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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长超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儿

童文学领域涌现出众多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它们以

生动的笔触书写那段山河破碎、人民蒙难的悲壮历

史，再现了英勇不屈、不懈抗争者的血色辉煌，让那

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在孩子们心中重新鲜活起来。莫

晓红最新推出的儿童长篇小说《明月度关山》便是其

中的佼佼者。她以精湛的笔法，巧妙地将历史的厚

重底蕴、地域的独特韵味、家

族的兴衰变迁以及儿童成长

紧密融合，使《明月度关山》成

为一部蕴含丰富内涵与多重

意蕴的集大成之作。

莫晓红采取的写作技法

并非宏大叙事的直抒胸臆，而

是一种迂回的、曲径通幽的微

观儿童叙事。在此作品中，作

家以孩子的视角来审视和观

察命运齿轮的转动，再现那段

波诡云谲的历史。她以氤氲

水乡中枕水人家的家庭命运

为主线，巧妙运用以点带面的

个体表达手法，将历史的沉重巧妙拆解、均衡到每个

孩子、每个人物命运的细碎瞬间，如同将一块巨石分

解为石块，让它们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悄然铺

陈。这些瞬间如同点点繁星汇聚成璀璨星河，延展

和辐射成共性的人民叙事，在个体命运的悲欢离合

中，反映整个民族的坚韧与不屈。相比宏大叙事的

磅礴气势，充盈着个体生命温度的人民叙事更能走

进历史的褶皱与肌理深处，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

细节与情感。书中，民众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顽强

拼搏，用朴实无华的善举共同谱写了一曲曲不平凡

的人生赞歌。

《明月度关山》从松玉一家人的采桑养蚕、衣

食住行等生活琐事和日常点滴展开，用舒缓的节

奏精心勾勒出岭南的风土人情与文化传统，为后

续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调与文化根

基。采桑养蚕这一具有岭南特色、中国元素的生

活片段，绝非简单的劳作场景，它是一种文化符

号，承载着中华民族原生态的生活习俗与行为规

范。这一生活片段的描绘，是对岭南水乡生活的

复刻与还原，更是对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的

传承与坚守，蕴含着对民族文化根源与生命力的

深入思考。

看似平静的生活被山雨欲来的悲剧意蕴所笼

罩。这种叙事手法，正是典型的欲抑先扬。小说的

前半部分，家乡的风景被描绘得如此诗意空灵，家

人的生活点滴充满了温馨美满，让人沉醉其中。然

而，正是这种美好的铺垫，使得后半部分的颠沛流

离显得更加苦楚，失去家园的感伤缅怀更加深沉，

国恨家仇也更加浓烈。这种对

比，如同从天堂坠入地狱，让读

者在感受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

时，深刻体会到战争给一个普通

家庭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改变，也

引发了对命运无常、人生苦难的

深刻思考。

作者还将粤剧这一民间艺

术形式融入小说，通过粤剧这一

文化载体，描绘了社会百态，深

刻挖掘与展现了民族精神的深

厚根基与顽强生命力。粤剧在

小说中成为串联起“引车卖浆者

流”的重要纽带。它与松玉一家

参与抗战的命运进行对照，形成了一种文本与意境

上的同构关系，宛如两条并行的河流在历史中交汇，

共同奏响了一曲激昂的民族抗战之歌。

在小说中，儿童成长主题宛如一条隐秘的线索，

贯穿于整个叙事之中，紧密遵循着精神觉醒的向度，

与家族叙事相互缠绕、交织，共同编织出一幅复杂而

细腻的儿童成长图景。

总之，《明月度关山》以岭南至南洋为宏阔背

景，以一个家庭的动荡与离散为缩影，折射出大时

代中普通百姓的命运与遭际，生动刻画了中国儿

童的坚韧与顽强，细腻呈现了民族的抗战历史。

这部作品为抗日战争的历史表达提供了一种新的

可能性，是对感时忧国的文以载道文学传统的传

承和发扬。莫晓红在创作中，竭力把以往宏大叙

事中被遮蔽的少年儿童，尤其是少女群体打捞出

来，让他们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命运的主宰者，从

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彰

显少年儿童在历史洪流中找到自我、不断成长的

意义和价值。

家族、成长与革命历史叙事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岭南 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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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韵

儿童小说《桦皮船》是一部颇具浪漫色彩的现实

主义作品，荣获2022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选题、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少年乌日

