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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读 书

我用了大约十余个小时的时间，仔细拜读
完郭万新先生的童书新著《亲爱的小板凳》，翻
来覆去地欣赏着那一袭米黄色的封面，以及书
尾貌似平凡的推荐性阅读导语，感觉内心有一
股暖流淌过，不由地欣慰且兴奋起来。为什么
会这样？我反复思忖，觉得从中颇得了些启发
和心得，就像炎炎烈日下突然发现了一片阴凉，
顿觉舒爽；亦或旅途中偶遇一泓清冽的甘泉，沁
人心脾。

全书约六万余字，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一个
优美的故事。在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中，作家通
过一幕幕爱心满满的场景和细节，多角度、全方
位地刻画、烘托、塑造了小主人公胡慧慧、汪星人

“小板凳”以及她的母亲、老师、同学等有关角色
的立体形象。不得不说，这是郭万新在儿童文学
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成功范例。

郭万新是我文学爱好的良师益友之一，他
的创作成就有目共睹。于我，则除了做他的忠
实读者、关注其创作动态之外，更倾向于请教、
学习并引发思考，努力从他的言谈和作品中获
得营养，同时反观自照，借以夯实一下自身尚
嫌浅薄的根基。是的，回想我们每个人成长中
的不同时期，总有既定的伙伴与你同行。正如
我本人之与众多良师益友，胡慧慧与“小板
凳”、与母亲、与老师及同学也一样，在她人生
成长的路上正在或即将遇到一些伙伴，并且在
一个特定的时空下相知、相惜、相伴、依存、关
照、互助、激励，在成长的道路上，有温暖、不寂
寞，有爱心、能互助，一起奋力成长，共同书写充
满爱的生活篇章。

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对儿
童文学的概念做过精辟的论述：“儿童文学无
论采用何种形式，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
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唯依儿童心理
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文中提出“儿童
本位的文字”“儿童感官”“儿童心理”，其宗旨
就是强调儿童文学的自身特点。对照郭万新
的作品，不论是之前的《笨笨的流浪》《小花脸》

《双春年》，还是新出版的这本《亲爱的小板
凳》，都是朔州本土产出相当不错的儿童文学
文本范例，这些书目出版后在省内外引起不同
程度的反响。思考和研究其创作的艺术经验，
集中到《亲爱的小板凳》上来，总体有如下三个
方面的感受和收获。

一、从柔软的文本书写中体会
真善美的文学表达

少年儿童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给
少年儿童看的儿童小说也应该是美好的。我想
了一下，这美好应该包括语言文字的美、思想意
境的美、故事情节的美、儿童心灵的美和较高层
次的文学艺术美。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首先要讲究语言文字
美。儿童小说的语言除了要求文理通达，还要注
重使用美好纯洁的语言来影响少年儿童。这种
富有诗意的优美语言，势必能让小读者在阅读中
心情愉悦，感受优美文字的力量。如在第二章

《探险小路》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它的皮肤是粉红色的，小肚子上没有长毛，

摸上去光溜溜、软绵绵的，蜿蜒的蓝色细血管若
隐若现；翻过它的前爪，则露出五个浅红色的小
爪垫，爪心的那个稍大，顶端凸起一点，好像一
个小小的元宝，与周围稍小的四个小肉垫组成
一朵惟妙惟肖的梅花形状；四个小肉垫前边，分
别长出纤纤的尖爪，将爪背轻轻一压，爪尖就会
向前舒展开，色泽青白如玉，还带点透明；左右
前爪上另有一只爪子，靠上些挂在小腿的内侧，
爪身略略带些弧度，又发出泛晕的血色，应该是
它的拇指吧！就像装备了一把微型却锋利的弯
刀。更叫人喜爱的还数小狗的颜值，傻头傻脑
的十分可爱。小狗的眼睛还是双眼皮，生出细
密的短睫毛；在它嘴的两边，有三两根挺直的小
胡子，虽说小老头一般，却又毫不多余；它的鼻
尖嵌在嘴的顶端，湿漉漉的，轮廓分明，仿佛小
巧多肉的褐色蘑菇；往下从中分开人字形的清
晰线条，一左一右绕过腮边，划出没有兔子那
么夸张的三瓣儿唇痕，嘴里的两颗上犬牙稍微
往外鼓突起来，嘴角向两边上翘，似乎自带了微
笑的表情……

