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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创作谈

海岛少年的
“成长”和“长成”

——读黎俊生《海岛学校》

□马 忠

《我们的元宇宙 少儿科幻精品书系》
新书分享会举行

阳光书房

吴洲星《幸福里》

儿童生活与时代新变的互证儿童生活与时代新变的互证
□陈 香

成长小说主要表现青少年的精神成

长状态，往往关注主人公成长的艰难，展

现从“天真”走向“成熟”的过程。虽然黎俊

生的《海岛学校》是一部成长主题的小说，

但他并未遵循“天真—受挫—迷惘—顿

悟—长大成人”的叙述模式，而是将笔墨

聚焦于 7名小岛上的少年——酷哥、海

志、海鹏、海霞、海萍、海英和海跳身上，讲

述他们互帮互助、克服困难、快乐成长的

故事。

小说通过空间、时间的转换描绘主人

公们的“成长”。故事并不复杂，但有大量

鲜活的细节。一群海岛少年因为所读村小

人数太少，上级教育部门决定将其调整为

初级小学，高年级合并到对岸的海联小学

就读，为了方便上学，村里为他们配了一

只小木船。这样，他们每天驾着木船，横渡

海峡，去大岛上的“海岛学校”求学。后来，

政府决定在小岛和大岛之间建大桥，解决

交通不便的问题。正如书名所言，小说除

了写7名海岛少年在海联小学的学习生

活，海岛本身也是他们自我成长的学校。

全书共由19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构成，一

个短篇讲述一件事，各自成韵，又彼此勾

连，成功塑造了以酷哥等为代表的新时代

海岛少年人物群像，弘扬了团结、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

具体来说，在遇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磨炼了孩子们的心性，使他们有

所领悟有所改变。比如为了方便联系，上

学放学一块儿走，他们决定每个人买一块

智能手表。海英家境较为贫困，拿不出钱

来，酷哥倡议其他 6个小伙伴一起去赶

海，捉鱼捉蟹卖钱来帮海英，体现了他们

的友爱。又如在小伙伴们展示个人绝技当

中，当海跳爬到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上，

从大鸟窝里掏出一个漂亮的鸟蛋时，被酷

哥及时阻止——“不能掏鸟蛋，这也许是

珍稀动物的鸟蛋”，体现了他们对动物的

博爱。而老班长酷哥有着非凡的组织和协

调能力，捡大海螺制成“钓鱼竿”来“钓”章

鱼；海霞受“母鸡吃青蛙治好了伤口”的启

发，从舅舅养殖场弄来青蛙为海鹏治脚伤

等，则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智慧。小说采用

电影分镜头的手法来展现了主人公们动

态的成长生活过程。

小说也写了儿童视角下的非遗传承。

周五下午放学后，大家按照惯例到学校大

门前的老榕树下集合，唯独不见海跳的人

影，电话手表也关了机。于是，大家分头寻

找，后来酷哥和海鹏在小镇广场找到了海

跳。原来，他正挤在密集的人群中观看人

龙舞表演。“由几十人构成的人龙舞队，时

而把龙头高高仰起，那两颗龙眼骨碌碌转

动；时而扭动着长长的身躯，蜿蜒前行；时

而摆动着尾巴，活泼潇洒！”海跳完全被人

龙舞给迷住了，看完之后决意要找领队申

请加入表演队伍。领队听说了海跳的来

意，向他介绍了人龙舞的来历、人龙舞的

表演及对参加表演者的要求。海跳意志坚

定，再三请求，领队终于答应让他参加排

练。其实，小说关于大岛上人龙舞的这一

段插曲，就是振兴乡村的缩影，也是保护

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儿童解读版”。

一直以来，关于粤西的书写是黎俊生

儿童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在阅读《海岛学校》这部作品时，我们能深

刻感受到一种持续的“温暖感”，这种温

暖，不仅源于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温柔塑

造，更来源于他深厚的爱乡情感。作品以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书写美丽滨海，写红

树林、红珊瑚，紧扣时代前进步伐，以儿童

视角中海岛在新时代中的巨大变化作为

创作基点，围绕如何讲好少年儿童在新时

代阳光照耀下茁壮成长的中国故事作为

创作底色，呈现海岛少年儿童当下的生活

状态、思想情感、美丽梦想和新的精神风

貌。小说笔触清新、细腻，除了描绘自然之

美、童趣之美、生活之美、民俗之美外，还

有一种鲜活的时代感，比如7个小伙伴用

智能手表联系和聊天，骑着电动三轮车的

快递小哥把午餐送到学校，三个小伙子架

着仪器在海岸上测量等细节，为这部作品

带来了具有说服力的一种备注，一种新时

代的注脚。

成长是叙事过程，长成是情节终点。

一个学期以来，7名少年有的被评为优秀

学生干部、有的选进学校游泳队、有的在

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有的被推荐参加全

市中小学文艺汇演……大家克服重重困

难，发挥各自所长，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小说透过孩子好奇而澄澈的目光去捕捉

发生在海岛的故事，将南方滨海的风土人

情、海洋文化、民间传说和地方风俗清晰

呈现在读者面前，是一部地域特色鲜明的

儿童小说。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这些年，我一直致力于创作以故乡为背景的作

品，陆续写下了“水巷人家”系列、《碗灯》《宝桃的村

庄》《船上》《紫云英合唱团》等作品。故乡对我而言如

同一口水井，而我就是那井边打水的人，不断打上来

的甘洌的清泉就是那源源不竭的灵感，这是故乡给予

我的馈赠。

