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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子《云汉缥缈》：

让我们与宇宙相融，与星轨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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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号童谣绘本”创作品读会
暨新书首发式举行

本报讯 6月16日，中国和平出版
社、角楼图书馆主办的“小问号童谣绘
本”创作品读会暨新书首发式在角楼图
书馆举办。

“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作品一共8
册，包括《小问号》《12345，上山打老虎》
《蔬菜谣》《会跑的床》《数字歌》《四季风》
《姥姥门口唱大戏》《树爷爷的生日会》，
由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高
洪波创作，弯弯、马鹏浩、左雅、李偲、彭
媛、朱芳6位青年插画家和榆树下画艺
术工作室绘画。绘本在传统童谣的基础
上增添现代元素，通过富有趣味性的新
式童谣儿歌，引导孩子们更好地理解自
己的成长过程、认识世界，同时传递了勇
敢、协作、友爱、探索等积极的价值观。

该活动以“绘本遇上童谣，一场诗意
与想象的碰撞”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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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少儿出版人海飞、中国和平出
版社社长林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陈晖，中国
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等嘉宾来到现
场，与“小问号童谣绘本”系列作者高洪
波交流创作心得。大家普遍认为，“小问
号童谣绘本”系列把传统童谣与新儿歌
用诗意的文字串联起来，作家同插画家
们一起，将新时代的思想变迁、生活变
化、社会进展与童谣儿歌创作融会贯通，
兼具传统与现代风格，充满童真童趣，是
闪烁着思想光芒的创新之作。

高洪波谈到，童谣是“快乐文学”的
最佳载体，孩子们长大后也许会面对生
活的挫折和磨难，但是现在应该尽量给
他们一些快乐的因子，让他们在阳光下
成长，沉浸在美的享受中，感受童谣儿歌
的音韵之美，体会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

（康春华）

30年前，我曾有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夜晚的拉萨河畔一
群群年轻人围坐在草地上，喝着啤酒，弹琴
唱歌。我被这欢乐氛围吸引着也坐了下
来，感受着他们的快乐。不知过了多久，我
仰面躺下来，就在这瞬间，整个天幕蓦然垂
挂在了我的眼前，我一下子呆住了：天色灰
净而澄澈，群星布满夜空，星星点点，有的
锃亮，有的微明，像无数撒落在浩宇中的珠
钻，闪闪烁烁；又像深邃海面上闪耀的粼
光，明明漾漾。而银河像一条轻盈柔美的
纱带蜿蜒在星辰间，就飘在我的头顶上
方。天幕低垂，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又
那么渺远，浩无止境。凝望夜空，渐渐地周
遭的沸腾声消失了，整个人似乎已飘飞而
上，带着我的魂灵融入夜的苍穹。

时光荏苒。这以后我再没有过如此面
对苍穹，面对星空。生活的忙碌，现实的繁
务，成日穿行在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车水
马龙，人流熙攘，在我的生活中，星空被现
实生活的种种烦忧所掩盖。我很少抽出时
间，静心欣赏那片浩渺无垠的星海。

是儿童文学作家鹿子让我重新又回忆
起曾经看到过的星空之美，以及它带给我
的心灵震撼。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有一
群特别的人，他们卸下俗务，超脱现实，执
意守候静夜，仰望星空。他们追逐星轨的
光辉，用镜头捕捉它的壮观美丽，也用文字
抒写星空给予的思悟和感怀。

鹿子就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员。
她是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小

说《遥遥黄河源》已是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
学经典书系之一，成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
学的经典作品；她书写黄土高原以及生活、
扎根在那里，为了祖国无私奉献的人们命
运的散文集《闯死亡之海》，也获得过冰心
儿童图书大奖。后来，除了写作，她又迷上
了旅行和摄影，单是福建就来了好几趟：在
霞浦小皓村拍滩涂，在平潭流水镇拍船骸，
在漳州镇海角拍灯塔……

这期间，她先后出版了两部散文集《如
影相随》和《白色诱惑》。旅行和摄影，使她
对自然、对生命、对人生的书写更加丰富多
彩，也更加深刻。而这十多年，鹿子的旅行、
摄影和写作，都归结到一个关键的意象上
面，那就是“星空”。她一次次踏上星空之
旅，结识星友，写作星空之美文，比以往更加

