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４４（１）：８～１１，３１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儿童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０１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 “非虚构写作美学潮流研究”（１７ＺＷＤ００３）。

作者简介：李燕 （１９７５—），女，河南确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影视美学与儿童文学研究；陈思颖

（２００１—），女，江苏连云港人，２０１９级本科生，主要从事小学语文教育研究。

儿童小说中的童年 “常态”及时代精神

———从李学斌新作 《龙抬头，猪会飞》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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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优秀的儿童小说需要真实表现广阔而丰富的生活，展现特定时代中儿童的个性心理、理想愿望和

精神面貌等，并由此实现对童年精神的深度探寻。李学斌的儿童小说 《龙抬头，猪会飞》通过书写当下

儿童的 “常态”生活，巧妙地运用双线叙事结构对童年文化精神进行艺术探索，从而展现了当下 “中国

式童年”的时代风貌，折射出城镇化社会转型对新一代儿童成长的深刻影响，是当代儿童小说在童年

“常态”书写上的一次成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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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当代儿童小说较以往在数量和质
量上都有一定的突破，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

但也在题材、结构、价值取向、童年精神等层面暴

露出一些问题。仅就题材而言，留守儿童、残疾孩

子、单亲孩子、穷苦孩子的生存现状成为诸多长篇

儿童小说的聚焦对象，有些作品中的农村儿童形象

又常被塑造为沉默、感伤和被动的，与灵活、洒脱

并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城市儿童形成鲜

明对比。这种对童年 “特殊状态”的模式化书写，

无形中让当下儿童小说的题材空间与人物形象显得

相对狭窄。事实上，儿童小说与成人小说一样，同

样需要表现广阔而丰富的现实生活，而不能人为地

加以缩小或一味沉溺于儿童生活的 “异态”书写。

长期以来，青年作家李学斌一直保持儿童文学



创作和理论研究的 “双栖”状态，他以创作者的

敏感和研究者的深度观察思考出发，发现当下

“异态”童年对儿童小说丰富性的遮蔽， “忧心于

儿童小说惊人的趋同感”［１］２４４。因此，在其儿童小

说新作 《龙抬头，猪会飞》中，李学斌有意识地

规避题材的趋同，突破成长小说的惯常模式，在儿

童形象的塑造、童年精神的开拓等方面力求创新。

正如作者所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意味着对前一

部作品的异化，意味着新路径的探寻。”［１］２４３从反

映儿童生活、童年文化及其时代精神的深度和广度

上看，这部儿童小说的创新和艺术探寻颇为引人注

目，既是作家以往创作的某种延续和超越，也是当

代儿童成长小说的一次深化和突破。

一、当下儿童 “常态”生活的自觉书写

儿童小说 《龙抬头，猪会飞》以我国西北地区

的一个小县城东平县为背景，书写了朱雪飞和龙莺

这两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小说通过描写两个主人公

家庭的变迁，呈现了当下儿童真实的常态化生活，

表达出作者对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童年成长的

全景式观照。这部作品叙事平实自然，语言亲切生

动，突破了留守儿童、家庭破裂等惯常情节模式，

展现了真实的 “中国式童年”的广阔时代风貌，也

折射出社会转型对新一代儿童成长的深刻影响。

全书以普通男孩朱雪飞与家人进城开启城市生

活作为叙事缘起，平静地讲述了他从小学四年级转

学进城到六年级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转变与成长。刚

刚进城的雪飞因同学 “欺生”而委屈压抑，幸运

的是他和同桌女孩龙莺成了好友。龙莺成绩优异、

阅读广泛，给雪飞很多帮助，不过，她也有自己难

言的烦恼……小说最后，雪飞在 “小升初”考试

中取得优异成绩，而龙莺一家离开小城，去上海寻

求更好的发展。全书没有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情

节，没有尖锐的城乡对立和冲突，而是着重聚焦于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感受的友谊与亲情、经历的欢

乐与苦恼、努力与尊严等生活细节的书写，因此，

作品整体上情感丰盈、描摹细腻、人物丰满，尤其

是对雪飞和龙莺这两位小主人公的生活常态写得颇

为真实并具有一定的深度。

作家沉潜到当下童年生活和情感的各个层面，

以生动的笔触真实地展示了孩子的欢乐与忧愁、自

卑与奋进。朱雪飞有着农家子弟黝黑敦实的外形，

说着乡音味儿十足的普通话，作为一个从农村转学

来的插班生，他在开学第一天便获得了 “猪学飞”

