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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雯

受惠于长白山这片丰饶的土地，李谦的创作近年

来结出累累硕果。在相继出版了《虎牙》《与虎为邻》

《滚大冰》等多部聚焦生态自然主题的作品后，李谦在

新作《阿玛的山》中，再次选择从这座大山出发，将创作

的视野投向了更为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作为一部聚

焦重大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以清晰完整的

笔触构建了一个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长白山区人民英

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在对东北抗战史进行发掘

的同时，弘扬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再现了一段悲怆

而伟大的民族历史。

《阿玛的山》中最打动我的，是作者对于叙事视点

和叙述基调的选择。故事从一个纯真懵懂的满族少

年关阿林的视角展开，起初阿林胆大勇敢，与弟弟佳

珲快活而安宁地生活在长白山区一

个叫纳穆窝集屯的小村庄里，最大的

愿 望 就 是 成 为 一 名 真 正 的“ 巴 图

鲁”。但当战争形势急剧恶化，沦陷

之后的长白山地区地狱般的惨痛生

活一一暴露在少年阿林的视野中。

小说以相当真实的写法展现了侵略

战争进入持久化之后无法摆脱的恐

怖专制秩序，每一个生活于此的人都

在遭遇着巨大的肉体、精神乃至人性

本身的折磨。作者的写作还原了沦

陷区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悲惨遭

遇，也写出了这些被侮辱与损害的同

胞们走向奋勇反抗的群像故事。但作者并不热衷捕

捉反抗中的“高光时刻”，并不以富有视觉冲击的画面

来凸显流血的恐怖与反抗的效力。李谦在处理这段

苦难血腥的历史时笔调节制很多，她更关注在这些危

险的环境中，成人对于儿童的呵护与关爱，因此这种

叙事基调格外具有一种平静而直达人心的力量，令人

久久不能忘怀。

小说中的另一条线索则是作者对于非典型战争

叙事的关注。相较于其他抗日战场的开辟，东北地区

最早沦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遭遇着更长久的或

直接或隐秘的伤害。在《阿玛的山》中，作者通过扎实

的资料搜集与田野调查，对“战争”本身展开了深入的

思考。当战争开始后，一切与战争相关的都可以被称

为“战场”。小说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地上的

暴行，也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更隐秘的文化殖民。关阿

林家想要逃过日本人的排查，只有将租住的房子挂上

“日寓”的牌子，这些都是羞耻而令人愤怒的殖民经

历。与之相对应的，只要与战争有关的人员，都可以

被视为战争的参与者。起初在关阿林心中，“巴图鲁”

是像满山红和小舅那样打鬼子、正面抗争、英勇无畏

的英雄人物。但到了结尾，被阿林认为有点怂的父亲

关虎用其智慧和性命，守住了一百里的宝藏金山和家

人的平安，成为儿子心中真正的“巴图鲁”。从这个意

义上说，《阿玛的山》已经超越了普通层面上儿童文学

对于战争的表现范畴，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必然

性。这是李谦从儿童文学角度对东北抗战史的一次

丰富书写。

在相对单纯的儿童视角中，如何探索、表现战争的

高度复杂性，也是作者在《阿玛的山》中着力探讨的地

方。关阿林和佳珲来到三岔子村的姥爷家时突然遭遇

了日本侵略者的洗劫，危急之中，在姥爷和大冢先生的

帮助之下，关阿林和佳珲得以保

住生命。但三岔子村遭遇屠杀，

祖父一家人葬身于火海之中，对

关阿林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也点

燃了他内心向日本人复仇的怒

火。他决心跟随父亲去破坏日

本人修筑的铁道，让火车埋葬于

大山深处。就在计划快要实现

之时，关阿林自己却陷入正义与

情感的巨大纠葛之中。当大冢

被卡在车厢里求助的时候，阿林

还是将他救出。作者回避了将

儿童“神化”，而是选择将人性的

复杂之处一一刻画。

李谦的小说在语言上具有凝练干净、充满温情的

鲜明特征，这一风格在《阿玛的山》也得以很好地延续。

著名儿童文学研究学者王泉根教授曾对当下中

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提出希冀，希望他们“需要有深入

生活的过程。当然这个生活是很多方面的，比如阅

读历史文献，比如实地调研这块土地、地域中曾经发

生过的历史故事，甚至感悟某一个地域的生活场景，

也是生活”。在《阿玛的山》中李谦回应了这种期待，

她选择回到写作的生发地，聆听群山的呼唤，从中发

掘新的叙述道路，为在动荡的战时努力生活与抗争

的普通人赋予价值和意义，这是当下儿童文学的一

个重要收获。李谦所开辟的道路也具备启示意义：

扎根土地，不计辛劳地深扎与重访，从巨变的土地中

汲取力量，我想这片山林在未来也定会给予作者更

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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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战争书写中再现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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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张军强调指出，人民

