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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鲁冰老师的新作《小推车，吱呦呦》，一口气读下来，
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以童话的形式讲
述真实的历史，伴随小推车寻找家园的一路，也是走进沂蒙
革命老区触摸红色民族脊梁的一路。

这本书有着鲜明的红色主题。在血与火、爱与恨中化为
金币的假银元；姻缘在水乳交融中化为沂蒙红和沂蒙颂的莲
子；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获得了生命的百灵鸟；跟随淮海战役
中的支前车队，感受着真情感受着爱，最终化为绿树的树枝，
四个主要故事内容本身紧紧围绕着战争与和平展开。作者
借助小推车、银圆、蓑衣等一件件红色文物串联起“乳汁救伤
员”“全民支前”等真实的革命故事，更是在假银元替战士抵
挡子弹、积极救助子弟兵的英娘重获歌喉等情节中，将浓厚
的军民鱼水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小推车即将回归家园的
结尾，又一波三折地安排了跌落悬崖的情节，因此有了象征
和平的猎枪感冒这一最终大结局。

在一本主要面向儿童的作品中，以战争与和平作为故事
主线，在无形中对小读者起到了教育作用。对少年一代进行
红色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可以告诫他们不忘先辈浴血
奋战之艰辛，珍惜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又能勉励他们树立
正确的人生理想，以少年之强大完成中华崛起之伟业。进入
新时代，青少年肩负的使命光荣而艰巨，从赓续红色基因、传
承奋斗精神的角度而言，《小推车，吱呦呦》的出版恰逢其时。

作为一本童书，《小推车》在叙事中采用了经典的“重复”
手法。全书的四个章节、八个故事都是在“你和小雨点一定
走累了，就在我身边歇一歇，听我讲一讲我的故事吧”以及

“‘呼——呼——’风儿紧紧地跟随着他们，同时给小推车讲
起了小雨点的故事”这两句不断重复的句式中讲述出来的。

“重复”这一创作方法很早便出现在文学创作中，《诗经》
里有不少作品便是通过不断重复同一诗句来强调内容并达
到气势节奏的高昂。用“重复”的方式创作儿童文学更是与
小读者的阅读心理不谋而合，以相同的句式引出每个故事，
不仅能让小读者更清晰地把握作品整体框架，更可以激发其
好奇心，主动想象下一个要讲述的故事。同时，借助童话这
一体裁讲述故事更便于进行价值升华。用真银元换来的假
银元历经战场硝烟最后化为一枚金币；绣在头巾上的百灵鸟
经受战火洗礼后和哑女一起喊出“战鸽快飞”，从而拥有了真
正的生命；一根树枝在支前车队中时刻感受着百姓对前线战
士的真情与爱，从而化为一棵绿树。这些融入了童话想象的
情节在增强作品阅读性的同时，更带给小读者们深刻的精神
洗礼。

此外，作者还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双线结构。在讲述战争
残酷与艰难的同时，安排风儿讲述小雨点一家静谧祥和的田
园生活：春天给外婆送春饼、初夏参加小动物们的聚会、习习
秋风中采摘满园的果实……这些美好的生活图景借立春、立
夏、立秋、立冬四节气引出并徐徐展开，辅以大量沂蒙地区的
谚语、风俗，在一张一弛间谱写了战争与和平的二重奏，可谓
独具匠心。

《小推车》另外一个鲜明特点便是其音乐般的趣味语
言。“打了春，脱了瘟，人不知春草知春”“上午立了夏，下午把
扇拿”“天亮了，鸡叫了，鸭子挑水来到了。狗上锅，猫烧水，
猴子炕上当婆婆”，类似的民间谚语、儿童歌谣在作品中不胜
枚举。大量出现的儿歌、童谣使作品读来朗朗上口，对于儿
童来说，他们对这种语言形式有着本能的喜爱，吟唱的歌谣
语言更是比散文语言更容易被接受和记忆。成人作者在写
给儿童的作品中往往容易丧失语言立场，或是全然忘记阅读
对象，使用晦涩的描写使故事变得生硬无趣；抑或是一味采
用想象得过于低幼化的对话，使读者觉得失真从而丧失阅读
兴趣。音乐般的语言有着四两拨千斤之巧妙，从这一语言方
式的使用中更可以看出作者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深厚积淀。

鲁冰老师曾说：“我写童话的原则也是大繁化为大简，重
化为轻……具体到此书，极简的吱呦呦包含万千。”《小推
车》独特的语言形式也正是这一写作思路的印证。这本用大
量节奏鲜明、韵律和谐的歌谣讲述的童话小说，在一声声“吱
呦呦”的吟唱中驱动着儿童读者思绪飞扬，使故事画面鲜明
地活动了起来。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的成人读者，我读完这本书有一种天
然的感动。作为在农村出生、成长的九零后，初夏的黄昏，奶
奶在灶前升起炊烟，结束了一天劳作的爷爷讲述过去的故
事，是我长久以来极其怀念的童年图景。然而伴随着时间车
轮的前行，亲历战争历史的那一代人正在远去，如何向少年
讲好过去的事，成为值得儿童文学作家深思的命题。鲁冰老
师的这本《小推车，吱呦呦》，为我们掀起了一角答案。

