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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长篇小说《阳光照在路上》属于温
情疗愈系列作品，由于其内在的疗愈效果，
所以刚一问世，就反响甚好。该小说无论是
故事、对话和结构，还是内在播下的良善、
阳光，都显得新颖别致，意蕴丰盈。《阳光
照在路上》，可谓一曲悠扬舒缓的成长之
歌，小说以平实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文字，
书写了杨惜宁等孩子们内心世界里的自然之
道与生命哲学。小说力求针对现实而发出生
命的思考，力求针对孩子们的内心需要而给
予阳光的医治。

守护内心深处爱的图景

《阳光照在路上》一书里，作者开篇就
娓娓道来，由于家里多了妹妹小扣子，备受
宠爱的惜宁突然失去了原有的爱。于是，心
态失衡的惜宁逐渐陷入了心理阴暗地带，性
格日渐偏执，情绪激烈，常常心里失控……
写惜宁的童年经历，是在诊脉，亦是在医
治，作家杨中华怀着一颗爱心，在思量与感
悟，亦在倾听与诉说。

作家杨中华笔下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处在

精神世界边缘，却丝毫没有被世俗化的爱的
图景。杨中华以自然和真实的手法写惜宁的
心里活动和行为世界，写惜宁因被父母忽视
送到乡下，写他渴望爱，而以自己看好的方
式捍卫爱的林林总总。作家笔调轻松，虽在
写一个内心世界出了问题的孩子，可文字里
依然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生命的感觉。

故乡、容老师、容爷爷、青麻等等，每
一个人都在给予，爱在路上，而惜宁总是无
法接通这些爱的电流，总还在某一个角落里
黯然神伤，或是思考着自己的思考。其实每
个人的儿童时期都是天真烂漫的，惜宁也是
如此，即使他内心深处对于现实生活有不
满，有抱怨，可是他所展现出来的依然是最
纯净无暇的时光。生活中他一点一点领受来
自周围人的爱，也一点一点在接受医治。抽
丝剥茧，作家是在讲述一个孩子爱的经历，
也是在释放真实，借此呈现出一个真实、真
切状态下的成长孩童。

特殊的比赛失利，惜宁陷入困境，逃避
现实，躲着不上手工课，和容爷爷、宋京，
闹得不愉快。别人无心，可惜宁有意，跌落
在失败的漩涡里，惜宁的内心深处是苦的。
可以说他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他感觉自己是
一个被爱抛弃的人，从父母珍爱小扣子开
始，从他被奶奶带到乡下，他的生活完全改
变了，仇视乃至敌视周围的人，他变成了一
个灵魂阴暗的人。可有谁知道，其实他特别
渴望被关注，特别需要周围人的认可，他做
的所有努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造一
个他内心深处爱的精神家园。这是惜宁的真
实需求，也是和他一样处境的许多孩子的需
要！作家杨中华就是洞悉了此类境遇中孩子
们的精神需求，才借着文字逐步来洗涤孩子
们的心灵，使其逐渐放下生活压力，回归爱
的精神故乡，在阳光下生长，在阳光下经历
生命的厚重与雕琢。作家写惜宁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写他整个世界的琐碎事儿，他俨然
是一个心理医生，不仅仅是在文字里探索、
追求，更是在执守中一点一点给药，一点一
点注射……

对生活细微的体察

生命体察是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深入，也
是对书写的深入，在生活中，作家杨中华是一
个擅长细微观察的人。他用透彻的眼光打量
周遭的人、事、物，也在生活中发现并关注了
小说主人公惜宁的原型。借着细微观察，他

才能通过个性化的惜宁来反应整个惜宁类孩
子的生存全貌，生长历程。因长期关注这些

“自我”族孩子，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
才能在写作过程中赋予文字一种生命的力
量，在文字里潜隐，于细微处注射阳光。

作家杨中华在小说 《阳光照在路上》
里，写一个孩子，惜宁的成长过程，说他如
何逐步理解人世、理解人，如何从“我”中
走出来。他写惜宁的自卑、自私、敏感、多
疑，写他遭遇的困惑，也写这一切之外惜宁
的那份可爱……作家杨中华说自己是一个有
十几年“写龄”的作家，也说写这部小说时
他遇到了新问题，他感觉，无论从思考的角
度，还是故事的布局，到行文的方式，乃至
细节的处理，都与之前大不相同。他发现自
己特别需要童心，需要爱心，需要贴近孩子
们的实际生活。正是因为正视了看问题的角
度，作家杨中华才越发细致入微地体察生
活，关注身边的孩子们，学着站在他们的角
度想问题，看问题。经过一番细微体察与深
情体恤，他才获得了写下去的力量，他也才
能集合惜宁原型的生活片段，而写就了这部
长篇小说。

