中的尴尬、无奈与隔阂。空间的
转换产生了距离，也带来了可以冷静与
疗愈的时间，牧场的生活让完代克格外
想念自己的“家”，进而将空间赋予了心
理意义，一如红土山，是完代克伤心迷茫
时的栖息地。在牧区的短暂生活，让他意
识到多瓦村才是他的家，对家乡有了更
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经历了坎坷后的三代人都获得了成
长。完代克以背牛粪、采蕨麻来为家里分
担，阿爸感到愧疚，决定改过自新。他们
之间在双向治愈，完代克实现了心灵的
蜕变，大人们也实现了二次成长。亲人
之间虽有磕磕绊绊，但心在一起。爱与
梦想依然存在，只是有些崎岖。寒风是
暂时的，暖意终将到来。整个故事的基
调哀而不伤，令读者感受到小主人公的
情感起伏。

小说最后以家人之间互相理解、重
归于好为结尾，“重归”在此既意味着空
间上的回归，更是内心世界的运动走向，
完代克迎来了“风平浪静”，获得了亲情
的复原与到城里读书的允诺。整部小说
以“童心”为线索，在描摹生活起伏中的
波澜后传递给人以温暖和希望，正如书
中写到的那样：“还好，所有的伤心与难
过，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长久郁结在内心
的死结，倒像是天边的乌云，一阵风后，
又会是晴空万里。”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一木秋《茉莉的耳朵》：

用文学的方式
寻找丢掉的那只耳朵

□何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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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刚开
始并不了解一位作者，而读过他/
她的作品之后，特别想与之结
识。因为读到特别美好的、具有
想象力的，能够提升自己的能量
的文学作品之后，会特别想认识
创造这部书的人。当我见到一木
秋的时候，感受到她和她的书的
气质是相得益彰，也是相互印证
的。她是一位非常富有想象力的
作家，把童话、科幻种种元素都运
用在儿童文学的写作当中。

读小说集《茉莉的耳朵》，我
特别喜欢其中的两个女孩子：茉
莉和小雨。第一个女孩子茉莉天
生缺少一只耳朵，听力微弱，需要
依靠唇语和手语交流，是身体有
残障的女孩子。她的内心深处一
直有一点点自卑，但是又特别想
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作者非常
灵秀、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种写
信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孩子和她
失去的东西之间的隐秘联系。在
不断地写信和回信的往返过程当
中，揭示出生活日常中种种情感
的互通的美好。第二个女孩子小
雨有着厚厚的“壳”，就像是戴着
面具的生活，她羞怯于表达自己、
述说自己。她不是哑巴，只是有
点自闭和自卑的女孩子，小女孩
的身体被“壳”包裹，自由伸展受
到了压抑。在这个挣扎的过程
中，有谁能去帮她呢？罗老师通
过引导她画画的方式，一直想教
会她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对美的
看法，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如果故事停留在这里结束，也是
非常美好的、比较完整的、字正腔
圆的作品。但小说并未止步于
此，还是有一些突破。作品中，小
雨基本上学会了自我表达后，又
有一个“黑麻麻的东西”加入进
来，小雨的自我就胆怯地缩回去
了。她把情感释放在绘画中，画
了天空和绿树，最后画出了穿白
衣的罗老师。罗老师看到了她的

画作，就知道了她想表达什么。
这个时候，罗老师在她的身上也
得到了一种治愈。这种治愈是双
向的，小雨脱掉了自闭的壳，实现
了精神的成长和自我的释放。

这两位女孩子的经历可以当
作成人童话来看，具有深刻的隐
喻意味。在《茉莉的耳朵》这一篇
中，失去的耳朵可以视为是我们
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在和那
个“东西”的联系、寻找、探索过程
当中，通过写作和文学的方式去
找回，通过与世界建立对话的关
系去找回。《小雨的“壳”》虽然写
的是孩子，也隐喻成人的一种心
理状态，比如说，每个人在工作、
学习、家庭等日常生活中，在和别
人的相处过程中，可能会有羞怯
情绪和表达障碍，或者存在沟通
不善的时候。但如果有一个契
机，有一个人能够点燃他、温暖
他，使他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和别
人接近沟通，他就有可能和他人
建立起来一种良性的交流关系，
而使自己的精神茁壮成长，在身
体包裹下的心灵变得更加丰满。
所以，小说集《茉莉的耳朵》不仅
是写给孩子的，也写给家长的，是
写给每个人的。