这是对“小板凳”肖像描写的美，作家以近乎
白描的手法，运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细腻书写，
为读者描摹了一幅动物肖像，神气活现，如在眼
前。其摩景状物与塑形绘色，用词精准，惟妙惟
肖，一边阅读，一边用心感受，语言文字的优美由
此可见一斑。再如第十二章《宠物诊所》中的一
段文字：

只见小板凳的双眼漆黑发亮，正在凝视着胡
慧慧。胡慧慧蓦地明白过来，高兴地原地转圈:

“啊呀！我的小板凳睁开眼睛啦！它看见我了，
看见我了！”胡慧慧感伤万千：“虽然这几天它始
终徘徊在死亡边缘，但是毫不影响它的顽强成
长，视力终于慢慢发育，有变化了……”胡慧慧惊
喜地叫了一声“小板凳”，它分明听到了，立刻眨
了眨眼睛，耳朵也翻转了几下，啊哈，何止视觉，
不断发育的还有它的听觉。

它熬过了生命之初最脆弱的那些天，明亮的

外部世界向它敞开了窗口。
胡慧慧从心底里高兴，爱惜地打量着小板

凳。小板凳同样歪了头认真地端详她，眼眸灵
动，湛湛有光，无比的清纯和澄澈，可以读出其中
的含义，那就是它要牢牢记住眼前这个小女孩的
脸孔，那是它从出生以来第一个认识的保护者，
关乎它的生死存亡，也带给它等待、呵护、抚摸，
还有悄言细语的对话。它没有享受过母爱，但是
从这个小女孩这里得到了很多关爱。

真有意思。胡慧慧心里美滋滋的，不过又有
些酸楚，觉得小板凳跟着自己有一顿没一顿，受
尽了饥寒，心里会不会失望？急忙再看它的眼
神，却不见半点的不满足，只有温顺、恭敬。它好
像被胡慧慧盯得羞怯，没几秒视线就躲开一下。
胡慧慧感觉它不再哆嗦了，就把它抱起来，两手
托着它的身体给它传递体温，小板凳还挺受用，
眼睛微闭像要入睡。

上述文字既有思想意境的美，也有故事情
节的美、儿童的心灵美。许多时候，这些特征并
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融入，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完全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综合运用，共同
服务于文本的主题思想。除此之外，儿童小说
语言的美感，还来自语言的音乐性。就是要节
奏感强烈，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样的语言，有利
于直接唤起少年儿童读者的联想和体验，而且，
适当的韵律和节奏，也给孩子们以愉悦的感官

刺激，能达到增强故事情节的代入感和勾起参
与欲望的效果。即如开篇第一章《出了岔子》中
这样写道：

当胡慧慧走出学校大门，感觉天气好像一下
子热起来了。一位小姐姐已经换上了半袖，从一
群还穿着春秋校服的学生面前走过，脚步轻快，
神色傲然，身上带了一股隐约的香气。胡慧慧望
见远处的一篷丁香正在开花，花香要比香水的气
味柔和许多啊。再看夹道的两排大杨树，都也不
甘落后，枝条上的嫩叶不经意间都变成了墨绿
色，随着每一阵清风吹来，节奏一致地摇头晃脑，
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

这段文字正是基于“儿童感官”和“儿童心
理”娓娓道来，既有环境描写，又有人物神态，既
有写景的成分，还有抒情的成分。通过阅读，我
们不难感受到小主人公胡慧慧当时的心情是轻
松而愉悦的，也同时感觉到由此传递给读者一种
同样轻松愉悦的感受。

二、从人类与小动物的情感诉
求中汲取爱的力量

儿童小说必须要适宜少年儿童读者的理解
和欣赏，主题思想一定要健康明快，才能给小读
者提供良好的营养。换句话说，儿童小说是为
孩子们知识上的补充、兴趣上的更换、精神上的
调剂而创作的。一部小说写出来，能不能吸引
小读者，能不能让他们在阅读中获得愉悦、获得
快乐、获得知识、获得做人的道理，进而养成思
想健康、积极向上的品质，这是至关重要的因
素。总的来说，就是要能从中得到爱的关照，汲
取爱的力量。

就这一点而言，《亲爱的小板凳》的创作也是
成功的。如书中介绍胡慧慧第一次在建筑工地
遇见刚刚失去母亲的小狗，那时候它还没有名
字。胡慧慧“只顾替小狗分忧，却不防那首提醒
上课的乐曲凌空飘来”，意识到自己迟到了，而迟
到就要受罚，这是王老师的规矩。于是“她放心
不下那只小狗，觉得倒不如再去看它一下。于是
她再次返回垃圾堆旁，听见小狗的叫唤声愈加急
迫，看它的嘴巴和前额都已斑斑点点沾染了母亲
的血迹。想想母亲是它唯一的依赖，现在失去了
母亲，除了哼叫它还能干些什么！”想到这里，一
个童心满满的小女孩瞬间爱心升起，“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帮帮你，小可怜。胡慧慧嘀咕一声，蹲
下身小心地捧起那只小狗，他实在是太小了，一
只手就能捧起，圆圆的像个毛线团儿……”继而，

