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延续童年好奇心的产物。

童年生活是不稳定、模模糊糊、摇摇晃晃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却应该提

供给读者一个稳定的清晰的世界，读者需要答案，而作家那里不一定有，这其中

隐藏着天生的矛盾。一个清醒的作家应该意识到这种矛盾，然后掩饰这种矛盾。

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能意识到这种矛盾，而且能巧妙解决这种矛盾。解决矛盾

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这些优秀的作家往往沉溺于一种

奇特的创作思维，不从现实出发，而是从过去出发，从童年出发。不能说这些作

家不相信现实，他们只是回头一望，带领着大批读者一脚跨过了现实，一起去暗

处寻找，试图带领读者在一个最不可能的空间里抵达生活的真相。

我举一个例子，在大家的印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作品都贴着一

张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是非凡的想象力的结果。在我看来，想象力不是凭空

而来的，所有的想象力都有其来源。在马尔克斯这里，想象力是他一次次向童

年索取事物真相的结果，在《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及大多数作品

中，都有他潜入童年留下的神秘的脚印。

马尔克斯八岁以前一直跟着外祖父母生活，他常常说，他从他们那儿接

受到的影响是最为深刻坚实的。那是一座阴森恐怖的房子，仿佛常有鬼魂出

没。据他说，《枯枝败叶》中上校的那座房子就是以此为母本，还有《格兰德大

妈的葬礼》中格兰德大妈的房子、《恶时辰》中阿希思一家的房子、《百年孤独》

中布恩地亚一家的宅院，都是以此为母本。

在余华的早期创作中，也能明显看到潜入童年的痕迹。他曾经试图依赖

儿童时期的视觉记忆，建立一个叙述角度。《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个十八岁

青年对外面世界的判断依然是儿童式的，尤其是对于人、汽车和公路的表述，

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对点、线、面的表述，比如有一段写道：“远方的公路起伏不

止，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这是一个典型的

小男孩而不是十八岁青年对公路的记忆方式，这是天然的、无师自通的、孩子

气的物理学方法和数学性质的方法，试图概括真正的、外面的、陌生的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
○苏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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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课堂 主题教育

小视角

挺进深海的“奋斗者”

2022年 9月，在“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上，奋斗者号全海深载

人潜水器模型是最吸引观众目光

的展品之一。这台重约 36 吨的大

国重器，可载 3人，在万米海底连

续作业 6小时以上。它拥有 3个观

察舱和 2个机械臂，装配 7台摄像

机和 7部声呐设备，还配备了柱状

沉积物取样器、液压钻切一体机等

多项设备和工具。

坐上它，万米深海，如履平地！

2020年11月10日，奋斗者号创造了

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标志

着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2021年3月16日，奋

斗者号正式交付使用。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海洋领域

的建设取得了多项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

再次作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重大部署。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秉承新发展理念，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书写着新时代

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答卷。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64



大成就

向海图强绘蓝图

奋斗者号的故事不是一个独立

的短篇，而是中国从无到有建设海洋

强国历史长卷的一个掠影。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推动海洋经济建设推动海洋经济建设

2021年 6月 25日，中国首个自

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投产，标

志着我国从装备技术到勘探开发能

力全面实现从 300米到 1500米超深

水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我国已成为

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海运船队的运力

居世界第二，海洋港口规模和海上风

电累计装机容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海洋重器迭出海洋重器迭出 助推国防和军助推国防和军

队建设队建设

2022年 6月 17日，我国第三艘

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这是我国完全

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

母舰。

从辽宁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

10 年间，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

代”。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百年夙愿、

中国海军的初心，与海洋重器一起劈

波斩浪，驶向远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海军军事

装备发展驶入前所未有的“开阔水

域”，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和使命感，向世界展示了令人惊叹的

“中国速度”，国产航母、两栖攻击舰、

新型核潜艇、大型驱护舰密集入列，

一系列大国重器相继亮相，使我国海

军军事实力得到迅速提升，军队现代

化建设呈现新气象、新风貌。

绿色可持续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 助力助力生态文生态文

明建设明建设

经过连续多年的现场调查、模拟

实验和检验，科研人员成功揭示了赤

潮、绿潮、水母暴发等我国近海典型

生态灾害的形成机理，并提出有效防

控治理策略。历时20多年科研攻关，

我国发明的改性黏土治理赤潮绿色

环保技术在我国近海20多个水域和

美国、智利、秘鲁等国家大规模应用，

成功保障了滨海核电冷源等一系列

重要水域的水环境安全。深耕南沙

60载，首创多维岛礁生态系统修复

新模式，建成世界最大珊瑚礁生态系

统修复示范区，为南海可持续开发利

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今天的中国，海洋实力正在从量

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

向系统能力的提升。

（综合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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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球最时尚