法院要组织编写集中反映案件审理中的难点、争点和痛

点问题，能够指导广大法官公正高效办案的案例教程，使

之充分发挥促进公正司法、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人们经常引用“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

来赞扬一个优秀司法案例或者典型裁判文书的价值作

用，《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裁判规则》让人也能产生这

样的感觉。近60个司法案例及其裁判规则所蕴含的

法理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不少问题上突出了理论创新、

规则创新和实践创新，实属难能可

贵。这里只简单作一下点评：

一是相关案例和裁判规则正确

厘清了家庭暴力的科学概念、基本特

点、不同类型、产生原因、法律性质和

法律后果。明确将家庭暴力归责为

违法犯罪行为，是施暴者对受暴者的

控制和霸凌，虽然貌似家庭矛盾但已

不是家庭矛盾，办案机关处理相关案

件时不得将其和家庭矛盾混为一

谈。对于施暴者构成犯罪的案件，家

庭暴力是酌情从重处罚的情节，不得

以家庭矛盾为由予以从轻处罚。

二是相关案例和裁判规则表明了处理涉家庭暴力

刑事案件中的正确立场。明确指出，家庭成员之间不

论发生了什么矛盾，一方有什么过错，另一方都不得采

取暴力方式解决矛盾，或者用暴力手段惩罚有过错的

一方，否则须依法惩治并可以从重处罚。这条裁判规

则不仅有助于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而且与传统

陋习中的“打是亲骂是爱”“两口子打架难免论”等是非

不分的观点划清了界限，对于防止施暴者逃避法律惩

罚意义重大。

三是相关案例和裁判规则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审理

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遇到需要解决与家庭

暴力相关的法学、心理学和医学等方面的专业问题时，

应当邀请相关业务领域的专家出庭作证，专家意见可

以作为办案证据使用。这项制度创新对于提高涉家庭

暴力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审判

机制改革的一个亮点。

四是相关案例和裁判规则明确了不堪忍受家庭暴

力的受害者对施暴者实施反击或者报复行为，构成犯

罪的，应当视为有正当防卫因素或者属于正当防卫性

质，应当予以从轻处罚。包括为防止再次受到家庭暴

力侵害而事先准备反击工具的，或者受害者邀请他人

帮助实施防卫行为的，均可以认定受害者的行为具有

防卫因素。符合正当防卫的不定罪量刑，符合防卫过

当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受害者故意杀害施暴

者的，一般要按照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定罪量刑；受

害者实施较轻犯罪的，应当判处缓刑或者免予处罚。

要坚决避免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和稀泥式做法：即对施

暴者和受暴者各打五十大板，造成定罪量刑不当，让受

暴者遭受犯罪伤害以后又受到

过重刑罚的伤害。

五是相关案例和裁判规则

明确了在类似家庭关系中发生

的暴力犯罪行为能否认定为家

庭暴力，以及如何正确处理的

问题，明确提出未婚同居关系

事实上相当于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同居成员之间实施暴力

行为的，可以视为家庭暴力并

酌情从重处罚；婚姻关系异常

期间如分居期间男方强行与女

方发生性关系的，可以按照强

奸罪定罪处罚；监护人利用优势地位与未成年人发生

性关系的，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必须依法定罪判

刑并从严惩处；等等。这些裁判规则既顺应了当前婚

姻家庭关系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也体现了编著者大胆

探索、敢于为弱者特别是受暴者发声的担当精神，值得

充分肯定。

综上，书中的案例及其裁判规则，都是冲着惩罚、

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这个目标而去的，故施暴者读后

会受到教育甚至震慑，促使其遏制发生冲突时实施家

暴的冲动，以免因此而把自己变成罪犯。与此同时，对

经受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面临家庭暴力威胁的受害

者有温度有加持，这些案例及其规则能够指导他们如

何应对家庭暴力，鼓励他们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与家庭

暴力行为作斗争，给他们提供法律上、精神上和专业上

的支持。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副部级专职委员）

一本精准指导执法办案的刑事案例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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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舒鹏

