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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轻而易举走进自己偶像的

世界，继而变身为偶像、经历令人艳羡的

一系列“高光时刻”，你是否愿意立即实

现这一梦想？这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满航

在新近出版的军旅题材长篇儿童小说

《星途》（新蕾出版社，2024 年 1 月）中书

写的奇幻故事。

小说中，五年级小学生桑果经常受

到同学余宝的欺负，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想要成为梦想中的英雄战胜余宝。然

而，现实中桑果却总是败下阵来，直到有

一天，桑果遇到了 3 名来学校做报告的

火箭军部队官兵。他发现，不但自己对

火箭军官兵深感敬佩，就连余宝也对他

们心怀崇敬之情。于是，他就想着：如果

自己成为火箭军官兵中的任何一个，余

宝无论如何都不敢欺负自己了。一个偶

然的机会，桑果真的走进了他崇敬的火

箭军英雄的世界，而且在 3 个英雄的人

生世界中各走了一遭。

这次奇幻的旅程，以及在其间经历

的一件件事，让桑果充分认识到，英雄的

生活中不只有耀眼夺目的光环，更有着

日复一日的艰苦付出和千钧一发之际的

勇于牺牲。桑果在认识英雄的同时，也

更加认清了自己。

作品中，主人公桑果奇幻的经历旅

行，是通过科学老师研发的“镜像转换系

统”实现的。“只要在光影舞台上出现某

个场景里的某个人，测试者选中他，踏进

舞台的光影世界，就可以镜像转换，从自

己的世界进入到那个人的世界，成为那

个人。而且，彼此有着一样的记忆、一样

的技能，只不过测试者仍保留了自主的

思维和意识。”这一情节的设置，富有科

幻文学中时空穿越的意味，在军旅题材

文学的书写中相对少见。

作品以紧贴少年儿童成长现实的

叙事，深刻洞悉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和

心理变化，将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

到的一系列或棘手或普遍的问题，转化

为娓娓道来的故事。这其中有矛盾、有

说理，更有温情。作品通过故事引出问

题，通过故事认识问题，也通过故事分

析和解决问题，最终将少年儿童“成长

的 烦 恼 ”变 为“ 成 长 的 启 迪 ”。 在 作 品

中 ，小 读 者 不 但 能 找 到 自 己 成 长 的 影

子，也能寻见可资借鉴的成长路径。儿

童文学的读者并不仅限于儿童，家长、

成年人也能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中有

所收获。对广大少年儿童来说，《星途》

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照自省和自我认识

的镜子；作品对儿童生活、心理的深入

细致书写，也帮助家长从儿童视角理解

儿童的行为和情感世界。

作品敏锐捕捉到当今少年儿童面

对的“成长的烦恼”，在儿童文学的书写

中贯注昂扬英雄主义精神，并以此厚植

助力儿童成长的精神沃土。高满航近

几年创作的《爸爸星》《八月光荣镇》《影

子英雄》等军旅题材儿童小说，熟练地

将军旅元素和英雄梦想融入儿童文学

作品，塑造出黄豆、吴桐、霍赞等具有鲜

明性格特点的少年儿童形象。这些儿

童文学人物形象共同组成健康成长、独

立 自 强 的 少 年 儿 童 群 像 。 无 论 是《星

途》，还是《爸爸星》《影子英雄》，呈现在

作 品 中 的 儿 童 都 具 有 自 觉 的 成 长 意

识。这些作品中的小主人公们一旦认

识到自身的短板和不足，不但能够勇敢

面对，而且主动选择迎难而上。这是英

雄气概、自强不息精神在儿童文学作品

中的呈现。《星途》对精神主题的书写独

辟蹊径——以小学生桑果为少年儿童

的代表，发现、探寻属于桑果的，也为广

大少年儿童可感知、可理解的英雄主义

精神。

《星途》在坚持英雄主义书写的同

时 ，将“ 科 幻 元 素 ”有 机 地 融 入 故 事 情

节。主人公桑果的超现实“旅行经历”，

在军旅题材儿童文学的书写中拓展了新

的表现领域。超现实的“旅行经历”赋予

主人公桑果观照成年人世界中英雄生活

的眼睛。作品对于桑果的书写和对英雄

主义精神的呈现，因为叠加了成年人的

经历、视角，以及成年人的感悟和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儿童文学中英雄

