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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中华文化：特色与生命力》
王蒙 著
人民出版社

《父父子子》以特别的跨国
叙述视角，呈现出国人和海外
同胞异地同心的“双城记”。以
哈尔滨和纽约为空间坐标，历
经四代人，跨越五十年，缓缓铺
陈中国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开拓
北大荒等重大事件，打破常规
的叙事角度，力求最大程度给
人以亲历者自述般的现场感。

《父父子子》
梁晓声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博物学》
刘华杰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
华杰著述的《草木有本心：生
活中的博物学》，从北大四院
的植物起笔，详细讲解了一

些常见植物的命名、分类及
生长特性，强调了识别外来
物种的重要性。全书用生活
化的语言，将深奥的博物学
知识讲得明白晓畅，置身其
间，宛如走进了一座七彩的
博物花园。

《草木有本心：生活中的
博物学》是一本写给春天的
书，更是写给热爱生活的朋
友们的一本书。草木之中有
花香、有鸟鸣，蓄满了春天的
味道，也充盈着爱的味道。
仲春时节，就让我们走进该
书所描绘的清新氛围里，去
领略春的曼妙，去洞悉众多
草木的悠悠本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本书收录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政治-
文化理念》《中华文化：特色与
生命力》等几篇文章。作者从
不同角度观照传统文化，不仅
分析了中华文化提倡学习、自
强不息、立足现实等特征，也
对其曾经讲过的“三尚”“三
道”再作阐发，进而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梨与枣》是“中国好书”
获得者、作家葛亮的全新随笔
集。关乎阅读，也有关写作所
见。写著书的人，写读书的
人，也写爱书的人。通过阅
读、寻访，字里行间，皆读到对
生活的郑重，且以“梨与枣”的
互勉尊重之意，致敬每一个热
爱生活的人。

《梨与枣》
葛亮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农村儿童融入城市校园生活
的“暖心路”

——评黎俊生长篇小说《少年“城”长记》

《少年“城”长记》是粤西儿童文学作家黎
俊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少年‘城’长记”
一语双关，既含有少年成长记录的用意，又表
明了少年成长变化时所处的地点——城市。
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阿红的乡村留守女
孩。这个女孩被务工的父母带进城市里读
书。她在融入城市校园生活的过程中，经历
了很多“暖心”的事情。这段时间她虽然有遇
到困难的时候，但最终得到锻炼和成长。在
这部作品中，我读出了作者对农村留守儿童
成长历程的人文关怀。

聚焦少年的“变”

在当今社会，有许多农村留守儿童跟随
务工的父母进城生活，作者在《少年“城”长
记》中正是以农家女孩阿红的第一人称视角，
来对这类儿童在校园生活中的成长环境以及
心路历程进行探索。在城市里生活，阿红遇
到了许多以前没有见过的新奇事物，比如说
同学们人人手上都有的手机，还有用来洗浴
的沐浴露。同时作为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她
也给城市的孩子带来了浮水石、草木灰等新
奇的事物，她还给城里的同学展示打水漂的
技能，爬树摘野山竹分给大家。这一题材关
注进城读书少年的教育问题，有很强的社会
价值。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

“走读”少年的蝶变。

呈现校园的“趣”

勤劳质朴，心地善良的主人公阿红。除
了阿红，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富有特点
的人物形象。为了给作品增添趣味，作品赋
予人物一些辨识度高的绰号，例如游泳技艺
高超，身材健美的“美人鱼”；爱好美食，对食
物很有研究的“吃货”；喜欢阅读、富有文雅气
质的“小冰”。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显得鲜
活且充满童趣。这些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形
象在作品之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主人
公的成长历程中，阿红和同学们发生过很多
交集，例如“吃货”给阿红介绍各种海鲜的吃
法，给阿红分享各式各样的零食，还带她品尝
城市里的各种美食。“美人鱼”将自己的泳衣
送给阿红，并且给同学们展示正确的游泳技
巧。阿红在与这些同学的交流之中丰富了自
己的见识，见到了很多不曾见到过的事物，学
到了很多不曾学到的知识，拓宽了自己的眼
界，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校园生活。

