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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儿童作家邓西所创作的长篇小
说中，常常可看到一个海岛少年踽踽前行的身
影。从2021年《鲸歌岛的夏天》到2023年《栗
树鸭的天空》《追海》，这三部长篇小说像是“海
洋书写三部曲”，以海岛开发、村庄搬迁、海鸟保
护等作为关键词，喷薄出邓西对海岛少年成长
治愈问题的独特思考。

十二岁少年叙述者，既是其儿童文学定位
的叙事策略，也是以孩童经验回应时代变迁的
镜像。家庭变故、生离死别是叙事少年精神苦
痛的根源，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尤其深刻。《鲸
歌岛的夏天》中小盛在父母婚姻危机阶段，随父
亲到老家鲸歌岛过暑假，《栗树鸭的天空》中子
信在父母离异后寄宿在大鱼岛姥爷家，《追海》
中凝珠与奶奶旅行追随母亲的足迹，都以不同
方式开启海岛治愈之旅。生离死别是海岛少年
所面临的残酷现实，这对生者构成极大的精神
冲击。邓西不遮蔽残酷，而以写实手法溯源。
《栗树鸭的天空》中莫海带着对去世哥哥的愧疚
而间接失去孩子与家庭，而后透过与忘年交子
信回顾哥哥莫海洋偷偷捕鱼而丧生的过程，实
现了情感治愈。

《鲸歌岛的夏天》中小盛追查奶奶自杀的原
因，了解到为保护红脚鲣鸟而间接造成的误会
最终夺去了奶奶的生命，造成爷爷终生的愧疚，
成为横亘在爷爷与挚友符阿公及与儿子之间的
屏障。《追海》中凝珠从对母亲失联的死亡假想
中，与奶奶开启追随妈妈足迹的旅行，加深了对
于死亡的认知。

生态环境保护是海岛文学的热点，也是邓
西海岛系列作品的主题结晶。海岛自然风物在
邓西笔下成为人物精神生活的重要意象，它们
是莫海“秘密基地”里藏匿的珍稀海鸟的羽毛，
是鲸歌岛上的红脚鲣鸟，是野鸭子岛上的丛
林。而海岛所遭遇的生态环境破坏，与竭尽全
力保护海岛的岛民构成了内部张力。耕种大海
的技艺葬于大海，象征着耕海生产方式生命力
的坍塌。海岛村庄搬迁、岛民生存环境变迁、传
统岛民所面临的故乡远逝，构成了强烈的情感
震颤。栗树鸭最终以一种海洋符号取代丧生的

哥哥，成立海鸟繁殖保护区无声地回应了生态
环境保护的议题，再次响起的鲸歌则像一曲逝
去的挽歌在回荡。

生活环境的变化是童年的社会性建构方
式。海岛是治愈少年的故乡，是老一辈渔民回
望的理想之地。不同代际对开发海岛的过程
表现出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同认
识。小盛的父亲、子信的母亲、莫海的父亲以
及再向上追溯一代人都有着渔民的血统，而这
种血统在下一代身上只能成为一种遥远的回
望。城市生活经验迫使回乡少年回到渔村的
传统生活环境，激活了血液中的海洋因子，与
不同代际的人物在时空交错中实现童年的相
互治愈。

与童年和解，是治愈成年人童年创伤的方
式。正如莫海对于哥哥的亏欠感使他长期无法
回归正常生活，而中年莫海最终与童年莫海握
手言和，卸下失去亲人的精神之重，不再是独守
野鸭子岛的“怪人”，而是在同意搬迁后获得海
鸟繁殖研究基地工作的圆满。作者投下来的这
道光不仅是她对莫海治愈童年的期待，更是她
对海岛未来的预设。

海岛真切的蓝色基底充满了浪漫主义想
象。而“残忍”的作家邓西似乎更愿意将被现代
经济社会物化的大鱼岛、鲸歌岛的真相呈现给读
者，像那回不去的村庄一样，成为一种情感符
号。海岛少年的治愈之旅是这“三部曲”的副歌，
而其中附和的旋律又重叠着一个个“引路人”的
童年创伤。从鲸歌岛、大鱼岛到幽鸣岛，邓西笔
下的蓝色越来越浅，而海岛的潮湿与雨过天晴后
的阳光，涤荡、治愈了青涩少年的亲情与友情，也
隔空治愈了少年的“引路人”。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潮流滚滚向前
的进程中，孤独而固执的小岛与每个怯于走出
海岛的岛民一样，与每个尚未捕捉到海岛伤痛
的少年一样，都迎面接受着成长的拉扯与阵
痛。而海岛像是一座指引人类诗意栖息的灯
塔，穿过现代城市文明的薄雾，发出悠远而温柔
的亮光，召唤着每一个少年的归来，安放着每个
逝去的人的灵魂。

《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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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作家邓西的海岛系列小说：

海岛少年的治愈之旅
■ 曹转莹

《栗树鸭的天空》
作者：邓西
版本：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
时间：2023年8月