主义精神表达浅表化局限的突破。桑果

化身为火箭军军人走进军营，在与战友

们共同的训练生活中，扎扎实实地见证

了英雄的平凡与崇高。作品对于基层部

队生活的书写，为“英雄”在文本中的诞

生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突显，构设了真实

生动的时空背景。

《星途》在内容题材上以“军事+科

幻 ”的 独 特 切 入 角 度 ，采 用 虚 拟 的“ 镜

像转换系统”，带领少年儿童走进火箭

军官兵的工作生活和精神世界。作品

巧 妙 的 故 事 情 节 设 置 ，不 仅 圆 了 主 人

公 的 英 雄 梦 ，也 使 得 主 人 公 深 刻 认 识

“英雄”的含义。作品突破常见的军旅

文 学 作 品 叙 事 方 式 ，以 超 现 实 的 创 作

手 法 ，生 动 讲 述 了 奇 趣 横 生 而 又 一 波

三 折 的 故 事 。 作 品 大 胆 采 用 闪 回 、设

置 悬 念 等 文 学 创 作 手 法 ，在 军 旅 题 材

儿 童 小 说 表 现 的 生 活 内 容 、艺 术 手 法

上做出了新的尝试。

仰 望 星 光
—军旅题材长篇儿童小说《星途》读评

■萧 回

《宇宙的梦想》（晨光出版社、浙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 年 5 月）是儿童

文学作家葛竞创作的一部讴歌我国航

天事业、书写新时代少年成长故事的儿

童文学作品。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为

航天城子弟小学，从一个航天一线工作

人 员 的 孩 子 肖 宇 宙 的 视 角 娓 娓 道 来 。

肖宇宙的父亲是火箭工程师，母亲是研

究月球车的科研人员，他们都是潜心航

天事业、奋战在航天一线的科学家。在

父辈的耳濡目染下，肖宇宙幼时就在心

中种下了“宇宙的梦想”。作品用诗意

的文学手法，把天上的星空和人类亘古

以来的理想统一起来，书写了新时代的

飞天梦想。

在小说序幕部分，6 岁的肖宇宙第

一次看火箭发射时爸爸对他说的话，如

同一首隽永而富有哲理的小诗：“人很渺

小，但心可以装下很大的梦想，而梦想，

会带领人类走得更远，走向无限的空间

和时间。”这是主人公肖宇宙名字的含

义，也点明小说的主题。《淮南子》中写

道 ：“ 往 古 来 今 谓 之 宙 ，四 方 上 下 谓 之

宇。”作品将人们心中的宇宙之远、科学

之奇和少年童心之诚结合起来，通过两

个立志成为航天员的孩子视角，描写了

少年的成长和友谊，将少年成长与中国

航天发展史穿插叙事，展现了中国航天

事业的发展成就。

中国航天人的勤劳智慧和创新精神，

对青少年思想品德养成和正确价值观的

树立具有积极作用。探索宇宙的奥秘是

人类数千年来延续不绝的梦想，这一梦想

带领人类走向了更远的空间，拓展了人类

对自身所处空间的认识。书写“宇宙的梦

想”，不仅让少年儿童真切鲜活地感受到

了航天工作者的拼搏、坚韧和可爱，深切

感受到令人敬佩的航天精神，而且对中华

民族不断探索进取的精神进行了深刻揭

示。从文学的功能方面说，这是以航天精

神培塑童心的重要方式。

《宇宙的梦想》所书写的内容属于

航天领域“硬”题材。如何把“硬”题材

写“软”——符合少年儿童读者的认知

特 点 ，是 儿 童 文 学 创 作 需 要 认 真 考 量

的 问 题 。 在《宇 宙 的 梦 想》一 书 中 ，作

家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进行提问、思考

和感受。作品力求在叙事中一步步拉

近 儿 童 读 者 与 作 品 主 人 公 的 距 离 ，让

优美的文字、动人的故事、饱满的情感

抵达小读者的心灵，进而打动他们、赢

得 他 们 的 喜 爱 ，带 给 他 们 以 科 学 启 迪

与精神力量。

主人公肖宇宙在爸爸妈妈的影响

下，与同学们立下了“志在航天”“志在宇

宙”的理想。他向往着北京航天城，向往

着祖国的航天事业，向往着宇宙探险，向

往着探索大自然。作品中，成长叙事是

在伴随着主人公克服一个个困难挫折、

展现不屈不挠奋斗精神中铺开的。作品

中写到了身为火箭工程师的肖爸爸，在

一次发射失利后为航天城子弟小学做讲

座的情节。肖爸爸说：“挫折和失败会使

人变得聪明。失败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

石，但也能变成攀登顶峰的台阶，变成打

开成功之门的敲门砖……中国航天人不

怕失败，我们会回答所有的疑问，迎接所

有的挑战，创造红军长征那样的奇迹！”

