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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藏在石头里的马》

鲍尔吉·原野 著

新蕾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本书是一部
充满野性与想象
的幻想小说，讲述
了两个蒙古族少
年满达和巴图因
为玩摔跤意外进
入岩画世界，变成
了两匹骏马，自此
开启了一段奇妙
的草原探险之旅。
两个少年真正见
识并融入草原动
物的世界，一路跟
随动物朋友学习
如何在大自然中
生存，感悟着动物
的生活智慧，也领
略了大自然的危
险、欢乐、包容与
温暖，成长为刚强
有力、心中有爱的
草原男子汉。

《重返白垩纪》

李东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24年12月出版

这是一部感
悟生命与爱的长
篇幻想小说。在
被称为世界级古
生物化石宝库的
辽西大地，小男
孩星浩经历了一
段惊心动魄的白
垩纪之旅。一只
小盗龙突如其来
的造访，打破了
人 类 预 判 的 界
限，眼前的一切
如真似幻，惊险
的 奇 遇 扑 面 而
来。面对长大的
困惑和迷茫，生
命演化的伟大与
神奇让星浩获得
了成长的力量。
这段跨越时空的
历险，见证了梦
想 因 磨 砺 而 闪
耀，因爱的守护
而明亮。

《花猫花猫你别闹》

梁培龙 图

郑铸彪 文

新世纪出版社

2024年12月出版

这是一本适
合 3 岁以上儿童
阅读的传统水墨
画童谣绘本，将中
国传统水墨画与
新时代童谣艺术
结合，充满童真、
童趣、美趣，培养
孩子审美和语感。
书中以生活与劳
动为主题，精心挑
选小学一年级语
文课本中的高频
字，创作了19首富
有趣味、易于朗
读，兼具文学性和
教育性的新时代
童谣，帮助孩子们
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培养良好的
语感、识字能力及
审美情操，展现出
中国传统艺术的
独特魅力。

《封神演义》系列绘本

（全5册）

狐狸家 编著

中信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这是一套为
5-12岁儿童创作
的《封神演义》系
列绘本，包括《冰
冻西岐山》《四圣
战子牙》《西岐来
了姜子牙》《朝歌
有个假妲己》《黄
飞虎勇闯五关》5
册。《封神演义》
是我国古典文学
经典作品之一，
也是孩子认识和
了解中国古代文
学、历史文化的
重要窗口。绘本
在讲述名著情节
的基础上，对部
分 情 节 进 行 改
编，从孩子的生
活经验出发重新
编写，让孩子充
分感受古典文化
的魅力，爱上传
统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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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札记 “小木屋”系列是美国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罗兰·英格斯·怀德的自传，曾荣

