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劲松

读杜梅的长篇童话《噼
里啪啦班的兔子》，给人第一
印象是，书名足够吸引眼球。
读完之后，更是惊叹，在人称

“文化沙漠”的深圳，也有与日
本童话作家安房直子相媲美
的本土儿童文学作家。

《噼里啪啦班的兔子》讲
述的是，兔王国学校一个班一
群没有嘴巴的小兔子，如何寻
找嘴巴的故事。关注孩子成
长，可能与杜梅“家庭教育学

者”这个社会身份密不可分。
毫无疑问，杜梅熟知当下教育
环境及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
的种种困惑。杜梅将自己对
当下教育的所思、所想大胆地
融入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其次，爱是永不落幕的
主题。如果硬要将《噼里啪啦
班的兔子》浓缩成一个字的
话，“爱”字是再贴切不过的
了。学校新聘的巨型格仔兔
球球老师来噼里啪啦班任教，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孩
子们都没有嘴巴，而且无一例
外！但是，劈里啪啦班的小兔
子们刚进学校时，都是有嘴巴
的，而且，话还有点儿多！如
果老师不宣布“课堂纪律”，通
常会一直“噼里啪啦”说个没
完。这也是劈里啪啦班名字
的由来。直到一年级下学期，

人们发现，这些能说会道的
“小能兔儿”的嘴巴开始变
小。后来，一个接一个离奇地
失去了嘴巴。因为无法和没
有嘴巴的学生们沟通，许多老
师都离开了噼里啪啦班。而
球球老师的到来，让噼里啪啦
班的气象有了改观，爱的故事
从这里无限延伸。

再次，杜梅的童话写作
讲求了一个“巧”字，她将构思
的童话故事，以球球老师的影
子为依托讲述自己心中的故
事。著名散文家耿立先生认
为：“影子也是作品的一个形
象，他是见证者，也是发现者，
更是一个反思的智者。”我比
较认同这个观点。于是乎，小
兔子与家庭、小兔子与学校、
小兔子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社
会活动与思想冲突一一凸现，

现实的教育问题引发深层次
思考。譬如：他们为什么厌
学，为什么不愿意与家长交
心；由于长期缺乏有效沟通，
有孩子甚至离家出走等等，这
些现实生活中绝非个案，在杜
梅的童话世界里活灵活现、跃
然纸上。

杜梅虚实结合的创作手
法正是《噼里啪啦班的兔子》
童话文本里的哲学思考。《噼
里啪啦班的兔子》有代入感。
球球老师历尽艰辛一次一次
家访，找症结、下猛料，揭开了
噼里啪啦班的兔子没有嘴巴
背后的深度思考。

小 兔 子 们 无 疑 是 幸 运
的，球球老师给了他们精神上
的支持和身心的陪护。倾听
是一门艺术，球球老师做到
了，而且做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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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文本里的哲学思考

邂逅人间美味

读书是一场修行

□李春辉

安徒生诞生于贫苦之家，父亲
是一名鞋匠，母亲是一名佣人。终其
一生，安徒生从未放弃对光荣与美的
追求。或许是由于童年的自卑心理，
安徒生成名后努力结交了雨果、巴尔
扎克、狄更斯、大仲马、海涅、李斯特、
门德尔松等文学艺术界名流。

1830 年，25 岁的安徒生爱上了
一个女孩，她叫里伯格·沃伊格特，她
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安徒生把她
形容为一个天使一般美丽的女孩，但
在一般人看来，她并没有安徒生描述
的那么美。沃伊格特已经与别人订
婚了，她不可能成为安徒生的女人。
于是，这次爱情只有三次见面，几封
情书，就草草结束了。安徒生曾痛心
疾首地说过：“由于我长得丑并且将
永远贫穷，谁也不愿意嫁给我。”