这对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正确认识现实挫

折具有重要意义：失败了该怎么办，考试

失利、比赛落选该怎样面对。

《宇宙的梦想》塑造了典型的少年

儿童形象，其中突出的人物是主人公肖

宇宙和他的同学安知道、马敦实。作品

在描绘人物和事件时，不仅鲜明地书写

了少年儿童茁壮成长、朝气蓬勃的共性

特质，而且自然细腻地写出人物的个性

特征。孩子是家庭的镜子。作品书写

了支持孩子们梦想的父母，并在“父母”

这一身份之下书写出一代代航天人努

力拼搏、甘于奉献的精神。肖妈妈对航

天事业的热爱与坚守，肖爸爸在发射失

利阴霾下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以及安

知道一家三代对航天事业的执着与坚

守，都是对航天精神的生动展现。作品

中 ，安 知 道 寻 找 已 经 去 世 的 妈 妈 的 足

迹 ，当 读 到 妈 妈 小 时 候 在 学 校 刻 下 的

“我要造大火箭”这几个字时，孩子们感

动得哭了……作品书写的感人一幕，把

我国几代航天人的航天梦想与拼搏奋

斗精神，通过孩子们的故事展现出来。

作家通过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的方

式，以肖宇宙的梦想、航天人的奉献以及

中国航天发展历程，搭建了“航天强国”

的全景式叙事结构。作品从“个体—群

体—国家”三个维度，为读者呈现了航天

人共筑“中国梦”的巨大热情，以及我国

航天事业后继有人的光明前景。

将宏大主题写作与小学生日常生活

自然融合并非易事。《宇宙的梦想》巧妙

地将小学生肖宇宙的成长历程与中国航

天发展的重要节点融合在一起，向少年

儿童读者呈现了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

作品以儿童熟悉的学校与家庭生活为主

要场景架设故事空间，更大程度地消减

了故事的陌生感。此外，生动的成长叙

事，也让孩子们得以认识追求梦想的过

程在于自身的成长。

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更多的是正

处于知识积累和精神培塑早期的少年儿

童。因此，儿童文学作品须有打动人心、

引人入胜的故事，完整的结构和框架、生

动的细节、立得起来的人物形象，以及流

畅优美的语言。《宇宙的梦想》把航天题

材与儿童成长主题密切连接、巧妙呼应，

生动展现中国航天精神并使其深入到儿

童生活中，在孩子们心中播下逐梦苍穹

的种子。

寻 梦 太 空
—长篇儿童小说《宇宙的梦想》读评

■马光复

艺术赏析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碧水悠悠（油画） 韩光新作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西安话剧院创排的话剧《延水谣》，

以抗战时期的延安为背景，讲述了全国

各地文艺青年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

院求学、创作、接受战火淬炼，最终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指引下，实现文艺创作观念转变和

