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洪玉华 ■版式：乔磊 ■责校：吴琪
专版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59

顾鹰的“彩云街精灵童话”系
列（晨光出版社）巧妙地借助宠物
店、旅行社、出租屋、百货店等多
元场景，精心构建起一个气势恢
宏、隐喻丰富的童话空间。“彩云
街”仿佛是一款专为探索内心世界
而设计的导航软件，带领孩子们穿
梭于现实与幻想之间，触摸内心最
柔软的角落，挖掘潜藏在灵魂深处
的真善美。

契合童心的幻想之旅。这套书
采用儿童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讲述故
事，精准抵达它的目标受众——小

学低年级的孩子。该系列图书借助
童话以幻想和隐喻为基石，为他们
搭建起一座座超脱现实逻辑的梦幻
城堡，精准共情并模拟儿童的精神
世界，为他们的心灵注入养分。

在 《精灵旅行社》 这部作品
中，阿蓝奶奶借助时空旅行的神奇
力量，跨越岁月长河，来到年幼时
的阿蓝身边。她以过来人的身份，
给予阿蓝鼓励，弥补曾经的遗憾。
然而，在规劝阿蓝留在家乡时，却
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拒绝。这个拒绝
的情节处理是这段故事中最有价值
的细节，蕴含着丰富的思辨价值。

温情脉脉的人文之光。童话并
非只有幻想的华丽外衣，若缺失了
对人性的细腻洞察与情感的深情关
照，便极易沦为一场任由幻想驱动

的喧闹狂欢，陷入缺少人文关怀与
深刻哲思的泥沼。在《精灵百货店》
这部作品中，西西借助神奇的发光
帽子，重拾自信，重归家庭温暖的怀
抱；小冬在探寻友谊的征途中，逐步
领悟到真诚交往的可贵；阿容奶奶
借助后悔药，获得重新审视生命遗
憾的机会，却也最终明白，每个选择
都蕴含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顾鹰
的童话作品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
世事的无常、生命历程的跌宕起伏、
爱的磅礴力量、友情的温馨慰藉，以
及生命的消逝与更迭。

突破困境的心灵成长。童话编
码与解码的过程，恰似一场场心灵
的深度对话，更是产生更多、更丰富
的文本含义的过程。在《精灵宠物
店》这部作品里，黑猫小黑历经被遗

弃、流浪的磨难，最终在精灵的助力
下，开设了充满温情的精灵宠物
店。小黑与昔日伙伴黑米，踏上了
一段寻找彼此的旅程。这一“追寻”
主题，绝非单纯的空间位移与曲折
情节的堆砌，它更深层次地象征着
人与动物在遭遇生命挫折、奋力克
服困难的征程中，所经历的自我发
现、自我成长与情感救赎。童话中
的角色与情节，为孩子们提供面对
生活不完美、接受失败的预演与解
决方案，教会他们以从容平和的心
态，接纳生命中的起伏与波折，从
困境中汲取成长的力量。总之，

“彩虹街”为儿童搭建起一个理解
与体验纷繁复杂人生的空间，更似
一座灯塔，为孩子们的成长之路提
供着温暖而坚定的精神指引。

彩云街：温情的隐喻空间
□周长超

李夏的《翠羽》（晨光出版
社）仿佛是一曲悠扬的森林之
歌，引领我走进哀牢大山的怀
抱，感受着绿意盎然的自然之
美。书中，珍稀动物绿孔雀成为
了连接人与自然、传承与成长
的纽带，写就了一段关于生态
保护、文化传承与少年冒险的
成长故事。

“翠羽”，绿孔雀之名，是本
书主角，也象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小说讲了3个“少年冒险
家”在哀牢山探险的故事，他们
与护林人“十三爷”结缘，经历
奇妙冒险，与绿孔雀共舞，与自
然对话，进而领悟了人与人、人
与自然间的微妙联系。

李夏在书中展现出了丰富
的生活积累与细腻的笔触。他
通过生动的描写，将少年们对
大森林的好奇心与向往之情表
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他对绿孔
雀“翠羽”的刻画更是入微入
细，从“翠羽”的出生、成长到最
后的回归自然，每一个细节都
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灵性。

“翠羽”的回归自然是书中
最为动人心弦的一幕。作者以
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翠羽”起飞
时的壮丽景象，不仅展现了绿
孔雀的美丽与灵动，更体现了
作者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除
了对绿孔雀的精心描写外，作
者还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
来体现“一只鸟的价值和意义”
这一隐性主题。其中，“十三爷”
这一角色尤为引人注目。他外
表孤冷，内心却丰富而温暖。他
的传奇故事和侠义精神让少年
们敬佩和信赖，也让他成为了
少年们探险过程中的领路人。
通过“十三爷”的形象，作者传
达了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以及
对生命的慈悲与关爱。

