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漠河边的沙狐》

近日，常星儿中短篇小说集
《北漠河边的沙狐》由北方妇女儿
童出版社正式出版，新华书店、全
国各网络书店发行销售。

小说集精选了常星儿的《北
漠河边的沙狐》《一个少年的碱草
滩之夜》《孤鹤》等 16 篇中短篇儿
童小说，共计 14 万字。故事展现
了沙原的苍凉、雄浑、美丽，展现
了沙原的生机勃勃，更展现了沙
原孩子和父辈的顽强治沙精神。
小说集《北漠河边的沙狐》是常星
儿又一部讲述彰武七十余载治沙
故事的文学精品力作。

常星儿是阜新市文联作家协
会副主席，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
曾获辽宁优秀儿童文学奖、文化部
蒲公英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
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
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五十
多种文学奖项。 （记者 李丹）

《草民》

《草民》是蔡崇达中短篇集新
作，与《皮囊》《命运》组成了“故乡
三部曲”。《草民》以贴近大地的风
格，回望闽南东石镇这一充满温
情与历史的故土，聚焦如野草般
坚韧的人们——“我们为什么生
生不息，我们凭什么生生不息”。

《草民》以诗性的哀感记述感
恩，以故事的可信积淀信念，日常
传奇推涌人生命运的波动，隐现
人间情义的光源——《草民》是蔡
崇达和笔下心怀善美的小人物们
建造的文学山川。他笔下的故乡
也不仅仅是童年记忆里那个原生
态故乡，而是他站在社会、历史和
人物的制高点上深情回望故乡之
后，以其独特的美学塑造的文学
故乡。这个文学故乡远比记忆里
碎片那个真实的故乡更为博大，
更为丰富，更具审美价值。

《牛津版莎士比亚》

日前，牛津世界经典书系《牛
津版莎士比亚》（第一辑）由磨铁·
大鱼读品出版发行，包括《仲夏夜
之梦》《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
丽叶》《麦克白》共4本书。

牛津世界经典书系已有百年
历史，主要为学生和大众读者出
版戏剧和古典文学作品，一般包
含权威人士所作导读、解释性注
释、最新的研究参考书目和年表
等。《牛津版莎士比亚》是牛津世
界经典书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
在带领当代读者从创作过程、灵
感来源、表演历史、批评史等各方
面理解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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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读心理，找寻自我成长治愈之路
读职场，完成职场修炼之旅
读时尚，读懂时尚背后的文化
读文化，品味历史的厚重
读天下 阅未来
愿每一个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瞩

目
青
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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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津子
围的长篇小说《苹果红了》（沈
阳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2024 年
4 月出版，入选中国作协“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让我
听到了东北叙事的“复调”之
声。作者提到，这部小说的创
作初衷是基于当前社会广泛关
注的代际沟通隔阂问题。随着
周围的“小朋友”的圈子越来越
大，他惊异地发现，当代年轻人
有自己的“私域”空间，但他们
在通过自己的方式生活和追
求，面对和建构我们共同的世
界。基于了解和认知，他找到
了不回避、不躲避这个群体的
底气。如果说，东北的青年作
家是以“子一代”的目光回望父
辈，那么，津子围则是用父辈的
目光审视当下的年轻一代。这
种双向奔赴的逆向碰撞，让当
下的文学东北呈现出一个更加
丰富立体的社会图景。

《苹果红了》从海归女博士
刘雪芳到农村种苹果创业讲
起，从家庭伦理的视角，刻画了
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刘雪
芳的姥爷刘宝贵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工人梦，历
尽辛劳从农村闯入城市。他对
自己的工人身份倍感珍惜，通
过不懈拼搏，当上了劳模。退
休后他凭借过人的技术，被小
企 业 高 薪 聘 请 ，继 续 发 光 发
热。他始终坚守工人老大哥的
本色情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互助精神。不计得失帮
助他人，成为他晚年生活的精
神慰藉。比如，邻居的女儿得
了 白 血 病 ，他 将 自 己 仅 剩 的
1000 元储蓄全部捐出；为了筹
钱，他不辞辛苦地去找多年未
见的、曾向他借过钱的工友讨
债，并发动全楼的邻居捐款；
邻居老齐太太家着火，他第一
个伸出援助之手，号召邻居们
募捐救助。在他的身上，我们
看到淡泊名利和无私奉献的
优良传统。