文学的传递也是如此，每个
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点燃别人，发
现别人的才华。这是儿童文学的
意义，也是文学的薪火相传。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茉莉的耳朵茉莉的耳朵》，》，一木秋著一木秋著，，科学科学
普及出版社普及出版社，，20232023年年1212月月

本报讯 6月1日，文学史料学研究论坛在太原师范学
院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多名专家学者
参会研讨，深入探讨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法，
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蓬勃
发展。

专家学者围绕“当代文学史料的几个问题”“中国儿童文
学的发生”“新文科方法论‘四重证据法’及创意空间”“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史料整理的关键理论问题”“当代儿童文学批
评研究”等多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
学研究路径，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作出拓展。陕西师范
大学文学院李继凯教授指出，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对儿童文学
学科建设阶段性的总结，他提出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重要
性和难题，强调“儿童万岁，文学神圣，史料珍贵”的观点。上
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从文学、史料学等角度出发对儿童
文学发轫期的郑振铎与《儿童世界》进行全方位研究，提出儿
童文学创作的根本在于儿童本位与艺术自觉等独到的观点。
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结合丰富的图片资料，重点阐释了
四重证据法的内涵，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拓宽了学术研究的
思路，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革新。天津理工
大学舒伟教授从工业革命的时代语境审视英国维多利亚时
期的思想论战，考察这一时期出现的童年叙事现象，为新时
代儿童文学批评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同期举行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中期检查会，王泉根教授
介绍了项目在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并重点展示了部分阶段性成果。随后各子课题负责人先后交
流汇报了研究进展与研究的成果，并就儿童文学的关键理论
问题、学术史意义以及不同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的史料整理等
进行探讨，评审专家对该项目的下一阶段研究工作提出了建
议。论坛的召开有利于深入发掘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资
源，探索史料学路径、方法与价值，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开辟
新的路径、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还将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
建设、历史研究、文化传承、国际交流、教育启蒙等诸多层面
产生深远影响。 （教鹤然）

本报讯 5月28日，由首都图书馆、北
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北京雍幽文化
有限公司承办，贵州出版集团北京蒲公英童
书馆、九儿过家家工作室策展的“黑土地·生
命与记忆”图画书作家九儿的视觉讲述在首
都图书馆开幕。

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刘思琪，国际儿童读
物联盟（IBBY）前任主席张明舟，接力出版社总
编辑、儿童文学作家白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陈晖，中国国家版本图书馆副馆长王志
庚，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唐玲等嘉宾受邀出席
活动，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颜小鹂担任主持。

九儿的创作以黑土地为起点，聚焦自然
和生命。自2012年起，她陆续出版了《妹妹
的大南瓜》《十二只小狗》《鄂温克的驼鹿》
《纽扣士兵》《故乡·遇见》《大象的旅程》《鄂

伦春的熊》等图画书作品，深受小朋友们的
喜爱。九儿是一位不断挑战自己的艺术家，
十年间，她的创作从童话风走向现实主义。
她说艺术必须源于生活，而她的生活，深深
根植在黑土地上。展厅里循环播放着一段九
儿拍摄于东北的影片记录她的创作日常，在
影片的最后，九儿说道：“我出生在黑土地
上，和庄稼一起疯长。黑土地奉献粮食，而我
讲述黑土地的故事。”

