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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带去一块“魔毯” ◆ 简 平

在
读

让我们“在读”中
悦读 悦心 悦人

简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

者，澳大利亚儿童文学

作家帕特里莎 ·拉伊森

说，对足不出户的人来

说，得拥有一块魔毯，往

毯子上一坐，这魔毯就

会带着你满世界飞，想

去哪儿就去哪儿。可这

块神奇而迷人的魔毯藏

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就藏在你的头脑中，

只是你没有将魔毯打开。那么，怎样才可

以让这魔毯从你的脑袋里飞出来呢？回答

是：你需要一把钥匙。这钥匙真的有吗？

有，那就是书籍。

在我看来，有些书在这个因疫情而足

不出户的特殊时期，尤其值得孩子们阅读。

英国绘本作家山姆 ·麦克布雷尼写过

脍炙人口的《猜猜我有多爱你》，其实，他还

创作过一部堪称经典的绘本《被宠爱的小

熊》（山姆 ·麦克布雷尼/文，山姆 ·亚瑟/图，

陈赛译，明天出版社2021年11月版）。那

只长毛绒玩具泰迪熊被它的主人、小女孩

玛丽 ·罗斯不慎落在了火车上，当它独自待

在失物招领处时，显得那么孤独和悲伤，它

的眼神里充满寂寥和期待。后来，在长达

几十年的日子里，小熊碰到了各种境遇，有

时候它都难过地想放弃了，但它知道“要想

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没那么容易。”终

于有一天，小熊与玛丽 ·罗斯再次重逢，它

是怎样的欢喜和雀跃啊，它对自己说：“毕

竟，当有人如此爱你的时候，看到事物光明

的一面并不难。”确实，在现实生活中，离

别、挫折、痛苦常常不是如约而至，是突然

间就来了，那就需要我们像小熊那样在漫

长的岁月里感觉人们对爱的渴望、爱而不

得的失落，以及失而复得的悲喜交加，而我

认为，懂得珍惜，就是从这些感觉开始的。

这部中文版绘本专门配上了原创音乐，所

以大人和孩子可以跟随情景感十足的旋律

进行亲子阅读，那将会是留在记忆里的美

妙时刻。

我特别喜欢“童年中国书系”（翌平主

编，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4月版），

这套书系现已出了35本，到今年5月将达

到50本，每一本都由一位作家讲述自己的

童年。这些作家来自四面八方，从事不同

的工作，有年长者也有年轻人，有的在城市

有的在乡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所以读

起来有一种极其难得的精彩纷呈的感觉。

我们都说没有一条河流是相同的，每一个

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这也便构成了人类社

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少有经历的孩子

来说，了解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不仅

可以帮助他们增进自己的阅历，而且也可

以通过参照他人的经历建设自己的理想童

年。国家史也罢，民族史也罢，其实都是由

一部部个人史组成的，所有的宏大叙事最

终都将落实到每个具体的细节，因此，孩子

们可以通过这套书系真切回望当代中国的

文化传统、生活经验、伦理风俗、人情人性

和社会变迁，在童心所照亮的世界里感知

真善美的境界，同时见证有来历的人生的

出场。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每一位作

家都是冰心奖获得者，他们都用心追求文

字的精准和生动，让孩子直接触摸到汉语

之美，有助于写出优秀的作文来。

孩提时代的可贵在于对世界充满了好

奇，没有这种好奇就不会引发探索的兴趣，

更不会有创造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很

推崇一套丛书，那就是《46亿年的奇迹：地

球简史》（日本朝日新闻出版著，曹艺、丁丁

虫等译，九久读书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月版）。这部丛书共13册，是一

套兼具科学与美学的大型地球科学通识读

物，50个专题循序渐进，涵盖150个地球史

重要节点，涉及地理、生物、物理、化学、人

文等各个方面，完整呈现地球46亿年的壮

阔历史。由于有海量图片支撑，因而打开

每一页都能感到震撼，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使读者对所叙述的内容过目难忘。地球是

迄今人类生活着的唯一家园，可我们对这

颗星球了解甚少，这部丛书恰好能让孩子

们在一个个奇妙场景中领会科学严谨的知

识，从而激发探索热情，完善思维模式，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起孩子们对天地万物等