“胡慧慧先从口袋摸出一张面巾纸擦去小狗脸上
的血迹，又一手托着它的肚子，伸出另一只手的

食指和拇指在它的鼻头比画，就像圆规那样转
圈。小狗的反应倒也敏捷，一下就含住她食指的
指尖，她吓得‘哎哟’一声，怕被咬上一口，刚想缩
回来，忽然奇异的一颤从指尖直传心头，那种温
热酥痒的感觉好玩极了。原来是小狗以为终于
抢到一只奶头，急忙卷起舌头起劲吮吸，大概又
怕弄丢目标，还把上下牙齿紧紧咬合，不过一点
都没让胡慧慧感到疼痛。她不由地连连浅笑，而
小狗也停止了乱嚷乱叫，露出一脸的专心致志。”
这种来自感官的交流，一下子拉近了胡慧慧与小
狗的距离，于是，她进一步思考：“或许它并非需
要吃奶，只是为了获得来自母亲的安慰。……胡
慧慧又发现小狗的眼睑外端还有些轻微粘连，应
该还看不清外面的世界，全凭本能的触觉。胡慧
慧看过《动物世界》的讲解，说是刚生下来的小狗
幼崽，双眼彻底睁开需要两至三周的时间，同样
也没有听觉。由此判断，这只小狗呱呱坠地肯定
没多少天，却已沦为孤儿，真是不幸!”文章写到
这里，一种来自笔端的怜爱通过小主人公胡慧慧
的思想感情流露出来，巧妙地完成了第一次“爱”
的传递。

据网络词条显示：爱，是一种强烈的、积极的
情感状态和心理状态。它代表着对人或事物有
深切真挚的感情，是一种对人、事、物十分深刻的
喜爱。这种感情起源于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或者人和事物之间的联结，也可以起源于钦佩、

慈悲或者共同的利益。一般来说，爱会带来温暖
的吸引、强烈的热情以及无私的付出。这是对

“爱”较为准确、中肯的注释吧，当然这仅仅是理
论层面的，具体到作品文本中，我们需要通过阅
读来更加深入地感受和体验。例如，第四章《失
而复得》中，第二天，胡慧慧怀着焦急的心情，终
于在垃圾堆那边再一次找见小狗的时候，书中
这样写道：“……小狗真的还在，他居然爬回到
母亲附近，但它的母亲已被埋在土里，让它触不
可及。两处（另一处指小主人公胡慧慧为小狗
临时找下的安身之地）的距离至少有百米，何况
它还不能完全看见和听见，连站都站不稳当。
只靠一点嗅觉功能，不知它费了多大的劲才摸
索过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会儿小狗贴紧
母亲的小坟丘，闭上眼睛睡着了。它把身子蜷
缩成一团，肩背随同呼吸轻微地起伏，忽而嘴里
发出‘嗯嗯’的声音，那是它梦中的呓语……胡
慧慧不由自主地特别心酸，眼圈都湿了，她俯身
抱起小狗，忙不迭掏出纸巾给它擦拭一通。虽
说小狗的身上实在太脏，但她也不嫌弃，心想：
小家伙也太了不起，居然爬行了那么远硬是找
到母亲！但母亲已经离去，再不能管顾它。它
只怕永远不会知道残酷的真相。小狗一下从疲
乏的睡梦中被胡慧慧抱起，立刻转动嘴巴，鼻子

‘咻咻’地迅速吸气。胡慧慧见状伸给它一根手
指，被它一口含住再不松开，舌头一裹一吮，还
有点痒，但胡慧慧怎么也笑不出来。翻看小狗
的小爪垫，看见一个个赤红赤红，几乎快要磨破
了。”看到小狗可怜兮兮的样子，“胡慧慧意识
到，小狗离开母亲后没吃没喝，它饥渴交迫到了
极点，这时候如果不管它，那它注定要被活活饿
死。找不着也罢，既然找着它了，难道能忍心把
它抛下？胡慧慧毫不犹豫，内心给了自己一个
回答：‘我做不到抛弃它’。”

