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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仲马并不“小 ”
关键词 小仲马 传记 法国文艺界

○杨国政

上个世纪之交，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刚一柔的

两部译作：1898年，严复翻译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进

化论和伦理学》，取名《天演论》；1899年，林纾翻译了法国

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取名《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

女》的凄丽哀婉的爱情故事开启了法国乃至西方文学登

陆中国的历史进程。

《茶花女》的故事令无数读者落泪，其形象亦被无数

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无死角研究。而作者小仲马则

显得黯然和失落。据笔者粗略检索，

迄今国内只出版了 3 部与小仲马有

关的传记：一是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

著《三仲马》；二是鲁刚著《仲马父

子》；三是罗宾娜编著的《大仲马小仲

马传——充满奇遇的风流父子》。仅

有的这几部传记都是把小仲马与大

仲马捆绑搭售。

小仲马的这种尴尬在其祖国法

国也大致相同。父子二人在当时的法

国文坛日月同辉，小仲马的知名度甚

至超过父亲，但是在后人心目中，他们

是有着日月之别的。一“大”一“小”不仅是代际的差异，

也是人气的高下。大仲马历来是一个话题人物，其豪放

不羁的性格、色彩斑斓的人生、处处留情的情感生活、气

势如虹的冲天才情，为传记家提供了绝佳的、取之不尽的

素材。而小仲马多年来没有一部完全独立的传记。

正是为了还小仲马以其本来的独立地位，法国仲马

研究专家玛丽亚娜和克洛德·肖普夫妇积数十年之功写

成《小仲马传》。这也是法国首部全面翔实的小仲马传

记，荣获了2017年龚古尔传记文学奖。作者按照小仲马

的成长轨迹，从其出生写起，以时间为线索，将小仲马一

生的各个阶段和重要事件串接起来。大仲马此次屈居陪

衬角色。

“反俄狄浦斯者”是作者对小仲马的定位，一反人们

对仲马父子关系的刻板印象。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弑

父娶母的人物形象，被弗洛伊德借用，指男孩在成长过程

中滋长的仇父心理。小仲马是大仲马与一位缝衣女工的

私生子，他出生后，大仲马并未立即承认，抛下母子另寻

新欢。童年时，私生子身份和卑微的母亲使他在学校里

备受贵族子弟的歧视和侮辱。这是小仲马最大的心结。

他在以后的多部作品中都写到了私生子和家庭伦理。“我

一直认为，一个男人自愿生了个儿子，却不为他提供生存

必需的物质、道德和社会条件，也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

后果，他就等同于小偷和杀人犯。”《私生子》序言中的这

段话堪称是小仲马对于自己原罪身份的心声，也似乎是

对于大仲马的间接控诉。“非婚生、私生子艰难的童年、对

父亲放荡生活的不赞同、父子二人截然相反的性格、他们

之间作为作家的竞争。”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所有这一

切本应使小仲马成为一个现代俄狄浦斯。

但小仲马“没有寻求与父亲决裂，也没有想过取代

他、杀死他”。虽然大仲马周旋于众多的情人之间，但他

对于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还是上心的，通过法律程序争得

了儿子的监护权。大仲马称小仲马

为其“最出色的作品”，也是小仲马

文学之路上的引路人，利用自己的

名望提携和帮助儿子。在《茶花女》

《私生子》的演出或发表大获成功

时，父亲不吝赞誉之词，与儿子同享

成功快乐。父子在文坛上并驾齐

驱，双星闪耀，成为当时一道奇特的

景观。

小仲马尽管看不惯父亲荒唐混

乱的私生活，但他从来不是一个逆

子，而是扮演着父亲保护者的角色，

以宗教般的热情维护父亲的名声、利益和形象。当大仲

马被人指出聘用“枪手”、盘剥无名的作者，小仲马挺身为

父亲辩护；在大仲马深陷债务危机，儿子担负起经纪人的

角色；当父亲垂垂老矣，小仲马更是充当起“父亲的父

亲”，把大仲马接到身边；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后发表

的演讲中，他首先将荣誉归于父亲。在他的奔走和资助

下，在父亲的家乡竖立起一尊大仲马雕像。小仲马一直

甘心于其姓氏中的“小”（fils），即“子”之意：“这个词是我

名字的一部分，它就像是我的姓氏之外的第二姓氏”。

值得一提的是，《小仲马传》的资料部分几乎占全书一

半篇幅，如小仲马与友人的通信、同时代人的记述、当时的

文书、报章等资料等。作者更多地在资料之间穿针引线、

在空隙之处抹灰钩缝。对于小仲马与“茶花女”原型杜普

莱西的恋情，该书披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交

往远非书中描写得那么真挚纯情，而是交织着真情与谎

言、爱怜与金钱、背叛与和解、相爱与相杀，小仲马将一地

鸡毛的爱情插曲幻化为一支天鹅神曲。小仲马作为当时

文艺圈的核心成员，与文艺界、出版界、戏剧界、新闻界的

一众头面文人有着密切往来，他们的交往充满惺惺相惜，

也充满斗法拆台。这方面大量一手资料的披露也为我们

勾勒出一幅19世纪中期法国文艺界的“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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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开掘新成长之路
关键词 中国儿童文学 原创 时代精神

○钱淑英

悄然之间，新世纪已越过第二个十年，中国儿童文学

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童书出版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步伐快速前进，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创作队伍都呈现出

了空前的繁荣。然而，在“井喷式”的产业发展之路上，中

国儿童文学如何能够创造出真正优秀的作品，保持与世

界儿童文学相当的水准与高度，是当下儿童文学作家、研

究者和出版者需要共同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2022年1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新时代·新成长”