因某天决意自己上学，偶感风寒，吓得父母将远在大

兴安岭的爷爷接来沈阳陪读照顾。这位从大山来的

老爷子托布一出场就不同凡响，他随身带着一条雪

白的桦皮船，宝贝得连孙子也不让碰。在与爷爷的

接触中，乌日对自己从未踏足的故乡产生了好奇，向

爷爷学习家乡鄂伦春族的语言，打听家乡的故事，而

爷爷也乐于教授。然而有一天，一通电话打来，老家

出了事，爷爷毅然回程。一向胆小谨慎的乌日，不知

从哪生出一股勇气，决定护送爷爷回乡。于此，一段

紧张惊险的回乡旅程徐徐展开……

该书作者薛涛十分推崇远离城市喧嚣的山林生

活，《桦皮船》无疑是作者精心打磨的一颗钻石，在各

个切面上闪耀着大山大声若希

的真理光芒。这也是该书能够

从众多通过旅程抒写少儿成长

的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乌日一路上的成长有着坚实的

依托——家乡大山无言的智慧，

而不是基于作者凭空捏造的困

难，这为人物的持续成长提供了

一个源泉丰沛且令人信服的坚

实支点，也令作品在哲思的闪耀

下更为深刻与厚重。

在这部作品中，大山不再

是落后的代名词，也不仅是绿

水青山的桃花源，而是鄂伦春人蕴藏着智慧和为生

命蓄力的母亲，是始终张开双臂时刻准备接纳游子

的父亲。托布的大哥、父亲与猎物周旋，时有胜利，

但最终命葬猎物，托布与黑狗阿哈相伴相依，都展现

了生命的平等、相互依存；时隔多年，柳根鱼群再次

盛大显现，仿佛为阿哈送葬，使人感受到生命间冥冥

之中的遥相感应，感受到生命的庄严与神圣；托布为

阿哈与狍群寻求和解，表达着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

与感恩；隐藏在山林间看不见的动物那一声声啼叫，

向乌日和读者传递着大自然潜力无穷的生命力；骗

子李阿哈告老还乡后重操正经职业，让我们看到大

自然对人善良灵魂的感召与对浪子回头的包容；对

于小狍子的去留，托布三令乌日放手，让小狍子自己

决定，也是鼓励乌日拒绝过度保护，学着自己做出选

择，在担当中成长……大山的智慧融化在以托布为

代表的山民的血液中，他们在生存奋斗中产生了对

自然的敬畏和归属感，形成了朴素的环保思想：虽然

猎取，但取之有理，取之有道，取之有度。他们为了

生存而不是为了取乐而猎杀，他们不杀母鹿，不捕鱼

王，不滥杀，不根绝，让山林能够可持续发展，让所有

物种都得以生生不息。

对托布来说，大兴安岭不只是智慧和生存的源

泉，还意味着他处于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从托布

出场到最后乌日上山，托布一直心心念念着大山

——他与祖祖辈辈的先人生长的地方。爷爷托布能

在短时间内攫住乌日的心，恰在于乌日从他身上感

受到一种超乎功利和现实的执着：对故土的热爱。

这份热爱热烈深沉到成为一种信仰，使乌日渴望同

往。托布渴望孙子能够继承大山的精神、对大山的

记忆，所以用鄂伦春族语里“山”的音译为乌日命名，

教他家乡话，向他讲述故乡一草一木的故事，按山里

孩子的性子和体能期待他。故乡，是我们祖先生活

与打拼的家园，是他们积攒智慧的地方，那里有他们

千金不换的可贵可敬的大自然，那里蕴藏着他们的

骄傲与悲伤，某一棵大树下埋葬着他们挚爱的亲朋

与伙伴。那里是我们所来之

处，那里隐藏着祖先对我们的

深情遥想和殷切期望。相信

很多孩子读过该书后，能对故

土产生好奇与敬重。

该书在立意上的另一高

明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因为

对自然、故土的眷恋而陷入反

城市化、反现代化的倾向，而

是为读者展望了乡村与城市

在互动中共同进步、二者和谐

共存的乐观图景。于是我们

看到我国城镇化建设反哺农

村的点滴写照：山里的孩子虽然十分野性泼辣，却因

为学校教育极具规则意识；最后托布仍一如既往地

鼓励乌日驾驶桦皮船，并特别为乌日穿上了保护安

全的救生衣，对以人身安全为重的现代教育理念开

始转向认同；托布虽然依旧怀念山上的撮罗子，但经

历此次洪水大难，最终也同意搬到政府提供的更为

安全暖和的红砖房。

现代文明与故土文明最美好的关系，如同书中

一再出现的这一场景：托布划着桦皮船在河中轻快

地向前，乌日骑着自行车在岸上并驾齐驱，二者你追

我赶。在这里，老与少、手工业与工业共同构成了一

幅和谐优雅的画面，这种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是

纯自然抑或城市中都无法体现的美感，也是我国近

10年环境保护丰硕成果的一幅艺术缩影。我相信，

这和谐美好的一幕会深深印在乌日和小读者的脑

中，当他们长大后，不论身在何方，都会怀念乌日与

爷爷在故乡的山河间共同飞奔的舒畅和温馨，牢记

那个哺育了先辈和我们、等待我们反哺的家乡。

带孩子走进一方故土
关键词 少年成长 故乡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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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男