这个带有嘲弄色彩的绰号。还没来得及适应新环境，

不理想的考试成绩就接踵而来，这让本来就处于弱

势的雪飞陷入更大的窘迫。 “二月二”这天，雪飞

兴高采烈给班主任带去妈妈炒的五香豆，却因课堂

出糗而遭受同学的恶意奚落，导致他压抑已久的情

绪爆发并动手打架。在这段孤单而压抑的生活里，

小狗柯柯的陪伴给雪飞带来了极大安慰。与此同时，

善良懂事的龙莺也为受欺负的雪飞打抱不平，她时

常借课外书给雪飞看，在选举中队委员时为他投票。

而雪飞带着小狗为龙莺寻找钥匙，在龙莺为父母争

吵而烦忧时充当忠实听众并保守秘密……

高尔基认为，“新人的成长在儿童身上特别鲜

明可见。”［２］６３不同时代的儿童，在其个性心理、知

识结构、理想愿望和精神面貌上都是不同的，如何

塑造带有时代特点的儿童形象是儿童小说永远的课

题。例如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 《我要我的雕刻刀》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等儿童小说推出了一批张扬

自我个性的儿童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

《龙抬头，猪会飞》中，男孩雪飞和女孩龙莺的形

象不但具有这一年龄段儿童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而

且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

快，不少农村孩子因为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走进城

市，开始崭新的生活，而朱雪飞就是他们中的一

个。他既不是因父母进城打工而成为孤守家园的留

守儿童，也不是跟随父母寄居城市的外来务工子

弟，而是由于父母在城里购房而全家搬迁到县城安

居的普通孩子。因此朱雪飞既没有属于留守儿童的

亲情缺失，也没有进城务工子弟的自卑、压抑和漂

泊感，在父母的关爱、老师的鼓励和朋友的陪伴

下，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内心的荣誉感自然而然地

融进了新班级、新生活。不久，朱雪飞在运动会中

一鸣惊人，在学校文艺汇演中表演相声，在语文课

堂上屡屡出彩……他的童年生活开始变得更加多姿

多彩。应该说，朱雪飞从乡村走进城镇的生活转

变，是城与乡的生活背景的自然转移和生活方式的

对接，而绝非对抗———因为乡村美好的风土人情是

他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而城市新生活的多元和挑战

又让他有了更新、更高的精神追求。由此，城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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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童年生活悄然融入了朱雪飞的生命，伴随

着、激励着他茁壮成长。

李学斌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 “以自己的童

年为圆心向外扩张，融合了许多孩子的体验的童年

形态，就能够塑造出真实的孩子和理想的孩子合二

为一的童年形象”［３］。因此他既不满足于对自我童

年的回忆，也不满足于描写儿童生活的小圈子，而

是不断扩大和丰富小说中的童年生活形态。在

《龙抬头，猪会飞》这部作品中，他毫不吝啬地运

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不难看出，描写

男孩雪飞的乡村生活时，作家充分调动了自我的童

年记忆和内心经验，而对龙莺的描写则来自他采访

获得的第一手生活资料，并加入对身边儿童生活的

独特观察。这种 “记忆性叙事”和 “虚拟性叙事”

的融合，使得这部作品中的两个儿童主人公形象既

富有时代气息又充满了童年的永恒质感和美学力量。

二、双线叙事中的童年与时代图景

小说是讲求叙事的艺术，但有不少儿童小说常

常采用散文化、系列化的故事组合方式，而缺乏美

学意义上精密连贯的统合结构，这一突出的艺术问

题已经对 “中国儿童小说艺术气象的拓展和提升构

成了现实的制约”［４］１０６。《龙抬头，猪会飞》这部小

说有意识地摒弃了以散文化叙事削弱故事性的艺术

弊端，整部小说叙事严密、结构完整，详略有序、

繁简得当，彰显出作家驾驭结构的用心与功力。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认为， “复线结构”