任何时候，一个好的作家，都该是一个
认真的人，对自己认真，更对生活认真，这样
写出来的作品也必定是认真的，是经得起推
敲的。作家杨中华怀着一颗敬畏生命的心，
在文字里发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也在字里
行间种下良善和宽容，信任和温暖。小说里
他写惜宁的转变，主要是因为草编状元容爷
爷、容老师、青麻、麻豆等人传递给他的宽容
和信任。其实的确如此，正是那些一点一点
注射进来的阳光，才使他有温暖的感觉，可以
说，温暖是医治心灵最好的良药。这一切，作
家杨中华不仅在观察中发现了，同时也在一
步一步，一点一滴地描述着，逐步让温暖的感
觉扩散，让关注和爱一点一点堆积。

他写惜宁末了和小扣子的兄妹情深，写
与对手宋京的同门学艺，以及救人时的那份
大义凛然，逃跑时的那种内心忐忑……无论
是哪一个片段，都是那样鲜明立体，活生
生的，像这事儿就在我们身边，那个习惯以
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孩子，就是我们家里的一
个……读杨中华的小说，一种强大的真切感
包围了我，仿佛我也是其中一员，也在学着
草编工艺，也在惜宁心酸挫折的路上，痛
着、爱着、迷茫着……

作家从惜宁、青麻、麻豆等等小人物的
日常生活落笔，来体现他们的成长历程，也

是通过微观的角度来看问题，继而有一种宏
观且大而广的空间叙事。借此来说明孩子们
心里健康的重要，也在一种蕴藏里，表达了
一份对阳光，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可以
说，阳光真好！温暖就在生活中，正在等着
我们去体察、发现……

关于阳光生长的理性思考

作家杨中华在《阳光照在路上》这篇小
说里要强调的核心问题，是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不仅需要身体健康，更需要心理健康才
行。随着社会发展，如今生活中的孩子们的
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一些处境中能否有
一颗平衡的心，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尤
为重要。小说里的主人公惜宁就是一个典型
的性格偏执型孩子，他活在“我”里，面对
生活中的一些所谓遭遇，尽可能选择了逃
避，甚至以仇视的眼光来对待。将自己隐藏
在阴暗地带里的孩子，最大的需要就是阳
光，就是温暖，就是爱！小说《阳光照在路
上》，作家杨中华正是面对实际，把好脉
搏，开了药方，来一次慢节奏的心灵医治。
通过观察和思考，作家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
精神重压下的惜宁一类孩子内心的疼痛，他
轻落笔，重出击，在文字里承受着现实生活
中苦痛的煎熬，在疼痛中梳理、修复，而终
使温暖透过时间，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可以说，作家杨中华是一个善于理性思
考的人。看生活中的花花绿绿、形形色色的
孩子们，看他们的精神取向，看他们性情里
那些不稳定的因素，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杨中华的观察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不仅仅是
看到了故事，看到了图景，值得肯定的是他
还静下来思索、追寻，他还带着一种责任感，
竭力找出一条可以医治孩子们的路。他想到
了国家开放二胎政策后带来的新问题，老
大、老二如何和谐相处；他也想到了有偏执
思维的孩子，该如何做心理疏导和疗愈……
看到问题，就需要解决问题，作家杨中华就
是在这种纠结的撕裂感中，来用心描述，用
心良苦。

纵观全书，作家多处使用反思、追忆相
互交叉的方式来进行写作。在描写惜宁下乡
前的心理活动时，在写他乡村生活记事里，
处处可见他的回忆、反思。作家站在理性思
考的角度，在下意识里赋予小说主人公惜宁
一种善思的习惯。这种反思与回忆交叉，现
实与历史碰撞的叙述方式，是许多读者所欣
赏与喜欢的。对比之下，公道自在人心，黑
白自然分明，无需批评，无需多言。惜宁是
这样，我们亦如此。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喜欢看眼前，看表
象，可作家杨中华与之有别，他绝不会流于
表层，只看故事里的故事，而是透过一些小
事儿，道出内里真正的需求，善于发现的
他，在发现的现场，还开始了一场精神的医
治，使惜宁一样的孩子不再处于精神孤独状
态，而是在成长中越发阳光，越发向上。

