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学教师、幼儿教师而成为儿童
文学作家的，代不乏人。老一辈作家中
最典型的例子是叶圣陶、陈伯吹两先生，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例子就更多了，
比如郑春华、杨红樱、王一梅、汤汤、郭姜
燕……他们在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之
前或者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小学
教师或幼儿园教师。从职业特性上看，
当老师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比一般
人更为了解和熟悉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与
童心世界。对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来
说，了解孩子、熟悉孩子，是得天独厚的
条件之一。如果说，儿童文学作家也是
一种职业，那么，也可以说，儿童文学作
家与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在职业本质上
存在许多相通的地方。以往的很多例子
和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肖米也是一位
小学教师。和孩子在一起，是她的每天的
日常。她热爱孩子，熟悉孩子，因此到目前
为止，她所写的小说故事，大致都没有离
开她所熟悉的校园和小学生的生活。她
从自己每天置身其中的小学校园里，寻
找和采撷鲜活有趣的儿童故事，发现和
描画出个性鲜明的小学生形象。文笔和
构思也还有点青葱与单一，但细节描写
总是真实和鲜活生动的。她不刻意编织故
事和悬念，也不追求复杂和深刻，很少的
议论与说教，常见的都是一些单纯明快的
白描手法，却又是尽量节制着在使用。

《绿色的太阳黄色的海》《嘻嘻不许
笑》是肖米的两部校园小说。跟她以往
的小说相比，在人物、故事和主题上，显
示了作者的一些新的思考、新的追求，但

“文如其人”，整体风格依然是单纯和明
快的。故事的叙述方式就像阳光下的小
溪流在流淌，偶尔会有一点斑驳的阴影，
但终究不能掩盖它的澄澈和明亮。这样
的作品，如带着露水的野花，很接地气，

洋溢着清新的校园生活气息。
姜朝年和阿鲁是《绿色的太阳黄色

的海》中的一对小伙伴，他们的童年就
是在海边抓螃蟹、捡贝壳、堆沙子，在
风里奔跑、随海浪歌唱中度过。但是，
童年不只有无忧无虑，也有苦涩，也有
失望。比如姜朝年，这个心怀美术梦
想、颇有灵气的小小少年，命运偏偏不
肯成全他，让他从小患上了“色盲
症”。于是，在他的画笔下，太阳成了
绿色的，海水成了金黄色的。但他幸运
地遇上了一位好老师，苏苏老师告诉小
朝年：“谁说太阳一定要是红色的啊？”

我猜想，在苏苏这个教师形象身上，
也许有作者肖米自己的影子，要不就是
带着她理想中的女教师应该具有的形
象。如果说，《绿色的太阳黄色的海》里
的苏苏老师，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带有理
想色彩的小学教师的形象，那么，在《嘻
嘻不许笑》中，有一个阳光男生王兵兵的
儿童形象，也带着鲜亮的理想色彩。

“世界应该是什么颜色的？树应该
要有生机勃勃的绿色，在金灿灿的阳光
下蔓延，蜻蜓透明的翅膀在粉白色的荷
花上扑腾，七色的彩虹高高架在蓝色的
天空中，白色的云朵偶然路过，像极了
一首闲逸的小诗。那如果换个样子
呢？”这是肖米在《绿色的太阳黄色的
海》中写下的一段抒情性的“议论”。我
说肖米的新作里有新的思考、新的追求，
大致就是指这样的一些思考。往深一点
说，这其实也是作者对儿童教育观、儿童
成长观和世界观的思考。

少年有梦且缤纷。祝愿这位年轻的
儿童文学作家和她的故事里的少年们一
样，在爽朗的年华里，更绚烂地绽放自
己的梦想。

（《绿色的太阳黄色的海》《嘻嘻
不许笑》 晨光出版社 肖米 著）

少年有梦且缤纷
□徐鲁

2016年，莫振高校长成为了“感动
中国”年度人物之一，他的事迹被广为
流传，让人们感动不已。此后，每年清
明节和教师节都会有纪念他的文章发表
出来，但这些文章都是片段性的记录，
一直以来，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完整系统
地展现他的生平事迹，如今《光明烛》
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

