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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东西文化交汇处
——论旅德作家叶莹的小说

□计红芳

德国华裔艺术家杨起作品《新诗经》

2023年11月，旅德华文作家叶莹的《爱
捡树叶的女孩》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我真
替她高兴，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得此殊荣并不
容易，这是对她儿童文学创作能力的高度肯
定。早在约十年前我就特别看好她的文学创
作潜力，那时候的她刚出版第一本带有自传性
的长篇纪实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她对复杂
情感的捕捉与描写、对内心独白的细腻把握、
对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刻画以及对文字的准
确驾驭都令我印象深刻。

个子高挑，特别钟爱黄色系衣服的叶莹，
来自广东罗定。她并非中文系科班出身，当年
的她由于高考成绩名列前茅而进入北京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在上世纪
90年代这样的专业预示着会有一份好工作。
然而，骨子里有点叛逆再加上从小就有浪漫主
义情怀的她，捧了几年铁饭碗后于2001年远
赴德国开始了异乡之旅，生活精彩却又五味杂
陈。如今她已成长为德华文学界著名的作家，
笔名“小小叶子”——一个低调谦和却充满蓬
勃生机的笔名。“小小叶子”并不娇小，其作品
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且都是在中国大陆正规
的重要出版社出版，不得不令人佩服赞赏。
主要作品有小说《德国婆婆中国妈》《会刻猫
头鹰的男孩》《爱捡树叶的女孩》等，后两本儿
童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特别是儿童
的广大喜爱，都曾获得“上海好童书”等称号，
《爱捡树叶的女孩》获得2023年度的“冰心儿
童图书奖”。

叶莹从小就爱好文艺，父母书柜里的藏书
是她孤独敏感的青少年时期快乐的精神资源，
少女时代读到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更
是她此生与德国相连的命定之源。留学德国、
找到所爱、定居慕尼黑，甚至那优美温暖的写
作风格某种程度上也无形中受到了歌德的滋
养。经济管理专业背景的叶莹多才多艺，善良
真诚，温柔体贴，充满爱心，似乎她天生就应该
是个作家。除了写作，还擅长树叶贴画、钢笔
插画，甚至还会电脑制版，她的两本儿童小说
《会刻猫头鹰的男孩》《爱捡树叶的女孩》中的
钢笔插画都是她亲自绘制，后者书中的树叶贴
画、封面的电脑制版画等也是亲力亲为。叶莹
的诗歌与散文也写得相当不错，灵动、自然、秀
丽、剔透，她常常用不同体裁的文字和纤巧的
画笔把温暖与爱意传递给世间。

注重人物的心灵成长

叶莹小说的人物塑造并不在于人物性格
的复杂，而主要侧重于其心灵的成长。叶莹的
小说离不开她成长过程中的罗定、广州、北京、
德国等地的学习、生活以及各种情感体验和心
灵感悟，有些甚至带有个人的年少体验和成人
后跨国婚姻的酸甜苦辣以及培育一双儿女成
长的心得体会。某种程度上，《德国婆婆中国
妈》是“鑫”的心灵成长小说，而《会刻猫头鹰的
男孩》《爱捡树叶的女孩》则是“一鹤”“琳娜”

“麦欣”“桑叶”“春灵”等孩子们的心灵成长小
说。三部小说都带有“成长小说”的影子。《德
国婆婆中国妈》讲的是在中德两位母亲的引导
下，鑫十年间从出国留学、追求爱情的青涩女
孩逐渐成长为乐观通透的成熟女人。《会刻猫
头鹰的男孩》写了一鹤在克劳斯、琳娜等的引
导下勇敢面对未来新生活的成长旅程。《爱捡
树叶的女孩》则写了中德两国不同时期的留守
与半留守女孩麦欣、桑叶、春灵等在父母、师
长、朋友引导下的身心成长之旅。不管是孩子
还是大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需要外力的扶
持、他人的指引才能使个体的身心得到健康的
成长。

