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作家刷刷的儿童文学新作《星光少年》（希望出
版 社 2024 年 5 月 出 版）通过 12 岁少年王子坤的所遇、所
见、所感，以儿童自身的主体意识去“打量”身边人、“经
历”眼前事，从而生动、真切地展示了三代人强烈的科学
探索精神、担当与奉献意识，以及他们的家庭、亲友所给
予的包容与支持。

《星光少年》选择了一个大众熟悉的题材：中国科学
家的弘毅与卓绝。我们常见的书写方式是以科学家的少
年成长为主题的普及性传记，较少去关注科学家的家庭、
后代。然而作者采用了院士之孙王子坤的独特视角，让
几代人的科学、生活、成长串联起来，并以彼此“互文”的
方式，构建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时代场景、人
间情怀和个体张力。

作品从校园科技竞赛、家庭生活、社区活动等不同角
度，塑造了各具神采的人物群像。作品首先指向了男孩
王子坤，同班的林薇薇、倪自建、莫小贝，以及班主任仲老
师等所在的学校，这也是儿童最熟悉的成长环境。尤其
是王子坤的平和稳重、林薇薇的敢闯敢拼，汇成了彼此博
弈与合作的变奏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将当下青少年激烈的竞争关
系处理得很有分寸。作品伊始抛出了一个淘汰性的命
题：谁能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星光少年”科技大赛，热门人
选王子坤、林薇薇的初期设计方案居然都是测温报警手
表。家世优渥的本校生王子坤、母亲经营馄饨店的转学
生林薇薇，在不同的出身与相同的科学探索精神之间，少
年们选择了后者，或者说很多成人的圈层文化并未污染
这些星光少年。

《星光少年》充分借助了“互文本性”，让作品既是王
子坤参加“星光少年”科技大赛的故事，更是三代人投身
科教兴国的接力壮举。

作品用王子坤和父母、爷爷、小姑等人的交流互动，
全方位、立体化地勾勒出以爷爷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科学
家隐姓埋名、献身国防事业，筚路蓝缕、夙兴夜寐的伟大
功绩。而这一英雄故事并非一路凯歌，却缠绕着身为儿
子的王海洋无数的遗憾与不满。于是，成就中国科学家
伟大精神的“隐形”故事逐渐浮现——奶奶数十年如一日
独自承担所有的家务、子女教育等工作，在拮据、操劳中
过早地离开人世。母亲的不及孝养、父亲的缺位失位，构

成了王海洋的成长之痛。他放弃了热爱的天文专业，既
是为早点分担家庭重负，也是对父亲无言的抗议。父子
隔阂延续多年得不到化解，作者没有急着替人物解开心
结，她让王子坤自己打量、思考。尤其是通过特地来造访
的航天工程师朱名的表白，让王海洋知悉了当年父亲失言
的缘由；通过小姑带来的皮箱，体现奶奶对爷爷工作支持
的无怨无悔；通过柏洁子反复温柔的劝解，以及王子坤对
爷爷的衷心“拥护”，王海洋最终与父亲和解。

《星光少年》的高远之处就是这些命运的起落没有消
弭人们对人生、事业和国家的热爱。每一个个体的遗憾、
缺口总能在另一个人生中得到救赎，比如王海洋的科学
家梦断之路，却有朱名的子承父业；更有像王子坤这样极
具科学精神的后起之秀；爷爷奶奶常年两地分居却恩爱，
而王海洋一家三口有着高质量的家庭氛围。所有的人
物、情节，以及相关的细节都在以“互文”的方式叙述着国
人笃行不怠的热忱与勇气。

《星光少年》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它飞扬着少年气度
的语言力和想象力。王子坤、林薇薇对科技发明的纠错
反思、参加科技大赛时的周密迅捷，既是严谨的科技探
索，更有着少年的无畏和创意。作者对科技术语、推演方
式的自如运用，让“科技”元素不是生硬地嵌入与拼合，而
是融合为故事本身。与此同时，孩子们之间的戏谑欢愉，
王海洋父子关于“果壳里的君王”的讨论、关于英仙座流
星雨的观测、爷爷在王子坤学校朴素真诚的演讲，以及妈
妈帮忙经营小吃店时“接地气”的互动，都让读者感受到
语言在不同人物身份中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同时又闪烁
着诗意的光芒，散发着生活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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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喜 欢 待 在 童我 喜 欢 待 在 童
年年，，如果可能如果可能，，我会在我会在
我 的 前 边 修 一 堵 小我 的 前 边 修 一 堵 小
墙墙 ，，把 我 一 直 留 在 这把 我 一 直 留 在 这
堵墙的后边堵墙的后边。。

