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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葛竞《宇宙的梦想》：

孩子是离梦最近的人
□徐德霞

吴梦川《大树的女儿》：

开拓奋斗的女性成长之路
□李利芳

《茶乡少年》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在世人目光再次聚焦月球、我国嫦娥六号登陆月
球背面抓取月壤的那几天时间，我读到了青年儿童文
学作家葛竞的新作《宇宙的梦想》，不禁眼前一亮，为之
一振。她将一个常见的题材写得如此生动鲜活、童趣
盎然，读来轻松熨帖、有声有色，又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是一部反映我国航天事业的儿童文学作品。遇
到这样的题材，每位作家都不得不考虑两个问题：一是
怎么把航天伟大成就以及航天人的事迹和精神写出
来，二是怎么让孩子们看得懂，喜欢看。我想葛竞也不
例外。对于航天这样的主题写作，写给儿童看和写儿童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角度，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创作理
念。我们常见此类题材大多是写给儿童看，为此作家们
不吝心力化繁为简，葛竞的这部作品写得轻巧好看，具
有儿童的趣味性，是航天题材主题创作的有效尝试。

伟大的航天事业承载着人类自古以来的登天之
梦，因其高而难、远而险而充满了神话色彩。随着科学
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足迹已经到了月球，目光在无垠
太空扫描搜寻。这是人类之梦，文明在不断追梦中生
长，而孩子则是离梦最近的人。高大上的主题应该从
儿童生活的建构中来，写孩子就是写航天，写航天也是
写孩子。因此，作者选取了追梦人的后代——北京航
天城航天子弟小学里一群小学生，慧眼独具地书写他
们的追梦故事。

当作者选定故事的发生地之时，就注定了这部作
品的主旨和风格。她一直贴着孩子写，不管是从小就
想成为航天员的小主人公肖宇宙，还是聪明顽皮的安
知道，或是胖胖的马墩实，他们的现实和理想都离不开
航天。这就不只是站在一旁，从孩子视角看航天，而是
此身就在航天中。航天既是父母各自忙碌追求的事业，
也是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是这块特殊土壤里的

“苗儿”，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泡”大，孩子与航天二
者是贴合在一起的，这里就是他们成长的根。作者撷取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富有童真童趣的儿童生活与航
天事业巧妙融合，把孩子的梦想与宇宙紧密相连，既写
出航天精神的深刻内涵，又葆有童心童稚的可爱。

作品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故事，真实记录了我国
航天发展史，热情讴歌了伟大的航天精神，塑造了一系
列既伟大又普通的航天人形象。其实，这些“硬料干货”
如地上花朵、月夜繁星，恰到好处地分布在丰富的儿童
生活故事中。我以为，作者成功地把活泼、柔软、温暖的
情愫灌注进一个高洁硬朗的主题中，从而焕发出一种
独特的令人陶醉的艺术之光，在现实主义书写中融入
了浪漫主义情怀，刚柔交济，举重若轻。以孩子纯真的
眼睛看航天，让火箭、月球车带着童心一起飞升，点燃
孩子的宏大志向，让艰辛的航天事业镀上了一层玫瑰
色的柔光，整个作品散发出令人忘我、向上飞腾的精神
感召力。比如，2013年12月2日我国第一次登月的故
事，是从“玉兔号登月车”模型说起的，没有肖宇宙与常
校长的忘年交，就没有这个故事。而肖宇宙从3岁到9
岁每年收到的生日礼物，恰恰都与航天有关，一排礼物
记录的是我国那几年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孩子的日
记虽然有点流水账的味道，但语言稚气中透着生动，真

实中不乏趣味。再比如，小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宇宙，取自
《淮南子》的诗句：“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
宇。”这样的话从一个孩子的嘴里说出来，就格外幽默
好玩。肖宇宙的爸爸是火箭工程师，妈妈操控月球车，
肖宇宙的梦想是长大了当航天员，肖宇宙深以妈妈为
豪，在和同班同学安知道的较量中，每每落后，他就搬
出妈妈，说：“我妈会开汽车，会开卡车，还会在月球上
开玉兔探月车。”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孩子的形象形神
毕现，同时带来阅读的快感。可以说作者谨守童真童
趣，让这部严肃的作品，有了随处可见的欢愉喜感。

