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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丝绸之路的存在，中华文明才得
以融入世界并得到更大程度的传播，也才
得以在兼容并蓄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
然而，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陆上丝
绸之路1500年后，海上丝绸之路直到明朝
才在郑和的努力下，从太平洋西行贯通整
个印度洋。郑和于“海上丝路”的贯通厥功
至伟。

郑和无疑是伟大的，以致梁启超以“郑
和之后，再无郑和”而盛赞。

是的，郑和当得起这份荣耀，因为他是
中国古代第一个将造船术与航海技术融会
贯通并达到极致运用的人，也是全世界首
个主导将天文定位与罗盘导航综合运用、
创新航海术并完成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实操
意义的洲际航海图的人，还是全世界第一
个大规模组织进行航海距离最远、跨越海
域最广的远洋航行且开辟了亚非航海通
道、延伸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人……而这
一切要早于其他国家的航海行动近百年。

然而，这伟大的背后是什么？《大中华
大人物·驾宝船下西洋的使者——郑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为读者解开。

郑和，原名马和。“郑和”大名是当时的
皇帝所赐。之所以被赐姓，原因兼具悲催
与荣耀——马和父亲死于战乱，少年马和
被迫接受阉人的命运，后来却又因功受赏
而更名郑和。

显然，这是一个身份卑微、被残疾
的人。

尽管历经摧残，郑和并没有因此甘于
沉沦，而是借侍奉皇室之便，勤于学习，不
断进取，且敢于牺牲。他不仅在“靖难之
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而被赐姓，更在其后因

“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博辩机敏，长于智
略，知兵善战”而扛起下西洋之巨任。

显然，这是一个有准备、有才华、敢想
敢做的人。

郑和在下西洋之前，还曾东渡日本，成
功规劝当政者妥善处置倭寇扰华事宜，随
后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平息爪哇国动乱，
铲除海盗陈祖义，生擒锡兰山国王，匡扶苏
门答腊危局，劝谕暹罗。

显然，这是一个有担当、有胸怀的人。
郑和，从目睹家人离世到自己被阉成

为皇室侍从，这当中经历了怎样的屈辱？

从朱棣的一名贴身侍从到追随其出生入死
并执掌皇家禁宫大权，这当中经历了怎样
的磨难和成长？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无
论是政治上的历练还是大自然中惊涛骇浪
的考验，这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险和挑
战、锻造与淬炼？

显然，这是一个超越了荣辱、超越了自
我甚至超越了时代的人。

郑和，其成长和作为足以表明，他的确
是一位伟大的人物。然而，他的伟大又绝
不仅限于上述那些只言片语。当哥伦布、
达伽马这些后来的航海发现者踏足每一块
新土地时，给当地带去的无一例外是充斥
着暴力、流血与征伐的所谓传教福音，而当
郑和七下西洋时，他为沿途百姓带去的则
是泱泱中华的文明，是物产，是文化，是友
善，是和平。

显然，这是高山仰止般的伟大，是超越
了民族和地域的博大、仁爱，它不仅传递了
中华民族对世人的友善，更散播着人类应
有的最可贵的包容互鉴、交融共荣的文明
理念。

伟大，从来不曾有过专属，而一切伟大
却无一例外始自平凡，甚至卑微。只有经
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
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
绝响。诗人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我则
报之以歌。伟大由此而生，势不可挡。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在人类探索文
明的脚步面前，一切成见终将被打破。

《大中华大人物·驾宝船下西洋的使者——郑和》

感受“中华大人物”的生命华章
□徐江

《阿布尔的孙悟空》（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是浙江青年作家陈伟军的最新儿童
小说，聚焦于非洲儿童与中国维和军人的
温馨互动，以“大”的视野与“小”的细节，巧
妙地编织了一个跨越国界、融合文化的温
情故事，让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也
深刻感受到儿童文学所蕴含的深远意义。

它将宏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非洲
少年阿布尔在对孙悟空形象的探究与寻觅
中一个个拔节成长的小瞬间相结合。阿布
尔初识孙悟空源于6年前，那位戴着蓝色
贝雷帽的“中国妈妈”罗菲医生像一道光照
进阿布尔的世界，她用神奇的中药缓解了
阿布尔母亲的病痛，还为阿布尔带来了一
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孙悟空大闹天
宫。阿布尔深深地被孙悟空的神奇本领所
吸引，幻想着自己也能拥有那七十二般变
化。在他将大闹天宫的桥段对病痛中的妈
妈和身边的小伙伴一次次的反复讲述中，
阿布尔爱上孙悟空这个形象，希望自己能
拥有孙悟空那通身的本领，帮助人们远离
苦难。当“阳光叔叔”黎耀和顾一平用京剧
表演活灵活现地再现孙悟空形象时，阿布
尔开始相信孙悟空并非只是虚构的神话人
物，而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他开
始走上街巷，走到村镇的每一个角落里，带
着满心恭敬与虔诚去寻找生活中的“孙悟
空”。阿布尔发现，罗菲、黎耀、孟伟是孙悟