1845 年，安徒生爱上了女演员
詹妮·林德，此时安徒生已经名扬欧
洲，出版商争相出版他的作品。詹妮·
林德只把安徒生当作兄长，对他的爱
情拒之千里之外。詹妮·林德送给安
徒生的圣诞礼物，仅仅是一块香皂而
已。安徒生受着单相思的煎熬，他在
日记中写道：“她曾经占满我的心，可
现在我却不再爱她，因为她在柏林深
深地伤害了我，她说她无意于我，可是
太奇怪了，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是
为她才去的柏林啊。”晚年，安徒生居
住的房间里，还摆放着詹妮·林德的半
身像，证明他并没有把她遗忘。

周作人曾说：“安徒生以孩童的
眼光和诗人的手笔写下了文学世界
中的极品。”《海的女儿》是安徒生童
话 代 表 作 之 一 ，首 次 出 版 于 1837
年。讲述海公主小人鱼为了深爱的
王子，放弃了海底自由自在的生活
和 300 年长寿的生命，把美妙的歌
喉交在恶毒的巫婆手里，忍受住把
鱼尾变成人腿后所带来的巨大痛
苦，终于来到了王子身边，最后为了
心爱的王子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
小人鱼为了深爱的王子做出的一系
列牺牲，是安徒生的自画像，他曾经
徒劳地爱过里伯格·沃伊格特，小人
鱼为了爱情的付出、绝望与挣扎，安
徒生都曾经亲身经历。安徒生终生
末娶，把自己对意中人爱而不得的
情感给了小人鱼。只有铁石心肠的
人才不会被小人鱼感动。

《丑小鸭》是安徒生童话代表作
之一，首次出版于 1843 年。写了一
只其貌不扬的丑小鸭在嘲笑与打击
中成长，在逆境中不屈地奋斗，最终
成长为一只美丽的天鹅。安徒生晚
年给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的信中写
道：“在《丑小鸭》中有我的生活的写
照。”《丑小鸭》是安徒生的精神自
传，安徒生出身贫寒，地位低微，受
尽了许多屈辱和磨难，才有了他后
来的辉煌成就。《丑小鸭》是一部个
人奋斗史，写了一个人永不停息的
奋斗及成功后的幸福。任何人都可
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为结局而
深深感动。我不知道短篇童话《丑
小鸭》算不算伟大作品，只知道《丑
小鸭》的结尾让我这个 44 岁的历经
沧桑的男人泪流满面。

□沈艳丽

当《碗筷留香》这一书名
跃上眼帘，味蕾便不自觉地在
舌尖绽放，食欲的细胞也迫不
及待地在体内鼓噪、翻腾。

细细品味，该书把美食、
真情和文化绝妙交融。品着，
品着，你会不自觉地系上围
裙，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地一阵

忙活；你会按捺不住，不远千
里，走街串巷去寻觅一餐美
食；你会为了喂饱肚里那只馋
虫，而甘愿站在一家苍蝇馆子
外，苦苦等待。品着，品着，你
会因一道乡土美味而食指大
动，你会因一份人间真情而红
了眼眸，你会因收获一段历史
文化而满心窃喜。

彭忠富的散文集《碗筷留
香》共收录51篇文章，分六辑：
吮指谈吃、川味江湖、若烹小
鲜、布衣蔬食、秀色可餐和茶
酒风流，主要谈的是川菜中的
乡土美食，突出乡土风味，展
现普通百姓的寻常生活。书中
大部分菜肴，都是简简单单，普
普通通。如作者在《蕨菜肥》中
写道：“蕨苔采撷回家，再摘取

出嫩脆部分，用清水淘洗净，晾
干。待锅中水沸，将其放入沸
水中煮八分熟后捞出晾干。
此 时 即 可 取 用 。 倘 若 凉 拌
……倘若油炒……”该操作简
单易行，读到这些文字，你是
不是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多么普通的一道菜，却瞬时诱
惑着人的心房。