作品中更有令人动情、令人感慨、令人唏嘘之
处。比如，肖爸爸去学校做了一场航天讲座，他讲的不
是成功，而是2020年7月23日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败
坠入大海的事件，讲成功容易，讲失败难，而恰恰是这
一场讲座激发了孩子们强大的精神动力，从中获得了
一种可贵的内在生长力；安知道来到酒泉基地，探访妈
妈的童年足迹，一个为航天事业倾尽最后一滴心血的
女科学家形象令人感动落泪；孩子们参观烈士陵园等
场景的描写，真真切切，如在眼前。最真实最动人的现
实主义内容，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处理，童真童趣与航
天之光交相辉映，相互映衬，平实喜乐之中，时现璀璨
的精神之光、时代之光、强国之光。

这是一部久违的有质感的校园生活作品，作者从
多个角度塑造了多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当代校园生活作品一直是孩子们的最爱，这部作
品以航天子弟小学为题材，对于读者来说，发生在肖宇
宙、安知道、马墩实三位同学之中的故事，孩子与大人
之间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既普通又新奇，这样的故

事是深具吸引力的。文中有两个特别动人的故事：一
是肖宇宙与安知道的故事。这两个孩子从一入学就

“杠”上了。肖宇宙是一个心地纯净、单纯幼稚、好学上
进的男孩。他个子不高，学习一般，但他热爱航天，志
向远大，在校长和父母的引导下，不断进步，健康成长，
是一个极可爱的且具典型意义的普通男孩形象。和同
龄孩子相比，安知道长得人高马大，聪明又顽皮，学习
成绩很好，是个处处“显得着”的角色。开始他处处挤
兑肖宇宙，肖宇宙面对安知道，既打不过，也说不过，同
时还比不过，搞得很不自在。两个孩子不断斗法，故事
一波三折，波澜起伏，甚是好看。这二人因爱航天起
腻，也因爱航天不断竞争，更因为热爱航天最终成为一
对好朋友。另一个故事是肖宇宙和常校长的故事，也
写得妙趣横生，不落俗套。校长自称和肖宇宙是好朋
友，一个低年级小学生和校长成了朋友，其中必有缘
由。单纯、善良、好学的肖宇宙是如何博得校长的喜
欢，校长又是怎样一个平凡而又了不起的人物，唯有读
过作品才能自得其乐。最后不得不说的是，此作字里
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温暖的情怀、赞赏的态度、喜爱的
目光、亲切的语言，年轻妈妈的慈爱之心溢于言表，赋
予作品强大的感染力。

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有其超常的独特之
处，特别是在阅读上，文学讲究的是感染与滋润，其教化
功能从来不是耳提面命式的说教。《宇宙的梦想》做到了
这一点，犹如春风化雨，读来养眼养心养精神，相信每一
个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愉悦和力量，能把主
题出版写得如此轻盈、轻松、轻快，实属难能可贵。

（作者系《儿童文学》原主编）

创作创作““恒星异客恒星异客””系列少儿科幻作品的缘起系列少儿科幻作品的缘起，，最初最初
的想法是想写一套送给女儿的书的想法是想写一套送给女儿的书，，讲述一场星际战争讲述一场星际战争
的故事的故事，，以及一个看似平凡却又血统独特的女孩在纷以及一个看似平凡却又血统独特的女孩在纷
飞战火中的经历和成长飞战火中的经历和成长。。

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体量庞大的
系列故事呢？少年儿童看得完、看得懂吗？一方面是
为了讲好“恒星异客”系列的终极主题，也就是“人类无
法直接通过意识交流”这一千古难题。