中国著名军事著作《孙
子兵法》西夏文译本，为曹
操、李筌和杜牧三家注本，
分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
献研究所和英国国家图书
馆，是一个新的版本系统，
堪与竹简本、《武经七书》本
和《十一家注》本相提并论，
号称“四大系统”。本书分
别从文献学、语言学、翻译
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对西夏
文《孙子兵法三注》展开多学
科交叉研究，最大限度地复原

《孙子兵法》“三家注本”的原
貌。该书对于弄清楚唐宋时
期《孙子兵法》及其注本的演
变和发展过程有重要助益，有
望继银雀山汉简面世后在学
界再度引发有关《孙子兵法》
研究新的高潮。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
莎氏倾注了非常多心血和个
人情感的一项诗歌工程。本
书中，身兼学者、诗人、翻译
家三重身份的包慧怡，从思
想史、语言发展史、文学与文
化等各种角度对之进行解
读。这是中文语境中首部逐
篇精读莎士比亚整个“诗系
列”的专著。这些诗歌既可
以作为抒情诗杰作一首首单
独解读，也可以被看作一种
四幕连环剧，有着起承转合、
跌宕起伏的情节。

本书将是零基础读者阅
读莎士比亚、学习赏析诗歌
的理想伴读，为更多爱好者
敲开一扇通向莎士比亚绮丽
恢宏的语言世界的大门，也
愿本书能为每一个不畏迷路
的心灵探险者推开一扇隐秘
的镜门。

《沈祖棻全集：微波辞
辩才集》是沈祖棻的新文学
创作结集，由作者后人张春
晓编订，合新诗集《微波辞》
及小说散文集《辩才集》为
一册，新增诗歌、小说、散
文、独幕剧数篇，体现了作
者在新文学领域的出色尝
试。新诗既有清浅玲珑、咏
唱美好情感之作，亦有在山
河破碎之际对奋起抗日的
热切呼召，有的诗歌被谱曲
传唱；小说戏剧既有风格浪
漫、笔法细腻的历史作品，
也有细节丰富、宛曲回环、
活画出人物心态的世情之
作；散文淡雅隽永，写种种
情思，有诗的印记。

作者沈祖棻（1909 年—
1977 年），现代女词人、诗
人、文学家。兼擅新旧文学
创作，尤以词名。（杨道 辑）

近日在读法国经济学者、哲学家雅克·阿塔
利先生的著作《海洋文明小史》，阅读的过程，就
像在经历一场对海洋生命的剖解，充满惊奇和
愈加繁盛的探索的欲望。

这是由来已久的兴趣，大抵根植于海洋的
过分宏大与丰富，深海的神秘与邈远，汹涌的海
潮与卷着千堆雪的浪花，像是古人的抚须长
吟。而海港，灯火辉煌，气味交织、车船喧嚣，站
在这喧嚣里，我仿佛能够看到几百年甚至上千
年前决定民族命运的海战、横渡海洋的旷世之
举，轮船、水手、海上游牧民族等等，那是一只丈
量时光的小小沙漏，把海洋的历史都盛载其中。

《海洋文明小史》是阿塔利先生呼吁海洋环境
保护的一部杰作。开篇便从宇宙、水和生命来解
读海洋的身份。他以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
中的名句“海洋是自然界最大的水库。可以说，地
球以海洋为起点，而谁又知晓它会不会也以此为
终点！”作为点睛起笔，让读者瞬间在内心产生超
乎想象的推动力，去追溯宇宙的诞生。

雅克·阿塔利曾被评为世界100位顶尖的
思想家之一。他于1991年创建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并担任首任行长，近年来致力于未来学研
究与环境保护。早前在接受媒体访谈，提及写
作《海洋文明小史》的初衷时，他就曾坦言，海洋
是生命的源泉。他一直被海洋的力量吸引，被
海洋先于所有生命存在的远古特质吸引。他自

称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海边度过，因而他
对海洋的了解较为深入，并且也一直很依恋
它。他后来意识到海洋是生命（特别是人类）存
在的钥匙，海洋的生态平衡是一种不可思议的
各种脆弱与微妙条件结合的结果，如果被打乱
了，会导致无法逆转的灾难。

海洋跟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并极大程度
上影响了人类的文明发展，许多战争也发生在
海上，比如古希腊的西西里海战。海洋战场上
的权力角逐常常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在
《海洋文明小史》中，作者提到了中日甲午战争，
同时还述及关于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海洋的态
度。这使我们在读《海洋文明小史》的过程中，
不仅可以了解海洋的知识，还可以了解海洋在
我们生存环境中起到的最基本的生态调节作
用，无论是几千年前，还是现在。

从过去到现在，海洋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中
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一直保持着深蓝
色的缄默。事实上，海洋的基因深深烙印在每
一个族群身上，这使我们在阅读《海洋文明小
史》时，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以发散的视角，
探寻到历史与自然最神秘的原动力，从而助长
我们拯救自己的能力。

某种意义上，《海洋文明小史》甚至类似一
个满载希望，向全人类发出呼救信号的海上漂
流瓶。

《海洋文明小史》：

丈量时光的沙漏
■ 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海洋文明小史》
作者：【法】雅克·阿塔利
译者：王存苗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时间：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