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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起来的村庄》

马慧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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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作者
真实经历为创作
背景，从儿童视
角描绘了宁夏固
原市泾源县老虎
沟的村民走出大
山，搬迁到宁夏
吴忠市红寺堡弘
德村的图景，以
小切口书写西部
村庄在乡村振兴
中的动人故事，
展现了新时代美
丽乡村的变迁和
魅力。作者用质
朴、温暖的语言，
描 绘 出 自 然 之
美、人性之美、生
活之美，全书充
满乡野气息和泥
土芬芳，反映了
村民的真实生活
和孩子们的快乐
成长。

《续 窗边的小豆豆》

【日】黑柳彻子 著

【日】岩崎千弘 绘

史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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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黑
柳彻子根据童年
经历写成的《窗
边的小豆豆》被
许 多 小 朋 友 喜
欢。离开巴学园
后，小豆豆怎样
了？40多年来，有
无数读者好奇这
个问题，作者在
90 岁 时 下 定 决
心，提笔续写《窗
边的小豆豆》，讲
述小豆豆从巴学
园 毕 业 后 的 故
事。如果说前作是
讲“教育”，小林校
长“蹲下来”倾听
并托举孩子们，续
作就是在讲“成
长”，小豆豆是自
己踮起了脚，直
面更为复杂而真
实的世界。

《给妈妈的一百万封信》

木也 著

友雅 绘

接力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该作是写给
妈妈的一本爱的
告白书，全书由
24 封信组成，讲
述一个孩子从渴
望爱，到发现爱，
再到筑造爱的过
程。语言轻柔灵
动，有童话的幻想
与灵动，有散文诗
的意境和韵味，清
浅的细节里蕴含
着启迪读者的复
杂与深刻。本书由
首 个 获 得 纽 约
ADC“最佳出版物
设计奖”（金奖）的
中国设计师友雅
担任设计及插画
绘制，整本书是一
个大的信匣子，小
读者可以从信匣
子里一封封抽取
信件，增加了阅读
时的互动性。

《宇宙的梦想》

葛竞 著

晨光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小说以航天
工作者后代、小学
生肖宇宙与安知
道为主人公，从日
常家庭与学校生
活写起，讲述了北
京航天城和航天
城小学的故事。作
品以童真童趣展
现科技强国宏大
命题，将科学家精
神与儿童特有的
理想情怀、浪漫特
质深度融合，写出
了航天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也写
出了勇担时代大
任的祖国未来一
代的精神品格，让
少年儿童感受到
航天工作者的拼
搏、坚韧和可爱，
深刻理解令人敬
佩的航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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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刷的长篇新作《星光少年》是