本书中，作者寓情于食，
让你在品尝美妙滋味的同时，
体会出浓郁的挚爱真情，从而
有所思，有所愿。“家常”的影
子，时常在书中穿梭，同一屋檐
下，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几张
亲切的面孔，几副碗筷，缓缓流
出人间至味。如作者在《辣椒
辣》中写道：“我之所以反复提
到母亲，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饮

食习惯，都是由母亲决定的。
我们最爱吃的，实际上是妈妈
的味道。”读到这句话，妈妈的
味道，是不是会在你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你是不是又开始分
泌唾液了？其实，这些美食的
背后，不是鲜美独特的食材，亦
不是高超精湛的技艺，而是饱
含着浓浓牵挂，拳拳真情，更
是一种爱的传递。

读完该书，各种美食画
面，各个温暖场景，不断在眼
前浮现，舌尖上味蕾的小马达
又开始不自觉地高速运转。一
碗甜水面，一张春卷，一盆水煮
肉片，皆是人间至味。它们用
神奇的力量，安抚着一颗颗彷
徨燥动的心灵，让每一个平凡
的生命，浸润着幸福的滋味。

□杜学峰

读黎戈的《时间的果》，
每天几篇，像含着一枚翡翠
绿的薄荷糖。

当然，文字的美妙，远胜
于 糖 最 后 余 留 的 单 纯 的 甜
蜜。写的过程，是慷慨的呈
现，坡地上的青草一般丰茂迷
人。读的过程，融入、汲取、提
炼，当读到内容与自己心性契

合的陈述时，似乎在与好友促
膝细语。近日，对文集中书评
和原著的交叉性的阅读，品
味、体会，与她几年前的文集
对照，透过文字去想象，获得
阅读的快感和新的感悟。

在目录前一页，黎戈引
用了罗萨莱斯的一句话“你
看了看书，就像树在看自己
的叶子”，这是一种安宁从容
的状态，树在每年叶子的加
减法中将自己的根深扎入大
地，健壮自己的主干，如果没
有外力，一生不会移动。每
到春天，柔嫩的叶芽萌发，树
再苍老，阅尽风霜，归来仍是
少年。而读书，对内心的触
动和提升，是新鲜的精神营
养的补给，让自我更加清明
有力。读着书，让自己精神
的树，长成自己的样子。

以前是在博文盛行时关
注并阅读黎戈的随笔，她写
扇子、茉莉、小碎花、大白菜，
细微的事情到她笔下顺手拈
来便成就一篇文章，当时在
博客的网页中乐此不疲地去
刷新，甚至在网上搜索，以便
及时读到她更新的文章。印
象较深的是她写江南的梅雨
季，入梅前，家家户户晒衣
忙，火腿香烟都得防潮，这些
与生活在江南小镇的我生活
体验一致，琐碎的生活在她
的笔下娓娓道来，让我掩卷
时，不由陷入对潮湿冗长的
梅雨的回忆。现在，隔着几
年的时光反观，无非是当时
的我在她叙述的内容中找到
自己喜欢的情调，带点小清
新的小资情调，是和生活的
绵绵情话，正如文集取名叫

“私语书”，安静恬淡如月下
婆娑摇曳的花影。

后来，看她渐渐写书评
为主，她的阅读量大得令我
心生敬意，每天读书十万字
上下，专注于书的世界，持久
不懈。沉思自己，从儿时便
向往与文字与伴，文字丰盈
了我的内心，在因家庭变故
心生抑郁时，阅读和书写曾
让我抵御了长夜的失眠和独
处的孤寂，自己从阅读和书
写中获得了情绪平和以及足
以让内心虚浮的称赞。

活着，是一场修行。读
一本好书，也是一场修行。生
活在继续，无论悲欢离合，无
论喜怒哀乐。苦难也会蛰伏
在人生的道途中，书，一直都
在。读点书，就像树在看自己
的叶子，就像树在扎自己根。

世界文坛的丑小鸭
——安徒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