再如在第十四章《关爱之手》中，“胡慧慧扬
起胳膊使劲把玩偶扔得老远，小板凳飞速追赶
上去一口咬住，然后再叼回来。玩偶个头比它
还大，它就尽力扬起脑袋，将玩偶横拖竖拽，那
个精神抖擞劲儿，好像要跟小主人露一手似
的。胡慧慧伸手再抢，它还扭过脖子作势躲闪，
但当胡慧慧不抢的时候，它却偷偷放下玩偶，瞄
一眼胡慧慧，分明希望她再扔一次。来回几次
后，胡慧慧明白了：‘原来它也在刻意地使出心
计逗我开心。好个小板凳，假装得像模像样！’
胡慧慧搂住它的脖子，在它的腋下搔痒痒，它趁
势仰面躺下，前爪团在胸前，活脱脱的猴子一样
的动作。”

这一段文字中，在小升初压力下厌学情绪
严重的胡慧慧终于从和“小板凳”的玩乐嬉戏

中寻得了暂时的快乐，那颗紧张的心灵得到了
放松。但随之心里一动，一桩难解的心结又上
眉头：

“小板凳啊，”胡慧慧开口跟它说话，“你说我
究竟怎么了？”胡慧慧叹一口气，觉得自己成了念
念叨叨的凡卡：“小板凳啊，这样下去，不仅我要
疯掉，我妈也要疯掉。别看她现在啥也不说，可
我知道她心里肯定不好受。唉，我可把我妈拖累
惨了……”

小板凳也善于察言观色，它可能发觉了胡慧
慧的苦恼，翻身起来蹲坐在胡慧慧面前，两眼定
定地看着她，认真倾听，眼神看上去有些忧郁，也
许那是它常见的表情，但胡慧慧相信它可以听
懂，拍拍它的脑门说：“这些话，我只能和你说
……”小板凳抖抖耳朵，但它哪会回答？“怎么也
得去学校，”她又对小板凳说，“我妈故意把主动
权交给我。她能逃避，可我不能，去还是不去，全
在我自己！”小板凳抬起头“嗯唔”一声，像是在给
胡慧慧打气。

……
“但小板凳不就不信邪么……”胡慧慧注视

着小板凳，一个劲地想，“大哥哥说它是清明狗，
判定它活不久，必定夭折；它失去母亲，自己彻
夜寻找；它吃伤了鸡蛋，拼命地吐出来；它受了
雨淋凉寒，腹泻得快要脱水，还懂得啃吃红瑞木
的树……多少次了，它退缩过么？它失去过信
心么？没有，它从来没有。它可以独自待在黑
暗的灌木丛，时刻听着小主人的脚步声，然后格
外珍惜每一次相逢的快乐。它难道不是我的榜
样吗？”

终于，胡慧慧在与“小板凳”的“交流”中汲取
了力量，打开了心结，得到了治愈。继而《幸运降
临》（第十五章），在老师和同学们爱的感召下，鼓
起勇气返回学校：“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感觉真不
错，恍然时间已过了许久了，胡慧慧没有这样欢
喜过……”

三、从中国传统风格的故事讲
述中获得艺术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
的精神纽带……”“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
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
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追求真善美是
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
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
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等等，诸如此类的经
典话语不胜枚举，归根结底一句话，那就是“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
现中国风貌。”

对于讲故事而言，在所有的文体中，小说是
最生动、最出彩和最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在与
郭万新的日常交流对话中，我经常听到他强调的
一句话也是“讲好中国故事”，这对我是深有启发
的。再看他的《笨笨的流浪》《小花脸》《双春年》

《亲爱的小板凳》四部作品中，哪一部不是在讲述
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具有中国传统叙事风格的
故事，哪一部不是传递着一种中国精神、凝聚着
中国的力量？

长期以来，不少小说作家不同程度地本着
“创新”的初衷，在自身创作实践中，刻意求新，
打碎故事，甚至“去故事化”，制造复杂，给读者
布起“迷魂阵”来，双方斗智斗勇、玩捉迷藏，还
美其名曰：智商的较量。这样的作品，给读者的
感觉是：“小说魂不守舍，里面的故事多是凌乱
的，呈碎片状，组织不起来完整的具有‘致命诱
惑力’的故事。或芜杂而模糊，不耐着性子扒拉
开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看不到有意思的
故事；或轻巧、讨巧，各种各样的小情感、小聪
明，缺乏深度、厚度和张力。”（蒋子龙语）这是不
可取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采用中国传统风格
叙事的作品。