这三部小说叶莹的切入角度都很独特，在
两难处境中那种撕裂的疼痛之美在叶莹的笔
下被描写得具体可感。《德国婆婆中国妈》中的

鑫几乎被爱窒息，在中国妈妈疯狂自私的爱与
德国婆婆优雅宽容的爱之间来回撕扯。《会刻
猫头鹰的男孩》中的一鹤面对的是同样的困
境，在为了个人事业想在德国发展的父亲和无
法适应外国生活执意要回中国实现个人价值
的母亲之间矛盾纠结着，最后这个离异家庭的
男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爱捡树叶的女
孩》关注的是中国乡村两代留守儿童的心灵成
长。三部小说分别对夹在中德不同孝文化中
的女子、离异家庭的儿童、留守乡村的儿童给
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深切的理解，体现出叶莹作
为一个作家对社会责任感的高度自觉以及对
人类心灵成长的不懈探求。更可贵的是，叶莹
从这些情感撕裂的疼痛中善于发现美的、暖的
东西，正如她在《爱捡树叶的女孩》中所写的：

“爱的阳光洒在片片树叶上，只要你用心，就会
发现自然和生活中的美好。”

叶莹的小说跳出了只有孩子才应该不断
成长的窠臼，诉说了凡俗世间的女子在为女、
为妻、为媳、为母的不同身份的转变中心灵的
不断成长与心智的成熟，令很多读者心有同
感，特别是女性。

追求文化的交汇契合

身处中德两种不同文化之中的叶莹，总是
想办法积极正面地引导两者最大可能的契合
点，爱在东西文化交汇处，而不是营造难以融
合的冲突。

叶莹的小说不仅具有成长小说一般的叙
事元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她自身的留德背景
和中德跨国婚姻，拥有一双中德混血儿女，使
得叶莹的小说更多关注中西文化场域中如自
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家庭教育等各个层面
的不同，尤其是对中德儿童教育的独特关注。
为此，叶莹常常用优美温暖的语言来描绘中德
两国不同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学校生活、友
情亲情，即使是描述一些比较伤心的场景，也
尽量用比较感人的语言来处理。

当然，叶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中西文化的
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面对中西不同文化
差异，充满善意和悲悯心的她总是竭力把中国
最好的东西与德国最好的东西融合起来以达
到更好，犹如《爱捡树叶的女孩》中“德国巧克
力与广州米松糕”的完美融合，那就是美美与
共，美上加美了。在叶莹的几部小说中，充满
着对中国家乡风物的依恋，韭菜、香菜、葱蒜、
山水豆腐、绿色芥兰，它们不仅仅是为了满足
游子的中国胃，更是慰藉远隔千山万水的乡
愁。小说中传递出的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就
如人物对家乡风物的留恋般深刻缠绵。同
时，我们也能从叶莹的作品中见到德国美丽

的四季风光、和谐的家庭生活、不同的风土人
情、健全的养老制度，当然也有金融危机、难
民潮、总统下台等真实的社会场景，让读者在
作者精心建构的故事中体验中德两地文化的
交流与碰撞，从而更好地寻找两种文化最佳的
契合点。

捕捉语言的斑斓传神

可能和她的画画天赋有关，她擅长工笔细
描，其小说语言也优美细腻，很有画面感和色
彩感。

除了写作，叶莹还喜欢画画，对色彩的敏
感以及画面感的把握是她的强项，常常不由自
主地寓书画元素于文字运用中，儿童文学作家
朱奎盛赞：“她对颜色的运用，色彩斑斓，不乏
沉静亦不乏热烈。”在《会刻猫头鹰的男孩》中
作者描写桦树时这样写道：“老桦树树干上纵
横交错的黑色纹路，把白色的桦树皮刻成一幅
幅铅笔连环画，画中隐约可辨放牛的小娃、垂
钓的孩儿、连绵的秀山和粼粼的水波。”寥寥几
笔的文字中隐约可见一幅幅“白桦铅笔连环
画”。再看作者在描写德国女孩琳娜的穿着打
扮时特别喜欢用黄色调系列，嫩黄、奶黄，还有
作品中其余地方提到的“米黄色”套裙、“橘黄
色”的晚霞、“草黄”的橡树嫩叶、“泥黄色”的骆
驼……各种细微差别的“黄”在叶莹笔下信手
拈来，表达自然贴切。叶莹把画家对色彩的敏
感灵活运用到其创作中，给小说无形中增添了
很多温暖又绚烂的色调。