原创儿童文学书系，希望通过出版“紧贴时

代、主题鲜明的原创儿童文学精品力作”，“记

录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辙印，引领新时代少

年儿童未来成长之路，同时为世界儿童文学

提供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新形象。”出版者的

敏锐思考、使命担当与美好愿景清晰可见。

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语汇去形容当今这

个信息汹涌、千变万化的时代，有一点是毋庸

置疑的，新时代正以一种接近极致的状态冲

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最好的时

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我们借用《双城

记》里这句名言时，应该看到狄更斯在小说开

场揭示的两极之间所包含的复杂关系。而这

种极致的状态，对当下中国儿童及中国儿童

文学而言，其对应性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中国儿童而言，这是一个既富足又

贫乏的时代。全球化的信息互通，自媒体的

自由开放，给孩子带来了开阔的视野与成熟

的观念，甚至可以说，如今已经进入玛格丽

特·米德所说的成年人向儿童学习的后喻文

化时代。但是就生活经验来看，孩子们的世界又是相对

匮乏的，尤其是在疫情时代，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某种不可

避免的封闭状态中，这种封闭和匮乏限制了儿童精神世

界的发展。当然，我们可以说，阅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填

补并丰富孩子贫乏的心灵，与过去相比，孩子们也的确获

得了更加丰富的阅读资源和更为多样的阅读途径，但是

在他们身上，我们很难再看到如饥似渴的阅读状态。高

强度的学习生活以及碎片化的课余生活，使孩子们更难

抵挡娱乐时代的巨大诱惑，电子游戏和短视频大大挤压

了阅读时间，这样的现实不免令人担忧。

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

时代。今天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文学如何在关注

儿童生存境遇的同时给予他们及时的现实关怀，又如何

为儿童的精神世界提供充分自由的想象天地，这是中国

儿童文学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

敬泽在“新时代儿童文学论坛”上所提出的那样：“新时代

儿童的生活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少年儿童的审美、少年

儿童的精神生活、少年儿童所面临的新问题等，这些来自

新时代的课题与以往有着很大的变化。”是的，因为如此，

中国儿童文学拥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

新的时代有新的需求，面对中国儿童以

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我们应当确立这样

的内省意识：儿童文学作家有责任为当代少

年儿童提供与其心灵相契合的精神食粮，让

他们通过文学更好地认识自我、了解世界、

走向成长。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认知和出

版追求，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新时代·新成

长”原创儿童文学书系，以面向世界和未来

为目标，站位新时代、着眼新成长、聚集新力

量、倡导新创作，通过表现当下中国儿童的

生存现状和理想诉求，力图呈示原创儿童文

学应有的艺术样貌和时代精神。

书系第一辑推出了小河丁丁、冯与蓝、顾

抒、曾维惠、徐海蛟、王洁6位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家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实力相当

的新生力量，有着各自的艺术追求与创作风

格，同时显示出新锐且成熟的创作姿态和能

力，在业界受到普遍认可。他们以儿童为本

位，依据新时代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审美需求，

用真诚之心和悲悯情怀书写童年故事，传递

了直面现实、拥抱世界的勇敢姿态和美好向往。

我们相信，阅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信