中国历史与文化板块近几年处于持续升温状态。

一方面在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

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十分激烈。许多国人在破

除西方文明迷信之余，也难免心里嘀咕一句：西方的不

行，中国的就行吗？再往下想，问题或许并不是“中国

行不行”，而是“中国以何行”“中国何以行”。一个进步

的民族，需要一次次地重新理解过去，以便从历史中汲

取失败的教训、探索前行的方向。对于正走向现代化

的中国人来说，也需要有不断“回望中华”的过程。“发

掘中国之为中国的深邃底蕴，探索文明更新自我的可

能之道”，这是在王利波总编策划

发起下，浙江人民出版社“何以中

国”这一开放式书系启动的初衷。

方向已定，但怎么找到合适的

作者，怎么做出新意？《何以帝国：从

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是“何以中

国”系列推出的第四种书，从财政视

角切入梳理中华史。该书从成题

到成书，基本围绕三个要点展开。

首先，内容上注重学术性、可

靠性。编辑部在对书系内容整体

把控上，从一开始就希望以学者

写通识的方法去做，确保基本内

容、观点的学术性和可靠性。该书作者刘守刚是财政

史研究专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多年的钻研与积累使

他对中外财政史相关文献的梳理、掌握与运用都极为

娴熟，学术水平毋庸置疑。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他是否

有意愿撰写面向专业之外读者的著作？在与刘老师接

触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学术通俗化就是刘老师长期

努力的方向之一。而关于从财政视角切入看中华史的

提案，刘老师提出了他的看法。他不希望写一本仅仅

展现一般财政史著作都会提及或者网上就可以查阅到

的那些让人“知其然”的片段知识的书，而是希望能细

致讲述财政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重要制度和杰出人

物的行动，解释其中的前因后果，评价它们的得失成

败。指出历史深处的秘密，让读者真正“知其所以然”，

从而对中华史有更深入、更真实、更立体的认识，这正

是我们“何以中国”书系期望达成的目的。双方可谓一

拍即合。在这样的目标之下，经过与刘老师不断探讨，

《何以帝国》这本书的基本轮廓便逐渐形成了。

其次，在框架搭建与论点挑选上寻找创新点。从

财政视角切入做一本通识中华史读物，这个选题在目

前图书市场较为罕见。难点在于财政史研究在国内学

界并非热火朝天的领域，同时兼通中国古代与近现代

财政史，又能写作通俗读物的学者比较稀有。我之所

以会注意到刘老师，是因为早在2018年时，我即已读

过其撰写的《中国财政史十六讲》，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得到”APP 约请刘老师制作了《中华帝国财政 30

讲》的音频课程，更印证了我的早前判断。《何以帝国》

初稿也是在音频课程原稿基础上打磨而成的。

在内容架构上，该书从国家与民众的财富博弈入手，

探讨历史中的人、组织与制度的变化，理解历史向前发展

的真实动力。这样的视角与写法在之前的出版物中十分

少见。该书共30讲的框架，也是精心

设计的结果。每一讲都从历史上的一

个财政现象或财政事件入手，然后提

出其中包含的财政问题并回答，进而

帮助理解中华国家成长的一些问题。

最后，写法上兼顾雅俗共赏。

学者之文，容易艰涩。深入浅出是

两个方向上的要求，多数学者在自

身的领域做到深入都不成问题，但

浅出就比较困难。刘守刚教授在做

到深入浅出这一点上几乎完美。这

与他长期关注“如何转化艰深的专

业知识用于授课”有关，也与他已有

多次与平台合作开发面向一般大众讲授财政史话题的

课程密不可分。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以完整国家形态实现历史成

长与现代转型的国家，叙述并解释中华国家成长史的

著作有很多，但从财政视角入手的著作极为少见，因此

显出《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这本书的独

特。从财政史视角切入，原本熟悉的中国史突然变了

样子。比如看似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是一种愚忠，

但从财政意义上看，被皇帝掐着钱粮命脉的岳飞不得

不回，这是一种无奈。视角的改变，使得结论也因之调

整，使我们看到了原来没注意到的历史面相，由此对历

史的理解变得多维而深刻。

该书出版后备受好评，因为视角独特，内容新颖，

口碑与销路都不错，半年时间即实现了3次加印，印量

1.5万册，并且销售势头依然喜人，并未随新书发售窗

口期的逐渐远去而下滑。读者的认可、良好的反馈，笔

者觉得做书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也体会到了作为编辑

独有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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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类学术通俗读物选题策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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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烨珺

六一节活动，何老师忙了一天，晚上，窝在沙发上

刷朋友圈，看到一位家长的动态：小昊今天表演《拔萝

卜》，和我20多年前学的一模一样。这不禁让何老师

有些尴尬。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故事剧表演20年不

变呢？要如何改变？福建泉州市丰泽幼儿园的教师们

在《遇见故事剧里的成长》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关于幼

儿园教师如何建构独一无二的故事剧课程，书中有三

个方法值得学习。

方法一：做孩子的支持者。即从理解和尊重幼儿

发展的个性差异出发，尊重和接纳孩子的想法，在孩子

遇到困难时，给予有效的支持。

首先，蹲下身子，倾听孩子内

心的想法。该书主编何老师在排

演经典故事《小兔乖乖》时，通过倾

听才知道：主角妮妮觉得故事里的

对话太长，她老记不住，她好想能

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灰狼昊

昊希望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不用

说话，发呆就好；小花琪琪认为美

丽的花是独特的，她想表演自己喜

欢的动作……把孩子们对台词，对

主角，对动作……的理解和想法融

入《小兔乖乖》的表演，一个让人耳

目一新的表演，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其次，有效地支持孩子。书中的故事剧《西游记