作品中呈现的代际冲突，
主要围绕刘宝贵、梅子、刘雪芳
三人展开。刘宝贵的女儿梅子
打小就心高气傲，自己没能读
大学，把所有的理想都寄托在
孩子身上，为了孩子几乎淹没
了自我。然而，对于梅子的付
出 ，女 儿 刘 雪 芳 似 乎 并 不 领
情。她没有按照梅子的设想找
个体面的工作，而是一意孤行
去农村创业，她的一些行为，看
似有些“自私”，没有顾及长辈
的感受，令他们伤心。但是，她
并非冷酷无情，她用自己的方
式表达对家人的关怀和爱。她
精心安排母亲的生日，送给母
亲意外的惊喜。之所以去山顶
村创业，是因为那里是姥爷的
故乡，她重金买下了姥爷曾经
住过的老宅，进行现代式风格
的装修，希望姥爷将来能够落
叶归根。所以，对于刘雪芳的
行为，可能很难在传统伦理架
构中进行评判。时代为这代
人提供相对稳定和富裕的成
长环境，而互联网和经济全球
化更是让他们视野开阔，善于
接纳新生事物。他们的观念
和行动，为传统家庭伦理注入
了新内涵。刘雪芳去农村创
业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
是 有 过 深 度 的 分 析 和 调 研 。
她到山顶村承包 1000 亩果园，
起名“牛顿苹果园”。在她的带
领下，这里成为新农业科技的
实验基地。她还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将植物视为与人
类同等的生命体，“植物是有生
命的，树枝断裂在超声波测试
中可以听到尖叫的声音”。她
相信，“天人合一”的理念不仅
是古老的哲学思想，更是现代
农业发展的方向。

刘雪芳是作者倾注了大量
心血、寄托了美好希望与热切
期待的一个人物。她是作家

“虚构”出来的，但又有坚实的
生活基础和现实依据，是脚踩
中国大地顽强生长、茁壮成长
的一位时代新人，是当下青年
群体的一个代表。他们拥有广
博的知识、宽阔的视野和清醒
的头脑，对“这个世界是什么样
的”有深切的认知，对“人这一
辈子应该如何生活”有深刻的
思考。他们心怀主见，胸中有
丘壑，尊重传统，热爱传统，又
敢于打破不良传统观念的束
缚，展现出一种创新的勇气和
蓬勃的朝气。同时他们深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不断投身
时代实践，到滚烫的生活现场
中求证、探寻，到亲切的人群
中感受、交流，期待让心中的
理念落地，让梦想发芽，并在
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滋养和
启示，迈开新的步伐坚毅前
行。尽管这期间难免有跌跌
撞撞、磕磕绊绊，甚至是遭遇
伤痛，但信念的力量、开拓的
决心让他们勇于坚持下来，闯
出一片新的天地。在作者的
笔下，刘雪芳的身上具有现代
意识和时代精神。

由此看来，作者对青年一
代充满了信心。刘宝贵等老
一辈从乡村走向城市，投入如
火如荼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建设中，是那个时代的需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山乡
也 在 悄 然 发 生 着 巨 大 的 变
化。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刻画
了年轻一代在面对传统与现
代、科技与自然、个人理想与
社会责任之间的复杂心态和
选择。贯穿整部小说的“苹
果”意象，有着多重的象征隐
喻，既代表了智慧、美与爱情，
又有大胆创新的意味，还象征
和平与和谐，表达着对家庭和
睦和美好生活的期望。苹果
的多重意义，难道不可以视为
时代青年的象征吗？这让我
想到刺猬乐队那句颇有影响
的歌词：“一代人终将老去，但
总有人正年轻。”或许，青春的
力量总是在碰撞中慢慢显现。

（作者：梁海，系大连理工
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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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东北文学”及
相关的地方性写作，已成为学
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不少青
年作家集中书写东北从中国
新工业的摇篮到经历改革的
阵痛，以及这个过程对一代人
集体意识的深远影响。但是，
东北不是只有“锈色”，文学东
北应该有不同版本同时存在，
彼此交汇，填补段落之间的空
白，呈现多维度的历史切割
面。唯有如此，“新东北文学”
才能焕发出不竭的生命力和
更广泛的认同。