单说这本《亲爱的小板凳》，六年级小学生胡
慧慧，无意间救助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流浪狗

“小板凳”，以她特有心境下的眼光，见证了“小板

凳”从没睁开眼睛到逐渐长大的蜕变记录。面对
莫测不定的艰涩困苦，胡慧慧和“小板凳”一起奋
力同行、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结下了亲密无间的
纯真友谊。由此演绎出一段感人的生动故事，谱
写了一曲成长的歌谣。看过封四的阅读导语，我
们已经大致明白了作家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
事，要传递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要宣示一个什么
样的主题思想，不难理解，那就是爱！当然，作家
通过故事讲述的既有人类与小动物之间的爱和
友情，更有母女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爱和
友情。

书中的故事曲折感人，一波三折，跌宕起
伏，牵动人心；书中的人物时而愁闷，时而开心，
时而舒展，时而紧张，时而纠结，时而释怀，时而
迷惘，时而顿悟。那情节与小主人公胡慧慧面
对学习压力产生的厌学情绪相牵绊和互动，寂
寞时有“小板凳”陪伴，愁闷时有“小板凳”逗乐，
迷惘时从“小板凳”身上汲取能量，提振信心，甚
至受到感化和教育。当然还有煞费苦心的母
亲、和蔼可亲的老师、友爱互助的同学适时出现
在身边……这些，都共同给胡慧慧传递了一种
特殊的关照，一份深情厚谊，鼓励她、感召她振
作精神、鼓起勇气，终于重新回到学校，回到班
级大家庭中来，原来“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感觉真
不错……她想，原来感觉同学们对她不够亲密，
说不准就是自己的心理作祟呢。”同时意识到

“我妈说得对，老师虽然处罚我，但都是一片好
心，我再不能不识好歹。……怎能用点儿心，把
成绩往上拉一拉？否则还是会辜负老师。”从此
以后，“胡慧慧在学校像变了个人似的，她埋头
苦学……胡慧慧的一举一动引起王老师的刮目
相看，开班会时居然特地表扬她，举了她的例子
激励同学们自强不息……”直到快毕业时，有一
天，语文李老师在校门口送给她一本书，那书用

“深紫色的纸”包着，“还用扎绳挽了一个精巧的
蝴蝶结”。“胡慧慧紧紧地把李老师的礼物贴在胸
口，仰头看着李老师，不知说什么才好。李老师
拍拍她的肩膀，说，‘快回家吧。别在这傻愣着
了。’胡慧慧望着她黑发飘拂的背影，呆站在那里
激动不已……”

如果说，这个意外的小惊喜让胡慧慧有点受
宠若惊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情节更是令她心灵触
动。“回到家里，胡慧慧反复抚摸那本书，然后珍
重地解开包装，看见崭新的封面上彩绘了一顶插
着羽毛的帽子，书名是《感谢自己的不完美》，翻
看扉页，是李老师用娟秀的字体写下的一段话，
开头是四个字，赠小慧慧。”

书中继续写道：“‘小慧慧’，那是连母亲都
没有用过的昵称，真的很亲切很亲切，胡慧慧的
眼窝一下子发热，泪眼蒙胧。”李老师的话是这
样写的：

赠小慧慧:
生活中很多的不完美，其实在磨砺我们变成

一个更宽容、乐观、坚强的人。希望你无论现在
还是将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微笑面对。
也许，这一路走来，你很辛苦、孤单、无助，请相信
有很多关爱你的人，想要看到你的“华丽转身”。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
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
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
文章写到这里，再一次掀起了一个新的高

潮，对胡慧慧基本是一次彻底的“心灵治愈”。因
而，“一连看了好几次，胡慧慧的眼泪落了下来。

‘李老师告诉我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微笑
面对才行！我要听她的话，露出我的微笑。’胡慧
慧对自己说，‘怎么也不能让李老师对我失望！’”
看到这里，我想，被“治愈”的何止胡慧慧，一定是
还有广大认真阅读此书的小读者吧！

当然，这本书的有趣，除了作家所讲述的故
事情节本身，还有他刻意设置的脉络线索和每一
个章节的小标题。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动了心
思，短短四字，别有情致，如同一件器物的扭子或
执手，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各自章节的内容主旨，
让人一看就望文生义，浮想联翩，忍不住想翻开
来一睹为快。除此之外，书中可圈可点、更为精
彩的艺术手法还有许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
文只做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文友们一起来解读
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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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郭万新童书新著《亲爱的小板凳》的几点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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