空，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一个可供他人遮风挡
雨的家的维恩是孙悟空，挚爱艺术的达卡是
孙悟空，悄悄煮玉米糊的小伊曼是孙悟空，
内心强大、乐观向上的自己也是孙悟空……
从无助到坚强、乐观、自信，阿布尔每一个成
长的瞬间，都与孙悟空这一具有典型中国传
统文化色彩的英雄符号连接在一起。作者巧
妙地将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形象引入非洲大陆上一群少年的成长历程
中，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地域限制，实现了东
西方文化的精彩碰撞与融合。

它将维和精神、中非友谊、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重大主题融入一个个温情的小细节
中呈现。作者陈伟军说：“我也绝非只把中
国维和军人放在值得我们尊敬和仰望的高
度，我认为任何一个心存善良与美好的人，
如阿布尔、维恩、达卡等平凡小人物，他们
也同样是动人的。”最美援非医者罗菲拯救
了很多被病痛折磨的生命，也抚慰了很多
人伤痕累累的心灵，自己却因积劳成疾而
离开人世，阿布尔、维恩等非洲孩子念念
不忘这位曾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妈妈”；中
国维和军人黎耀和家人总是聚少离多，甚
至错过了孩子的第一次说话、第一次走
路，连孩子第一次叫“爸爸”也是隔着冷冰
冰的手机屏幕，却从来不后悔穿上这身挺
拔的军装，阿布尔给他送上“阳光叔叔”的
称号……这一个个你来我往的小细节，是
关于中非人民之间友谊的温情叙述，更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

陈伟军以诗意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描
绘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构建了一个
个充满想象力的场景。他的文字，既有对现
实世界的深刻洞察，又有对理想世界的美
好憧憬。它以“大”的视野展现了人类共同
的价值观与追求，以“小”的细节触动了人
心最柔软的部分。正是这种“大”与“小”的
完美结合，成就了这部既具有思想深度又
充满人文关怀的儿童文学作品。

《阿布尔的孙悟空》

“大”视野与“小”细节
□方妤

《珍珠塔》是苏州评弹的经典曲目，在
这部儿童小说《珍珠塔》（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的书写中，“珍珠塔”一语双关，既
是深化师承关系的关键曲目，是主人公苌
玉艺术生命的起点，更象征着儿童情感世
界中的一座理想之塔，照亮了苌玉的精神
成长之路。在对苌玉“求艺之路”低吟浅唱
般描述的同时，作者也将民国时期苏州的
市井风情与世间百态娓娓道来，既显现出
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又在以一种独特
视角书写着正处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期的
江南文化景观。

汪曾祺在《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一文中
曾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
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读过小说《珍珠
塔》，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吴新星小说的语
言艺术。作者树立了一种用饱含抒情之美
的文风勾勒儿童成长图景的小说范式，恰
如一缕缕清风织就了儿童审美想象的空
间。一方面，故事仍是在传统文化视阈中聚
焦民国时期的儿童成长，其内蕴的情感走
向始终与苌玉的精神生命起伏状态一致，
多元化地讲述了一位心地善良、心思缜密
的小小少年如何实现自我超越与成长闭环
的故事；另一方面，经柳树、石桥、流水等抒
情意象铺陈的诗意画卷渲染了抒情化小说
的气氛，而小说中的大人和孩子都像是从

这气氛里走出来的一样，如汪曾祺所言“气
氛即人物”。文中以苌玉视角展开的一段对
月色的叙述，可谓是“情景相生而契合无
间”，生动形象地引领读者走进个体的生命
经验里去寻觅关于“夜与月”的记忆，同时
暗示出“苌玉”具有敏锐的艺术感知力与想
象力。如水一般流淌开来的小说语言，似一
首意境悠远的古典小诗，随叙事节奏、故事
情节、言说方式婉转流变，清丽脱俗。