在自然环境中感知生命的律动
——读诗集《田野诗班》

儿童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
有着简洁明快的语言、自然天成
的结构和富有想象力的内容，深
受儿童的喜爱和成人的推崇。
它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体
验，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儿童有写诗
的天赋。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
粟裕希望小学语文教师李柏霖，
领着大山里的孩子在大自然中
写诗，在春天的旋律、夏日的彩
虹、绿色的田野和妈妈的梦里回
答“什么是诗”。这些美妙的诗
歌，集结在《田野诗班》之中，读
来让人心生欢喜。

有学者论证了人类文化起
源于原始人的诗性智慧。他们
没有推理能力，却生而就有一种
强劲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
力。这是生命的本性特质，也是
与自然万物交流的一种诗性思
维表现。人与自然之间诗意的
相处方式，已经沉积在儿童的本
能意识中。因此，诗性是人类与
生俱来的天性，诗性伴随着人的
生命而生。处在生命之初的儿
童是最富有诗性的。当儿童面
对大自然的时候，也总是以诗性
的方式来感受和表达审美情感。

在《田野诗班》中，陶绍焜这
么写鸟叫，“苹果惹来了小鸟/小
鸟围满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吵得我满耳朵都是苹果的甜”。
这种感受力不仅仅是视觉、听
觉，还是味觉，是绝对自我的直
观感受。儿童面对自然美景不
由自主地用有节奏的言语来表
达，这些鲜活的、充满灵性的语
言，是自然环境激发产生的诗。
粟盈琪眼中的小溪颇有个性，

“小溪的歌声/美丽又动听/一到
晚上/它就唱着摇篮曲/哄世界
睡觉”。龙春如的《吃月亮》有着
天马行空的质地和温暖的情怀，

“我想变成一个女巫/一口把圆
月 亮 给 吃 掉/尝 尝 它 是/杏 仁
馅？花生馅/五仁馅？枸杞馅/
还是兔肉馅？/哦/在吃之前/我
应该把嫦娥姐姐救出来/当我的
娃娃”。这些美妙的句子，处处

体现着儿童在自然情境中的审
美特点。经过大自然的浸染，他
们的审美表达自然流露。在诗
词、歌唱、童话幻想中，我们看到
想象力和浪漫诗性交融在一起，
从中感受到童心的清新和可爱，
生命的烂漫与温馨。

儿童走进自然，以诗意的语
言形象生动地描绘大自然的美
好和奇妙，激发他们自己对自然
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从而能够
深入感受自然界的种种奇迹，培
养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热爱
之心。孩子们的诗句有着丰沛
的哲理内涵，表达着他们对世界
的真切认识。他们都有敏感的
心灵，笔下的诗句质朴、灵动，有
情怀，也有情趣，给人以精神的
营养和审美的愉悦。

因为有了诗，课堂越来越自
由，从教室里走到教室外，从教
室外走到学校外，孩子们在操
场、在田野里寻找素材，从课堂
上写，到课间写，到家里写，到路
边写……这样的生动实践对于
儿童课程改革有借鉴意义。儿
童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形式丰富
多彩，儿童课程就应该走向现实
生活，积极引导儿童认知世界、体
验生活、理解人生。孩子们通过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通过同伴
间的交往和对话，从而在知识经
验、情感态度、品德修为、习惯养
成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田野诗
班”将课堂与诗歌、田野关联起
来，从而让儿童课程成为艺术创
造的一线现场，彰显出生命的活
力和审美的魅力。德国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
出机械论教育过程观的弊端：“教
育绝不能按人为控制的计划加
以实行。教育计划的范围是很
狭窄的，如果超越了这些界限，那
接踵而来的或者是训练，或者是
杂乱无章的知识堆积，而这些恰
好与人受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儿童课程应该是教师与孩子共
同构建的过程，承载着神圣使命，
唤醒、提升个体的自我意识，培养
文化创新能力，营造公正的社会
文化，使之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
有用的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追
求卓越的人。

从《田野诗班》看，小诗人们
的成长有着一个宽松的环境，他
们在大自然之中阅读和写作，观
察生活能力、分析探究能力和审
美表达能力得以提升，并从中享
受艺术创造带来的乐趣，从而形
成爱自然、善思考、乐于分享的
良好习惯。

□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