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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笔为“绿色中国”丛书作序时，我的眼前浮现出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应国民军政府总统佛朗哥的请求，希特勒于1937年4月26日，派飞机对西班牙
的不设防小城市格尔尼卡进行了无差别的猛烈轰炸，造成平民的严重伤亡。
身在巴黎的毕加索听到这一噩耗，愤然创作了巨幅壁画《格尔尼卡》，控诉法西斯的暴行。
　　在《格尔尼卡》中，毕加索并没有直接表现遭轰炸的格尔尼卡的凄惨情景，而是通过伸张手臂的
妇人、受重伤的马、士兵雕像等耐人寻味的符号式表现，传达自己对战争的控诉。
人们对《格尔尼卡》的内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而我最为关注的是它不使用任何彩色的黑白画面。
毕加索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拒绝了彩色。
据说，毕加索在创作之初，曾经采用将着色的壁纸贴入画布这一实验性手法，但是，最后又把那些壁
纸撕了下来。
毕加索的一位雕刻家朋友问他：“你为什么没有使用彩色？
”毕加索回答：“因为彩色会意味着某种拯救。
”可见，毕加索是在以无色彩的绘画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绝望。
　　西班牙内战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在这个意义上，黑白画面的《格尔尼卡》也预言了人
类社会陷入黑暗的那场噩梦。
　　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过程已经明示出，在艺术创作中，色彩是情感、愿望乃至理念的一种
表达。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
梅特林克的《青鸟》，如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所说，其青色是希望的颜色。
李商隐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两句诗，其“青鸟”在我的眼里，也是希望之所在。
　　而我们赋予“绿色中国”这套原创儿童文学丛书的颜色是“绿色”。
在我们的眼里，绿色是希望的颜色、生命的颜色、成长的颜色。
我们对“绿色”的追求和呼唤具有特殊的现实指向——在我们的生活中，自然生态和心灵生态都因为
物欲横流而惨遭破坏，绿意正在逐渐消失。
　　倡导绿色之思，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是一个切近的话题。
我所理解的“绿色”包括了生态性。
我认为，文学的生态主题包含三个层面：自然环境的生态性（包括自然生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人
类社会生活的生态性（比如，游戏生活、身心“闲逛”的时间都是童年生活的生态性的表征，如果这
些生活和时间被剥夺，童年的生态性就会遭受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态性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生态性之
间的关系。
在邀约作家们加人“绿色中国”丛书的创作时，我只是就此与他们做过一些沟通，在创作中如何表现
，则全凭作家的个性理解和自由表达。
因为文学创作是个体的思想与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劳作，不是“八股”式作文。
如果说有相对硬性的要求，那就是本丛书收人的应该是幻想文学，在文体上，采用幻想小说或童话的
创作手法。
　　应该说，选择幻想文学，也与我们对儿童成长的生态性思考有关。
今天的孩子，被围困在充满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的栅栏里，面对的是潮水般涌来的书本里的那些灌输
性“知识”，其结果将导致内心的想象世界越来越逼仄。
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说过：“儿童的理性可以在学校发展，儿童的身体也可以通过体育来锻炼，但
是，可悲的是，儿童的心灵所拥有的第三种力量却被世间所无视，正受到严重损害。
由于这一原因，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可怕的缺陷。
由于不用而枯萎了的这第三种力量就是幻想力。
大人们在另外的领域发挥着理智的作用，可是，却因为幻想力的枯竭，使社会以及个人的生活失去了
根基，而且还全然没有察觉。
”激发、解放儿童的幻想力，是儿童教育的一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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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其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还给儿童以大自然和游戏中的身体生活，一是给儿童以张扬想象力
、幻想力的幻想文学。
我相信，对受着“知识灌输”压迫的儿童来说，幻想文学可以给他们以挣脱的力量。
　　总之，“绿色中国”丛书寄寓着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期望，对中国的童年生态的一种理想
。
　　当这篇简短的序言结束的时候，愿我们追求“绿色”生命状态的思绪还在无边地蔓延开去⋯⋯　
　朱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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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哑孩小树果在松汐岛出生、长大。
这个孤零零的小岛，就像是一只漂浮在浩瀚大海上的绿花盘。
但在这只花盘上，却没有一朵花⋯⋯松汐岛远离大陆，常住居民只有小树果跟老水手明老爹，他们平