可使儿童小说在生活内容的涵盖和表达上更加立

体、广阔，“复线结构”即 “一部小说中有两条或

两条以上的主线，同时分别展开情节，而在有些章

节中就把两条主线结合起来”［２］５４。在作家李学斌

的精心安排下，《龙抬头，猪会飞》展现出 “复线

结构”的艺术优长，通过两位主人公的生活变化

及成长经历的 “双线叙事”和城与乡的空间转换，

很好地实现了作家书写当下儿童常态化生活的艺术

自觉与 “期待”。李学斌是塑造男孩形象的高手，

他曾在 《蔚蓝色的夏天》 《走出麦地》等小说中塑

造了多位真实、质朴的农家少年形象。在这部新作

中，作家仍然以农家少年为重心，通过转学前后的

生活变化和成长经历，驾轻就熟地勾画出朱雪飞这

个真诚、要强的男孩形象。而在龙莺的形象塑造中，

作者更多地采用了侧面描写，如通过她 “五一”劳

动节去上海看望妈妈的 “上海日记”、暑期生病住

院等情节，逐渐透露出她所面临的家庭矛盾。小说

以两个小主人公童年的生活变化自然而然地涵盖了

现代社会转型中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大都市这三个

现实空间，无论是雪飞跟随父母从农村移居到县城，

还是龙莺跟着妈妈从城镇走向大都市上海，他们的

离乡和 “迁移”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表征，呈现出在

社会发展和变迁中 “童年”的真实模样。

为了让小说的结构更加严密紧凑，而不落入松

散拖沓，作家娴熟地采用悬念、偶然、反转等叙事

技巧，大大增强了这部儿童小说的可读性。全书以

悬念开场：雪飞最爱的小狗柯柯不见了，他和爸爸

匆忙赶回老家，从而引出回乡下过春节、为母羊接

生等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描写。而后作者集中描写

了雪飞转学后的种种不适，从 “二月二”的习俗逐

渐转入对 “春节运动会”“竞选中队委员”“金秋艺

术节”等一系列校园生活的真实书写。而小狗柯柯

帮龙莺找钥匙、雪飞暑假在舅舅的水吧报警抓 “骗

子”的乌龙事件等情节，也都颇具故事性和趣味性，

让小读者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中逐步走进主人公的生

活和精神世界。小说前半部分的叙事以小狗柯柯为

焦点，它是雪飞乡村童年的一部分，后成为雪飞和

龙莺友谊的纽带。小说后半部分的叙事则借用日记、

电话、微信等当下孩子常见的交往方式，凸显了他

们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彼此影响，让两位小主人公的

生活与成长的 “双线”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细读可见，作家在呈现乡村、城镇和都市这三

个叙事空间时使用的笔墨不同，蕴含其中的情感和

心理距离也不尽相同，那些描写乡村童年生活的笔

触尤其生动。如，雪飞跟爸爸回乡下过年、给母羊

接生、照顾小狗等生活细节都极为鲜活有趣，而

“放火节”这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俗描写更是

栩栩如生：“夜幕降临后，田野里，麦场上，就燃

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火堆，人们从火堆上跳过来，

跨过去，笑呀，闹呀，一个个兴奋得就像吃了人参

果的小猴子。而那一簇簇熊熊燃烧的火焰，从远处

看去，灿亮夺目，让人简直分不清究竟是地上的

火，还是满天星星散落人间。”［１］３９这段热情洋溢的

场面描写将人们的快乐、张扬、激情表现得酣畅淋

漓，让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质朴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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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好浪漫，也体会到雪飞对乡村的留恋之情———

此时的他尚未全身心地融入新学校，对新的生活还

处于观望状态。在此，作家把叙事和民俗描写巧妙

结合，使人物的情感世界与外在环境密切交融。

儿童小说重在表达儿童生命情态、成长历程和

精神价值，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从不仅仅局限

于家庭和校园生活，它具有广阔的题材空间，因为

儿童的成长总是与社会、与时代息息相关。小说

《龙抬头，猪会飞》中出现了一系列真实的成年人

形象，如：雪飞爸爸因喜欢喝酒而经常误事，雪飞

妈妈进城后才开始学习做个懂教育的好家长；龙莺

妈妈去上海学习后不愿再回家乡小城，龙莺爸爸对

异乡打拼的生活心怀畏难和抵触；总爱嘲笑别人的

男孩袁一丹的爸爸在做生意中因触犯法律被关进看

守所……这些同样处于社会快速转型之中不断调适

自我、寻求发展的成人形象，构成了儿童生活与其

家庭、社会密不可分的关联，也为这部儿童小说延

展出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与作家的

《蔚蓝色的夏天》等代表作相比， 《龙抬头，猪会

飞》的乡土气息似乎淡薄了一些，但它在城市化

加速的社会进程以及乡村与城市、童年与成年的时

空 “交汇点”上，展现了当下童年的新面貌、新

精神，彰显出当代儿童小说在生活广度的拓展与艺

术深度的探寻。

三、童年精神的理解与艺术阐释

近年来，充满幽默色彩和游戏精神的校园小说

风靡一时，呈现出一种贴近儿童家庭和校园日常生

活的细部观察和表象化书写，但较少看到对儿童生

活的审美判断和童年精神的审美把握。从个体角度

看，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生命

历程，他们单纯、真诚、热情、勇敢……但童年从

来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当

下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所衍生出来的 “中

国式童年”是复杂多样的，既包括乡村、城市等

不同的空间维度，又包括回忆、现实和幻想等不同

的时间维度。在 《蔚蓝色的夏天》 《咫尺天堂》

《舒叶与神秘小狗》等多部儿童小说中，李学斌从

不同侧面描写和阐释儿童的现实生活与成长。而在

新作 《龙抬头，猪会飞》中，他有意识地把童年

成长放置于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中，真实再

现了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对 “００后”乃至 “１０
后”儿童的生存状况、成长经历和精神面貌的影