大家不妨想一想：人类文明为什么发展出了这么
丰富多彩的艺术？绘画、音乐、建筑，甚至一件衣服、一
个杯子、一道菜，都可以变成艺术产品。这或许是因为
我们无法直接通过意识交流，为了寻求更多与他人的
共鸣，就必须想尽办法通过艺术的形式传递自己的情
感和思考。再想一想：人类文明为什么如此依赖数
学？这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通过意识交流。不
论多么复杂的自然语言，也不足以让我们建立统一的
思维标准和沟通标准，所以不得不倚重数学这个抽象
且客观的符号语言系统。可是，数学也会有过于冰冷
的一面。从“人类无法直接通过意识交流”出发，衍生
出来的是有关人类文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许多议
题。我的创作的终极愿景，就是通过形态各异的外星
文明之间的碰撞，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些主题，进而反
思人类的分歧与沟通、斗争与发展。我希望每个读者，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在读过故事之后都能对人
类文明有更深刻的理解。那么，怎么能保证孩子们看
得完、看得懂呢？

第一是控制信息量。科幻作品的信息量普遍庞
杂，尤其是在涉及到科学概念的时候，很容易把孩子看
晕、看累。对此，“恒星异客”的做法是：既要扎实、严
谨，又要想象有趣，按照孩子的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
来循序渐进地交代信息。比如“量子力学”这个概念，
直接解释的话，孩子们或者听不懂，或者只能听懂一
点皮毛。因此，我在故事里先描写了很多次恒星人的
传送过程，把过程写得很有趣，每次都比之前的环节多
一点点细节和知识，等到小读者们充分地熟悉、接受，
才会正式地用“量子力学”这个词语把前面的内容串联
起来。

第二是把故事留在地球。和常见的星际题材作品
不同，“恒星异客”系列故事里有上百种外星人，但他们
都是陆续来到地球与主人公见面并发生关联的。一家
人都要在努力维持地球生活的前提下，再去应对星际
层面的矛盾冲突。主人公何尝不想去宇宙探险、去外
星旅行呢？但笼罩宇宙的战争阴霾，却让她不得不留
在地球上，优先保护人类家园的安危。因此，故事里处
处都是孩子们熟悉的场景，只是因为外星人的到来而让这些场景有了新变
化。这种充满校园元素的写法，是降低小读者阅读门槛的重要保障。

第三是相信孩子的聪慧。我认为，儿童读者之所以有些内容不易理解，
只是因为他们欠缺相应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或理解能力不
足。一个好的少儿科幻故事，要能够通过情节和文字补足孩子的生活经验。

“恒星异客”系列故事的主人公并非是天才少女，她也是在一年又一年的成长
中，才逐渐领悟到了关于人类和宇宙的各种奥秘。小读者只要跟随她的脚
步，借由她的视角，自然也就能明白故事背后的理念和精神。

任何形式的文学艺术创作，只要在创作时就明确地面向少年儿童，天然地
需要创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内心的表达，而要特
别重视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影响，以积极的教育导向为前提。因此，一部好的少儿
科幻作品，在追求文学性、艺术性的同时，也应该兼顾教育性。换言之，科幻教
育，不仅是少儿科幻作家理应具备的职业素养，更是我们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少儿科幻作家）

从2011年《完美的花朵》问世，陕西儿童文学
作家吴梦川就以“花朵”意象来诠释她对于青春
成长命题的深刻理解。在自然、艺术、理想、爱
情、童年记忆、成长的恐惧与蜕变等多重价值空
间的融通与转换中，吴梦川以“花朵”系列四部曲
创造出一种青春写作的东方美学样态，和以“花
朵”为精神骨骼的独特审美风格。在新作《大树
的女儿》中，作家对内倾型的写作路数有调整与
突破，生活视野由城市转至乡村，从对少年成长
的个体关怀转为整体意义上对女性独立命题的
思考。历史的纵深感、中国乡村的文明变迁、人
的现代化与人文之根的探寻、由内而外的写作向
度等共同赋予这部新作丰饶的文本意义与阐释
可能。