然而，平淡不是寡淡，传统不是陈旧，

中国语言的魅力正在于文字间的文气流通
与韵致流露，叙事的抒情性和戏剧性也绝
非孑然对立，小说《珍珠塔》便很好地填补
了这两种文学表达之间的缝隙，“抒情其
表、戏剧其里”的阅读体验使读者能够更细
腻地体味人物内心的情感张力，与此同时，
巧妙的伏笔也始终调动着阅读积极性，使
读者始终沉浸在文学体验之中。文中提到
苌玉偶然间发现了师父藏有一张年轻女性
的照片，照片反面写有“爱妻小相”，然而

“爱妻”并非师娘。直到小说临近尾声，苌玉
才从师伯处得知相片中的年轻女子是师父
已故的原配妻子。得知事情原委的苌玉，想
起对师父的猜测很是愧疚，但更多是释怀
与感动。作者以借景抒情的方式描写了苌
玉对月亮的观察，隐隐透露出其微妙的情
感波动。“苌玉”温润如玉、不事张扬的性情
背后凝聚着纯然的童年精神力量，事实上，
作者在形塑“苌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同时，
也为故事发展铺就了向光性的叙事底色。

如果说“文风似清风”是对小说语言风
格的概括，那么“诗心即童心”便是对作家
创作理想——童心审美意识的积极诠释，
也只有有着强烈童心审美意识的作者才能
够实现对现实儿童的还原与超越，以童心
审美的视角讲述故事，从而把握儿童精神
世界的真实、纯粹与丰盈。

《珍珠塔》

文风似清风 诗心即童心
□王雅鸣

在童话果园里，儿童文学作家龚房
芳已经耕耘了20余年。这本新作《愿
望杂货铺》（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她
收获的又一颗饱满香甜的果实。相较
热度颇高的儿童小说和绘本，童话这
一门类得到的关注并不算多。然而童
话远不是“小猫小狗会说话”那样简
单，好的童话乘着幻想的翅膀，却合
乎现实生活的情感和逻辑；它或安静
流淌，或热闹奔腾，都和童心的跃动
合拍，给孩子梦与自由、爱与希望。
《愿望杂货铺》就是这样一部童话。

《愿望杂货铺》 的主要人物，是
猫、鼠、狗的经典组合，常见却不落俗
套。一只叫牛奶的猫聪明傲娇，他来到
一座新城市，认识了愿望杂货铺的老
板披风鼠。牛奶机缘巧合成了披风鼠
的助手，帮顾客实现各种千奇百怪的
愿望，他自己也慢慢成长，变得有耐
心、善思考。披风鼠不像其他童话里
的老鼠那样活泼，而是一只老成睿智
又带着神秘气息的鼠。他从容、体
贴，让顾客如沐春风，可谁知道那平
静的外表下藏着多年的心结。狗的名
字叫多多管，取自“狗拿耗子——多
管闲事”的歇后语，爱张罗爱八卦，
他是旁边店铺的老板，却“不务正
业”跑到愿望杂货铺。还有一只行动
力超强的溜溜猫，为了追查“失踪人
口”打入杂货铺内部，其实他是大名
鼎鼎的警察破浪。杂货铺的日常工

作，成为故事的主线；破浪的行动和
牛奶的怀疑穿插其间，成为副线。整
部童话跌宕起伏、反转不停，引着小读
者走进愿望杂货铺的神奇世界。

作者对其他人物的安排也颇具匠
心。来到杂货铺的顾客形形色色，庞大
温吞的河马、急躁结巴的大鹅、害羞的
羊女士、勇敢的小蚂蚁……不仅有性格
迥异的动物，还有奇特的植物，他们也

“拔根而起”来寻求愿望的实现：既非
乔木又非灌木的“乔灌”，“想要活”的
假椰树与爱美的真藤蔓，“长不大”的
小盆景与“长不老”的花树。甚至还有
好心假扮成顾客的老熟人，裹着长长的
衣服叠罗汉。大与小、真与假、动与静
的对比，丰富地呈现在小读者眼前；捉
一辆风、找三根老虎胡子、集四滴爱的
眼泪、寻一段丢失的回忆，无论多么新
奇，每一个愿望都会被看到、被尊重、
被尽力实现。

一部好的童话，具有深厚的同理心
和人文关怀。作者慈爱的目光虽藏诸故
事之后，却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
为了帮黑猩猩外祖母寻找“遗失的声
音”，披风鼠和牛奶不惜赔钱，制定了
改善当地环境的长远方案。只有绿水青
山常在，生活才能幸福，歌声才能甜
美，这是“为所有外祖母保存的声
音”……在种种情节之中，孩子能收获
捧腹大笑的瞬间，当然也会在爱的温暖
中受到触动和启发。