念和行为，儿童文学在这方面产生的创造力以及为读者

带来的价值意义，无疑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强大的。在

“新时代·新成长”书系中，我们看到了出版者的双重目

标：一方面，坚持以儿童的立场书写童年故事，让孩子在

文学世界里找到成长路径和方向；另一方面，通过打造有

中国特色、中国味道、中国气派和世界视野的作品，为中

国儿童文学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之路。这一新时代的理

想目标，让人对中国儿童以及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充满

期待。

“新时代·新成长”

原创儿童文学书系：《山

里的影子醒了》《亲亲你

的眼睛》《亲爱的笨蛋》

《蒸汽夜莺》《箱子里的

毛得怪》《听蛙》冯与蓝、

曾维惠、徐海蛟、王洁、

顾抒、小河丁丁著/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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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版/20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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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题材的儿童视角写作
关键词 文学写作 革命历史题材 儿童视角

○余雷

方卫平先生曾说：儿童文学的写作有两个基本

方向。一个朝向过去，一个朝向将来。儿童文学革

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是朝向过去的一类。这类作

品回望历史，将那些镌刻着时代印记的故事讲述给

今天的孩子听，让他们了解和感悟多年前曾发生过

的一切，让他们学会将过去与今天、与未来联结在

一起，从中获得成长的力量与勇气。在这类作品

中，现实中的“过去”与文学中的“过去”有着必然联

系。现实的“过去”为文学的“过去”提供了丰富的

创作素材和灵感，文学的“过去”为现实的“过去”增

加了合理的想象与推断。因为有了文学对“过去”

的渲染和描述，现实的“过去”才没

有被遗落在时代尘埃里，而是焕发

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让远离那段

历史的读者在文字中回望过去，缅

怀那些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黄岚新作《霜叶的红十月》是一

部以儿童视角表现红军长征历史事

件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几十年前大

别山深处，红军小战士十月因为受

伤脱离了队伍，偶遇女孩霜叶一家

得到救治。霜叶一家为了掩护十月

不被国民党兵抓走，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爷爷受伤，

妈妈的眼睛险些失明。爸爸也在集市上为了救红

军小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

代，以十月为代表的孩子们提前结束了童年，成为

了年轻的战士。小说透过山村女孩霜叶的视角，让

读者看到大别山区淳朴的民风、优美的景色，以及

那个特殊历史年代残酷的斗争和牺牲。

小红军十月的名字有着双重含义，既是一个女孩

的名字，也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十月是一个少年革命

者，她和霜叶年龄相仿，但却比霜叶经历了更多的硝

烟和战火，有着更加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在看到霜叶

一家为了救她所作出的牺牲后，更加坚定了她要为天

下百姓谋福利的信念。在霜叶的眼里，十月的身上有

着小女孩面对美好事物的开心与满足，也有着战士的

勇敢和坚强。双重的气质感染着她身边的人，让林家

冲的孩子们愿意接近她，保护她，追随她。十月教林

家冲的孩子们认字，给他们讲山外的世界。她对孩子

们说的那句话“我们努力搞革命，就是为了让你们，让

中国所有的孩子，将来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让林家

冲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霜叶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农家女孩。十月的出