一部向科学、向科学家致敬的书，也

是一部关于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作品。

王子珅一家是作品叙事的中心，

他的爷爷是一位老院士，为了中国雷

达研制贡献了一生。在中国雷达军

工起步的特殊岁月，为了保密，爷爷

经常一去开会就是数年，音信全无。

正是无数像爷爷这样的军工科学家

的无私奉献乃至牺牲，才有了从无到

有、不断超越的国防科工。他的爸爸

王海洋学生时代的理想是天文学，因

为爷爷常年不在家，为了帮助奶奶照

顾这个家，爸爸放弃了曾经的理想选

择了师范大学，成了一名教师。用爷

爷的话说，虽然为了家庭，爸爸未能

完成自己的天文梦，但他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培育了那么多未来的科学家，

意义比自己成为一个科学家贡献还

要大。

王子珅从小崇拜爷爷。爷爷带

有神秘的传奇科学经历令他着迷，爷

爷不畏困难，敢于攀登的科学精神令

他佩服，爷爷胸怀祖国，舍小家为大

家的行为让他感动。作为老科学家，

爷爷关键时只言片语的指点更是让

他茅塞顿开，爸爸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的精神也给了他成长的动力。在这

样的家庭氛围中，王子珅培养起了科

学的兴趣。他广泛阅读科学书籍，大

胆创新，勇于实践，善于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把自己的科学实验与祖国的

科技进步紧紧地连在一起，和同学林

薇薇一起完成了空间站模型的制

作。在林薇薇生病的情况下，以一己

之力参加“星光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总决赛，凭借出色的临场发挥和丰富

的专业知识征服了评委，一举夺得了

冠军。

在王子珅这个小学六年级的少

年身上，承担的东西并不少。他首先

面对的是深爱着的两个长辈之间的

关系竟然不那么和谐，爷爷是个英

雄，但他是孤独的，时时表露出对家

庭的愧疚；爸爸那么爱他，那么和蔼

可亲，那么敬业，可一见到爷爷立马

就变了脸。他们之间有什么故事？

有什么化解不了的矛盾？其实，爸爸

从理智上是了解爷爷的，但他忘不了

小时候的经历。爷爷常年不在家，爸

爸不但缺少父爱，还要承受因爷爷工

作的保密规定而带来的邻居和同学

无端的猜疑与歧视。没有父亲的家

庭是不完整的，爸爸无法忘怀奶奶一

个人艰难地操持家庭的艰辛。爷爷

回来了，奶奶却积劳成疾，离开了他

们，这成了爸爸永远的痛。随着情节

的展开，爷爷和爸爸化解了心结，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因此，这又是一部关于理解的小