我可以走近这堵
墙，在墙边看一只蚂蚁
行走，听一棵草唱歌，
和一块石子玩一个总
也玩不厌的游戏。

问 题 是 ，那 堵 墙
并没有挡住我离开童
年 的 脚 步 ，不 知 道 什
么 时 候 ，我 早 已 越 过
了 那 堵 墙 ，把 一 个 或
者 好 多 个 镶 着 花 边 、
唱 着 童 谣 、骑 着 木 马
的梦留在了那里。

后 来 ，我 成 了 大
哥 哥 、叔 叔 ，等 等 ，但
这些并不能阻挡我在
漆黑的夜晚寻找天空
曾 经 熟 悉 的 星 星 ，想
象那个有点坏的风拉
着小车从我的窗户外
边 经 过 ，在 第 十 个 或
者第二十五个梦里看
见一只喜鹊朝着我做
鬼脸。

而 且 ，我 在 文 字
的河流里一次一次与
它 们 相 遇 ，并 忘 记 我
已 走 过 了 那 堵 叫“ 童
年 ”的 墙 。 于 是 我 写
起了儿童文学。

无 疑 ，儿 童 文 学
大 多 是 给 儿 童 写 的 ，
大 多 也 是 写 儿 童 的 。
记得童年是在一条小

河边长大的，那条河边长着柳树，每年的春天总是最早渗出
绿色；河里会有七彩的石子，会有会跳舞的鱼，会有能敲鼓
的青蛙；月亮常在河里洗澡，洗得又白又大；河上能结出冰，
阳光总在这冰上滑倒；河还会在下完了雨以后，变成一条咆
哮着的巨兽，把以前所有平静的、温暖的、诗意的东西吃掉，
也吃掉邻居家一个身上总是会飘出一股玫瑰香味的姐姐。

如那河流般，童年就是一条永远流淌的河流，儿童文学
则是在寻找这条河流，并从这条河流里找到童年、童趣、童
真，以及包裹着童年影子的波浪、水珠与闪动的金光。

丹麦作家安徒生一生都在儿童文学的河流里寻找，于
是《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等在
他的文字里浮了出来。安徒生的文字含着泪，像是汲了河
流里的清水，忍不住就会从眼里流出来。然而就在这泪的
背后，却有着春天的柔美、夏天的隽永、秋天的典雅、冬天的
深沉。当人们走进安徒生的悲剧世界，很容易从其中看到
令人心颤但又泛着诗意、柔和温情的情景。

曹文轩在这河流里捞出了《草房子》《根鸟》《细米》《青
铜葵花》《火印》……他的作品有很多故事，都取之于童年。
童年的河流里曾经流淌的水流，幻化成曹文轩笔下直指人
心的故事。这里有生活的美好，也有人性的复杂和深沉，让
人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感悟。

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格马利在童年之河里看到了
一名少女的影子，那就是安妮。安妮由于父母双亡而成为
别人家的养女，她对自己的外形很不自信，有时甚至会变得
极度绝望。然而，她有着健康蓬勃的生命力，她的梦想总是
会绽放出奇异的花朵，她的善良和爱也总是会照亮她走过
的地方。对于她来说，每一天都有新的期盼、新的惊喜。她
不怕盼望落空，因为她已经从盼望中享受了一半的喜悦。
她生活在用想象力创造的美丽世界中，看见五月花，她觉得
自己身在天堂，看见了去年枯萎的花朵的灵魂。

有人说过，回不去的才是故乡。童年也是回不去的，但
所有人都有过童年，且还有一些人正在经历童年。儿童文学
创作，就是在一条河流里寻找，童年之趣、童年之味，总是会
在住着小仙女、也住着怪老头，有多愁善感的胖胖猪、也有总
喜欢恶作剧的黑头鸦的那条童心荡漾的河流里遇到，让已经
离开童年的老朋友和正在经历童年的小朋友们陶醉。