《光明烛》是一部弘扬主旋律、颂扬平
凡英雄的纪实儿童文学作品，它用文学的
语言讲述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莫振高，从一个山村孩子到人民教
师，再到“感动中国”的中学校长的人生历
程，深情赞美了莫校长奋发图强、爱生如
子、孜孜不倦、无私奉献的精神。

小说在开始就埋下了伏笔，写一位母
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徒步行走十几公里的
山村公路。在这里，作者赋予了“路”多重
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除了指实际的山
路，也指莫校长带领众多贫困学子从大山
走向世界的道路，更是指莫校长用自己的
精神铸造出来的一条无私奉献的道路。
经过漫长的徒步以后，他们来到莫校长的
墓碑前，这位母亲开始给孩子讲关于莫校
长的故事，在她的娓娓叙述中，再现了莫
校长的童年经历和他从事教育事业的事
迹，同时也展现了在莫校长的影响下，孩
子们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乐观、朴实善良、
积极向上等超越苦难的人性之美。随着
小说情节的推移，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位

徒步行走十几公里的母亲，名叫陈月，是
莫校长曾经帮助过的一名学生。她带孩
子走莫校长生前经常走的路，既是为了纪
念莫校长，也是希望孩子以后能够传承莫
校长的精神。所以这条路“是一条成长之
路，一条希望之路，一条人生之路”。而这
部小说是以陈月起伏跌宕、一波三折的故
事作为支线，牵引出作为主线的一连串的
莫校长的故事。

陈月这个名字虽然是虚构的，但事
件却是真实的，在都安县，的确是有一
位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行走十几公里的
山路去祭拜莫校长。陈月并不是特指某
一位贫困学生，而是取材于多个真实原
型，是万千贫困学子的缩影。他们从小

生活困难，甚至在成长的过程中饱受生
活的磨难，曾一度面临辍学的困境，而
莫校长的出现，帮助他们解除了困境，
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作者在书中并没有过多地渲染莫校
长的光环色彩，而是用大量的笔墨去书写
学生每次遇到困难时，莫校长总是挺身而
出，做孩子们的坚强后盾。小说通过描写
寻找辍学学生、到宿舍叫学生们休息和起
床、奔波筹集善款、带病工作等情节，为我
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立体可感的用生命
去教书育人的莫校长的形象。

作为一部纪实小说，作者没有资料
式的堆砌，文学性和真实性兼并融合。
从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刻画能够
看得出，作者进行了非常多的思考，使
小说层次分明、人物形象生动立体。而
且这部小说的语言朴实简练、诗意萦
绕，能够让读者在简单的文字中获得美
的感受。

小说的结尾，写这位母亲牵着孩子的
手，重新走回山路上，“落日的余晖洒满了
大地，在金灿灿的光辉里，一大一小两个
身影，在寂静的山路上，踏着坚定的步伐
往前走。”这里的路和开头的路相呼应，也
暗喻着莫校长开辟出来的这条道路，将会
有一代又一代人走下去，他的精神将会有
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

（《光明烛》 广西教育出版社
郭丽莎 著）

书写时代榜样 颂扬平凡英雄
□红日

《男生贾里》最早是在1993年出版
的，今年恰逢出版30周年。

我最早从书里认识贾里是在小学四
年级（1999年）。那一年暑假，因为数
学和英语两科期末考满分，奶奶奖励了
100 元钱，让我买自己喜欢的零食和
书。走进小镇上的一家新华书店，看到
了《男生贾里全传》，当时还不知道谁
是秦文君，只从书名上看应该是写男生
的故事，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无心之举，我与贾里的缘分就
这样开始了。《男生贾里全传》，读来爱
不释手，反反复复看了五六遍，封面已
经被磨得失去了光泽。

2010年大学毕业，我找到了第一份
工作，进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2011
年4月，市场部要陪同作家去校园讲座，
当时安排我陪同秦文君老师去浙江，这
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本人，既紧张又激动。

后面的几年时间，陪同秦老师去了
天南地北许多地方。从她身上，真真实
实看到了一位作家对读者的认真，对写
作的执着。同秦老师一起工作几年，受
益良多。2013年 7月，正值《男生贾
里》出版20周年，我同桃桃儿童文学
发展中心主任孙益恒共同策划举办了