现，为霜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让她知道女孩还

可以有其他的命运和选择。霜叶从一个善良懵懂、

没有自信的女孩渐渐成长为一个敢于坚持自己想

法、勇敢面对一切的孩子。

两个女孩在艰难的岁月里相互扶持、相互鼓

励，她们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迅速成长。十月成为了

有担当有责任的战士，霜叶也成为了更自信更坚强

的孩子。霜叶和十月是生活在过去的孩子，但她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的憧

憬却是与今天的孩子相似的。她

们不仅期望家人平安，更期望天

下太平，她们和今天的孩子生活

环境迥异，但心底的愿望和精神

的需求却是相同的。

小说中的成人形象也很有特

点，爸爸虽然平日里话不多，但救

小红军的时候毫不犹豫。妈妈自

始至终是一个勇敢善良的女性，

在救助十月的过程中从没有过迟

疑与退缩，甚至用一只眼睛为代价保护了十月。爷

爷的情感变化描写较为真实，他对十月从最初的不

接纳到最后甘愿受伤也要保护她。这一情感的转

变表现出人民群众对红军战士的理解和爱护。

作品用女孩霜叶的视角来讲述这个并不复杂，

但却充满力量和温暖的故事。霜叶的见识、经历和

身份让她不可能从更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十月，但正

是这种纯真而稚气的目光和讲述，让这个事件和事

件中的人物更加真实可感。从霜叶的眼中读者不

仅看到了人物的表现和变化，还看到了很多富有地

域风情的情景。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

让小说有了丰富的审美趣味。

用儿童视角讲述革命历史，让今天的孩子在故

事中理解和领悟红色精神，懂得思考过去和今天的

连接，是一种在儿童文学中将文学性和历史感完美

结合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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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教育：在教育故事中呈现教育理想
关键词 幸福教育 理想 实践

