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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醒狮队》（新世纪出版社）是
一本很有创意的科幻小说，也是一本很
有分量的成长小说。我们先看书名，风
格上大气、响亮；内容上具有高度的概
括性，“星际”表明这本书的科幻属
性，“醒狮队”承载着它的传统文化元
素，单看书名就能知道作者希望把科幻
创意和非遗文化结合起来的创作意图。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陈宗秀，是一个
11岁的小姑娘。她的父母是航天员，
长年外派到太空工作，不能在身边陪伴
她的成长，分享她的成绩，分担她的愁
苦。陪伴陈宗秀的是一个名叫“小七”
的陪护机器人，还有一台星际电话，她
因此而忧伤抱怨，心情低落。小说从
她骨折住院开始写起，她一心期盼父
母会因此请假回家看望她，没想到父
亲匆匆来去，只是为了把她送到佛山
乡下的爷爷奶奶家，然后马上回归自
己的工作岗位。

沮丧惆怅的陈宗秀遇到了“星际醒
狮队”，是的，“星际醒狮队”既是书名，也
是书中一支少年醒狮队的名字。醒狮队
的几位佛山乡村少年虽然生活困苦，但
是满怀对非遗项目醒狮的热爱，同时也
热衷于从垃圾堆里翻找电子元件拼装电
子产品。他们的形象本身就体现了非遗
和科技、传统和现代的融通。这是一群
真诚、淳朴、善良、多才多艺、充满梦想的
少年，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陈宗秀不
仅走出了父母不在身边的阴霾，而且发

现了自我，发展了自我，成就了自我。渐
渐地，她理解了父母的事业追求，也做好
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当然，帮助陈宗秀成长的，除了
“星际醒狮队”的小伙伴，还有种种非
遗项目。小说构思很巧妙，按照时间线
索分为五章，每一章都会有一个核心的
非遗项目及其相关工艺融入故事情节和
人物活动，如第二章“星际醒狮队”中
当然是醒狮，小宗秀和醒狮少年克服种
种困难，最终完成比赛并且获奖；第五
章“望天树”中是赛龙舟，小宗秀和小
伙伴在帮助师姐梁春叶组建龙舟队，赢
得天空电梯票的过程中，也深入一个人
心灵的秘密，明白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

苦难，也懂得该如何面对它们。
作为一部科幻类型的小说作品，文

中人物生活在未来时空，在科技已然得
到更大发展的未来场景中，人类已经在
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上开荒、垦殖，从
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地球的交通和通
讯凭借太空电梯和星际电话实现。而仿
真手能与梁阿姨人机合一，从事粤绣工
作。机器人能陪伴和沟通，能帮助人类
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还能上阵舞狮高
台采青，驾驭龙舟乘风破浪，和岭南非
遗文化发生种种亲密接触，甚至有望传
承和发展非遗文化。这些新鲜而又有趣
的创意相信能吸引少年读者的兴趣并激
发少年读者的想象。

总体上来说，读《星际醒狮队》，
能让我们思考未来视域中的文化理解与
传承这一宏大话题，也能让我们思考自
己的人生与未来，而这种人生与未来，
是以文化理解与传承为背景展开的，是
在文化这一意义共同体中展开的。

有心的小读者可能关注到了书中多
次出现的异木棉花，也忘不了在陈宗
秀和几名醒狮少年带着皮影表演艺术
家秦爷爷乘坐飞板返回途中遭遇的那
场风雨。这就是人生，有鲜花和掌声相
伴，也会有风雨相随，期待大家练就获
得人生成功的能力，也培育直面人生风
雨的勇气，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
链条和文化链条中接过属于自己的接力
棒，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程。

《星际醒狮队》

未来视域中的文化理解与传承
□王惠

顺红河南岸，抵哀牢山腹地，我们
会看到一座小城独立于山巅，云雾环
绕。这里是迤萨城——一座隶属于云南
省红河县的古老县城。位于迤萨城的红
河一中汇聚着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一
支少数民族女子足球队就从这里走了出
来，在云南省校园足球赛中屡创佳绩。

《飞上云端的足球》（上海译文出版
社）的作者李艳丽，以这群少数民族女
孩为原型，将她们追逐梦想的故事娓娓
道来。从刻苦训练到赛场拼搏，女足队
共度失败低谷，也同享胜利荣光。一路
走来，她们坚定理想信念、收获真挚友
情、实现自我突破，女孩们走出大山、
奔赴梦想的每一步都熠熠生辉。