本次展览汇聚了她的绘画、雕塑、陶瓷
及出版物、手稿、衍生品等223件作品，共同
勾勒出了与黑土地相关的多彩画卷，聚焦

“耕地中的大熊猫”黑土地的文化与艺术，讲
述富有民族色彩的中国故事，描绘华夏大地
上人与土地的共生关系。据悉，展览将持续
至7月10日。 （何 晨）

“黑土地·生命与记忆”
九儿视觉讲述亮相首都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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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日，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
指导，安徽出版集团暨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主办，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的“儿童
文学时代论坛暨吴洲星长篇小说《幸福里》研
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24年1月正式
成立儿童文学分社（儿童文学出版中心），全面
整合并推进儿童文学重点项目的实施，以每年
择期举行“儿童文学时代论坛”为重要举措。青
年儿童文学作家吴洲星聚焦新时代城市更新
和基层综合治理成果主题，在2024年推出的长
篇小说新作《幸福里》，是该论坛重点研讨的首
部作品。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儿童文学作
家、诗人高洪波，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
出版人海飞、文学评论家马光复、徐德霞、陈晖、
刘琼、刘颋、纳杨、周长超、陈香、冯臻、杨雅莲等
十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该书作者吴洲星出席研
讨会，深入探讨《幸福里》的创作与出版价值。研
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纳杨主持。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董磊宣布“儿童文学时代论坛”正式启动，
表示安徽出版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当好文学与
出版、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竭诚推出更多
反映新时代精神气象的儿童文学佳作。与会嘉
宾认为，《幸福里》独具匠心地以一只猫的消失
和回归为线索，串连起五个孩子救助流浪猫、
关怀孤独老人、保护历史古迹、参与城市建设
的故事，多层次地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的儿童智慧与儿童力量，极具巧思地传达了现
代社会的发展应与传统相得益彰的文化思想。

安徽省委宣传部出版管理处（传媒监管
处）处长王圣东，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凌云，时代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
堃，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李玲玲、总编辑
欧阳春出席会议。吴洲星表示，《幸福里》不仅
是写一个关于爱与救赎的故事，也是想深情致
敬人性的光辉，致敬那些默默无闻却以微小之
力温暖世界的生命个体。 （教鹤然）

吴洲星长篇小说《幸福里》在京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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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集《茉莉的耳朵》中
的六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特殊儿
童，他们只是普通的孩子，而不是
身残志坚，最终获得远大前程的
典型，他们只是想像别的孩子一
样，健康快乐地生活。但这样简
单的愿望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容易
实现的。

起初，要写这样一个群体我是
有顾虑的，虽然社会逐渐提高了对
特殊群体的理解和包容，政府也不
断出台措施对他们进行帮助，但是
一些观念上的、根深蒂固的东西，
一种区分“我们”和“他们”的二元
对立的潜意识，还在不经意地产生
影响。即使我在作品里努力地用
善意、爱和理解冲破集体无意识的
桎梏，但我还是担心作品不被认
同，不被接受。

幸运的是，这些作品在《儿童
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少年文艺》

《少男少女》等期刊发表，有的还被
收录在中国作协的年选集，被选为
北京海淀区初中生的期末试题。当
我听到有人对作品予以肯定时，心
中很是感动，那块悬在心中许久的
石头终于落下来了。我的初衷、我
的作品能被理解、被接受，是多么幸
福的一件事。这也让我意识到，我
给予特殊儿童的理解，对于他们而
言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希望孩子
们能够通过《茉莉的耳朵》学会理
解和包容，平等地对待一切人和事物。

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也是我不断成长、
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我与主人公一起，
也不断在黑暗中寻找光亮，在美丑善恶中探
寻生命的本真。以前，我在残联工作，长时
间与特殊群体交往，我以为我理解他们，直
到我以文字的方式深入他们的内心，一起走
过他们的路，我才真正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
人生的不完美。

写《小雨的“壳”》的时候，那让小雨喘
不过气来的“壳”，也压得我身心疲倦，彻夜
失眠；当她终于摘下了“对不起”的果子，跟

奶奶说出“对不起”的时候，我的眼
眶也湿润了。这是灵魂的自愈，也
是文学的探索，我想以文学的方
式，跟孩子们分享这段人生的心
得，希望当孩子们经历人生低谷
的时候，或是不被认同、不被理解
的时候，这些文字能够成为他们
心中的光，给予他们支持和力量。
在特殊孩子群体身上，有一种本
真的东西，那就是爱和善意，它具
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是黑暗中的
人看到的光，更是世界的诗意。

除了创作意义的追求，我也
试图突破自己，不断探寻更好的
方法，让作品的儿童性、文学性和
思想性有更好的呈现。《“昨天”不

见了》是创作难度比较高的作品，难就难在
真与假、虚与实在文章中不停变幻，而“真”
不是指现实层面上的真实，而是主人公眼
中的“真”，但在作品里，这恰恰表现为现实
层面的假，这种假却更贴近文学的真实。所
以，为了使得真假虚实符合逻辑，我尝试让想
象与现实共同生长，不断拓宽现实与想象的
边界，实现现实生活的厚重与儿童文学的轻
盈之间的平衡。

在《茉莉的耳朵》里，我努力把世界的
诗意收集起来，让翻开它的每一位孩子都
看到爱和善意，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意义。《《茉莉的耳朵茉莉的耳朵》》插图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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