几年前，我应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去蚌埠采

访，采访间隙，在附近的公园散步时，我遇到了一位喂

养流浪猫的老人。她告诉我，每周她都会乘坐公交车

来公园喂养流浪猫。起初，我只是将其视为生命中的

一次偶遇。

在完成了那次创作任务后，一次偶然，我在网上

看到了猫奶奶的故事：在我的家乡宁波月湖边上，有

一位孤寡老人，20年多来喂养过近百只流浪猫，周围

的人都称她“猫奶奶”。在视频里，听到那一阵阵呼

唤猫咪的乡音，我被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不禁又想

起了那一次在蚌埠的公园遇到喂养流浪猫的老人，

这使我相信，命运的每一次安排、每一场相遇，都有它

的意义。

受此触动，我开始提笔写起了猫奶奶的故事。现

实生活中的猫奶奶，叫陈美英，人生经历坎坷且不幸，

丈夫早逝，早年她靠帮人倒马桶维生，晚年独自生活，

她喂养流浪猫，将它们视作自己的孩子，那些有灵性

的小动物也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前几天，我辗转联系

上了拍摄猫奶奶的记者，得知年过八旬的猫奶奶依然

住在那里，依然在喂养着流浪猫。猫奶奶是生活在底

层的边缘人，但是遭遇过生活的风霜后，却依然心怀

善意，用一己之力

帮助流浪的生命。

这是猫奶奶最令我

感到震撼的地方。

几 年 前 ，我 在

火车站看到过一句

话：凡人微光，汇聚

成炬。写作《幸福

里》，通过猫奶奶的

故事，我试图探索

并传达一个朴素而

深刻的主题：在纷扰的尘世中，善良与坚持如何成为照亮他人生命的

光。《幸福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与救赎的故事，是对人性光辉的一

次深情致敬，更是对生活中那些默默无闻、却以微小之力温暖世界的

个体的颂歌。

这次创作经历对我来说，亦是一场温暖治愈的心灵之旅。猫奶奶

的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文学不仅是对现实的镜像反映，更是对人性

深度的挖掘和对美好情感的传递。通过写作猫奶奶的故事，我愈发坚

信，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无论多么平凡，都蕴藏着值得被讲述和铭记的

故事。猫奶奶与流浪猫之间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爱与被爱、孤

独与陪伴、失去与获得的动人篇章。猫奶奶的出现，温暖了一座城市，

它美好得就像一个都市童话。我在小说里为她安排了一个温暖的结

局，让猫奶奶获得了幸福，这是我用一个写作者的方式给予猫奶奶的

温暖的回应。我也有一个心愿，有朝一日可以找到猫奶奶，把这本书

送给她，我想告诉她，我为她写了一个故事，希望这个作品也能让她感

受到这种温暖。

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让那些不被看见的人被看见，我想这也

是书写的意义之一。这几年，我打捞起了很多历史旧闻，如宁波奉化

的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故事、宁波鼠疫的历史，我想把它们都用故事的

形式记录下来，让孩子们知道过去曾发生过什么，我们和过去的时代、

过去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了

解生命，了解人类。这也是我，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和职责。

10月12日，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天府书展举办

“如何用想象打开时空之门——《我们的元宇宙 少儿科

幻精品书系》新书分享会”。世界华人科幻协会联合创始

人董仁威，少儿科幻作家陆杨、彭柳蓉，以及浙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总编胡艳参加活动。

《我们的元宇宙 少儿科幻精品书系》是一套由刘慈

欣、董仁威主编的专门为青少年读者打造的科幻精品书

系，目前已出版了《重返火星》《蓝色极光》《银河曙光

号》《时光钟摆》《巨虫危机》《行星方程式》《星际救援

队》《机器海豚》《月球暗影》《挺进天宫三号》《地球男

孩》《浑天：千亿个世界》等12册。书系汇聚了国内科幻

重要奖项——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河奖、晨星奖、未

来科幻大师奖等得主们的全新力作，涵盖了童趣科幻、

科普科幻、冒险科幻、军事科幻、推理科幻等多种类型的

科幻故事，聚焦前沿热点问题，立意开阔，图文相得益

彰，科幻感爆棚，正能量满满，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带领

少年儿童进入一个全新的思维“元宇宙”，启迪他们的无

穷智慧。

图书自出版以来受到读者们的喜爱，先后入选2023

年第四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科

幻主题书单，荣获2023年浙版好书、2023年大连市优秀

儿童文学奖·年度优秀作品奖、2024年第五届少儿科幻

星云奖等。陆杨和彭柳蓉分别结合他们的新作《星际救

援队》和《时光钟摆》，与现场读者分享了其创作背后的

故事以及如何培养和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让现场的小读

者们领略到了科幻文学的魅力。

《幸福里》，吴洲星著，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2024年5月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需要关注和反映现实生活，思考