响，这其中既有作家自我童年生活经验的投射，也

有对理想型童年的审美书写。

不难发现，中国儿童的童年样貌正在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这要求儿童小说作家更为透彻地了解社

会转型时期中童年生存的真实环境，深入把握从乡

村到城市的广大儿童的心灵现实和精神状况，从而

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表达童年的欢乐与忧伤、生存与

梦想，寻求合乎童心的审美认同。《龙抬头，猪会

飞》中的朱雪飞和龙莺都是极普通的孩子，他们

的家庭状况、学习成绩、性格特点、兴趣特长各有

不同，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

谊，分担了彼此的烦恼和欢乐，共同走过了一段过

渡性的童年历程。他们真实的、常态化的童年生活

面貌，恰恰代表着当下社会转型期大多数 “中国

式童年”的模样，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城市化进

程中一代儿童的成长。但这部小说并未止步于此，

作家透过真实的儿童形象传递出对当下童年自然生

态的整体观照，并进一步引领我们发现和理解当代

童年精神的审美走向。

随着时代进步和童年观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从教育、心理、哲学等角度重新思考童年的价

值、成人与儿童关系等，强调应该把儿童视为有能

力的社会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承受者和受教

育者。因此，“当代儿童面向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和

参与能力，在儿童小说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凸

显”［４］１３６。 《龙抬头、猪会飞》所书写的不是缺失

型、留守型的 “特殊”童年，而是家庭亲情、师生

情谊都并不匮乏的 “常态”童年，因此我们看到的

并非爱的缺失与成长的孤寂，而是儿童与成人之间

的交流互动。雪飞和龙莺在面临挫折时的态度和对

未来充满的希望，他们真诚善良、勤奋努力的优良

品格，都是在家庭亲情和老师教育的浸润中得以养

成，而他们的言行和思考反过来也对成人世界起到

推动作用。如在与同桌龙莺的相处中，雪飞意识到

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也看到父母的文化程度和教育

方法与龙莺父母不同，他的不断努力推动妈妈不断更

新教育理念，与儿子一起进步。雪飞爸爸嗜酒如命并

因此受伤住院，在雪飞的精心策划下爸爸开始戒酒。

（下转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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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彼此之间呈掎角之势。

第五，布防在云南府治外围的杨林所、宜良

所、安宁所及易门所，不但与戍守府城的六卫之间

彼此策应，还与更外围的卫所之间形成彼此呼应的

关系。这些卫所都建在重要的交通沿线上，同时又

都考虑到军事防守与屯田的重要性，从而形成维护

云南稳定和交通畅通的卫所群。正是通过卫所之间

的联控布防，明朝在云南的统治才能从云南府向四

周犹如波纹一样推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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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莺的妈妈为寻求发展去上海读书深造，龙莺最初

因父母的矛盾冲突而烦忧、担心，后来她渐渐有了

自己的独立判断，决定追随好学上进的妈妈，并说

服了犹疑不决的爸爸。可以想见，龙莺在走向上海

大都市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系列 “挫折”，但我们

有理由相信，她的融入必然更自觉、更顺利。作家

通过对两个孩子及其家庭发展走向的书写，让我们

看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带来的是更和谐、更重

视沟通的现代亲子关系，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童年的

“生命力量”。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以儿

童为本位，走进儿童的生命空间，在表现和认同儿

童独特价值观的同时，引导着儿童进行生命的自我

扩充和超越的文学。”［５］显然，雪飞和龙莺这两个

儿童形象都充满了不断成长、积极建构自我的

“主体性”，他们的言行、思想传递出一种朝气蓬

勃、充满行动力的当代童年精神，也体现出作家对

当代童年精神和文化意义的深刻理解。

在商业化、网络化的今天，儿童小说的童年书

写需要更加努力从儿童的真实生活出发，进而触摸

和深刻展现童年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非表象式

的审美观照才能让儿童小说显示出其艺术审美的广

袤和深厚的一面。《龙抬头，猪会飞》以一种大巧

若拙的朴素书写，表现了当下 “常态化”儿童的

生活面貌和成长轨迹，展现出社会发展对童年生活

的影响。作家对本土化、民族化童年的宏观把握和

美学思考，既为当下的童年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艺术

参照，也为儿童小说注入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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