○汪政

《诗意的光亮》是杨九俊先生《幸福教育的样

子》系列的第5本，是关于教育的理想与实践的作

品。在理想中，杨九俊认为教育应该是“幸福”的。

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幸福的，理所当然，在实践上，我

们的教育就应该是幸福的样子。从理想到实践，是

这样的逻辑关系：幸福就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

活，幸福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受教育者为了幸福而成

长，并能够把幸福惠及他人，融入生活。于是，从现

代教育体制的主要环节看，教育就应该是办幸福的

学校，做幸福的老师，培养幸福的学生。

在社会成员上升通道不畅，整个社会都弥漫

着成长与成功焦虑的当下，

有关教育的批判性话语毕

竟具有相当的心理接受场

域，并因其话语风格的特点

而能使受众获得释放性快

感。相对而言，杨九俊先生

的教育话语则属于“建设

派”，对建设性话语，我们需

要的是耐心。它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毕竟，我们最终

的目的是解决如何做，如何

才能做得更好。

按现代社会分工理论，杨九俊属于社会技术管

理阶层，他长期担任教育行政与教育科研管理工作

者，是现行国家教育体制的核心参与者，不是一个

教育旁观者。他不但承担着国家教育意志传达与

实现的职责，还必须寻找实现的理想通道与增效途

径，说得通俗一点，杨九俊是教育的厨师，不是教育

的食客，他的工作是为了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

美好教育的向往，而不可能置身其外。

在我看来，杨九俊是一个务实性也就是实践性

的教育家。他当然有形而上的教育理念与教育理

想，但他更重教育现场。教育是理念与理想，但这

些是从教育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是与教育各个环节

和要素密切相关的。杨九俊关注的是中国基础教

育。教育要幸福，要让每一个教育主体在教育过程

中感受到幸福，这是理想。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反

复地宣示、阐述这一理想，更重要的是实践。因此，

幸福教育的关键是接下来的两个字，“样子”。样子

是实存的，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是教育人的

行为，如果要说从《幸福教育的样子》到这一本《诗

意的光亮》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以为就是对一个个

教育样本的描述与考察。这不仅仅是一篇篇专题

研究报告，这是当下教育现状的田野调查，只不过

这样的田野调查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寻找与验证一

个大的理想，这样的田野调查自然是辛苦的，但更

是欣慰的，它给了杨九俊信心。幸福教育是理想，

更是实践，幸福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它就在中国

的教育大地上。一个卓越的教育家就应该这样，他

在创造，更在发现，教育固然需要构筑形而上的理

论体系，但更需要脚踏实地地寻找、发现、试验、培

育与呵护，善良、真诚、专注的教育家总是善解人意

的，他能从朴素的教育行为中发现价值，能够从自

在的教育实践中发现自觉，能从萍末发现未来的教

育之风。他能集众人之智，形成浩大的

教育能量。幸福教育是他的理想，更是

他行走在教育大地之后凝聚成的教育思

想共同体。

在当今的教育家中，杨九俊是一个

自觉讲述教育故事并且能够讲好中国教

育故事的人。一个教育家在表达自己的

教育理想时讲不讲故事不仅是个人话语

风格的问题，它本身就是其教育观的体

现。在杨九俊看来，在教育中，是实践优

先，是过程优先，是教育人优先，而能够

体现这三个优先的当然是在教育现场中

发生的故事。杨九俊将教育故事讲成了这样的一

种故事，它是预先设计的，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教育者的思想；它是由所有教育参与者共同完成

的，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的状态，在不同的故

事情节中不同人的状态；它是一个灌注的整体而又

可以切分的过程，因此，我们既可以整体考察发生

发展的逻辑又可以进行局部的微观解剖；它是有影

响力的，具有长尾效应的，因此，我们可以研究它的

接受效果，可以进行反复的解读。需要着重指出的

是，当一个教育家将故事作为方法时，他所讲述的

故事就不仅是已然发生的一切，未来的、可能发生

的教育也会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而这样的故事

更能体现教育发展的必然性，更真实。杨九俊对未

来教育的描画，对课程、教材、教学的尝试都是面向

未来的，它们也是幸福教育的样子，是在把握教育

发展必然性基础上的畅想，是教育之诗。而所有这

些，不都是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的基料与酒坊吗？

正是通过大量的已然与必然的教育故事，杨九俊酿

出了幸福教育的美酒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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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乐器研究》助力中国音乐断代史研究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世纪80年代，纷至沓来的楚文化重大考古发现掀起了楚文化研究一波又

一波的热潮。楚音乐艺术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综观林林总总的楚文化研究成果，楚音乐艺

术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是在楚乐器不断被大量发现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研究仍然寥若晨星。近日，

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邵晓洁的新作《楚乐器研究》，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研究。

《楚乐器研究》入选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第一部以出土楚乐器实物为主要对象进行

楚音乐研究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楚乐器蒐集最完整、研究最深入、涉及最广泛的一部楚乐器研究专著，

填补了先秦音乐史研究空白，助力中国音乐断代史研究。作为一部音乐考古研究专著，此书并非就乐器

论乐器，而是将楚乐器置于不同的学术层面予以考察。楚乐器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楚文化的遗存，也是

楚音乐的载体，该书紧扣这两个关键环节，不但从音乐本体角度对楚乐器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还以

楚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对楚乐器所蕴含的礼乐文化和精神内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作

者邵晓洁在书中将考古发现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参验，并对音乐实物资料进行了具体分析。该书

从出土楚乐器所保存的音响出发，挖掘了楚音乐的本质及其发展轨迹，考查乐器纹饰与造型的美学意义

及其礼乐功能，勾勒出楚人礼乐生活的轮廓，论述楚乐器与楚人礼乐生活的密切关系及音乐在楚人礼仪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丰富楚文化和先秦音乐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穆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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