小说题目的内涵生成与女足队的
“立梦”过程相耦合。“飞上云端”并不
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在书中，哈尼族少
女洛美爬上杜鹃树，第一次遥遥望见的
迤萨县就躲在云后面。去“那座住在云
朵里的城”读书，成为洛美最初的梦
想。而真的来到山尖的县城里读高中
后，洛美的梦想逐渐发生变化。她因
为擅长跑步被选中进入新成立的校女
子足球队，结识了队里来自不同民族
的女孩们。足球队成立之初，大家对这
支队伍并没有太大信心，更无法将它和

“梦想”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的条
件实在太艰苦，山巅将她们送上云端，

却也将她们与更大的世界阻断。学校里
没有足球场，只能在三面悬崖的沙土地
上训练，不小心将足球踢下山后，就得
去山中寻找。

第一次比赛惨败后，面对与外界的
巨大差距，“练球没什么用”不断浮现
在大家心头。而廖校长和教练雪峰此时
站了出来，他们是球队的创建者，也是
这群女孩的引路人。高烧仍坚持训练的
雪峰身体力行做出榜样，廖校长的一番
话更是深深打动了女孩们的心灵——

“把足球踢好，踢出高山去，踢到外面
更广阔的天地去！努力为国争光，吾辈

当自强。”这一刻，脚下的足球忽然变
得沉甸甸，它被寄予了梦想的重量。而

“飞上云端”也被赋予更深层的内涵，
它不仅指足球被女孩们踢向茫茫云雾
中，也象征着红河女队借踢球走向更广
袤的世界，实现自我的向上飞跃。

作为儿童文学中并不多见的体育题
材作品，小说中的足球训练和竞赛场面
都活灵活现，读来令人热血沸腾。

作者还以温暖细腻的笔触传达出女
孩们成长路上的心理变化，其笔下还流
淌着多向度的“情”。譬如友情，来自
不同寨子的女孩们性格各异，相处过程
中难免产生小纠纷。作者笔下真正的友
谊不是没有纠纷，但这些纠纷也如友谊
的试金石，让她们更加理解彼此。又如
邻里情，小说生动诠释了何谓“远亲不
如近邻”，哈尼寨子的团结与温暖传递
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作者还在故
事中着力表现民族情。书中不止一次提
到各民族本来就是一家人，体现了时代
大潮下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精神风貌。

在叙述女足队逐梦之余，作者还拓
宽视野，写出梦想的传递。廖校长和雪
峰的足球梦传递给了红河女队，而她们
的精神同样在悄然影响着村寨和学校。
每逢放假回家，洛美和老黑都会教哈尼
小学里的孩子们踢足球，梦想的种子已
然传递到他们心中。

《飞上云端的足球》

拼搏于山巅的逐梦之旅
□赵琳

这是迄今为止我付出心力最多的一
套书。

“搜星记”系列儿童幻想小说（广
西教育出版社）共有10册，纵览东南
亚10个国家。很多类似的书稿都是由
团队创作的，而“搜星记”由我一个人
写作。我心甘情愿投入这项工作，是因
为在我这个广西人的心里，东南亚国家
就像是邻居，它们与广西的风物民情相
类，古往今来交通密切，广西南宁还是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要创
作这样一套书，作者在写作才华之外，
还要有感情，有亲近心。

这套书的读者首先是孩子，这样
的考量更能彰显我作为作者的诚意。
很多人对童书的看法可能局限于“浅
显易读”四个字，其实童书需要作者
付出更大的耐心，就像家长对孩子讲
大道理是容易的，难的是在话语中不
说教，却能将道理充分传达。孩子值
得我们这样对待，值得我们写作者为
他们编织童话，为他们创造一个思维
不设限的空间，将成人世界那些凝固
的想法、判断通通排除在外。我也相
信这套书同时适合成人阅读，因为所
有的故事都是有张力的，或高或低，
或窄或宽，任凭个人拓展。孩子有孩
子的视野，成人有成人的感悟。