寻美敦煌

穿越千年
去敦煌找寻古老“童趣”

儿童的世界是游戏的世界，孩子们在游戏中寻求乐趣，同时在

不知不觉中学会与他人交流合作，逐渐培养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

在敦煌壁画和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儿童游戏生活的内容，其中的儿童

形象生动活泼，面目传神。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莫高窟，和敦煌古代的

孩童们一起游戏吧！

步打球，又称捶丸，顾名思义，

捶者打也，丸者球也。步打球是从古

代击鞠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运动者

在运动中持杖打球。在榆林窟第 15
窟南壁，绘有一名童子站立在莲花

座上，左手持一圆球，右手持一弯头

球杖的画面。唐宋时期的儿童非常

热衷球类游戏，敦煌文书 P.3821《丈

夫百岁篇》云：“一十香风绽藕花，弟

兄如玉父娘夸。平明趁伴争球子，直

到黄昏不忆家。”可见当时在敦煌

球类活动很是盛行。

步打球图 榆林窟第 15窟南壁 五代

敦煌壁画中有许多关于叠罗

汉、倒立、顶竿等活动的场景描绘，

这些都是古代百戏内容之一，也是

孩子们喜欢的游戏。叠罗汉，即孩子

们三五成群，从下往上一个立在另

一个的身上，层层上升，极具难度和

惊险。如莫高窟第 220窟南壁，一个

似穿背带裤的童子屈膝颇感吃力地

站在荷叶上，另一身着红上衣、绿短

裤的童子直立在其肩上，两位童子

○甘肃省敦煌市敦煌中学 夏 惠

惊险百戏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66



叠罗汉
莫高窟 220窟南壁 初唐

儿童对建筑类的堆积活动很感兴趣，如现

代流行的各类积木玩具。在敦煌壁画中，堆积建

筑类的儿童游戏往往与佛教信仰有关，即《法华

经变》中的“聚沙成塔”。如莫高窟第 23窟北壁，

四个胖乎乎的孩童穿着肚兜，合力堆起一座沙

塔，憨态可掬，童趣顿生。后世用这种游戏指代

童年，有“聚沙之年”一说。

聚沙为戏

聚沙为戏
莫高窟第 23窟北壁 盛唐

当然，敦煌莫高窟壁画、文献记录下的古代儿童游戏，反映的仅仅

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方面，古代敦煌处于文明交汇之地，东西

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汇聚在这里，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游戏

的内容必然比这里列出的要多得多，想要发现更多有趣的游戏，就快

去敦煌壁画里自己找一找吧！

均抬左手，握右拳，头部侧向其左

方，似在表演，颇有情趣。倒立，古代

称倒植、掷倒，亦称拿鼎。在敦煌壁

画中，绘有很多倒立的图像，姿态各

异，丰富多彩。如莫高窟第 220窟南

壁 绘 有 化 生 童 子 倒 立

图，莫高窟第79窟窟顶绘

有白描童子倒立图，莫高

窟第 36l窟南壁绘有童子

双臂手倒立和单臂手倒

立图。橦伎，即中国古代

爬竿、顶竿技艺，是难度

更高的活动，如莫高窟第

61窟南壁，绘有一个三角

形帷帐，中间竖立一竿，竿头置一圆

轮，两个孩童在圆轮上表演。一孩童

单脚踩圆轮，另一孩童单脚立在踩

圆轮孩童的头上，动作均十分惊险

刺激。

橦伎
莫高窟第 61窟南壁 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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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经典品鉴

画家喜欢画自画像，作家也喜欢用笔描述自己。与画家相比，作家更关注

“自画像”背后的情感特征与精神状态，呈现独到的自我认知，甚至还会暴露出

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或富有意味的细节。阅读作家的“自画像”，既可以读出这

个“人”的本真，也可以读出他作品的精神之源。

阅读作家的“自画像”仿佛在

借作家之眼洞察作家的个人世

界，常常能与作家的灵魂对视，进

而深度理解作家的精神品性及其

作品的精神成因。可以说，解读

“自画像”是打开作家一系列作品

世界的既便捷又有效的钥匙。

譬如，阅读沈从文自传中的

“自画像”，可以了解构成他作品

的美学元素。“我的心总得为一种

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

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

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

吸收。”小时候的沈从文痴迷地从

生活、从实践上汲取养分，看热火

朝天的炼铁、看斗鸡斗蛐蛐、看苗

人做豆浆染布、看买卖往来、看学

校里的人……看一切一切新鲜的

事物。这些丰富有趣的经验，以及

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五光十色

的民间风俗，奇妙跌宕的见识和

经历，培育了他性格的雏形，滋养

了他的心灵，为这位未来的文学

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再比如，阅读鲁迅自传中的

“自画像”，可以理解形成鲁迅作品

话题解读

以我观我 洞见灵魂
—— 作家笔下的“自画像”