量齐观的心胸，获得看待世界的更为宽广

的视野，而这些也有助于提升面对困难的

抗压能力。

我这样写着为孩子们荐书的文字，是

因为我非常赞同拉伊森的话，我相信每个

人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魔毯。因为防控疫

情，孩子们少了一起嬉戏的机会，不妨用书

作为钥匙，打开宝藏之门，找到那块魔毯，

坐上毯子，顺着自己的心意在无边无际的

天上飞来飞去，感受勇气和温暖。

2022年 6月 10日，
“七一勋章”获得者、优秀
人民教师张桂梅的传记
《张桂梅》图书研讨会以网
络视频会议形式在北京-

昆明同步举行。本文为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
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
义勤发言节选。
我读了《张桂梅》这本

书总的感受是，这是一部

非常有温度、有情怀，洋溢

着时代精神，而且在艺术

上也很有特色的优秀报告

文学作品。它最大的成功

在于生动刻画和塑造了一

个鲜活的、生动的、丰满

的、立体的张桂梅的形象。

我们讲张桂梅是一个

时代楷模，在我们心中，在

我们时代她都是英雄，但

是对作家来说她更首先是

一个普通人，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的一个邻居，身边

的一个工作伙伴，她是女

儿，是妻子，是老师，最后

才是英雄。在这本书里，

作为一个英雄，她的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人

生历程，特别是她的成长

道路，我觉得作家挖掘得

生动，展现得也非常生

动。同时对张桂梅的性

格、她的家庭、她的爱情、

她的婚姻生活，包括她作

为教师的那些点点滴滴，

她的喜怒哀乐，她的悲欢

离合，她的身体生病、治病

等方面的展现，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英雄生活中的另

外一面，特别是她作为一

个不服输的“女汉子”的那

种性格。也可以说通过这

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张桂

梅是如何练成的，她是如

何从东北到了云南，然后

成为时代楷模。

整部书对张桂梅的刻画，在报告文学作品里，我觉

得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艺术经验和启示，因为它对这个

人物，是用一种很朴实的、真实的眼光去打量她。这个

报告文学里面有血有肉、有笑有泪、有爱有恨，所有注

重这些故事的日常性，注重对生活细节性的那种表现，

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拔高、没有特别夸张修辞的那样一

种写法，在报告文学里面提供了很好的艺术经验。

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非常深刻地诠释了张

桂梅精神。我们学习张桂梅，首先要学习她对生活、对

时代、对党、对人民的那种信仰，那种大爱。比如她对

学生那种无私的爱，她投入工作那种无我、忘我的状

态，她那种强烈的事业心，她那种与疾病斗争时的那种

倔强、那种精神，包括在她身上所体现的生命的尊严，

作为一个个体的那种尊严。我觉得这部作品把张桂梅

的精神诠释得非常饱满、丰满。这本书把一位英雄的

精神跟时代精神结合得很好，把她个体的精神和时代

的精神也有很好的结合。

这部作品的叙事很有特色。在报告文学作品里采

用第二人称叙事是非常少见的，因此这本书有强烈的

对话性和抒情性。这种叙事方式亲切、感人，同时有助

于走进人物内心，有助于对人物进行一种精神对话，因

此它没有叙事说教味，而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内心

的情感共鸣和共情。从这点来说，它在书写英雄人物

方面，在时代主题的表达方面也提供了经验。它没有

说教，没有概念化、没有简单化，因此我想这也保证了

这部书的文学性和感人的魅力。李延国先生是非常优

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写作的历史非常长，这部作品可

以说是他近年来的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意义作品。

总之，我觉得《张桂梅》是我们当代报告文学写作

里非常重要的一部新的收获，在书写英雄人物，在讲好

今天英雄的故事方面，进行了非常成功和有益的探索。

革命题材儿童小说的理想主义光芒
——从长篇小说《使者》说起

◆ 陈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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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是
中国共青团成
立100周年。百
年来，共青团员
在党的领导下，
为中国革命的
胜利和新中国的
建设挥洒着无
悔的青春。今年
是少年儿童出

版社建社70周年，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专业
少儿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大量优秀
童书，其中包括这本向中国共青团百岁生
日献礼的长篇儿童小说《使者》。这是一部
优秀的主题出版图书，也是儿童文学中闪
耀着不朽奋斗精神的作品。
拓宽儿童文学创作文本的多元、自由