静地生活着，笑看往来的船只和人群。
直到小树果八岁生日那一天，平静终于被打破了，明老爹出海再没回来。
于是，小树果开始四处寻找明老爹，以及松汐岛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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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自强
　　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已出版《儿童文学概论》《经典这样告诉我们》等学术著作和《属鼠蓝和属鼠灰》系列儿童故事，翻
译出版《不不园》《活宝三人组》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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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哑孩小树果在松汐岛出生、长大。
常常有人说，掠水鸥的翅膀一张一合之间，就可以把松汐岛走个遍。
在那些翱翔的鸟儿们眼中，这个孤零零的小岛就像一只漂浮在浩瀚大海上的绿花盘。
绿，是因为小岛上的松树——各种各样的松树，高高低低，深浅不一。
　　但在这只花盘上，却没有一朵花，哪怕一朵小小的蒲公英花。
小树果八岁了，长这么大，他还从未见过一朵真正的花。
尽管他听说过不少花的名字，也看过不少花的图片，知道了这是花瓣、那是花蕊，但花究竟是啥东西
？
小树果一直很好奇，却从来不确定。
　　松汐岛远离大陆，常住居民只有小树果跟明老爹，可这是个热闹的小岛。
岛的西岸，四五间高高低低的松木房屋时时有炊烟、喧闹和低语飘出。
只是每过十天半个月，房子里的人就会换一拨。
这些人，有时候是深海的采贝人；有时候是远航渔船上的渔民，被无风的天气困住了行程；也有人自
称是探险家，因为船上的储备不够了，想在松汐岛上种上一季的庄稼，为下一段航程准备充足的粮食
。
松汐岛气候宜人，土壤湿润，本该是种植作物的好地方。
不过奇怪的是，即使是最不挑土壤的农作物种子，在松汐岛都拒绝发芽出苗。
　　等搁浅在沙滩上的船重新扬起帆，就到了告别的时刻。
“明老爹！
”每次都有人一边解开拴在礁岩上的缆绳，一边喊，“明老爹，带上小树果跟我们走吧。
”有一回，一个人笑着问：“明老爹，你还要当多久鲁滨孙啊？
”小树果不知道鲁滨孙是谁，可他很害怕明老爹真的带自己离开松汐岛。
好在松汐岛船来船往，松木房子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明老爹根本没有流露任何要离开的意思。
　　据说，松木房子最初是由明老爹盖起来的，可明老爹总是跟住在里面的“外来者”保持距离，冷
淡地面对任何试图套近乎的人，更不允许有人动望丘上的松树，哪怕一枝一针。
　　松汐岛周围被一些不规则的沙坡环绕着，它们像一条花边蜿蜒镶嵌在岛的边缘上。
花边在西面开了条宽口，这是松汐岛的最低处，也是船只登陆小岛的埠口：花边的最高处在东边，实
际上耸成一座山丘，这就是望丘。
望丘朝海的一面陡峭成崖，一路奔荡而来的洋流在这里遇到了障碍，愤怒地拍打着崖壁，溅起大朵小
朵的白色浪花，又呜咽着退下，再积势卷起新一轮的进攻。
“轰轰哗哗”的声音日夜不停。
　　望丘上的松树，树围大都不超过小树果的胳膊一圈粗，但一层层轮廓分明的侧枝上，绿松针茂盛
浓密，斜靠着生在笔直的黑褐色树干上，也足以把海风的狂躁势头减到最弱。
　　望丘挡住了海浪，松林挡住了海风，松汐岛的日子倒也平淡、宁静。
　　八月末的一天清晨，这平淡和宁静被打碎了。
　　这一天是小树果的八岁生日。
他已经在西岸口的一棵松树上待了好几天，时时刻刻张望着海面。
半个多月前，明老爹出去打鱼时说，这次一定采一朵海菊花回来，送给他做生日礼物。
其实，打从小树果记事起，就记得明老爹一直尝试要在松汐岛种出花来。
有时候，他出海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是去收集花种子。
他把那些花种子种在房前屋后，种在望丘的坡坡坎坎里。
只是，这些种子一埋进松汐岛的土壤里，就像消失了似的，别说开花了，就连一株小芽也没长出来过
。
不过，明老爹从没放弃。
　　松木房子里渐渐有了声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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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埠附近有一个缸口粗的环礁湖，有人正在拉昨晚张在那儿的渔网，似乎潮水带来了不少收获。
　　这会儿，海面上鬼魅似的迷雾还没有散开，松汐岛还笼罩在深浅不一的光影里。
小树果趴在一根粗松枝上，有点担心地望着灰蒙蒙的天海，没有船的影子，没有帆篷的影子，只有远
处影影绰绰几个雪白的点儿疾速地冲上冲下，在海面上无声地滑翔。
　　那是几只信天翁。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小树果知道，信天翁喜欢狂风巨浪。
航海的人，可不怎么愿意看到这种海鸟，因为一旦看到它，准没有好天气。
　　果然，直到晌午，’才有一艘船漂漂荡荡地靠近了松汐岛。
可这是明老爹的船吗？
桅杆折断了，帆篷吹得不知去向，船舷被劈成了两片，船头上刻着的福女神也残缺不堪。
船舱里，两个渔筐歪倒在一边，不少鱼虾还在一惊一乍地做最后的挣扎，湿漉漉的渔网黏着棕褐色的
马尾藻，缩成一团堆在船尾，明老爹不在船上。
　　三三两两的人围了过来。
明老爹，究竟漂去哪里了啊？
　　人们望着云雾渐渐散开的大海，一只只白色的信天翁掠过海面，冲向天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直到消失在天海相遇的尽头。
　　小树果跳下海松树。
人群里，议论声、叹息声，“嗡嗡嗡”“喳喳喳”。
有人走过来揽住小树果的肩膀，还有人在他耳边轻言细语⋯⋯但是这些，小树果都没听见、看见，他
甩开人们的手，翻身爬进了船舱。
折断的桅杆底座上，挂着明老爹那个羽毛状的蓝羽铃铛。
微风拂过，蓝羽铃铛丁零作响。
人们看到，羽毛尖上挂着一滴水，不知道那是小树果的泪珠，还是未被日光吸走的晨露。
　　一只灰白色的海鸥悄然落在小树果的肩头，是离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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