在《翠羽》中，绿孔雀与“十
三爷”的关系被赋予了崇尚自
然与美好、超脱世俗的理想色

彩。而其他的人物和故事则体
现了不同的观念与价值观。在
物资匮乏的年代，绿孔雀被视
为养家糊口的筹码或偷吃粮食
的敌人；在远古文化与艺术的
面前，它是吉祥美好的象征；而
在现代文明进步的今天，它则
成为了被保护的珍稀动物和绿
水青山中的瑰宝。作者通过绿
孔雀“翠羽”这一形象，构建了
一个万物有灵的精彩世界，展
现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抗、
转化与升华。

《翠羽》以其独特的边疆叙
事风格，将自然与人文交织在一
起，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展现
出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同时，
作者的眼光又是开放和多维的，
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思
考，让我们感受到了善与慈悲的
底色以及智的启迪和慧的领悟。

在《翠羽》的结尾部分，作
者以《谜与答案》为题，表达了
对未来的期许与思考。无数的
山峦、无边的森林以及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是自然的
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
然之海中的一只小船，是谜中
的一个小答案。

让我们一起翻开《翠羽》，
跟随少年们探索那神奇的森
林。阅读它，你将获得感动与启
示，更加热爱自然、珍惜文化、
勇敢追梦。

奇妙的丛林之旅
□丹增

“诞生三部曲”系列（晨光出版
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犹如一股清
新的春风，拂过文化的田野。其中，

《号角》作为这一系列的第二部，更
是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深情描绘
了聂耳这位音乐巨匠的传奇人生。

聂耳的一生，是饱经风霜、充满
坎坷的一生，更是坚韧不拔、奋发向
前的一生。在上海，聂耳找到了他人
生的重要舞台。这座繁华都市不仅
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艺术视野，更让
他有机会与田汉、夏衍等革命先驱
相遇相知。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和
信念，携手并肩，用音乐和文字唤醒

民众，传递着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在聂耳看来，艺术不仅是情感

的表达，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唤醒民
众意识的强大力量。他将音乐与革
命相结合，创作出许多充满斗志和
激情的作品，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
的，莫过于《义勇军进行曲》。它不仅
是聂耳的代表作，更是中国革命音
乐的典范。它以激昂的旋律和充满
力量的歌词，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
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奋斗。
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聂耳在音乐创
作上的卓越才华，更体现了他在国
家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强烈的爱国
情怀和担当精神。

据我所知，以聂耳为写作对象
的作品繁多、体裁多样，但用长篇叙
事诗的形式来写成一本书，从而诗
化还原聂耳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迄
今为止，我仅见过何南创作的《号

角》这一部。
在《号角》这部作品中，何南以

细腻的笔触，深情描绘了聂耳从一
名困苦少年逐渐成长为举世瞩目的
伟大音乐家的非凡历程。在作者笔
下，聂耳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的坚
韧、才华、爱国情怀，深深打动着读
者。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关于聂耳
个人的成长记录，更是一部关于中
国革命文化、关于民族精神的生动
教材。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风雨
飘摇的年代，中华儿女是如何在困
境中奋起抗争，用音乐作为武器，传
递不屈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

白居易有言：“歌诗合为事而
作。”但在一些人看来，诗歌似乎更
适宜“饰演”抒情的角色，一旦承担
叙事的功能，则易流于浅白，会或多
或少丧失诗的韵味与深度。但读罢

《号角》，我觉得，何南不仅在力避诗

歌叙事时的浅白与平铺直叙，还力
避抒情时那些易与读者产生距离
感、不易让人读懂的意象与技巧，而
且做得颇为出色。

在阅读《号角》时，我仿佛听到
聂耳吹起的激昂号角声在耳边回
荡。它告诉我，无论身处何种境
遇，只要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
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号角》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聂
耳，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民
族。无数像聂耳一样的革命先驱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他们的精神，会永远为历史
与未来记取，成为我们不断前行的
动力源泉。在今天这个充满机遇和
挑战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铭记聂
耳等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
神，传承和弘扬他们的爱国情怀和
担当精神。