30 多年前，我和朋友去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上赤峪村
西板山岭下旅行，在一处旅游景点黄崖洞遇见了小号手崔
振芳，其时已近黄昏，天阴欲雨，小号手在黄崖洞一线天西
侧的山岗上，独立苍穹。 16 岁，一个孩子，他长得什么样
子，没有人记得，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尊汉白玉石雕。
许多年来，我似乎总会和这个 16 岁的孩子不期而遇。我
一直以为自己不是特别关注历史和战争的人。战争让多
少人的生命定格？没有一个人是为战争而出生。战争把
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和悲伤。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一
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那么战争中的死亡只是一个数
字。人生如黄河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
劫难随着岁月而来，因为战争，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
烟中。

文学留痕，诚如博尔赫斯所言：文字是共同记忆的符号。
2023 年春天，我无意读到了黎城县文联早年间出版的

一本小书，听编写者说，崔振芳在其生命最后数十次阻击来
犯之敌。我一直对黄崖洞兵工厂重地并无地理上的概念，
更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为这个孩子写一本《黄铜小号》（山
西教育出版社 2024 年 4 月出版）。

一个孩子，在经济和社会优越的今天，15 岁前的教育，
是唐诗宋词，是绘画、书法、舞蹈、音乐，更多的是父母视若
明珠的掌上爱抚。然而，因一种信仰和精神——我愿我血
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崔振芳拿起了小号。小号是
用来吹奏音乐的，红玛瑙般的音符是一个民族的凯
旋。黄铜做的小号有月亮般的光泽，它的
音质在硬红石英砂岩上铮铮

如钢。首长说，战争是为了和平。为此，他知道战争在他之
前就已经开始了，和平会在他之后到来吗？他被日子推拥
着向前、向前。建立黄崖洞兵工厂，是在“七七事变”之后。
当时，我军武器匮乏，为此，八路军决定在此建立一座兵工
厂。在学习文化的夜校里，首长对崔振芳说，南宋时期的韩
世忠、梁红玉是靠一面战鼓擂击，激扬出士兵斗志的，你要
把军号吹响、吹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孩子从心里理解了。
我从黄崖洞走进，往返数次，其间有人指给我看孩子练号的
鸡冠山。中国的山水已经是一门学问了，还有专门的研究
机构，但我对黄崖洞的山水且心存疼痛。我对山水没有太
多的知识，只是一种心目中的愉悦，而且有小号手在，看不
看山水已是其次了。

想起长篇巨著《红岩》中的“小萝卜头”，罗世文将军说：
“记住，绿，绿树的绿；红，红旗的红。”那黝黑、清澈的双眸，
反复默念着这两个反差极大的词。然而，战争中成长的孩
子永远也看不到原野上那茂密的葱郁和飘扬的红旗了。崔
振芳，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想，写下了 5 份入党决心书——谁
让你下此决心？红，是黄铜小号的红绸穗子吗？绿，是生命
年华的青春色彩吗？中国革命战争是怎样一种惊天伟业，
一个孩子，没有留下惊世骇俗的警世名言，只默念着一句
话 ：把 号 声 吹 入 来 犯 之 敌 的 心
脏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中 ，中 国 是 受 害 最

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反抗最英勇、最为刚强
的民族。战火中独有的真善美、战云中最灼目的电闪，其建
构理所当然地含有杰出的少年英雄。黄崖洞保卫战，特务
团 900 余名指战员奉命保卫，凭借天险与敌血战 8 个昼夜。
《战役综合研究》一书说：“赢得了敌我伤亡 6 比 1 的辉煌战
绩，开中日战争史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一把
黄铜小号，震惊中外。

如果我提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最容易失去的是什么？
不是弹药与辎重，而是年轻的生命。再提一个问题：世间最
容易忘记的是什么？是战争中阵亡的人们，不管他属于作
战的哪一方。

写作情感的限度，事实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我作为
母亲、女性，作为写作者，我想起这个孩子的死亡年龄就会
揪心般难过。时间装填了他短暂的一生，来者如斯，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变化的永远是人间。时间像从一个久遗
的日子中走出来的影子一样，模糊但却巨大。人的一生唯
一能代表时间的是钟表，在钟表的时速里，人类的成人世界
是毫无理性的。我写这个孩子，只想祭奠一代英灵中一个
汉白玉雕的未成年孩子，他在山水交融的角落里和一些普
通的人物中，获得崇高。

我为什么写这个孩子
——《黄铜小号》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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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
地反映晋绥根据地在
革命进程中的价值与
作用的文献纪录片，
《吕梁山上》以红军东
征、抗战时期创建根
据地等历史事件为背
景，通过《东征序曲》
《保卫黄河》《民心众
志》《矢 志 不 渝》《厚
土燃情》五集，将历史
化为具象，生动再现
了毛泽东、贺龙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畏艰难、坚持信仰、
敢于斗争、无私奉献
的动人事迹。该片塑
造了一批甘于奉献、
敢于革命、勇于牺牲
的吕梁英雄群像。他
们在吕梁这块红色土
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记忆。