写作和画画是她未来前行的双翼，叶莹常
说：“写作让我变得更有悲悯情怀，绘画让我变
得更谦虚好学。”谦虚好学和悲悯情怀可以说
是成就一个好作家最重要的因素，我们期待叶
莹的好作品不断出版。

（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
文文学学会理事）

美国华文作家叶周，现为洛杉
矶华文作家协会名誉会长，曾出版
长篇小说《美国爱情》《丁香公寓》，
散文集《文脉传承的践行者》《地老
天荒》《巴黎的盛宴》《伸展的文学地
图》等。

2017年以来，叶周文学创作形
成一个井喷期，接连在国内大型文
学期刊推出十余部高水准中篇小
说，收到很好的社会反响。这些作
品，除了追忆他父亲叶以群先生与
战友革命峥嵘岁月的非虚构纪实
文本——如《以笔为剑的如歌岁
月》（《花城》2022年第5期），《世纪
波澜中的上海文化记忆》（《上海文
学》2023年第4期）与《张家花园里
热闹的编辑部》（《花城》2023年第
5期）等外，便是虚构很强的国际热
点题材中篇小说，如《布达佩斯奇
遇》（《北京文学》2017年第6期“好
看小说栏目”），《肤色》（《中国作
家》2017年第11期），《谋杀者的逻
辑》（《广州文艺》2018年第4期），
《线人》（《小说月报》2019 年第 3
期），《遗落在纽约》（《中国作家》
2021年12期）。其中《布达佩斯奇
遇》先后被当年《小说月报》《长江文
艺》转载，《遗落在纽约》入选卢新华
任顾问、方忠主编的《2020-2022
海外华文文学精品集·中篇小说卷》
（作家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聚焦国际热点，表达人文关怀，
是叶周国际热点题材中篇小说的思
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所在。叶周国际
热点题材中篇小说最突出的一个写
作特点，便是放眼全球，聚焦国际热
点问题，审视战争、恐怖主义活动、
种族歧视、瘟疫等给人类带来的巨
大灾难及危害，忧患人类难以摆脱
的生存困境，寻找破解之方，表现出
强烈而温情的人文关怀。

叶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是一位资深电视制
作人，一直对国际热点问题有着敏锐的感受，也有
着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及深入、冷静思考问题的
热情与能力。与专门的国际政治问题专家不同，
他以新闻人的优势，发挥文学的功能，并自觉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指引，力图超越族群、种族与
民族主义等狭隘视角，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来看
待、审视、思考与解析国际热点问题，尽可能地在
国际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微弱声音。因为如此，叶
周表现出一个华文作家的积极社会参与意识，体
现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社会道义的勇敢担当。
在他小说中所写的新闻工作者身上，也有着他自
己的影子或精神气质。

在叶周国际热点题材中篇小说中，当下欧洲
难民潮、中国留学生被杀害、9.11事件、种族歧视、
新冠疫情等均被书写和叙述，带有深重的悲剧意
味，浸透着深切的悲悯情怀，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思
想冲击力与深刻启示。

《布达佩斯奇遇》通过书写一对美国华裔母女
与一个中东难民家庭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邂
逅，呈现中东难民的现实苦难与悲惨际遇，并发出
感慨：“二十一世纪了，人类的苦难还总是似影随
行。”这个难民家庭由母亲、七八岁大的儿子与两
个更小的女儿组成，母亲是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她
的丈夫在叙利亚政府军投掷的汽油弹爆炸中被炸
死，住房也被夷为平地。为了寻求生路，她与儿女
们通过惊险的偷渡经土耳其等国逃到布达佩斯，
希望最终到达德国。滞留布达佩斯期间，火车停
运，一家四人困难重重，母亲无奈作出让儿子单独
随人先行、骨肉分离的抉择，母亲与幼子抉别、生
死未卜的场面让读者潸然下泪。