说。将上一辈的矛盾与误解在孩子

面前呈现出来是有难度的。唯其有

难度，才能显示理解的重要，也才能

在孩子的视角里完成理解的过程。

理解是这部作品非常重要的一个主

题，是人与人建立信任的基础，是爱

的前提。理解是双方的、多方的，只

有理解才能让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

才能让彼此相互接纳，才能建立起宽

容和谐的关系，也才能成为朋友、家

人和合作者，才会有家庭、族群、集

体、社会、国家，乃至有人类，有世

界。在文化激荡的时代，青少年需要

进行理解教育。小说中的理解不仅

在于王子珅的家庭，还在小说中所有

的角色之间，在同学之间，在师生之

间，在亲子之间。

当然，这也是一部关于爱的作

品，有爷爷的家国之爱、奶奶的宽厚

之爱、妈妈的助人之爱、爸爸的亲子

之爱与老师之爱，还有学校与班级的

同学之爱、师生之爱以及围绕“微微

一笑馄饨店”的社会之爱……

作为一部以反映当下儿童现实

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家显示出了把控

题材的能力，将几条线索交织在一

起，以王子珅爷爷和爸爸之间的心

结、林薇薇的病、少年科技创意大赛、

运动会和阿丽馄饨店为故事节点结

构情节、展开叙述，并由此构成了孩

子们成长的家庭、学校与社会空间，

从而全方位地展示了当下少年儿童

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而科学、理解

与爱就是这画面中熠熠闪耀的星光。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刷刷《星光少年》：

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熠熠生辉？
□汪 政

作为在部队和出版社这一武一文两个大

熔炉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刘海栖写少年时代

的那些孩子，养鸽子的、骑自行车的、举杠铃

的、打乒乓球的、游泳的，在“山水沟街”那块充

满生机的地方，活灵活现的故事，富有朝气的

阳刚少年脱颖而出；他写部队生活，又给人另

一种血气方刚的感受，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铮

铮铁汉经历军旅熔炉历练、感悟得失悲喜后

的成长。

《三步上篮》作为刘海栖“体育三部曲”的

“扣篮”之作，仿如一个篮球手三步都走得“稳、

准、狠”，一出手，惊艳四座。佳作频出的他，这

次又奉献出了一部主题更为突出、艺术水准更

为精湛、思想立意更为成熟的新作。具体来说，

我认为《三步上篮》体现了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

的“三种精神”。

以运动竞技舞台折射鲜活有力
的时代精神

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它记录时代，为时

代留下底稿。创作于当下、书写特定年代

故事的作品，之所以依然具有映照当下的时

代意义，是因为它传达着普适性的精神价

值。时代再变，世界再变，人类文明之内、人

的精神情感之中，一些最根本、最恒久的东西

不会变。

篮球可以连接古今，可以通往世界，可以沟

通个体与集体，可以连接场下日常与场上分

秒。在球的跃动中，在竞技的拼搏中，寄托了

人渴望摆脱地心引力、渴望超越自我的能量，

而这种能量，正是人类向前进步的力量源泉。

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个性少年的摩擦与融

合，看到只有增进理解、实现团结才能创造出

的生动图景。这种命运的交织从某种层面上

是人性中所葆有的良善和互信的觉醒。这种

奋进和团结，以及其中所传达的人道主义精

神，一方面是对我们今天强调建设体育强国的

呼应，另一方面也是无论任何时代都需要的精

神要素。小说中还提到少年练球和部队比赛

的情节，无论是“从一—二—三到1—2—1”的

童趣式共鸣，还是看似讳莫如深实则心领神会

的打仗“十六字诀”，为书写军民融合主题提供

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走出小视野，胸怀大格局，去表现那些值得

永恒传承和铭记的元素，才能让过去的故事具

有穿越时空的永恒意义，这种永恒的意义铸就

了作品的经典品格，同时也将使它在当代依然

发挥重要价值。

彰显以纯善和自我超越为核心
的童年精神

儿童文学最了不起的表现力,不在于它对

当下儿童生活现实的及时记录,而在于它能够

透过童年生活变化的表象,去发现蕴藏在童年

身上的永恒的审美内涵与人文精神。所以，优

秀的儿童小说，除了真实表现广阔而丰富的生

活,展现特定时代中儿童的个性心理、理想愿望

和精神面貌等，更重要的是由此实现对童年精

神的深度探寻。

为什么有的作家写童年，写了一两部就容

易显出“疲态”，走进自我陶醉的创作窠臼？是

因为他们就“过去”说过去，就“故事”写故事，在

情节上用力过猛，陷入追逐稀缺题材的迷障。

刘海栖的童年仿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那些孩

子，看似在一个恒定的生活圈中亦步亦趋，却各

有各的光芒。能“看见”童年精神，才能看见童

年，才能让童年真正成为富矿。

如果说《有鸽子的夏天》《街上的马》等都有

重点刻画的单一主角，那么《三步上篮》则更侧

重于群像的表现。“草台班子”一样粗放的老街

少年篮球队，却个个生龙活虎，极富生气。其

中有呆头愣一样却淳朴善良的初大壮，身板不

占优势实则很有韧性的侯普通，有些虚荣、小

气，在面临诱惑、抉择和考验时犹疑甚至犯错

误的彭勤俭……每个孩子都或多或少有些“毛

病”，但正因为这些在大人眼光下的“毛病”，才

让他们显得那么真实，才对比出孩子眼中他们

的可爱。书里的大人，或多或少有着人情社会

的世俗痕迹，学校里有剑走偏锋的老师，部队

里有一身功夫之下尽是处世智慧的首长和队

员，到处看似一片嬉笑怒骂却活色生香。我们

应该从这样的创作中看出高明：众声喧哗，人

无完人，生活中都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文学来

源于生活，又何来那么多“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呢？发掘那一份独属于孩子的纯善、天真，自

我肯定、自我超越的天性，才是值得肯定的教

育观和童年观。

将文化自信内化为独特艺术风
格的文学创作精神

写作促进作家的自我发现：凡是为儿童写

作的作家，在写作的实践中，不但创作着全新的

作品，也在发现着全新的自我。凡读过海栖作

品的人，都为他简洁、准确，极富个人风格和文

学感染力的语言而感到惊艳，仿佛在让读者享

受“语言的狂欢”。

练好三步上篮，调整好步伐是关键，要做到

心中有数，找准时机，掌握力度。文学创作也是

一样。成熟的写作者不会摆出挟技居奇的姿

态，也不会把心思花在大量形容词、副词的文笔

堆砌上，而是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直抵核心。

不是炫技，而是高超文学技巧的朴素表达，是一

种大道至简的隐藏的文采。《三步上篮》中随手

可见精彩的白描：“篮球在他们头顶飞来飞去，

从这个人手里飞到那个人手里，又从那个人手

里飞到另一个人手里，就是不飞到他们手里。”

看似文字游戏的寥寥数语，没用一个形容词，却

将几个孩子初学篮球时的紧张、向往与尴尬表

现得淋漓尽致。

传统和创新始终是并存的。我曾评过他的

“扁镇的故事”，那是洋洋洒洒的关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彩想象，是我们现在说的典型的中国