“贾里贾梅出版二十周年暨发行双百万
册纪念研讨会”，同年推出两本图书的
限量珍藏版各首印10万册，两个月里
一抢而空，读者对“贾里贾梅”这一对

兄妹的喜爱可见一斑。
研讨会过后没多久，我和秦老师说，

我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
真正的编辑，还能做上贾里的责任编辑。

2017年，我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工
作，负责原创童书的出版，第一个项目
就是秦老师的《开心男孩》（彩绘注音
版），我和秦老师开玩笑，这本做好了
我们做一本贾里，要全新的故事，写写
新时代的少年成长。秦老师说，先做

“好”再说！
我知道，她对“好”的标准很高，

40余年耕耘在儿童文学园地，她始终
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孩子心中留下成
长的滋养，她曾说过，希望多给孩子们
写几本“发光的书”。

《开心男孩》一经推出，市场反馈
热烈。我感觉这张成绩单算是合格了！
于是，我提出2021年是她从事儿童文
学创作40周年，我想策划一套“秦文
君校园成长金典系列”，并力邀她写一
写贾里小学阶段的故事。

几经讨论、打磨，“秦文君校园成长
金典系列”终于确定出版计划，秦老师也
欣然应允写一本贾里小时候的故事。
2023年是《男生贾里》出版30周年。2023
年4月，这部保留了秦老师经典创作风
格的新作《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
小时候》正式出版了。全书由12个故事
构成，不仅可以再度激发“贾里贾梅系
列”忠实读者们的阅读热情，也因文本处
处体现着秦老师对当下儿童成长环境的
关注、对现代教育议题的思考，使得新一
代儿童也能感受到丰盈的阅读趣味，浸
润在阅读的滋养里，汲取到秦老师的作
品中传达出的温暖和对生活昂扬向上的
积极态度。

《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小时
候》的出版对我个人来讲圆了一个做贾
里责任编辑的梦，我和贾里的缘分不浅；
对广大读者来讲，贾里曾经陪伴过许多人
的年少青春，现在还可以陪伴我们的下一
代一起成长，我们和贾里的缘分不浅。

（《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小
时候》 上海译文出版社 秦文君 著）

我与贾里的缘分
□张顺

民族要振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
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邓玲博士的
《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实现机制研究》
一书是以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实现机
制为研究问题，对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
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面临难题、地
方探索、实践路向和机制构建进行较为
全面系统阐释的专著。作者从生态振兴
的视角切入，通过理论与大量乡土社会
实地调查案例的结合，探寻适应新时代
发展、符合乡村情境的有效应对策略，
拓展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研究的
广度和深度，具有知识增量和实践创新
的双重意义。

通过此书，有益于推进乡村生态振
兴的理论研究与建设，为生态宜居乡村
建设提供有力论证。该书立足乡村社会
情境，阐述了“推进新时代乡村生态振
兴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
需要，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同时，提
出“乡村要振兴，乡村生态必需振兴，
这是由乡村振兴的特有功能和重要地位
决定的”等诸多观点。这些观点的提
出，为我们走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推进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加快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实践行
动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依据。

通过此书，有益于探寻农业农村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共融之路。在
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背景下，我国农业
农村改革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农业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的作用日益显
著。该书深刻剖析乡村社会经济不断发
展，生态环境问题却日益凸显这一不平
衡、不协调关系，直击乡村生态振兴所
面临的自然生态退化等制约生态振兴的
痛点。同时，从地方探索乡村生态治理
的实际行动切入，以浙江桐乡为研究样
本，展现乡村生态振兴工作的开展和取
得的成效。从理论到实践，探寻新时代
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向和化解深层次

制约的机制构建。此书从加强乡村生态
保护与修复、深化农业污染防治、推进
农村生活污染综合整治3个方面阐析新
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向。继而
从理念重塑、主体协同、文化再造、
技术嵌入、制度完善5个方面具体构建
实现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引导机制、
合作机制、驱动机制、支撑机制和保障
机制，是为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有效
探索。