《谋杀者的逻辑》以真实案件为原型，追踪美
国洛杉矶发生的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袭击案件，再
现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遭遇的悲剧。作品中受难
的留学生叫陈晓曦，是德克大学电子工程系四年
级男生，来自中国甘肃的一户普通工薪家庭，是
系里的学术尖子。可就在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学
业的某天凌晨，当从校外回到学校宿舍时，他遭
到三位拉丁裔青少年犯的抢劫与棍棒袭击，不幸
身亡。他美丽灿烂的人生梦，刚刚开花就已凋
谢，他黄金年华的脚步也在这一天夜里戛然而

止。一场罪恶的袭击事件，瞬间无
情地摧毁一位品学兼优的中国留
学生宝贵的生命，毁灭他鲜花一般
的前程，让他的父母与亲人陷于巨
大的悲痛之中。

《遗落在纽约》通过一位新移
民华人女性美国梦的破碎与生命
的毁灭，以及美国白人幸存者的可
怕伤残、疾病，来凭吊20余年前美
国9.11恐怖事件的惨烈悲剧，表达
了珍重生命与热爱和平的主题。
这位新移民华人女性名叫辛芝蕊，
来自中国大陆，因在国内经历一段
不幸的婚姻，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进
入加州柏克莱大学经济系读研究
生。又为了摆脱情网，她辗转来到
美国东部，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就读，完成研究生学业后，经导师
推荐，进入位于世贸大厦高层的公
司实习并被公司聘用，但成功走出
婚姻围城乃至有幸躲过旧金山地
震灾难的辛芝蕊，到底未能逃过
9.11 恐怖袭击的死亡灾难，生命

“遗落在纽约”成为未能摆脱的宿
命。因为9.11事件，她的美丽、芳华、“美国梦”与
怒放的生命，全都归于毁灭。

《肤色》通过讲述爱丽丝、曾凯莉两个美国华
裔女大学生室友的交往与经历，书写美国种族歧
视问题（如白人至上主义与不同文化差异“酿成”
的种族歧视事件），也不无重要现实意义。

注重融汇中外小说叙事经验，尤其是积极借
鉴现代主义叙事手法，大胆尝试互文性叙事、复调
叙事等多种艺术创新实验，是叶周国际热点题材
中篇小说的重要与显著特点，并在相当程度上呈
现出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格调，也给读者带来新
奇别致的艺术享受。

叶周具有自觉的小说文体意识。他十分清醒
地意识到，新闻报道注重生活的现场感与当下性，
自然有其文体之长处，但即便是引人注目的国际
热点新闻报道，也不能与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划
等号；要把国际热点问题变成小说，离不开小说家
的艺术匠心与才华，离不开小说家大脑中长时间
的“发酵”，需要把新闻热点事件不露痕迹地与小
说需要的故事、人物命运、性格、情感、细节、氛围、
情调、韵味等有机融合起来，把生活“点石成金”。
他继承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传统，注重把握小说故
事情节的完整与起、承、转、合之间的过渡，注意小
说语言的生动有力，从而有效增强了小说的叙事
效果。

叶周绝不满足于一般性地描述国际新闻热点
事件本身，也绝不停留于事件的表层，而是深入历
史、文化、人性的纵深之处，深刻总结人类历史教
训，审视文化的悖谬，拷问人类的灵魂，从而深刻
地挖掘国际新闻热点事件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
及其现实启示意义。

叶周的作品跳动着一颗满满的、暖暖的爱心，
表达了普通人积极参与处理国际新闻热点事件与
应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热情与努力，释放出作为作
家与新闻工作者的炽热人文情怀或脚踏实地的人
道主义精神。作家、新闻工作者与知识分子的身
份意识，抑或一个普通人的公民意识，使叶周在面
对国际新闻热点事件时，坚持做一位热心参与者、
排忧解难者和实际行动者。

（作者吴道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吴行健系
武汉市群众艺术馆馆员）

叶 周

叶 莹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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