十 几 年 前 ，观 电
视剧《吕梁英雄传》，
被其中一个个性格鲜
明、立体逼真的人物
吸 引 。 许 是 当 年 浅
薄，并未完全体会到
剧中所要表达的深刻
含义。如今观文献纪
录片《吕梁山上》，突
然明白了那些人，那
些生活在抗战时期吕
梁山区普通村落中看
似平凡实则伟大的人
们。他们的坚持是为
什么——为的是一种
信仰，一种要保卫革
命根据地的信仰，一
种对中国共产党一定
会带领广大劳动人民
打破旧社会、旧制度
和一切不公的信仰。

马烽，《吕梁英雄传》的作者，《吕梁山上》第三集《民
心众志》中以他的视角再现了一众本土英雄人物。通过
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了生长在根据地的模范英雄人物张
初元和张秋林。晋绥边区“群英会”上，他们一个被选为

“劳武结合模范”，另一个被选为“特等劳动模范”第一名；
他们一个是组织民兵保护粮食的人民英雄，一个是带领
村里妇女搞纺织合作社支援前线的女豪杰，他们都是生
活在晋绥根据地上的普通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挺
身而出，推动了根据地生产事业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蓬
勃发展。

通过《吕梁山上》这部纪录片，我们还看到，在吕梁这
块土地上不仅孕育出张初元和张秋林这样全力发展生产、
保护前线粮食供应和纺织品供应的劳动模范，还有许多为
边区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如不惜将家财
全数支援抗战、个人捐献达到 3.5 万银元的抗日士绅牛友
兰，在陕北银行关停后建立起晋西北第一个银行——兴县
农民银行的传奇人物李少白。这块土地造就了一大批值
得永远铭记的抗战英雄，他们是为根据地民主建设作出
贡献的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为土改作出巨大贡献的经
济人才段云，为建设晋绥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的关向应、
林枫、周士弟，充满传奇色彩的抗日女英雄李林，“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的革命烈士刘胡兰，培养出一批优秀情报、
通讯人才的王铮，保证前线武器供应的军工四厂厂长冯
直，以及那些为国牺牲的西北军工烈士……《吕梁山上》
以多视角交叉叙事的拍摄手法，将这些人物和事件相互
勾连、呼应、补充；叙事视角不但有马烽这样的山西本土
作家，还有美国战地摄影记者福尔曼等外国友人；讲述者
不但有英雄后代，还有仍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历史资料收
集人、党史研究人员等。通过他们的史料文字记载和现
场口述，撷取历史深处的细节，挖掘出一个个生动翔实的
边区战斗故事。

从第一集《东征序曲》开篇中对为什么要建立晋绥根
据地的解读，到第二集《保卫黄河》中对陕甘宁根据地和晋
绥根据地关系的阐述，再到第三、四、五集中对革命根据地
建立后如何完成各种基础建设、如何成为抗战时前线后勤
保障的重要一环，以及短暂而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中央后
方委员会的由来，《吕梁山上》用探秘解密的形式揭开了一
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重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吕梁山上》除了运用采访、旁白等常用手法外，还加
入了版画、旧照片、手动绘画、影像资料以及富有特殊含
义的飞檐、窗棂、陈设、建筑遗址等极具山西本土艺术特
色的元素，加之烘托气氛的枪炮声、号角声、浪潮声等听
觉手段，将画面、声音、文字有机结合，不但增强了其叙事
功能，而且还体现了纪录片的真实美，用伴随的视角同观
众一起去聆听去感受，为观众营造出一种极强的参与感
和互动感。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绥革命根据地，
在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前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保
卫了延安和党中央。同时，它还是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
与延安之间的交通枢纽，八路军能在被包围的区域里生
存作战，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和保护。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正如片中所述：晋绥根据地在革命和建设岁月里，为

共产党政权和统一战线工作、土地改革、农村经济建设，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艰苦
奋斗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实战阵地。在烽火年
代，吕梁人民为党的革命事业发展贡献了生命、鲜血和财
富，哺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党的精英、民族精英，为民族解
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以信仰淬炼豪情，用平凡的身躯谱写了不平凡
的历史，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为
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族争取解放的壮
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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