度、历史感以及可能的实践范围，为童年的

书写状态和生命体验提供更为多维的尺

度，赋予童年书写以更为丰富厚重的内涵

和体验感，让童年的文学意象更具张力，则

革命历史题材应该是儿童文学写作中的重

要题材。

英雄叙事永远是儿童文学中的重要题

材，不仅仅是因为儿童天生具有的英雄主

义和理想主义气质，更因为文学本身所具

有的超越性特征。

人类的审美需要，源自自身的生命活动

与感性的生活，超越了功利性和纯认知层面，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确证、热爱

和再体验的一种精神活动。由此，我们的作

家和作品不应该仅仅被个人化、日常化的叙

说淹没，在日常生活之外，应始终保有文学的

超越性，指向对国家、民族集体记忆的重塑和

彰显，指向崇高的精神力量。

约从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从《满

山打鬼子》《1937·少年夏之秋》《走出野人山》

《少年战俘营》，到《火印》《少年的荣耀》《永远

追随》《将军胡同》《野蜂飞舞》，再到最近这一

两年涌现的《渡江少年》《最后的比分》《鸣鹤》

《琴声飞过旷野》，以及今天这本《使者》，一批

革命历史儿童小说精品的涌现，实现了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小高潮”。

究其原因，既和儿童文学对自身题材

的拓展、对自身精神内涵提升的内在要求

有关，也和大环境殷殷呼唤现实主义儿童

文学的复归有关。需要注意的是，对当下

题材的书写，并不一定就可以完全归为现

实主义写作范畴；现实主义写作，首先体现

在一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

《使者》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体现

了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文学性、儿童

性和历史感的三性合一。

从历史感来看，《使者》以上海三次工

人武装起义为背景，是目前儿童文学创作

中稀缺的以建党建团早期为背景的革命历

史题材的儿童小说。这要求作品有极强的

生命力和说服力，让读者身临其境和感同

身受，让故事扎实绵密，则小说中的真实人

物、用度器具、世情世象、行为逻辑、人情事

理，都要经得起推敲和考据。显然，《使者》

的历史感和历史细节立住了。作品的背

后，是作家花费巨量的考证功夫和时间。

从文学性来看，作品叙事成熟，流畅精

彩，节奏明快，悬念重生，故事讲得波澜起

伏，其叙事层面的丰富性、紧张感、张弛把

握得宜的节奏感等特征，极大满足了儿童

的接受心理，有很强的感染力。

从儿童性来看，作品并非仅是传统的

战时或“十七年”年间的“小英雄”叙事，将

儿童生活纳入集体化、军事化的行动中，而

是注重回归人性真实，回归儿童的本真个

性。它突破战争题材小说的常规模式，立

足儿童本位，让“战争”与“儿童”两个元素

更为契合。作品并不仅仅是直面战争、战

斗的现场，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尽可能地还

原历史现场，接近战争中儿童的更为真实

和普遍的生活状态。

当童年命运存在与传统战争历史言说

相交织，当儿童人物以一种未经成年人理

性“锤炼”的最直接方式对战争做出反应

时，就有可能脱离战争历史言说的传统话

语和成人话语，完成对战争、战场与历史的

重新审视与书写。儿童视角基于“儿童性”

的叙事伦理，在淡化战场的残酷与血腥之

时，也避免了集体记忆裹挟下对童年记忆

和情感的遮蔽，丰富着我们关于战争历史

与苦难的记忆，是历史维度的童年书写，也

是以童年视角构建历史。

作家赋予了少年儿童以战士的身份，

让他们直面战争。但需要指出的是，作家

同时注意到了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儿

童性叙事伦理，虽然“小英雄”是具有英雄

气质的少年儿童，但他们始终是战争的弱

势人群，他们首先是孩子，生活经验和斗争

经验毕竟匮乏，他们会无知、脆弱、迷惘；同

时，也不能因为要写“战争中的儿童”，而忽

略小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的意志与勇

气，和他们面对血腥面对残酷时的成长。

作家塑造有血有肉、鲜活的小英雄春来的

形象，强调了个体的充实与完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