故事。不管何种题材和体裁，因为有内化于心

的对传统的坚守，和贴着大地描摹民间真实琐

碎的文化自信，海栖找到了文学创作精神的核

心。他写短篇，练技术、练心性，艺术上的成功

永远属于勇敢而坚韧的探索者。

我很少见到像海栖这样创作精力旺盛，同

时还能不断锤炼自己的语言、情节、结构等创作

基本功，不断磨砺创作实力的作家。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海栖乒乓球打

得好，游泳游得好，现在也许已经不打篮球了，

但他通过《三步上篮》传达出来的那份对童年的

观照，依然能够触动我们内心的柔软。因为这

样的文学自觉，因为这样一份对于童年与儿童

的责任感，他一定能行得更稳，走得更远。在三

步上篮的跳投中，步步生辉，一投即中。

（作者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

徐彦利的《心灵探测师》由《魔

鬼之吻》《木头人》《心灵探测师》和

《我的四个机器人》四部中篇少儿

科幻小说结集而成。《心灵探测师》

写的是一个富家子弟和一个贫家

女，在外星人的协助下，以身体互

换展开的心灵故事；《魔鬼之吻》写

一个过敏症男孩吃“魔鬼之吻”以

后发生的故事；《木头人》畅想了医

学界冷冻症患者治疗的故事；《我

的四个机器人》讲述了一个男孩与

四个机器人共同生活与成长的故

事。这本书集文学性、趣味性、前瞻

性和批判性于一体，让人读完以后

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心灵探测师》以外星人入侵

为背景，以身体互换为手段展开心

灵故事，徐彦利抓住了富家公子白

浪和贫民少女李小仙的特点，描写

了大量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很真

实，它展现了人物之间复杂的感悟

纠葛和心理变化，无论是人物性

格、周围环境，还是人物的内心波

动，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魔鬼之吻》中，除了心理活动的

描写，在云帆到植物园这个场景

中，“云帆忘了是来看黑房子的，转

而踮着脚去抽芒草开了白花的穗

子”，黑白转换形成了较为强烈的

视觉和心理对比，让人在无形之中

紧张起来。

儿童文学以其趣味性为儿童所

喜欢，趣味性往往表现在具有引人入

胜的惊奇故事、生动活泼的人物性

格，以及行动上的创新性。在《心灵探

测师》中，让不同性别的人物身体互

换，本身就具有挑战性。两人家境

贫富差距极大，心境、性格、处事作

风等都有不同，更能勾起读者探秘

的欲望，让人很想知道结果是什么。

在《魔鬼之吻》中，云帆对与鸡蛋有

关的食物过敏，只能吃特制的食

物，正因为这样特别的设置，很快

将读者带进故事中。在偷吃了魔鬼

之吻以后，云帆不但变得聪明，而

且身体强壮，由之前的弱不禁风变

得强大起来。这样的故事设计，为

后面情节的反转埋下了伏笔。

科幻文学具有科学性、前沿

性、拓展性、幻想性等特质，这是建

立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想象力的

发挥与延展。因此，让读者在阅读

中接受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就成为

作家面临的严峻任务。在《木头人》

中，伊墨身患了“渐冻症”，在当时

的条件下没有办法医治，只好实行

人体冷冻技术，这是一种试验中的

医疗科学技术，是把人体或动物在

极低温的情况下冷藏保存，梦想未

来能通过先进的医疗科技，使冷冻

的人在解冻后复活并接受治疗。

《木头人》将这个话题摆到了读者

面前，主人公伊墨的种种行为以及

身边人的反应，让读者为他捏了一

把汗。《我的四个机器人》也同样有

较强的前瞻性，如今机器人行业发

展良好，许多人都很担心机器人在

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取代人类，看过

这篇小说以后，读者将对这个问题

有更深刻的思考。

（作者系安徽儿童文学作家、

评论家）

在趣味与幻想中
思考未来

——读徐彦利《心灵探测师》
□徐慧莉

刘海栖刘海栖《《三步上篮三步上篮》：》：

““篮篮””不住的童年力量不住的童年力量
□□海海 飞飞

《星光少年》，刷刷著，希望出

版社，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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