作者简介：李志越，儿童文学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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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再次我的人生》是今年上映的一部重生剧。如
此的重生桥段在网文和网剧中并不鲜见，且在数不胜数
的重生题材网文中，该剧的剧情也略显简单和俗套。

一个刚正不阿的检察官要扳倒在总统面前都拥有话
语权的国会议员，一强一弱的明显对比，是该剧稍可期待
的一方面，但通过影视剧特别是韩剧的横向比较就不难
发现，估量该剧的价值不能单纯依靠剧情分析，而应从结
构和叙事逻辑上思考其意义，进而产生对重生这一概念
的进一步理解。

概念意义上的重生，是指重新再活一次，即再经历一
次人生。与穿越的概念有所不同，重生意味着生命的重
新诞生，并没有携带原有的经验。穿越不光是指空间和
时间上的往前或者往后，而且还附带主角自身已经拥有
的经验。《再次我的人生》中，主角在经历死亡的结果前经
历重生，是结合了穿越的重生，既发生了空间、时间的位
移，也带回了过往的记忆。这样的重生，无疑是所有人梦
寐以求的。因为如此便有了可以修正过去的不足，创造
新的历史的可能。但值得警惕的是，创造新的必然要波
及旧的，新旧之间的碰撞会造成不可掌控的连锁反应，正
如片中提到的蝴蝶效应。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维将存在与时间拉开了一条有限
的直线，让人们不得不思考生与死、存在与非存在、短暂
与永恒、现实与理想等等问题。而如果我们跳出哲学家
的思维，打破线性存在，即是推动该剧剧情的底层逻辑，
也构成了网文中所谓的爽点和该剧的看点。古诗所言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
生”可谓异曲同工，昭示出生命的单向性与在此期间人们
能够延展生命宽度的诸多可能。

该剧给了我们另外的启示：是不是没有遗憾的人生
即为圆满？检察官金熙宇利用过往积累的经验，将原本
需要考三次才能实现的大学梦缩短为一次，也因之前做
检察官掌握的线索成功掌控了党阀赵泰燮身边的一众走
卒，但仍然有不少地方英雄气短，过往经验无法直接取
用，毕竟不符合正常逻辑，而因改变命运所造成的连锁效
应也往往无法预计。汪曾祺在《我们都是世间小女儿》一
书中说：“难忘山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
成离别。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还那一邂逅之后的欠缺，
那一股离别之意。”莫言在《檀香刑》中也说：“世界上的事
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
圆满了，马上就要亏欠；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
要坠落。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通过观察对比可以看出，韩国电影与中国电影在叙
事方面并没有迥异的不同，或许这也是电影语言本身所
具有的跨国界的特质。但从电影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和文
化内涵，却因为地域差别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样貌。单从
该剧来看，政治题材的电影在韩国或者欧美国家更多地
出现，原因是党派为财阀所掌控的历史渊源，让这种揭露
和呈现有更多视角上的选择。在文化方面，韩国影视作
品中的长幼、上下级之间的尊卑秩序更为严格，其反映出
来的文化的扶持和养成应从小抓起，也给我们以启示与
警醒。

在该剧中，检察官金熙宇一出场便经历了被党阀终
结人生的悲惨命运，而阴间使者的出现，给了他第二次人
生选择。他挽救了父母和拍卖之王吴容洙的生命，拯救
了因家庭变故滑向深渊的金圭丽和杜尚万，协助遭到排
挤被发配的正直检察官金石圭做上了检察长，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无法掌控杜尚万被害，金韩美私生女身份暴露
等因为人生改变后发生的时光扭曲。

重生是一把双刃剑，让重生之人既体验到了提前预
知并采取措施干预结果，从而避免灾祸的红利，另一方面
也必须自我消化因改变而产生的副作用。一旦双向的思
维逻辑得到现实的印证，依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操控。诚
如海明威在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所描述的死亡：“很
奇怪，只要够疲倦，原来这么容易就能走到这一步。”这种
疲倦，也许当我们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连接之后便一直存
在：我们有了独立的意识，有了对有限性的觉醒，便意味
着一生都会面临着短暂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
的激烈冲突。无可辩驳的是，纵然拥有再度选择的能力，
纵然能够利用种种便利规避种种风险，在抵达目标的道
路上，我们仍然摆脱不了无力感。这就是人生。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人生能重来你会如何选择？是继
续原来的人生还是换一种活法？我想，换一种活法的选择
应该会远大于继续原来的人生。再放大一下问题，如果人
生可以重来多次你会如何选择？这更是一个有意思的导
向。按常理来看，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中
永远都无法实现无限的可能，而如果以无限的生命来定
位，那么无限的可能也将变得有限。这是一组无法对等的
命题，也是《再次我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应该始
终相信，在我们不断地追问中，每个人都能找到灵魂暂时
的安放，可能在人生的终点，或许也是新的起点。

作者简介：王国梁，《青岛文学》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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