○王 珪

《学生天地》高中版 2023·68



蒙田蒙田：：我尽量密切观察自己

我尽量密切观

察自己，眼睛不停地

盯在自己身上，就像

一个没有什么身外

事的人那样。

千种易变无常

的行为，万般反复不

定的思绪，集于我一人之身。我既郁郁寡欢

又暴跳如雷。有时是愁肠百结，不能自已，

有时却满怀欢畅。某一时候我捧起书本，读

到某些段落，会觉得美妙之极，激起内心的

波澜；换一个时候再读这些段落，不管我如

何反复翻阅，如何琢磨，我总觉得晦涩难

懂，兴味索然。

幽暗意识与悲观主义的源头：家庭

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

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

“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

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自从他家穷

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

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

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

变化，在鲁迅心中留下的印象太深

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

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

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

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

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

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

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

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

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

自序》）

因此，读透了作家的“自画

像”，也就了解了作家所处的时代

与社会，并在相当程度上把握了作

家作品的精髓。

名作品读

蒙田以博学著称，他

对随笔体裁运用娴熟，开

创了近代法国随笔式文

学的先河。他的《随笔集》

集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

之大成，行文跌宕有致，

娓娓道来，亲切随和，旁

征博引，知识渊博。这在

他的《自画像》中可见一

斑。在他人看来，蒙田是

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知

识权威和批评家，既是对

西方文化进行深刻研究

的学者，也是对人类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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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经典品鉴

哥伦比亚文豪加西亚·马

尔克斯将自己生命中难以忘

怀的重要瞬间在他这本唯一

的自传中展现给读者。其中既

有对人生中的难忘事件、重要

时刻的讲述，也有对所珍惜的

家人和朋友的回忆，几乎每一

段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外祖

母神奇的鬼怪世界、外祖父的

战争故事、挥之不去的老宅记

忆、求学经历中的奇遇与机

遇、启发并滋养过他的记者生

涯……搞不清楚幸福与疯癫

区别的亲戚、一起经受过狂风

即使就我自己所写的东西来说吧，

我也有许多时候体会不出原先的想法。

我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我打算修

改一下，加进一点新的意思，往往弄得

更糟，以致失掉了原来较丰富的含义。

我不断前进，复又折回，反反复复。

我的思想总不能笔直前行，它飘忽无

定，东游西串。

“宛如大海上一叶扁舟，在狂怒的

风暴中漂流。”任何人只要像我那样观

察自己，在谈及本人的时候，都会说出

差不多类似的话来的。

——蒙田《自画像》

进行冷峻考量的观察家。但在

蒙田自己看来，他并非被社会

贴上标签的知识机器，而是一

个 活 生 生 的 易 变 无 常 的

“人”。他的两篇《自画像》，分

别从外形与精神两个维度向

读者展现了一个十分真实而

又非常完整的自我。透过蒙田

的“自画像”，我们可以近距离

地触摸到他那率性、跳脱而又

旺盛的生命状态，进而领略蒙

田文字中那松散、丰富、适性

的趣味。

这世上只有一栋房子属于我们：

那座位于阿拉卡塔卡的外公外婆的老

宅。我有幸在那儿出生，然而八岁起就

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念了三年大学，刚

从法律系辍学，我的时间净用在读书

和背书上了，借阅的译作已足以让我

掌握小说创作的技巧。我在报纸增刊

上发表了六个短篇，赢得了好友们的

加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我对生活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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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一个比比皆是的普通