穿越岁月的激昂旋律
□白庚胜

《大河源》是一部有深度、有难度
的作品。空间上它以黄河源为中心，
时间上曾追溯到 8000 万年前草的出
现。黄河源的自然、历史、生物、考
古、人文等各种景观尽收眼底。显示
了阿来的知识修养、思想、眼界和文
字能力。青年批评家赵坤说：“从文体
上说，《大河源》并不独属于新文学以
来的任何形式，在沟通古典传统的层
面上，甚至也不局限在文学范畴之
内。”这个判断是有历史感的。因此，
这是一部深入的、走进了黄河源深处
的关于黄河源的百科全书。黄河源是
一个庞大的世界，如何面对这个庞然
大物是非常困难的选择，阿来要写出
的是黄河源的前世今生。无论作家还
是批评家，都强调经验对于创作的重
要。经验，有直接经验，它来自作家
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也有间接经验，
它来自于作家的知识积累。一个是
见，一个是识，加起来就是见识。我
们读一部作品，特别是非虚构作品，
主要看的是作家的见识。具体地说，
作品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点，是阿来强大的叙事能
力。开始就写自然状况的奇特，引人
入胜。然后记述黄河源的“华夏之魂
河源牛头碑”和那一刻的情感。措日
尕则山、鄂灵湖畔、柏海往事、扎陵
湖口、唐蕃古道等，都是自然景观。
这些景观可能会有些变化，包括他们
的海拔、地理地貌等。但看得多了，
最大问题就是审美疲劳。因此，叙事
能力是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也是最
重要的基本功。这种叙事有小说的笔
法。这种笔法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性，
使阅读成为一种“高级”的精神行
为。学界经常讨论非虚构和虚构的关
系。进入文本的记述，是作家选择的
结果。作品是平行的叙事视角，作家
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这既是作家有
意选择的方式，也是非虚构作品强调
客观性决定的。

第二点，是作品敢于面对问题。这
是当前非虚构作品相对缺乏的。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影响力那么大，
原因之一是这个文体承载了巨大的社会
历史问题。作家有使命感和担当。在

《大河源》里，我们看到了诸多的问题
和矛盾。比如“雁群与藏野驴”一节
里：“湖边的牧羊人看着那群藏野驴，
却不似我们这些人全是惊喜的目光。他
们没有去打扰这群野生动物，但他们的
目光里却有忧伤与迷茫。”这是生态保
护与牧民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置
身其间的人才会感受到。野生动物比牛
羊吃的草还多。不放牧牛羊了，草还是
没有长起来。

写黄河源，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生
态问题。工业化时代加速了对自然的破
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赵
汀阳说：“人对自然的影响已经达到

‘地质级别’，就是人类的活动和能量已
经改变了自然的性质。自然性质一旦被
改变，就是灾难性的，会导致生态和环
境的高风险危机。”美国人奥尔多·利奥
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首次呼吁人类需
要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
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
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把已有的人与人
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
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也就是说，人

必须无条件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
有意识地担当起生命共同体的公民角
色，进而在彼此竞争与合作中获得可持
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大河
源》 不仅具有文学性，同时具有学术
性。对人的反省，是《大河源》最有价
值的问题意识。

第三点，神话与科学知识。阿来写
到了神话传说，写到《格萨尔》这部神
话史诗的传唱史，写到了遍地的经幡，
而且强调“这部神话还是一部真实的历
史”。在藏地，神话已经成为现实生活
的一部分，而且作用于现实生活。这一
点，我们从阿来其他作品中也可以得到
证实，比如《云中记》。但作品中更多
的是与科学有关的知识，比如冻土层、
巴颜喀拉山的形成，以及英国植物学家
威尔逊发现的那些植物等；草何时在地
球上出现等古生物知识，人类进化史，
黄河源地区的发展史、建设史、治理
史，各民族的交往史以及文化多样性
等。除了景物、自然描写外，作品有很
多硬核的科学知识。自然景观是黄河源
的样貌，而人文历史和科学知识一起铸
就了黄河源的灵魂。阿来就这样呈现了
黄河源的样貌，赋予了黄河源的灵魂。
这是多年来，我读到的最有力量和深度
的非虚构作品之一。

一部黄河源的百科全书
□孟繁华

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

家阎晶明：阿来40多年多面的文

学创作，创造出了一个无可替代

的文学世界。

江苏省作协主席、小说家毕

飞宇：阿来是当代中国文坛上被

普遍认可的作家，是真正的作家。

资深出版人、文学评论家潘

凯雄：阿来将自然和社会、大地

和人类、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

浑然一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知

识饱满却张弛有度、调动自如，

生物也罢、人物也好，在阿来笔

下无不具有高度的体温和活力，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这样的别观精

致非阿来莫属。

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

中文系教授谢有顺：阿来既重新

理解了历史也重新理解了人，这

是阿来区别于中国很多作家之

处，也是他对中国文学一个极大

的贡献。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回顾阿

来的创作历程，阿来通过行走，

用词汇塑自然，进而构建自己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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