痴迷。正如鹿子自己所说：“近年来，我走过
金山岭长城蟠龙山长城、新疆喀纳斯、可可
托海、乌尔禾戈壁、哈密雅丹等地，去的最多
的地方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胡杨林、
巴丹吉林沙漠。在浩渺的星空下，特别是在
如飞虹跨越天际的银河拱桥下，仿佛脱离了
凡尘，有了不寻常的感悟，回来后陆续写下
了和以前有所不同的散文。”

如今，这本摆在读者面前的《云汉缥
缈》凝聚了鹿子的星空拍摄和感悟。集子
收录散文24篇。其中所配28幅星野照片，
是鹿子从她拍摄的数千张照片中精挑细选
出的。每一张星野摄影照片都是一幅艺术
作品，通过色彩的运用、构图的巧思和光线
的把握，让大小读者们看到了星空中的无
垠宇宙、璀璨星辰和神秘星轨，像步入一场
令人陶醉的视觉盛宴。

拍摄星空是苦活。热闹的、灯火辉煌
的城镇不适合拍星空，只有偏远荒僻的山
乡大漠或者空廓广寂的海边岛屿；而且总
要挨到深更半夜、万籁俱寂，还要有耐心
加上运气，才有可能在漆黑的夜空下，等
到星光的舞动，看到星空的美妙，抓到星
轨的光辉，用镜头记录下时间的流转和宇
宙的律动。

当我们欣赏这些星野摄影作品时，仿
佛被带入一个超越现实的境界，穿越了时
空的隧道，与宇宙相融，与星轨共舞。我们
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星空的浩瀚和无限，领
略星空的奇迹和壮丽，沉浸在它的宁静与
深邃中。欣赏这些作品，让我们感受到宇

宙的美丽的同时，也将唤起我们内心的美
感和情感，激发出我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
力的释放。

鹿子关于星空的感悟和怀想的文字，
更是一段引领我们走向宇宙的旅程，这是
0-99岁儿童都可以阅读的美文。她对星
空的描述充满了敬畏和热爱。她用优美而
富有哲理的语言赞美星空，向成人和孩子
们传递着人生智慧和美好的希望。

她告诉我们，星空是遥不可及的美景，
更是我们内心的栖居之所。当我们与星空
相连，我们也与自己的内心相连。在星轨
的舞动中，我们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变得
更加丰盈和意义深远。她告诉我们，生命
的短暂与宇宙的永恒相比如此微不足道，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每一个时刻，追求
内心的充实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她对星空
的倾诉，对宇宙的追寻，让我们在欣赏这些
作品的同时，反思自己的存在和生命的价
值，领悟到宇宙中有太多未知等待我们去
发现，有太多的奇迹等待我们去揭示。

亲爱的孩子，愿这本集子成为你一次
开启心灵的旅程。让我们在匆忙的生活中
暂停脚步，一同仰望星空，找到自己的星
轨；让我们的心灵在星轨的指引下，追求着
永不停歇的梦想。

愿星空的浩瀚，永远照耀我们的内心。

黄蓓佳首部儿童科幻作品
《黎明动物园》，不仅适合儿童
阅读，也适合成人阅读。作品
聚焦地堡市一家在军事基地附
近的动物园，由于稀有资源的
争夺，十字联军对地堡市发动
战争，园长戴安宁与国际动物
协会联合展开动物营救。作品
中的一条线索讲述哥哥戴克与
猴子芮芮等一行人穿越敌军重
重障碍转运动物，另一条线讲
述戴安宁和戴克的妹妹戴莉带
着部分员工死守动物园，在侵
略者眼皮底下为动物争取一线
生机。在儿童科幻文学创作领
域，这部作品的主题更显开阔，
如对于生存的哲学思考、对于
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于人性光明
与黑暗并存的展现等。作者给
这家动物园取名为“黎明动物
园”，是表达“光亮、美好、希冀
和蓬勃向上的生机”，也“希望
孩子们读完这本书，能够感受
到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祝福”。

作品的科幻因素在于科学
家赫拉先生和猴子芮芮。不少
科幻文学在触及到对于科学技
术的讨论时是充满担忧和警惕
的，但这部作品对于科学技术
的发展是充满希冀的。以赫拉
先生为代表的科学家十年如一
日坚守在科研岗位，为了人类
光明的前途，甚至不惜以生命
为代价来维持科学研究。芯片
技术是他们的信仰，作品以此
科学技术想象为基础，诠释了