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大奖。《草原上的

小木屋》是“小木屋”系列中最有代表性

的一部，以美国的西部拓荒运动为背

景，从一个小的家庭着眼，讲述拓荒者

自强不息的故事，再现了 19 世纪后半

期美国西部的拓荒生活。

“罗兰就这样听着听着，感觉眼睛

越来越酸、眼皮越来越重，她觉得整个

身子都飘了起来，飘荡在无边无际的大

草原上，飘荡在爸爸轻柔的歌声中：船

桨 轻 轻 地 摇 啊 ，划 开 了 美 丽 的 水

面……”当读到《草原上的小木屋》的结

尾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书中描绘的场

景、内心涌上来的是深深的感动、不舍、

牵挂。

1867年，罗兰·英格斯·怀德出生于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拓荒者家庭，童

年时期的罗兰跟随父母，足迹几乎遍布

整个美国西部。书中的故事是罗兰童年

时期的真实写照，故事中的主人公“罗

兰”也是她自己的化身。故事就是从威

斯康星州的大森林讲起的，为了创建美

好的新生活，罗兰的爸爸决定带领一家

人到西部去生活。一路上，爸爸驾着马

车，带着家人惊险万分地渡过涨水的河

流、在野外露宿，终于来到堪萨斯州的

大草原，盖起了小木屋。他们自己挖井

打猎，从狼群身边侥幸逃脱，应对闯进

来的印第安人，逃过热病的侵袭和草原

大火的劫难……最后，又离开草原，去

往更远的西部。

故事的叙事以罗兰的视角，叙述她

看到的、经历的一切。爸爸带着全家人

到西部拓荒，爸爸是那么坚毅勇敢，什

么样的困难都难不倒他；妈妈是那么温

柔能干，理解、支持爸爸，全心全意照顾

整个家庭。西部广袤粗犷的大自然既带

给他们无数的挑战，也蕴藏着无数的宝

藏，让人心生敬畏。

随家人去往西部草原时，罗兰还只

是一个年幼娇柔、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她和全家人一起经历大自然风霜雨雪

的洗礼，经历从一无所有到在草原上盖

起温暖的小木屋，躲避狼群的袭击……

这些经历让她迅速成长。她牢牢记住爸

爸的叮嘱，爸爸不在家时知道如何巧妙

地面对突然造访的印第安人、在烟囱失

火 时 机 智 又 勇 敢 地 保 护 了 弟 弟 妹

妹……让读者看到一个拓荒小女孩的

成长蜕变，细腻、真实又动人。

拓荒生活是艰苦的，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困难，也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无论生活中有多少艰难险阻，爸

爸、妈妈总是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

对，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用勇气开

拓、用智慧去创造崭新的生活。爸爸妈

妈的言行也深深感染了孩子们，他们给

了孩子足够的爱和温暖，教会他们如何

在艰苦的环境中追求和创造更好的生

活。罗兰一家人总是其乐融融、相亲相

爱，小木屋里总是充满了悠扬优美的琴

声、欢乐的笑声和温馨的交

流。父母、兄弟、姐妹之

间 有 着 深 厚 的

亲情，与其

他 的 拓

荒者之间有着纯真的友谊，爱德华先生

穿越湍急的溪流来给罗兰家的孩子们

送圣诞礼物，这些情谊是那么美好、那

么感人。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晚年回忆

起童年这段不断迁徙、颠沛艰苦的拓荒

岁月时，她的内心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

奥秘无穷、父母的勤劳勇敢、对孩子们

深深的爱以及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涌

上心头的是美好的回忆和幸福的暖流。

书中语言质朴、纯净，把一个个真

实的故事用简洁而引人入胜的语言串

联起来，自然景色和故事场景描绘得真

实生动，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饱含真

挚、赤诚的情感，处处流淌着诗意。写到

广袤的草原，“橘红色的落日闪耀着万

道光芒，落日的周围是一圈淡粉色，淡

粉色的周围呈现出一圈黄色，黄色上面

又增添了一些蓝色，而蓝色上面就没有

什么东西了”；写到在强渡溪流时狗狗

杰克不见了，“罗兰尽力抑制自己的情

绪，不让自己再哭出来。她觉得哭鼻子

很不光彩，可她的内心一直在痛哭。”哪

怕在写到因为很多历史的原因，罗兰一

家被迫离开草原上的木屋、迁往更远的

西部时，她的笔触也是克制和柔软的。

印第安人点火烧草原，他们的营地传来

阵阵鼓声和尖锐的喊叫声，“天空中，又

亮又大的星星垂得很低，它们在被大火

洗劫后的草原不停地颤抖着。夜风刮起

来，轻轻吹动罗兰的秀发”，一个小女孩

眼中看到的一切既有恐慌和困惑，也有

试图理解和接纳。罗兰一家要离开小木

屋和大草原了，“茫茫大草原上，到处都

是静悄悄的，蔚蓝色的高空中，朵朵白

云自由地飘荡着，刚刚长出来的嫩绿青

草随风摇曳。”

继续向西迁徙的罗兰一家面临的

是未知的命运，他们还会遭遇新的困

境，但他们有力量克服任何困难。因为

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迸发出无穷的力

量和勇气，迎接人生的每一个考验，并

将这一切化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

生养料。

《草原上的小木屋》是写实主义的

儿童文学经典，虽然没有悬疑曲折的情

节，也没有华丽的文辞，却借朴素的故

事和动人的情感滋养了无数小读者的

心灵，让孩子们从中感受到爱、勇气、智

慧、幸福的源泉和对生活的希望。

（作者系杭州市评论家协会会员）

金曾豪《小乙》

用动物故事书写人间寓言用动物故事书写人间寓言
□姚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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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曾豪非常擅于通过书写动物来观照人