之游女儿国》（大班）的主题是通过投票决定的。由于

男生们不团结，票数不集中，输给了选女儿国的女生

票数。他们气呼呼地说：“我们男生才不演女生!”此

时，老师先是安抚男生，再进行引导：“除了师徒四人，

男生们，你们想想看可以在女儿国里演什么呢？”有机

灵的男生首先发现可以创编啊，可以把其他情节加进

女儿国，最终，他们决定表演打妖怪。于是，重新燃起

参与热情的男生都接受了结果，并乐在其中。《西游

记》中唯一一场感情戏，最后被孩子们演成自己心中

的精彩故事。

方法二：做课程的统整者。教师将与故事剧表演

活动相关领域的知识经验有机联系起来，让幼儿深入

了解故事剧所表达和需理解的相关经验，帮助幼儿在

故事剧课程中获得身体、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

和谐发展。基于此，书中故事剧《11只猫游泉州》（中

班）的作者付老师分三步统整这个故事剧主题活动。

第一步，结合幼儿的生活经验，集中幼儿创作故事

剧。付老师将主题活动与安全教育有机结合，结合班

级开展一系列“亲子游”活动，组织孩子们集中讨论、分

组创作，鼓励幼儿设计小猫们的旅行路线，并把自己在

游玩和旅行中认识的、需要注意的安全标志都加入到

自己创编的剧本画中。

第二步，组织区域活动，让幼儿准备道具。付老师

抓住孩子们的兴趣点，以泉州的见闻为切入点，开展以

故事剧为背景的区域活动。比如，付老师通过和幼儿

谈话，让幼儿发现需要准备灭火器作为道具，又在幼儿

为用什么材料制作道具烦恼时，带幼儿观察创造性游

戏用到的材料，启发幼儿制作了形象的灭火器。

第三步，幼儿自主选角表演，教师适时引导。比如

在这个故事剧中，多个小朋友都对怪兽的角色很感兴

趣，甚至有的性格内向的孩子也出乎意料地喜欢这个

角色。付老师并不直接替孩子们作决定，而是组织大

家根据竞演小朋友的表现，举手投票选出谁更适合。

倾听孩子，做孩子的支持者；引领孩子，做课程的

统整者。这两个方法可谓是“花开

两朵，各表一枝”，教师取其一进行

实践，都可以让传统的故事剧表演

面目一新。

方法三：做课程的共构者。主

体性故事剧课程强调“师幼”共构，

即“以幼儿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共同建构故事剧，这需要教师做到

两个关键。

关键一：以幼儿为主体。它是

指共同构建主题课程的过程中，幼

儿有自主选择权。从选择主题、选

择角色、到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表

演，幼儿的想法是课程的主要声音，他们不再被禁锢于

传统的、教师设定好的剧本、剧情，甚至角色、动作、台

词。正是因为孩子们有了自主的选择，所以他们就有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当幼儿们有了自由的时间

和机会，他们的创造力和成长是惊人的。

关键二：教师主导课程方向。教师要蹲下观察幼

儿，发现并满足幼儿的兴趣与需要，确定课程方向。站

着陪伴幼儿，鼓励并肯定幼儿的学习与建构，保证课程

推进；退后等待幼儿，旁观并支持幼儿的创造与想象，

见证课程成功。比如在书中故事剧《咱厝的端午》（大

班）的推进过程中，蔡老师根据幼儿感兴趣的内容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倾听民间传说、了解节日由

来、老少围坐粽乐飘香、赏龙舟、绘龙舟、赛龙舟等。做

课程的统整者对教师科学判断、准确分析、有效支持等

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上述两个关键相辅相成，教师抓住两个关键，扮演

好课程共构者的角色，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幼儿和教

师的成长。

全书集锦了3个年龄层（小班、中班、大班）4个融

合方向（优秀绘本、经典名著、社会热点、传统文化）共6

个故事剧精彩案例，展示了幼儿与教师在建构故事剧

课程中的成长。书中，见证了孩子们的童真与奇思妙

想，教师的耐心与睿智。期待与读者一起实践，构建独

一无二的幼儿园故事剧表演课程。

三方法构建幼儿园故事剧表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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