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除了战场上的炮火硝

烟、兵戈相向，隐蔽战线的斗争也风起云涌。在这场

沉默的较量中，日本始终占据主动地位，日本间谍也

成为影响战争结果的隐秘推手。百年过去，随着历

史档案的揭秘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日益深入，历史

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甲午日谍秘史》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历史中被遗

忘的细节。该书是戚其章教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作品。通过对甲午战争期间间谍活动的深入挖

掘，提供了一个关于甲午战争这一历史重大事件的

新视角。书中对间谍活动的细致描绘，揭示了在战

争表面之下，暗流涌动的秘密战。

《甲午日谍秘史》不仅揭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博

弈，还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细

致描写了间谍如何在战争中发

挥关键作用。让我们通过这本

书走进甲午战争，揭开甲午战

争中那些日谍迷案的面纱。

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偶然

的吗？

甲午战争爆发 100 多年

后，甲午战争“偶发”说在日本

甚嚣尘上。《甲午日谍秘史》书

中，就对甲午战争爆发“偶发”

说进行驳斥，并提到日本学者

中塚明从福岛县立图书馆“佐

藤文库”发现了 6 份海军军官提出的“征清”方策。

这是1993年日本学者大畑笃四郎和中塚明在日本

全国各地图书馆展开有关“日清战争”史料的调查中

发现的。6份“征清”方策的发现，可以说明在1887

年，即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就预测到

和中国的交战并有组织地讨论过作战构想。

通过解读日本陆海的多份“征清”方策，可以清

楚地看出，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决不能归结为偶

然性的原因，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精心策划，完全是蓄

谋已久的。

日本间谍如何在中国掩饰身份隐藏起来？

日本间谍以多种身份掩饰，在清政府的眼皮底

下活动，从政府高层到普通民众，他们无处不在，无

孔不入，将清政府的防御体系秘密瓦解。

《甲午日谍秘史》中提到，日本间谍为了在中国

掩饰身份可谓花招频出。如为日本海军军令部效劳

的山本条太郎，曾长期藏身于营口中国人潘玉田开

设的永茂油坊里；有两名日本军事间谍冒充山东籍

渔民，潜伏在旅顺口附近的小平岛进行间谍活动；剃

光头发扮作和尚的日本间谍高见武夫，藏在普陀山

法雨寺研究佛学；还有一些间谍扮作商人……

如此谍报战，使清政府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始终

处于被动地位。清政府失败的原因，由此可见一

斑。如此周密的筹划，可见甲午战争是日本精心部

署的长期行动，绝非“偶然”。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的供词是真的吗？

《甲午日谍秘史》中，还揭秘了甲午日谍第一

案——石川伍一间谍案的内幕，并对《石川伍一供

词》的真伪进行了深入探讨。

20 世纪 80 年代，戚其章先生准备编辑中国近

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的《中日战争》时，发现了在军

机处的档案堆里沉睡了近百年的礼部侍郎志锐的

《奏为办事大臣结党阻战并陈日本奸细实情折》，使

《日本奸细石川伍一供单》重见天日。戚其章先生

将《石川伍一供词》与《日本奸

细石川伍一供单》做对比，发现

《日本奸细石川伍一供单》是石

川伍一多次口供记录的整理

稿，而李鸿章呈送的《石川伍一

供词》则是被精心修改美化过

的，凡与李鸿章衙门有关的人

和事都被隐瞒了下来。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如何

逃脱清军的重重围捕？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有记

日记的习惯，其日记成为研究

日本间谍在华活动的重要史

料。其中，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自己逃

脱清军围捕的情景。

宗方小太郎一登上“连升”号客轮，便发现有6个

认识自己的中国人，包括一名清军军官蔡廷标（长江

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宗方小太郎见状危急，

“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告诉蔡廷标

“两国已开战矣”。蔡廷标却说：“果有此事乎？未之

闻也。”蔡廷标当即向宗方小太郎允诺，不揭发他。

这才令宗方小太郎在清政府的多次盘查中侥幸过

关。由于作为武员的蔡廷标丧失民族观念和清朝官

吏的层层失职，宗方小太郎得以逃脱。

从《甲午日谍秘史》提到的种种细节中可以窥

见，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和爆发时，日本政府在中国秘

密开展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这也为我

们揭示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单纯的军事失利，而

是多方因素交织的结果，间谍活动在其中扮演了不

可或缺的角色。这本书为我们理解甲午战争提供了

新的视角，如今，我们以新的历史视野重新反思这场

战争，它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史鉴意义。