人，走在街头并不会引人注目，在餐

厅里大多被领到糟糕的座位，如果

没有写小说，大概不会受到别人的

关注，肯定会极为普通地度过极为

普通的人生。我在日常生活中几乎

意识不到自己是个作家。……我是

一个不善于单纯用大脑思考问题的

人，不适合逻辑性的论述和抽象的

思索。我只有通过写文章，才能按部

就班地思考问题。亲自动手写文章，

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校读，仔仔细细

地修改，才终于像常人一样把大脑

里的东西整理妥当、把握透彻。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在大众眼里，村上春树始终

与《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

等著作联系在一起，显然不是一

个普通人。然而，透过他的自我描

述，读者可能会大跌眼镜，村上春

树是如此“普通”吗？事实上，村上

春树是抛却了作家的身份在看自

己，因而他更多地看到了自身与

芸芸众生的相似之处，即“普通”。

当然，村上春树正视自身的普通，

既非矫情，亦非泯然众人。他所谓

的“普通”，说的是人在这个世界

上的真实而又基本的处境，能够

自然自如地正视它，正显示了村

上春树的“不普通”。

赞誉和一些评论家的关注。下个

月，我就满二十三岁了。我在哥伦

比亚的沿加勒比海城市巴兰基亚

和卡塔赫纳游荡，为《先驱报》撰写

每日专栏赚取聊胜于无的稿酬，天

黑了，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

并非品位独到，而是因为囊中

羞涩，我领先于潮流二十年：胡须

如野草，头发似鸡窝，身穿牛仔裤

和花里胡哨的衬衫，脚上是一双朝

圣者的凉鞋。

——《活着为了讲述》

暴雨考验的朋友、萍水相逢却难

以忘记的过客……正是回忆中

的这些细节、生命中的这些人构

成了马尔克斯最重要的写作资

源，将他带到了《百年孤独》的

门口。

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

到一个尽管四处碰壁，但仍然对

文学与生活抱有幽默与热情的

年轻人。诚如马尔克斯自己所

言：“我年轻过，落魄过，幸福过，

我对生活一往情深。”

村上春树村上春树：：自由自在普通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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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文史笔记

唐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唐诗被公认为中国诗歌的顶峰。唐诗的题

材内容非常广泛，帝王将相、边塞军民、劳苦大众、闺阁女子，无不入诗，

而且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经典名篇，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儿童。诗人用饱含

情感的笔墨塑造出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儿童形象，并把儿童天真美好的

品性视作一种象征，在诗中赞美称颂，寄托自己的审美理想。

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

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

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人久居客地，重返家园，故乡的

儿童们却不认识他，热情地问他是

哪里来的客人。诗中的儿童纯真自

然，不假雕饰，让人喜爱，是唐代描

写儿童诗的代表作之一。

白居易笔下的女童更是纯真

可爱：“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一个小

女孩经不住清香白莲的诱惑，驾着

小船去偷采。但毕竟年纪太小，她

还不懂得掩藏自己的行踪，回来的

路上，小船在碧绿的浮萍上留下一

道水线——被大人发现了。白居易

以观察小孩子捉迷藏般的视角描

绘这个场景，充满童趣。诗人刘禹

锡也写过儿童的生活情态：“何处

深春好，春深稚子家。争骑一竿竹，

偷折四邻花。笑击羊皮鼓，行牵犊

颔车。中庭贪夜戏，不觉玉绳斜。”

深春时节，一群儿童正在打闹玩

耍，偷摘邻居家的花朵，闹哄哄击

稚嫩可爱的儿童

○○张 睿张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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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羊皮鼓，牵着“犊颔车”四处奔

跑。特别是“争骑一竿竹”饶有兴

味，这大约是唐代儿童经常玩的

游戏。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中

也写过这个场景：“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

青梅。”童稚时代男、女两个小童

就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并成为结

发夫妻，这就是“青梅竹马”成语

的由来。

唐诗中也有在我们今天看来

可以归入“幼教”一类的学习活动。

诗人施肩吾的《幼女词》就讲述了

一个六岁女童憨态可掬的“学习”

生活：“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

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诗中的

女童还分不清“巧”与“拙”的区别，

却受到节日气氛的感染，依样画葫

芦，学成人拜新月乞巧。

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则

记录了“蓬头稚子”学习垂钓的过

程：“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

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

不应人。”诗中的孩童生怕惊走了

水中的鱼儿，遇到远远招手问路的

行人，假装没有听到，不作回应。诗

人观察细致贴切，对儿童神态的刻

画灵动鲜活，读来如在眼前一般。

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

兴·其七》，也提到儿童对生活技能

的学习和掌握：“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

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诗中的儿童

尚未掌握耕织这些生产技能，但他

们可以跟着大人学习种瓜的技巧。

唐代儿童也有辛苦勤奋的学

习生活。杜甫在《宗武生日》中写

道：“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自

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

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

彩衣轻。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

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倾。”宗武是

杜甫的幼子，小名骥子。杜甫在诗

歌中曾多次提到并称赞他的聪敏

好学，在《忆幼子》中说：“骥子春犹

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

喜爱学习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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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阅读 文史笔记