“爱”这一命题。
作品塑造了悲壮和伟大的

科学家形象，承担了科幻作品
对于人生和人类的思考。科学
家在战争中的坚强和信仰，昭
示出人性的光辉：“人类总是渴望和平，追求
更美好的生活。比如说，你今天身陷泥沼，
你心里想的会是泥沼下面的那个世界吗？
不，你会竭尽全力地把自己从泥沼里拔上
来，你全心全意地想，我上去之后要去做什
么，要如何爱我的家人，要生几个孩子，要怎
么养育和教导他们。人只有这么思考，才有
努力活下去的动力。”其中呈现的反战意识、
生命意识、建构美好世界的意识，以及灾难
中生发出的“生在泥潭，依然仰望星空”的生
命哲学，展现了人类对于诗意栖居的希冀。

作品在“战争+儿童+科幻”
三个维度的碰撞中，产生了震撼
人心的力量。“战争”是儿童文学
领域中很少去触碰到的话题。许
多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大都是
通过成人视角来展现战争的残
酷。《黎明动物园》从常规思维中

“人”受到的战争迫害转向为战争
对于“动物”的迫害的描写。作
为儿童的戴莉和戴克，也变成了
要保护更弱者的“战士”，增强了
人的使命感和力量感。这种超
越物种的爱，让整部作品冲破了
战争的恐怖，升华出“以爱拯救”
的思想深度。戴莉在动物园内
为了保护动物获得更多生存的
机会，不得不与军官的女儿成为
朋友，与军官周旋。戴克在转移
动物的路上展现出了勇敢和无
畏、对于责任和使命的担当，因跨
越物种的爱而战胜了对于自身命
运的恐惧。

儿童文学表现残酷应该把握
怎样的尺度？太轻太浅会消磨作
品的真实性和震撼力，太重太深
对于孩子来说又过于沉重。作家
一方面如实地刻画了战争的真实
面貌，通过美好的事物被摧残来
展现悲剧现实，如动物们的惨死，
志愿者们大义凛然面对风险，以
及军官随意杀害动物的残暴；另
一方面又在具体情节的处理中增
加了许多温情的细节，用孩子和
动物之间美好的感情与爱，中和
了部分战争的悲凉和绝望。

作品对于人性的刻画是非常
深刻的。入侵占领军参谋长的女
儿夏伊，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问题
儿童”。由于脸部的伤痕和破碎
的家庭，她内心极度自卑和敏感，
父亲的溺爱让她内心的恶被不断

放大。在夏伊刚出现的时候，读者会猜想她
会和戴莉成为好朋友，展现跨越种族国别
的、美好的孩童友谊。但作者打破了这种叙
述，通过戴莉的视角剖析夏伊的心理，她们
之间的友谊微妙而脆弱，两人又暗中互相较
量，充满矛盾。作者在对人物性格和命运悲
剧投去关怀和怜爱的同时，也有着对人物的
复杂情感和多元化思考。正是上述真实的
人性刻画，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深刻
和辽阔。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去年，为策划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儿
童文学书系·王蒙卷》，我与华东师大出版社的
王焰社长一同拜访王蒙先生，将已经选好的书
目征求他的意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中国作协在烟
台举办的笔会时，就与王蒙相识、相遇。2013年
8月，我和他在北戴河做过一次关于文学的深
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面缘王蒙》，应该说，这
次见面是十年之后的重逢。

旧友相见，分外亲切。他说，他的耳朵听不
太真切，让我们坐得近些。这是一个并不大的客
厅。我们围着长方的茶几落座，我与王蒙贴邻，
只隔着放台灯的圆台。茶几上摆有插着放大镜
的笔筒、《新京报》等。王焰社长说明了来意，我
拿出一张纸，上面是《王蒙卷》所选的书目。我研
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年1 月版的37 卷本

《王蒙文集》其中的《短篇小说》上下卷、《散文随
笔》上中下卷，依据自己从事文学教学、创作、理
论研究的经验，选出适合孩子阅读的短篇小说
17篇、散文31篇，并向王蒙阐述了所选作品的
评判和感受。