类社群和自然万物的关系，无论是《狼的故

事》中狼在山林和城市间穿梭的冷峻，还是

《苍狼》中人类刻意制造的狼之“楚门的世

界”，抑或是《蓝调江南》中孩童放鸭并鏖战的

酣畅，以及《鹰泪》《小鹿波波》《渔船上的红

狐》《乌鸦开门》中的桀骜、惆怅与魔幻，都让

读者过目难忘。金曾豪对动物书写的痴迷，

跨越了小说与散文，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东方

童话中“以弱小为美”书写立场的不满，而希望

从动物“拼死争当强者”的生存方式中汲取到

精神力量。这是一个作家的情怀和担当，也

成就了金曾豪一部部文字老辣、风格鲜明的

佳作。

在金曾豪大量的动物叙事中，可以发现他

喜爱狼、鹰、马、鹤、鹅等具有独立性、战斗力的

动物，而对从众、示弱、妥协等品性抱有警惕之

心。而在长篇新作《小乙》中，他暂时告别了对

野性动物世界的挖掘，颇具反向意味地深描了

群居动物猴子被“抓进”人间社会的种种遭际，

它从一只聪慧、自在的野猴，逐渐沦为人类的

采药工具、卖货噱头、卖艺玩物、偷窃帮凶等。

它从自在天成、清俊慧黠的野物逐渐变成了随

时会磕头作揖、跷二郎腿抽烟的猴子，或者说，

它成了人类刻板印象中的“猴子”的样子；所谓

“沐猴而冠”“朝三暮四”都是人类社会干预猴

群后对猴子的嘲弄，这也是金曾豪想通过猴子

“小乙”告诉世人的某种人间寓言。

空间叙事的移步换景

和很多儿童小说擅于时间化的线性叙事

不同，《小乙》是一个空间化的作品，小说通过

空间的彼此交叠展开叙事。首先是对猴子群

体所生活的青龙坞的描述，这对于猴群来说是

一个如同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小乙》共有22

章，前4章全部在讲述猴群在青龙坞的内部生

存特点和外部生态环境。这里既有猴王的不

怒自威，也有鹰隼的偷袭挑衅，还有大鼻子、三

点儿、二花脸和小乙等青少年猴子间的嬉戏打

闹。作为一只身形如同大香蕉、体能孱弱的小

猴子，加之妈妈瘸腿，小乙在猴群中的地位是

极低的。但这种“低等”并没有妨碍小乙对大

鼻子（猴王儿子）等出身“高贵”的少年猴子的

捉弄，也没有阻隔猴王在“辣椒”事件后对它的

青睐，更没有影响群猴对战鹰隼时的齐心协

力、小乙深陷泥淖时猴群对它的救助。或者

说，青龙坞的猴群社会结构，某种意义上比人

类社会更加纯粹、友善。这在此后的人类活动

空间中得到了印证：囚禁小乙的木耳碗村、鬈

发人和老黑头各自的乌篷船，小镇闹市的“猴

子采药”摊位、耍猴戏班，以及阿邦企图让猴子

进行偷盗的商店试衣间，这些不断城市化的人

类生活空间一步步印证了人类的贪婪。作品

完结于青龙坞，使空间叙事的移步换景以螺旋

式的辗转回到了原点。当然，“归来”