旗帜立得如此高大，诸多的理念先
行，才有了后边无比艰巨的工作。我先

得将庞杂的资料收集起来细细研读，
对这10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
文化、民俗等有一定的把握，再进入
漫长的整理和思考过程。我为每一个
国家都提炼出“精华素”，再设计情节
和场景一一展示这些要素，还要将10
个国家的故事用一条主线串起来。主
线故事源于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事
件，600多年前埋下的线，由今天的孩
子去启动和探索，就有了“再下西
洋”的意味。

在构思故事时，我给每一个国家
都画了图，“精华素”是一个个城堡，
每一个城堡都有不同的人物、动物、
景物，这些内容互相交织，就像一
张海上航线图。故事产生的地理背
景是真实的，婆罗浮屠、默拉皮火
山、牛车水、洞里萨湖、淡布隆国家
公园……重要的知识遍布其中。在这
些故事里，3个孩子是主角，他们游历
东南亚各国寻找 600 多年前消失在时
空轨道的星使。在旅途中，与他们打
交道的有天外来客，有神话传说中的
生物，还有和他们年纪相仿的他国少
年。他们奇遇不断，进入折叠空间，
见识那些在地球上早已灭绝的动物，
也亲眼见到诸多传说中的生灵。他们
与保护地球的外星客并肩战斗，帮助
了很多人。他们也目睹了灾难和不
幸，遭遇过挫折，正视这些经历，能
使他们在成长道路上获得更丰富的心
灵养料。

给孩子看的故事必须是有趣的、生
动活泼的和积极向上的。孩子们在阅读

“搜星记”时，能从字里行间获得丰富
的知识，了解东南亚国家在历史长河中
积淀的文明珍宝，了解那里独特的地貌
风物，更了解当今的真实世界，珍惜当
下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我还期待孩
子们能从“搜星记”的故事中领悟：坚
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
多么重要。愿所有读者在读完“搜星
记”之后，都能在心中构建出一个鲜活
的东南亚。

“搜星记”

为孩子打开了解
东南亚国家的一扇窗
□杨映川

身处加速的现代社会里，效率主导
着一切，我们很少慢下来真正关心一草
一木，也鲜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一鸟一
兽。只要能面对大自然中的可爱生灵，
我们都会忍不住拍照留念或者久久地驻
足观看，可与它们的联系似乎仅止于
此。对于逐渐与自然远离的孩子们来
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缺失。好在书籍
打开了一扇窗口，成为连通孩子们与自
然之间的桥梁。

能读到“黑鹤给孩子的生命智慧”
系列丛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孩
子是幸运的。孩子们具有喜爱动物的天
性，对大自然的奥秘心生向往。这套丛
书以“自由和责任”“机智和坚韧”“忠
诚和勇气”“尊重和敬畏”“爱和感恩”
为线索分门别类地将自然界中各个物种
的智慧呈现在孩子们面前，既能引起孩
子们的好奇心与保护欲，也能促进他们
的心灵成长，恰如隐形的德育功能。在
每一次因动物的生命属性而感到震撼
时，孩子们的心灵便能得到净化；在每
一次被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协
作所打动时，孩子们的心中便会产生敬
畏与爱意。

黑鹤向来有“自然之子”之称，像
牧民一样穿梭于我国北方的呼伦贝尔草
原和大兴安岭森林。他从不吝惜在作品
中展现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动
物的野性之美：犴、天鹅、雕鸮、游

隼、狼獾、狐狗、驯鹿、藏羚羊、牧羊
犬……各种各样的动物在大自然里展现
着真实的模样，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在肆
意地表达自我。黑鹤一边用精准的文字
刻画出动物鲜明的形象，一边通过极具
冲击力的画面描写让人身临其境。阅读
黑鹤的文字，就好像走进了大自然的感
官课堂。