揭开甲午战争中日谍迷案的面纱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日本间谍 历史档案

○刘 玮

《青绣：指尖绽放幸福花》是雪归新近出版的一

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也是一部全景式记录青绣从业

者践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伟大实践的纪实力作。

该书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饱满的热情呼应时代

需求，既不是传统意义上关于青绣的风物志，也不是

简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而是作者对青绣艺术

及其背后的人和事的一次用心、用力、用情书写。

青绣是青海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

撒拉族等世居民族民间传统刺绣艺术的总称。作

者雪归在长期的生活积累和

创作磨砺中，始终坚持扎根大

地、紧贴生活，始终保持着朴

素虔诚的文学初衷和社会担

当。《青绣：指尖绽放幸福花》

凝聚着作者的汗水和辛劳，承

载着作者对时代、对社会、对

故乡、对女性同胞的深沉责任

和真挚情感。她以敏锐的观

察力和感知力，努力讲好青绣

故事，记录了一个个丰富扎实

的人物和生动鲜活的故事，讲

述了绣娘们的创业故事和心

路历程。比如曾获“中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杰出人物”“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

回族绣娘苏晓莉，以个人带动群体致富，把青绣当

成她和姐妹们打开致富大门的金钥匙。在有了能

供自己喝的“一碗水”和能供一家人喝的“一桶水”

后，苏晓莉又想“开掘一条河，让更多的人能长久

地有水喝”。她甚至把青绣推介到了在迪拜召开

的第 33 届全球妇女峰会上。米金花、麻长命姐、

东国兰这些与命运苦苦斗争的女性们，在遇到苏

晓莉之前也许永远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也能靠自

己的手艺来改变生活和命运，为家乡的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事业增光添彩。

《青绣：指尖绽放幸福花》通过不同的切面，将绣

娘们的个人境遇置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当中，深入

探讨她们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全书具有

了时代的纵深感和历史的厚重感。

雪归善于捕捉生活中微小而珍贵的瞬间，将它

们细致入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真实感、代入

感和共情感。在书中，她以充满温情又不失细腻的

笔触，让那些普普通通的绣娘在其笔下焕发出阵阵

光芒。

带着鲜明的责任意识，作者也写了绣娘们面临

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比如加工场地缺乏、传承模式单

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与收入不成正比、绣品不能有

效融入现代生活，等等。绣娘们大都是四五十岁以

上的中老年女性，年轻的从业者相对较少，传承面临

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当然也有像蒙古族绣娘苏芽

那样的90后，但实属凤毛麟角。与此同时，绣娘们

大都生活在农村，绣品普遍做

工朴素、包装单一，花色图案

传统、老套，同质化产品较多。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各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各

类培训、比赛和研讨会。在

一种良性竞争中，促进传统

青绣技艺的提升和改进。有

些绣娘在各类比赛中脱颖而

出 ，被 誉 为“ 针 尖 上 的 舞

者”。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大

美青海文化宣传活动、非遗

博览会、文化产业博览会等

国内外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上

大力推广青绣产品，提升了青绣知名度的同时，也

扩大了青绣的品牌效应，让青绣品牌真正成为展

示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精准扶贫和特色文化产业

的窗口。绣娘们则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成立

刺绣协会等行业组织，创办青绣研修班、非遗绣

坊、文化传播公司等，整合力量，走产业化、品牌

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作为一名非虚构写作者，雪归以鲜明的时代意

识、深厚的人文情怀、宽阔的创作视野和多元的文学

表达，忠实记录下那些关于青绣的精彩故事，积极探

讨青绣未来发展的希望和可能。在活色生香的现实

生活中，作者时刻关注着绣娘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

情感状态，使她们的劳动、贡献和身影被全社会“看

见”。这也是该书的重要主题。就这一点而言，作者

真正担负起了书写人民、为人民书写的时代使命，也

实现了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预期。

对青绣的深情礼赞和用心书写
关键词 青绣 乡村振兴 绣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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