由于好奇的心理和叛逆的心

性，年幼的孩子总会做些在大人们

看来是破坏和闯祸的事情。在“搞

破坏”方面，唐代的儿童与今天的

儿童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成都郊

外的浣花溪畔的一群孩子，就被杜

甫写进诗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

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

竹去，唇焦口躁呼不得，归来倚杖

自叹息。”四处漂泊的老诗人好不

容易在这里盖了几间茅屋得以栖

身，却被秋风卷走了屋顶的茅草，

他眼看着群童公然抱着茅草钻进

竹林，喊哑了嗓子也无济于事，又

气又急，便骂他们是“盗贼”。作者

把自己和顽童对照起来写，使老人

和顽童的神情都显得很生动。严辞

斥责顽童，可见老人当时心情的暴

躁，同时又令人感到幽默。诗人笔

下那些顽童固然可恶，但是在他们

顽皮、幼稚的神情中也的确有可爱

的地方。

更多的顽童躲在各自的家中。

李商隐的儿子名“衮师”，诗人称赞

他“美秀乃无匹”，事实上是个不折

不扣的顽童，他在《骄儿诗》中的行

径：“绕堂复穿林，沸若金鼎溢。门

有长者来，造次请先出。”这个熊孩

子到处奔跑喧闹，沸反盈天。即使

贵客临门，他也争先出门，全无礼

数。“凝走弄香奁，拔脱金屈戌。抱

持多反倒，威怒不可律。”他弄坏姐

姐的妆奁，拔掉妆盒上的纽环。大

人抱住他，他就拼命挣扎，以致身

体倒悬，即使大人发怒也无法让他

服从。晚唐诗人路德延有一首《小

儿诗》，“曲尽儿嬉之状”，分明是描

写自家小儿恣意玩耍的情状，所以

能如此细致生动：“嫩竹乘为马，新

蒲折作鞭。莺雏金镟系，猫子彩丝

牵。”“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

“等鹊前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粘

舞蝶，隈树捉鸣蝉。”简直闹得鸡飞

狗跳，家无宁日，用民间俗语说，真

是个“狗讨厌”的顽童！

这一个个“熊孩子”终日嬉闹乃

至惹事闯祸，但是父辈写他们的诗，

却是字字句句浸透着爱怜之情。

与谁论。”在《遣兴》中说：“骥子好

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

得老夫诗。”唐代以诗赋取士，参加

科举考试，精通和熟读《文选》是必

修的课程，因此杜甫要求宗武必须

掌握。

令人气恼的“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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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四时田

园风光里的“牧童”形象，也是唐诗

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杜牧的名篇《清明》勾勒出了

一幅绚烂的水墨画，天真的牧童指

向远处，灵动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中国历代“清明诗”数量不少，唯独

这首诗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细究起

来，与诗的后两句关系很大：在细雨

迷蒙的清明时节，天气阴冷，路上的

行人失魂落魄。诗人急须喝杯酒驱

寒除湿，牧童告诉他，远处就是杏花

村。“酒家”“牧童”“杏花村”几个意

象的组合，扭转了诗歌上两句营造

的凄凉凝重气氛。特别是牧童形象

的出现，让整首诗充满诗情画意，意

境超然。因此，在唐诗中，出现“牧

童”的地方，往往象征着诗意的田园

风光，惬意的乡野生活。

再如晚唐诗人崔道融的《牧

竖》：“牧竖持蓑笠，逢人气傲然。卧

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牧竖，即牧

童。诗中的牧童身穿蓑衣头戴斗笠，

遇到人故意装出很神气的样子。放

牧时卧在牛背上吹短笛，牛耕田时

就在溪边田头悠闲地玩耍。牧童为

什么要装出“气傲然”的样子？这或

许就是儿童心理使然，遇到成人时

他展现出“傲然”的一面，与他的牛

在一起时，他展现出的是恬淡自适

的一面。这无疑是一位个性鲜明的

牧童，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化身。

在唐诗里，“牧童”这一意象不

仅仅是简单的儿童形象，而是有着

牧者和童子的双重特征，前者在古

代文学视野里常常是隐者的具象

化，而后者与生俱来带有童真纯朴

的气息，两相结合，成为纯真自然的

象征，而这正是厌倦俗世喧嚣的文

人们的精神寄托之所在。所以我们

看到唐诗中关于“牧童”的吟唱和描

摹绵延不绝。

诗意田园中的“牧童”形象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