“花朵”是吴梦川对生之灿烂意义的基本捕
捉，她将此隐喻为青春的绽放与生命的美好。少
年人生与“花朵”之间存在一种可以彼此凝视、映
照与互释的关系。在《大树的女儿》中，“花朵”由
显在意象退隐于世界意义的底层，由少年个体生
命的观照延展为少女发展的社会命题，人物塑造
由花朵繁盛的表象意义深化为坚韧独立自强的
内在精神，与乡村振兴的富民之路相关联，由此，

“花朵”的意涵在新作中整体上被放大了。
《大树的女儿》开篇写道：“一个闷热的夏天

早晨，我的大姐马笑突然失联了。”马笑是一名17
岁的高中生。叙事者“我”是13岁的小学生马缨，
家中还有一个8岁的妹妹马尾，念小学一年级。
一代三姐妹覆盖了从童年到青少年不同阶段的
关键时期。这个家庭代表了一个世纪乡土女性
的成长史，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包括太奶奶、奶
奶、妈妈，以及“我”这一辈三人，一家六口清一色
女性，外加早年离家出走的姑姑马小春，一共讲
述了7名女性的故事。马小春在故事中虽然出现
不多，但一直作为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象征而存
在，也是马笑失联的根本动因。

以当下童年视角书写四代女性的成长经历，
纵深的历史故事在共时的横切面被一一铺展开
来，就像四代女性共处一个屋檐下的生命奇迹。
马蹄山半山腰的老屋与马蹄河边的大树既是四

代女性成长的守护者，也是见证物，作为故土与
家园的情感载体，它们以历史久远之“物”的价值
构建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灵魂支撑，也是吴梦川文
化所寻之根的对应物。老屋有100多岁，大树有
1800岁。作家将四代亲情与历史建筑、自然存在
紧紧融为一体，于潜移默化处引领儿童建造自己
的世界图式、情感链接与身份认同。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对撞在乡村女性的成
长史中体现得最为透彻与鲜明。女性命运演变
可以折射乡土文明变迁。在故事中，“逃离”或

“离去”是女性自我发展的根本前提，从太奶奶、
奶奶，到姑姑、大姐，她们毫无例外地由此走出了
自己的精彩，“我”与三妹也在找寻大姐的过程中
获得“在路上”的丰富经验和精神财富。“出走”被
当地村民视为是她们的“家族基因”，故事开篇从
马笑的失联讲起，就是叙事深层价值逻辑使然。
由失联引发的“大树”底下公共话语的嘈杂，隐喻
的就是那个密不透风的观念围墙、桎梏女性发展
的权力系统。一个世纪以来，四代女性以她们的
勤劳、坚韧、美善、自主、不屈的斗志披荆斩棘，传
承盐背子精神，“下得苦，吃得苦，敢闯，敢拼”，延
续家业。消失的女娃一个一个重新回到村庄，直
至建成新时代美丽芳香的玫瑰村庄。“花朵”意象
既承载历史感，又饱含极强的时代性。

“大树”是吴梦川新作中又一重要意象，与
“花朵”相映生辉，它是大地生命的显现与化身。
千百年来它在人们看不见的地底下默默扎根，就
像一个巨人栖居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三妹认
大树为爸爸，作家以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心理
活动真实再现大树的力量，彰显大树对于一个村
庄、一处人类居所的重要意义。如果说，“花朵”意
象投射于生命形态，那么，“大树”意象则指向存在
之根底。