并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需要既对生活充满深情与

热爱，又面向现实、超越现实。青年作家吴洲星的长篇新

作《幸福里》，回答了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如何表达时代关

切、如何书写时代主题等重要问题。

《幸福里》融合了诸多现实关切，比如旧城改造、拆迁

与民众生活、社区治理、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如何融入城市

生活主流、失业的城市工人家庭如何再造新生，等等。作

品将儿童的生活点滴与时代新变互证，刻画现实生活整

体背景下的童年命运，在时代风云的深处重现鲜活的童

年叙事。

作品的长处之一是书写童年。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

艺术的核心内容。社会在变迁，时代在发展，童年书写也

要求直面现实生活中更为真实和迫近的社会话题。妹妹

欧小莎两岁了，在和姐姐欧小桃的猫“米线”玩闹时，被猫

挠了，妈妈要求欧小桃立即“处理”米线。欧小桃抱着米

线夺门而出，米线最终消失在街心公园的深处。承诺要

帮欧小桃找回并收养“米线”的同学艾扬；在街心公园遇

见“米线”并好心收留它的女孩豆瓣；艾扬到正在拆迁又

因为种种原因停下来的城中村——幸福里寻找桑树，却

被男孩灰树怀疑他偷拿了自己的球鞋；灰树到处寻找废

品，希望能自己凑钱买一双心仪的球鞋，因为一场误会认

识了女孩浅草……五个来自不同成长环境的孩子自此产

生了难忘又动人的命运交集。他们背后的五个家庭、拆

迁中的城中村、为了喂养一群流浪猫坚决不肯搬离的“猫

奶奶”、年轻的社区工作者邹小亮等人物群像，共同组成

了一幅以中国城镇化的时代巨变为背景，以新时代城市

更新和基层社区综合治理成果为小切口，充溢着浓浓人

间烟火气息的城市生活画卷。

作品的长处之二是探寻儿童情感世界。儿童文学作

家应该深入儿童复杂而真实的情感世界，了解他们对世

界的感受，触摸他们的内心深处，才能展现出人文关怀的

温度。艾扬的父母是公司高管，经常被派驻国外，他和

保姆芳奶奶一起生活，虽然物质充裕，但却落寞孤单，逆

反是他表达对父母不满的方式；欧小桃的父亲是电视台

的记者，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母亲因为要照顾两岁的

妹妹，经常忽略欧小桃的感受，她只能将自己的情感寄

托在这只叫“米线”的小猫身上；豆瓣的父亲是化工厂的

锅炉工，工厂设备的更换导致父亲的失业，三口之家原

本平静的生活也即将迎来暗流涌动；浅草和灰树是进城

务工人员的子女，在融入这座城市的生活之际，他们既

有胆怯，也有着勇气与希望。作品的倒数第二章，生性害

羞的浅草主动提出由她来给负责城市规划的熊设计师讲

述猫奶奶的故事，这处细节的设计蕴含了丰富的寓

意——新时代的城市务工子女身上展现了更为充沛的主

动性和主体性。

五个孩子、五个城市家庭的生活，点点滴滴，伏脉千

里，最终在孩子们帮助“猫奶奶”解决不肯搬迁的“心

结”——给本市电视台的民生栏目打电话，妥善安排流浪

猫们的去处——汇成了一股欢畅的和谐鸣奏。以600年

的白麓书院实现“技术性”平移，以合理的保护方式融入

现代化城市并焕发新的生机为标志，猫奶奶的小院被拆

掉了，原来停工的幸福里新建项目如火如荼重新开始，整

洁美观的居民楼、商场、学校、公园，还有一座养老院拔地

而起。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滚滚洪流中，每一个合

理的诉求和愿望都会得到尊重。

故事的终章，艾扬的母亲回国了；豆瓣的父亲丢掉

了酒瓶，找到了送快递的新工作；灰树的妈妈进了红星

鞋厂，成为了厂里的一名女工；浅草一家要搬到楼房里

住了。一切从一个神奇的暑期开始，从丢失了的小猫

“米线”开始。在真实且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儿童的生

活面貌和其折射的生活形态必然是多元的，多元的生

活形态才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活群落，但每一种

生活形态、每一个家庭，也都在追求各自的幸福的道路

上奋力前行。

作品的语言温润质感，叙事节奏不疾不徐，叙事结构

探索“多部和声”而非平铺直叙，叙事技巧方面向纵深探

索等，都值得称道。

一部能够满足儿童读者心理期待的儿童文学作品的

出现是难得的，这种期待也推动了儿童文学自身对于

“真”的不断追寻。吴洲星的《幸福里》能引领小读者们感

受自己可能经历或无从经历的多样童年，构建起复杂多

样的现实场景，引导他们思考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一部有

力度、有深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

（作者系《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会副秘书长）

《幸福里》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