其中一篇是《无言的树》。作品写一株连名
字都没有的平常的树的命运。这树从来不说话，
但它是一个永远的沉思者，不想参与世间任何
纠葛，却又被动地卷进了世俗的旋涡。一场灾难
才使它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归于平常。没有曲折
离奇的情节，却写出了平常中的惊奇、深思、感
叹。我认为，这是一篇貌似童话，又非童话的魔
幻小说。一株树能有如人一般的思索情愫，是不
可思议的魔幻，而其之所以有此魔幻功能，是在“当它长在一人
高，并且被一只山羊啃了一口以后，它产生过这样一朦胧而温暖
的思绪”，所有的情节随之沉浸在这株无言的树的魔幻思绪之
中：它能听懂五米之外响杨的炫耀的“话痨”，它有对水的愿望，
它能感悟到月亮、太阳、云、雨、雷、雪、虫、鸟、长出新的芽和蕾、
叶和枝以及相恋男女的美好，它能体味到与风做朋友的喜怒哀
乐，它听懂了人对它的审视、抨击、研究、指责，它能明白火红狐
狸对它的挑衅……在这若干魔幻细节枝蔓的拥簇中，却跳不出
一个现实“它从来不讲话”。因为“它从没感到过讲话的必要，从
没产生过讲话的欲望，它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它自己的讲话能
力。讲话能力的问题对于它根本不存在。”这根不可斩断的现实
绳索，牵一发动全身，在魔幻的花团锦簇之中，使这个“它从来不
讲话”的现实熠熠生辉了。

其中，还有一篇作品《坚硬的稀粥》，一看题目便是魔幻，世
上哪有坚硬的稀粥呀？稀粥又是坚硬的，这是多么不可调和的矛
盾。王蒙用独创的语言、结构与情节，风趣、幽默地用第一人称
（孙辈）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拥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
婶、我、妻子、堂妹、妹夫和我那个最可爱高挑的儿子，以及那个

“比正式成员还要正式的不可须臾离之的非正式成员——徐姐”
的大家庭主持家政、议决膳食维新，一本正经而又滑稽可笑、虚
妄无边的荒诞故事。我脑海里立即跳出安徒生的《老头子做的事
总是对的》《豌豆上的公主》《皇帝的新装》，王蒙的荒诞与这些作
品相比毫不逊色。孩子们读来估计会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

在读《致爱丽丝》时，我的脑子如万花筒一般闪烁不定，闪出
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
逝水年华》、福克纳的《达洛威夫人》等。故事中，一个求教的文学
青年愤怒于他的作品不能发表，临走留下一篇习作叫《绿色的太
阳》，通篇一派胡言，东拉西扯，牛头不对马嘴，组成怪异的句式，
像一个癔症患者思维混乱的疯语。作者借此巧妙地把世间不同
的物质、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遭遇扭揉成一个魔幻的面团，可以
让孩子们去思索、去破解，而“解谜”恰恰是孩子们最想做、最感
兴趣的事情。

我们交谈的兴致越来越高，认同和共识也越来越多。王蒙更
加激动了，他变得年轻而有活力。我望着他泛红的脸，由衷地敬
佩他在谈论文学时的精神气。在豪放高语的对话中，王蒙应允为
这套丛书题写下这样一句话：“童年的阅读是最宝贵的”，并颇有
兴味地问道：“你们在我的文集微型小说卷中选了吗？”我说：“没
有。”他说：“你们再选选，有七八篇可选，特别是成语新编。”他兴
致勃勃地讲了新编成语故事《刻舟求剑》《鱼目混珠》，在场人无
不听得津津有味。孩子们也会喜欢这些可爱的小故事，乐意读，
并乐在其中。王蒙表示，对于先选的一批篇目没有意见，并建议
我们还可编一套世界名著作家的儿童文学丛书。回沪后，我重读
了《微型小说卷》，果然遗珠不少，又选了十篇，编在其中。

王蒙的魔幻小说打开了儿童文学的另一扇窗户，我认定它
是“别一样”适合孩子看的文学，也可说是“别一样”的儿童文学。
魔幻艺术特征正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任何一种魔幻对于儿童
来说都有不可抗拒的魔力，或有神秘的色彩，给儿童带来丰富的
审美期待和审美感受，这是童年美学的重要基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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