通过此书，有益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启发更多思考。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
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实施
到全面推进的变化，也对各地持续推动乡
村振兴提出了更高要求。该书从定制度、
立规矩、抓落实等方面对乡村生态振兴的
机制建设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可对加快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提供有益指导。

乡村生态振兴是一个重大的时代性
课题，结合当下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
定位和要求，相关学者还可以从更多的
方向去思考，从国内外更多的优秀案例
中总结经验，进一步细化和升华乡村生
态振兴的课题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实现机
制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邓玲 著）

探索乡村生态振兴
□吴鲁薇 陈胜利

木铎金声，春秋代序，巍巍师大，
百廿弥新。

“无负今日”，系梁启超先生于1925
年给师大学子的赠言。铿锵四字，意蕴无
穷，恰可作为北师大精神根骨之诠释。由
此“破题”，影片有了立意的依托。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
要奠基者，亦是中国师范教育与基础教
育的改革者和引领者。前身为1902年成
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平女子师范
大学、辅仁大学并入后，成为中国第一
所国立师范大学。梁启超、鲁迅、白寿
彝、启功等先贤先后在此弘文励教，名
师荟萃，各领风骚。

百廿年来，凡中国近现代教师教育
之变革，国家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之创
新，北京师范大学每揽当仁不让之责，
知行相长，与时俱新。代代师大学子，
秉“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校训精
神，治学修身，勤勉不怠，为中华民族
的教育伟业谱写了一曲慷慨长歌。

百廿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文
化传承创新的主力军，也是推动科技进
步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文化运动伊始，
钱玄同、黎锦熙领衔，不遗余力推进白
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世纪之交，钟敬
文首倡并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近年，
莫言成为大陆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更是集齐了莫
言、余华、苏童等一众当代文学巨擘。

电影《无负今日》，亦系北京师范大

学形象艺术片；感念于北师世纪风华所
蕴集之淳厚悠长之人文传统，力图以点
带面、管中窥豹，用数则似断实连的故
事来复现师大人的精神气质，来捕捉巍
巍师大的炫彩光华。这是对我所挚爱的
母校的一份心意，也是对自己过去这20
年时光的一次致敬与回眸。这个创想，
源自从求学到执教、从青年到中年的漫
长步履，源自星移物换间对师友学子、
对校园屋舍和花草风物的眷爱，源自一
个真纯而朴素的愿望——如斯美好的母
校，我要用我所学所擅，为她织就一首
光影与文字交汇的美妙诗篇。

对母校的热忱敬意，寄寓在这部作
品的光影与文字之间。影片内外，故事
唤醒的故事、故事串联的故事、故事催

发的故事……许多生动丰富的资讯、知
识、轶事，与影片构成了相映成趣的互
文——我们将其一并收入本书，权作对
影片内容的补充，也是对读者期待的回
应。从影片到书籍，也许力有不逮，但
我们始终不曾放下这份初心——铭记此
时此刻此代人的所思所想，抚今追昔，
寄望为后来者回溯北师大及北师大人的
浩瀚精神长河留下沧海一粟的凭证。

而今回想，如果要给大家参与这部作
品寻一个动机，无他，正是以“无负今日”
之名。团队中，有北师大人，有北师大人
的友人，还有很多北师大的新朋友……我
们一起谈论理想、师道、青春，大家所形成
的多声部鸣奏，自然而谐和。我想，这或
许正是北师大魅力之所在。它荟萃五湖
四海的求道者，再让他们彼此砥砺，相与
促进，焕发独特的光芒，尔后复归万乡，将
一方方土地照亮，让人间姹紫嫣红开遍。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就星空、大地、心灵
和远方发起追问之时，种种思绪交汇而出
的，就是北师大精神的轮廓。

当然，我们也期待，一代代师大人
的足迹与谛思能够得以沉淀，为后来者
找寻母校过往影踪留下饱含深情的证明。

一朝一夕，今日即逝；一时一刻，
今日须惜。

何惧流年匆匆，但求无负今日。与
诸君共勉。

（《无负今日》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梁振华 主编）

何惧流年匆匆，但求无负今日
□梁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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