的早不是当初的少年猴子小乙，而是

沾满人类多疑、狭促、嗜烟等负面品性

的猴子。这与很多儿童冒险小说的丛

林冒险、奇境历险等书写恰恰相反。

如果说儿童历险小说的目的是展现历

险中儿童所获得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的成长性，那么猴子小乙的人间历险则是沾染

了人类的诸多弱点。

叙事视角的众声喧哗

《小乙》的叙事视角也是多元互动的。一

直以来，小说叙事的“众声喧哗”所展现的艺术

品质和情感张力成为很多小说创作的重要方

式，这一写作模式凸显了叙事立场、人物心理、

场景情节的“魔方”意味，使作品透露出某种多

义性与复杂性。《小乙》的叙事声音也是多元

的，既有书写青龙坞猴群的“大自然视角”（金

曾豪语），也有茶园主人“老丙”、擅长野外拍

摄的柯先生的人类观察者的视角，还有乌篷

船上偷猎小乙的鬈发人、善良的小男孩、耍猴

艺人老黑头、守林人阿胡子和儿子大频、隐

居山林驯猴高手的段小手、沦为窃贼的阿

邦、动物园锅炉房里的曾老头等多种人物类

型。在他们口中，小猴子是“小乙”“小不点”

“三哥”“小把戏”“毛毛”等，小猴子不断被人

类命名的过程就是它在人间不断被规训和流

转的过程。

不同的人对待小猴子的不同态度，恰恰

是人类社会自身的“照妖镜”：鬈发人抓住小

猴子的目的是训练它上山采石斛，并通过拍

摄为海报的方式证明自己兜售的石斛是野生

珍品；耍猴艺人老黑头不断破坏着刚刚和好

的两只猴子的关系、通过让两只猴子的争斗

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青年阿邦甚

至妄图将猴子训练成偷盗财物的帮凶，他们

暴露了人类的逐利、贪婪、不择手段等缺点。

而隐居山林驯猴高手的段小手、鬈发人家中

善良的小男孩、守林人阿胡子和儿子大频，以

及最初的老丙、柯先生，对小猴子是没有恶意

的，但是他们对待小猴子的方式仍是训练其

“服从”，夸赞其“灵性”的判断依据是动物能

听懂人话；抑或是通过强制训练其“交换”的

方式，让小猴子唯命是从、配合拍照。在作品

的收尾处，在人间如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

小猴子终于有机会从被动、辗转的情状中“反

转”，在动物园的犄角旮旯处获得了隐身般的

自由，且用被人类训练出来的各种小伎俩戏

耍了锅炉房里的老曾头。小猴子在人间历险

的“建构”与人类对猴子天性的“解构”构成了

作品奇异的多重叙事的互文。

人类和动物的双向凝视

空间的交叉与叠加、叙述立场的多元与

互文，共同演绎了猴子小乙被人类驯化的悲

喜过程。一方面，小乙被鬈发人、老黑头、阿

邦等人驯化，沦为他们卖药、卖艺、偷盗的工

具；在老黑头的乌篷船上，作为“三哥”的小

乙，和另一只叫“二哥”的猴子，以及山羊“白

娘娘”等动物微型社群与老黑头共同生活。

两只猴子间的勾心斗角、睚眦必报，山羊的逆

来顺受，老黑头的猥琐狡黠，让这艘乌篷船暗

含了某种程度的“方舟”意义。当然，“方舟”

的符号意义在这艘乌篷船上显然是相反的，

它并没有彰显人类的包容、希望和理性。更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被解救、回到青龙坞的小

乙，处于不断发作烟瘾、不时怀念乌篷船的扭

曲状态中，正如作品的最后一句：“连小乙自

己也不清楚是不是在盼望那条阴险的乌篷

船”，呼应了封面小乙双眸的特写中：一只闪

烁着山林、一只闪烁着城市，一心二用、难以

兼得；恰似一声冷哨，击穿了渡尽劫波后的岁

月静好。

金曾豪的人生阅历和写作能力，决定了

《小乙》不会是一个轻巧的、甜美的故事，而是

用动物故事书写了一则深刻的人类寓言。当

然，动物间的野性搏杀，卖艺人的奇遇，动物

园的铁栏内外、半野生动物的自得其乐，守林

人的遁世清高……这些素材在金曾豪的写作

中似曾相识，又焕然重组。如何在题材、素

材、叙事中突破自我，是每一位成熟作家殚精

竭虑之所求。长篇小说《小乙》是金曾豪不断

突破自我的又一次尝试，作品在对人类和动物

的双向凝视中，用人类视角呈现了动物世界的

多重关系，也在提醒我们认真思考人与动物和

谐共处的真正意义。

（作者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美国匹

兹堡大学儿童文学中心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