我们常常用“静谧”“生机”等词
语来形容对大自然的印象，但在阅读
完这套丛书后便会发现，我们的想象
力还是过于匮乏。在黑鹤的笔下，大
自然是有棱有角的，动物是充满了力
量与智谋的：瘸腿的老狼，一次次地
利用车辙诱导骏马失蹄，从而将本来
实力悬殊的马匹捕获；伺机捕食的乌
鸦和狐狸，等待着滑雪板划开雪地，
对钻出地面、落荒而逃的林鼠展开追
捕和围剿；獾群因为洞穴坍塌而突然
暴露在光线之下，为了坚守阵地，与
人类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对峙；雕鸮面
对进入自己筑巢地的人类，本能地驱
离并恐吓……动物所表现出来的这一
切举动，既是它们求生的智慧，也是
它们最本真的魅力。无论何时，自然
界的可能性都要丰富得多：年迈的狗
可以和幼小的狍成为形影不离的好伙
伴；公狼因穿越高速公路捕食而丧
生，母狼为了哺育小狼，冒着生命危
险再次踏上这条生死之路；人犬之间
存在跨越物种的“心电感应”，即使远
隔重洋，女孩也仿佛听到了爱犬濒临
死亡前的哀嚎……书中不乏“爱”“平
等”“尊重”“包容”等关键词。从中
我们能感受到，人类也只不过是大自
然千万臣民中的一员。自然界的万物
组成了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生物
圈，在这个生物圈中，一荣俱荣，一
损俱损。

防控转段后，人类更需要被抚慰、
被疗愈。然而我们恰恰忽略了，大自然
温暖的治愈力量。因此，不妨忘记都市
的忙碌与喧嚣，去黑鹤的文字中领悟一
番别样的生命启示——这不仅是大自然
给予孩子们的，也是给予我们的。

“黑鹤给孩子的生命智慧”

感受大自然
温暖的治愈力量
□王硕妍

陆梅的新作《万花筒》（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让我想起茨威格为夏多布
里昂写的序言里评价浪漫主义者的一句
话：“纯真依旧是纯真，理想英雄般地
成形。”穿越俗世的丛林，跋涉于日复
一日的琐屑，内心依旧没有被磨损，这
也是一种英雄主义。我觉得陆梅一直相
信日常的力量，《万花筒》延伸和强化
了这一点，上海弄堂里富有地域特色的
日常生活以及蕴藏其间的时代变革，从
一个孩子的眼睛看过去，铺展出如流水
般清澈、绵长、繁复的人间烟火。

陆梅善于在生活的“远”与“近”
之间调整焦距，时时保持一种动态的平
衡，既不会因为失去远方的诗意而武断
地把眼前定义为“苟且”，也不会因为
沉溺于眼前而忘却远方的诗意。在《万
花筒》里，两个女孩的拔节成长，三代
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孩子与成人之间的
交织，在陆梅的笔下都繁而不乱，既细
节繁盛又秩序井然。她看待生活的目
光，近处时用万花筒，用她细腻、真挚
的文字，把生活最细微之处都打开，把
那些淹没在尘烟之下的细碎的美好一一

打捞上来，耐心地编织出一幅属于尘世
的锦缎；眺望时她用望远镜，赋予了平
常日子一种远方的辽阔。

陆梅的文字既有“古”意，也有“今”
情。在“古”与“今”的融通中淬炼出一种
辨识度很高的语言风格，这是陆梅和她
的《万花筒》给予我的第二个强烈的印
象。陆梅的叙述讲究、节制，清雅，时时有

禅意，充分地释放了汉语言的魅力。同
时，她的文字里也浸润着时代的活色生
香，尤其是她把上海方言融入进来，让不
同形态的语言在相互碰撞、相互激发中
产生微妙的化学反应，让读者从中享受
到一种新鲜的美妙的审美体验。

此外，我也很喜欢陆梅在生命的
“内”与“外”自如进入的洒脱与从容。因
为爱与眷恋，陆梅的笔调总有一种别样
的温柔，即便写到命运的千回百折，也是
微风细雨的，她的字里行间几乎没有金
刚怒目，更多的是菩萨低眉。但陆梅自有
她的不怒自威，清净自持，也有拿得起放
得下的豁达。所以《万花筒》里的慈悲、温
情与善意等一切都刚刚好。

陆梅和她的《万花筒》都有一种纯粹
的、纯真的气质，但这样一种纯真，是一
颗心灵经历了人世的千山万水之后依旧
保持的明净的底色，有着英雄不妥协的
品格，却没有沉重与悲壮，而是一种历练
之后的轻盈的美好。也许这样一种美好
正是成年人能够再次与童心交汇的通行
证。所以，《万花筒》是写给孩子的未来之
书，是写给成人的并未远去的童话。

《万花筒》

纯真依旧是纯真
□李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