吴梦川将诗意与想象融入更为朴实的日常民
间生活中，兼具历史感、人民性与现实情怀。由对
花朵与世界之美的惊叹，走向对人生价值的不断
追问与探寻，获取女性意识与开拓奋斗的无穷动
力，这是吴梦川为原创儿童文学带来的别样风景。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报讯 2024年6月5日上午，由甘肃省
委宣传部、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读者出版集
团、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办，读者出版社
与新蕾出版社承办的“茶香里的中国童年精
神——《茶乡少年》创作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举办。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儿童
文学委员会原主任束沛德，诗人、儿童文学作
家金波，以及邬书林、郭义强、马光复、徐德霞、
刘琼、李朝全、陈晖、王国平等专家学者，高美
兰、马永强、张纪欣、马玉秀、王先孟等出版方
代表出席会议。

《茶乡少年》是王一梅创作30周年之际推
出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太湖湿地为背景，

通过两个不同时代的茶乡少年的成长命运来
展现乡村生态保护和传统制茶工艺的传承与
创新。

束沛德认为，王一梅用诗情画意的笔触，
把少年儿童的小世界与中国千年茶文化的大
世界、大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弘扬了中国
精神与文化自信。金波谈到，《茶乡少年》是王
一梅多年积累展示出来的新成果。整本书散发
着茶的醇香，阅读的时候要带着品茶、炒茶、揉
茶一样的感觉去读，书中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
和对劳作之美的描写，让大家在宁静中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茶乡少年》
以茶为中心，在对茶和人的关系描述中构建了

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作家深厚的生活
功底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将社会经济生
活变迁中的人类美好追求写得深刻生动，很好
地把握了坚守传统和新技术制茶的平衡点，

王一梅表示，《茶乡少年》既是她30年写
作的总结，也是她30年写作之后一个新的开
始，更是她和妈妈的离别倾诉。她说：“《茶乡少
年》的写作对我是一次挑战，我常常脸上沾满
了泥土，手上还烫出了泡，去无人的小岛寻找
野茶树，去偏僻的山头寻找茶树王。”这次写作
对她来说是向农民学习的过程，她希望通过这
部作品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茶叶和中国农民的
故事。 （教鹤然）

本报讯 6月12日，由江西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西省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办，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承
办的“‘小白鹤’江西作家书系发布仪
式暨《芙蓉花开》新书研讨会”在景德
镇举行。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
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国编
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江西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
黎隆武，江西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叶青，以及吴卫东、郭
峰、汪维国、张宏涛、张莉、江子、彭学
军、李洪华、陈离、陈香、苏勇、雷雯等
十余位专家学者及《芙蓉花开》作者陈
蔚文参会研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
团有限公司社长刘凯军和总编辑闵蓉
等出版方代表也参与了本次活动。

《芙蓉花开》是作家陈蔚文创作的
首部少女成长小说，也是“小白鹤”江
西作家书系重点推出的首部儿童文学
作品，作家从赣地女孩的童年经验出
发，讲述了女孩姚姚热爱舞蹈、沉浸文

学的成长经历。作品关注到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面对的烦恼、压力和困惑，也
书写了由梦想、友情、亲情衍生而来的
美好——丽娃老师的指引、女孩姚姚
与马小夏的友情、阅读带来的成长等，
真实而细腻地呈现了一幅丰富绮丽的
少女心灵成长图景。

在《芙蓉花开》新书研讨环节，与
会专家学者们肯定了《芙蓉花开》在书
写新时代儿童成长主题方面的文学价
值与现实意义，认为作品是青少年成
长道路上的指路明灯，能让成长中的
孩子照见自己拔节的身影，也能从“共
舞”的同伴的友情中获得相依相携的
温暖和挑战自我的勇气。作者陈蔚文
表示，希望《芙蓉花开》能真切地反映
现实，理解成长的困境，尊重成长的烦
恼，也珍视成长的收获。她说：“在创
作本书时，我尝试以更生活化的表达
去发现看似平淡的童年中的一些不平
淡，去呈现成长遭遇的问题和需要的
勇气。希望女孩姚姚的故事，能让当
下的孩子收获共鸣，也为他们的成长
带来力量。” （冯祖耀）

“‘小白鹤’江西作家书系发布仪式
暨《芙蓉花开》新书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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