一部好的童话，也蕴含着生活的勇
气和智慧。披风鼠和牛奶把爱的眼泪献
出来，本以为能让蚜虫实现航海自由，
没想到蚜虫逃跑之后又回来——真正的
自立原来没有那么容易。童话不等于圆
满，孩子跟着故事里的人物适度“受
挫”，并不会对世界全然失望，反而增
益现实的勇气。在实现自己或他人愿望
的过程中，那些爱、勇气和智慧，成为
主人公由出走到回归的原动力，或许也
会在孩子们的生活中产生意料之外的美
妙回响。

书中的每一个愿望，其实也是很多
孩子都有的奇怪愿望。这些愿望不会被
嘲笑，不会被搁置，只会被尽力实现。
所有看过这部童话的孩子，一定也能大
胆做梦、大胆许下愿望吧！

《愿望杂货铺》

呵护童年的每一个愿望
□殷婉莹

葛竞的《“嫦娥”团队：月球探
宝》（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是一本读时积聚力量，读后充满斗志的
好书。“从零到一，再从一到一千，17
年的努力，中国探月航天用最短的时间
跨越了最长的道路，飞身来到世界航天
领域的前列。”看到我国探月工程的逐
渐前行，心生民族自豪感是必然的。
然而对读者来讲，最让人心潮澎湃
的，莫过于在困难面前那股不退缩、
不服输的精神。当一道道技术难题横
亘于前时，应该怎么办？除了直接面
对，勇敢解决，他们没有第二条路。探
月之梦，让心灵有了光。

如何测控在月球轨道运行、距离
地球长达38万公里的嫦娥1号，这漫
长距离中的信号衰减问题如何解决？
怎样让嫦娥 1 号对月球表面进行拍
摄，形成完整的月球表面三维立体影
像？如何让嫦娥1号在脱离地球轨道
后，顺利进入月球轨道，并环绕月球
运行？葛竞把主要笔墨花费在科研人
员如何一步步攻克一道道难题，实现
一次次跨越的关键事件上。对作者来
讲，这是有难度甚至带挑战性的写
作，然而从文本最终呈现来看，这也
是完成度极高的。即便读者对某些专
业名词只知皮毛、不明就里，然而阅
读的流畅度并不因之受到影响。可以
想见，葛竞于写作的充分准备与苦心
经营。

可以用激光高度计和立体相机组成
嫦娥1号的拍摄器，当拍摄器随着绕月
运转时，每隔一秒就能发射一束激光；
通过提前调整嫦娥1号的轨道高度和月
食出现时卫星的相位，以缩短月食产生
的阴影时间；设计研发出新的智能程
序，为嫦娥4号增加一双“眼睛”，以
便让它能根据实时数据判断出最理想的
着陆点……以上文字是貌似平常却艰辛
的科技叙事。

葛竞的写作是双线并行，即科技之
光与人性之光的同时绽放，可谓德智双
全。德，即品德、操守；智，即智
慧、才华。不管是名声响当当的科学
家还是未留名姓的科技人员，均在参
与研究、全身心实践的日日夜夜中实
现自我价值。

葛竞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对相对专
业的、充满科技元素的内容进行大众化
的诠释，更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从专
业观点到大众视野，从高精专至接地
气，考验的正是作家。“如果将嫦娥1
号比作风筝，那么测控系统就是那个放
风筝的人，而控制风筝的线绳则是由地
面指挥中心发射的电磁波。这是一条看
不到却至关重要的‘风筝线’。”测控系
统的复杂、电磁波的神秘、嫦娥1号的
重要性虽无法完全真实地展示出来，但
是彼此间的关系与重要性，借由比喻已
然表达明确。

除了严谨、认真、细致的写作风
格，葛竞笔下还有几分浪漫。嫦娥2号
飞向远方，一直绕着太阳飞，成为太阳
系里非常小的一个人造小天体。月球车

“玉兔”在完成972天的服役后，永远
留在了月球上，一直回望着地球上的人
类。这份浪漫属于所有中国人，属于人
类。那是对未知的渴望，那是对科学的
不断探求。

从嫦娥1号到嫦娥5号是中国探月
科技的进步史，也是“嫦娥”团队所有
成员的成长史，更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的绝佳诠释。先人有嫦娥奔月的传
说，今人有嫦娥探月的壮举，奔月之
梦不再是梦，而是令人欢呼雀跃的现
实。这是科技水平不断向前发展的产
物，更是中国航天人攻坚克难、不懈
进取的必然结果。

《“嫦娥”团队：月球探宝》

是梦想让心灵有了光
□张家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