精神境界提升的故事。作品再现了延

安时期火热的文艺氛围和战斗图景，刻

画出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昂扬精

神风貌。

“看见了，真的是宝塔！逸萍，你快

来看啊，我们到了，终于到延安了！”几

位来自祖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一同来到

了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激动地捧起陕

北的黄土，一句句深情的呼唤，把观众

引入话剧《延水谣》构设的情境之中。

话剧《延水谣》采用多线条叙事和

由点及面的表现手法，讲述了三组典型

人物的成长过程。剧情将“鲁艺家”成

长的起点，设置在一场艺术沙龙中，展

现文艺观念的冲突。剧作设置了鲁艺

学员针对《秋夜》和《前沿》两个剧本展

开激烈辩论的情节。来自都市的林逸

萍、竺之奇，倾心于《秋夜》表现的青年

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而来自苏区的李

三妹和出身社会底层的许翼飞，则更加

赞赏《前沿》展现的火热战斗生活。这

场辩论以丰富的细节、激烈的言辞，以

及两类学员之间文艺观念的不同，反映

出沉浸在“个人小小的悲欢”与“担当时

代救亡图存重任”两种创作理念之间的

巨大差异。井冈山热土孕育和启蒙了

李三妹对文艺的赤诚，《前沿》是中央苏

区工农剧社队员们边演边改的成果；饱

含着“山顶上”满腔的热情、对军民一心

朴 素 的 追 求—— 鼓 舞 军 民 抗 战 斗 志 。

舞台搭在前线的实践，使李三妹从开始

接触文艺便产生了一种理念直觉——

文艺与革命、文艺与人民之间是高度关

联的。然而，周围有人对这种“业余演

出”的质疑，让她又不能理直气壮地正

视自己的直观认识。

《秋夜》如约上演了。然而这部所

谓“专业的、艺术性强的”作品并没有收

到群众的热烈反响。不只是话剧《秋

夜》的表演，还有《茶花女》的独奏，《天

使》的合唱……这些“精心”准备的演

出，反倒让现场官兵忍不住抱怨“乱弹

琴 ”，老 百 姓 宁 可 去 听 民 间 艺 人 的 演

唱。剧作以强烈对比，突显出鲁艺学员

之中存在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的文艺风格之争，以及文艺工作者与老

百 姓“ 看 得 懂 ”与“ 看 不 懂 ”的 效 果 之

争。究其根本，在于是否坚持文艺为工

农兵服务的问题。

1938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出席鲁迅

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在十

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

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

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

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既然是艺

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

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

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汇合了，彼

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

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

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1942

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给出了答

案：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

的。话剧《延水谣》艺术呈现了延安时

期鲁艺学员、文艺工作者的观点立场的

转变，直观表达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对当时文艺界的重大意义及

深远影响。

《延水谣》是一次红色精神文化的

重唱，也是对延安文艺精神的回眸和咏

叹。“经过硝烟洗礼的作品才能让刺刀

跳舞，得到群众认可的作品才能广为传

唱。”于是，滔滔延河边，女娃娃们哼唱

起了“延水浊，延水清”依依送别；巍巍

宝塔下，后生们吼起了“拿起枪杆上火

线”奔赴战场。剧作演绎了在抗日救亡

的大背景下，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展演

的昂扬精神文化风貌。

在话剧《延水谣》中有一个值得关

注的创作问题——如何将英雄主义精

神铺陈在人物悲壮命运之下，使其成为

革命者奋斗的底色。范团长和战士陈

大川身上的“悲壮与崇高”就在于此。

剧中塑造的范团长，以不拘小节的风趣

个性和冲锋在前的英雄气概，展现出生

动的革命军人形象。同时，铺陈在硝烟

战火背景之下的爱情，更显得分外动

人。范团长拿着弹壳制作的“笔”作为

与文慧心爱情见证的动人场景，为其牺

牲积蓄了厚重的悲壮力量。

战士陈大川是剧中一个普通角色，

但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很是出彩。起

初，他对鲁艺青年的部分行为心有怨言，

甚至直接把马鞭摔到地上表达自己的不

满。然而，当炮火袭来，他却毫不犹豫地

为掩护鲁艺学员而牺牲。舞台灯光聚焦

在他倒下的身影，营造出富有象征意义

的景观——战士的生命之火燃烧殆尽，

血色中显现的崇高精神，震撼了年轻的

鲁艺学员。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牺牲

的战士高唱起《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

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

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

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

音乐在戏剧作品中承担着主题的、

情节的、性格的、情绪的、气氛的、节奏

的、风格的、时代民族地域、时空变换、

形式结构等各种表现任务。《延水谣》将

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经典音乐

作品，如《二月里来》《南泥湾》《保卫黄

河》等融入其中，使其所要表达的人物

精神面貌得到强化。

作品中，陈大川的牺牲也推动了鲁

艺学员思想的转变，使他们深刻地认识

到英雄形象不是空想出来的，只有深入

生活才能发现现实中的英雄。经此，原

本推崇《秋夜》这样孤芳自赏作品的林

逸萍，开始发自内心地想要书写普通的

战士了。在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熔炉里，

鲁艺学员们在锻炼中成长。他们绝大

部分人经受了斗争的洗礼和战火的考

验，最后坚定选择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前进方向，深入生活，与民众相结合，

创作出一系列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的优秀文艺作品。

《延水谣》成功地塑造了鲁艺学员

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和生死考验之后，

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

民大众的”故事。在满怀革命激情的战

斗岁月中，“鲁艺家”在延安文艺精神的

感召下，在为抗日将士和乡亲们演出与

艺术实践中，创作出众多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的经典作品。话剧《延水谣》对

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前后延安的社会历史状况、面

临的战争形势、鲁艺的教学情况、人员

构成、学员思想状况等，都做了合乎历

史现实的表达。作品以艺术方式带领

观众回望光辉革命历史，领会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

内涵，也为观众呈现了“鲁艺学员”在成

长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鲁艺家”过

程中经受的精神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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