相聚是缘，当这些人聚在一起时也发生
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到海边玩
耍，一起去吃肯德基、麦当劳，一起结拜为“金
兰姐妹”，一起排练歌曲参加比赛……这些有
趣的事情贴近生活实际，让读者在阅读时有
一种亲切熟悉之感，同时也能感受到人物之
间纯真、坚不可摧的友情。阿红正是在与这

些新朋友的交流之中，帮助之下，逐渐成长起
来，慢慢融入到了城市校园的生活环境之中。

表现同学的情

主人公阿红与同学港妹之间的关系由分
到合，再由合到分的故事情节体现了作者在
情节设计上的布局和巧思。两个人之间的关
系也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在改变，让人读起来
觉得合乎情理，而且能感受到她们之间的真
挚情感。

最初阿红转入学校时，港妹对她表现得
很排斥，不愿意和她同桌。后来阿红为了缓
解经济压力选择擦鞋来补贴家用时又不小心
将港妹的红鞋子涂上了黑鞋油，这让阿红变
得愧疚并不知道如何向港妹表达歉意。两人
的关系一度变得尴尬。她们的关系发生转变
是在一次女生集体去海边捉龙虾的活动中，
突然的涨潮让港妹陷入到危险之中，阿红奋
力将港妹从险情中解救出来。经历这次险情
之后，港妹转变对阿红的态度，两个人成了和
谐友爱的同桌。她们在一起相互学习，给对
方补习短板学科的知识，双方的成绩都得到
提升。后来港妹全家要迁居上海，所有的姐
妹们都去到车站为她送行，她们都留下了不
舍的泪水。结尾的“分别”场景将她们深厚的
友情以及惆怅伤感的离别之情一并展现出
来，令读者受到感动。

展现滨海城市的美

这部小说对自然环境的描写，给读者带
来美的感受。小说中有两章写到主人公和姐
妹们一起到海边游玩，展现滨海城市的优美
风情。椰树、渔船、海浪等景物组成了一幅富
有滨海风情的优美画卷。海鱼、海鸟、贝壳种
类繁多、色彩各异，让人不仅感叹海边资源的
丰富。阿红与姐妹们在海边漫步，观察渔人
捕鱼，收集贝壳，在海里游泳等等的活动富有
趣味，展现了滨海城市独有的情致。主人公
阿红来自一个山乡，外号是“山妹子”，和姐妹
们一起来到海边游玩，认识海边的事物，感受
自己从未感受过的大海，增长了自己的见识，
还体验了捉龙虾的乐趣，也经历大海涨潮的
危险，体验滨海城市的美。

作品中描写海边景色的文字，让读者仿
佛成为海边的观景人，吹着海风，呼吸着大
海的气息，望着那浪花一朵朵，真是令人心
旷神怡！

反映现实生活的难

主人公阿红融入城市校园生活的过程并
非一帆风顺，而是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开
始面临的是转学问题，阿红的父母最初以为
拿着家乡学校的转学证就可以转入到市里的
任意一所学校，但现实却不是像他们想象的
一样。最后因为教育局下发文件，要求各公
办中小学多吸收一些农民工子女，阿红才得
以转入到城里的学校上学。

因为家庭经济不宽裕，阿红非常体谅自
己的父母，自己在课余时间在校外擦皮鞋以
补贴家用。后来阿红的父亲升职成为车间主
任，母亲从临时工转为合同工，家庭的经济逐
渐向好。

作品反映了现实中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
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压力，
表现了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暖心关注和
解决方式，“走读少年”在新生活中的“心路”
历程。

综上，《少年“城”长记》贴近现实生活，具
有时代感，塑造的人物富有特点，情节的设计
安排合乎情理，对于自然环境的描写细致而
且优美，是一部有生活趣味、有教育意义、有
社会启示的小说。

■ 刘官宇姚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