一部意蕴深广的阳光之作
——评杨中华儿童长篇小说《阳光照在路上》

陈浮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发落到环境恶劣的黄州，生活
窘迫，遂提笔记曰：“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凄惶
至此，眼看是吃不下饭的人了。黄州有肥猪，被贬蛮荒之
地，苏轼专心致志文火慢炖“东坡肉”，横空出世一套菜谱
《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恐这世上再难找出如此大气之人，贫瘠恶劣，他也能把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生活困顿时，猪肉轻而易举满足了人们
对脂肪和蛋白质的需求，且能让这种香味抵达心灵，产生足
够多的愉悦感，仅此即值得颂扬。

我口腹兴起，也会买来猪肉亲手制作。一日，欲作“薇
之小煎”以自飨。薇，我曾用过的笔名。煎，则是中原常用
烹饪手法之一。集市上购得农家黑猪肉三五斤，洗净、晾
干，肉置案上，操刀，剁、切、片，祖传十八般武艺加持。
我的厨房，向来动静大如集市。骨肉分离，成段、成块、成
片。姜、蒜、桂皮、八角、花椒、葱段，各适量，干煸后入
砂锅；毛尖一两，洗净，入锅，文火细烹。近日品茶，皆为
绿茶，绿茶清冽纯净，让人心动，动而后静。和绿茶对坐，
心清眼明。西湖龙井、信阳毛尖，均为我大爱。茶汤乃解腻
之王，以造肉，细思，应为极品。

时光倏忽，炉火掩映，久煮，绿茶青青，气息弥漫，肉
香似淡似浓。想是在烹煮过程中，茶之静气与热烈荤味久久
纠缠，互为浸润，最终握手言和，缠绵出肉香的悠长醇厚。
一个多时辰过去，锅内茶中已有肉香，肉中又有茶味。肉将
酥，热气和香气氤氲，关火。筷头挑去毛尖佐料，去汤，去
油腻，切薄片，置于平底锅小煎。阳光透过窗格抚摸着臂
膊，此时，厨房内环佩叮当。这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词，等
同“花飞面”“笑嫣然”，岁月安然的美好在厨房里漶漫为沉
实。铁锅发出“滋啦”声响，白肉慢慢变成温润透亮的黄，
绵香悠悠；红肉则为沉实的赭红，有干烧肉香萦绕。再佐以
豆干、茶菇、笋片、香芹，此时宜用“炒”字功，豆干炒至
焦色即可。

世间植物分别以种子与茎叶的形式与人类的肠胃接
近，而猪肉，则以醇香绵软抚慰着人们的口腔。一盘“薇
之小煎”，色味缤纷，馋人眼目与口舌。大概因为着了
茶，并不腻味。世界本无腻，只需吃得安逸，便是活得自

在。
少时口福薄，母亲围裙里记录的大多是粗茶

淡饭，食肉，多是逢年过节才有的恩惠。母亲并
不擅长做肉，她吃得少，见得少，虽是心灵手
巧，却做不好肉食。大姨夫会做肉，他似乎有做
肉的天赋。他做的干菜扣肉，可以在大年初二这
天，成功地把亲戚都吸引到他家去。

五花肉切成薄片，用盐和少量糖腌制后铺在
碗里，碗底铺排的是中原人常用的金针菜、干豆
角、眉豆角，一起放笼屉里蒸。大姨坐在灶窝里
烧火，火光映着她美丽端方的脸。灶膛里的劈柴
吐着红舌头，一下一下舔舐锅底，催促着肉香从笼
屉周围冒出。大姨夫做的扣肉，肉片薄厚均匀，色
泽红亮，甜香软糯，无腻味。说到甜，这大概是“大
姨夫”牌扣肉的秘诀。中原菜注重咸香，跟甜无
缘。但他偏偏着了一些蔗糖进去，扣肉就有了不
同的意味。肉色微绛，味淡甘。甘则鲜，鲜又让咸
味具有了层次感。后来有机会见识潮州的鸭子，
用糖腌渍后再用甘蔗皮烤熟，才晓得饮食江湖里
还有个“甜食党”。在海口，可以看到满大街的“水
吧”，水吧里的饮品，甜味饮料大多都要放盐。若
问岂有此理，便答，咸让甜味更具了味道的包孕
性。咸对甜起到了烘托功用，甜则更加鲜明。反
之亦然。世间事便是如此不可理喻，矛盾双方在
一定条件下即可敌友互存或转化。

母亲不喜欢吃肉。大概是几十年的欠缺，习
惯成了自然。她年轻时没有那么多机会吃肉，她
把为数不多的肉食机会都给了孩子。她的胃拒绝
鸡鸭鱼羊的供养，仅对牛肉还存在一些好感。牛
肉是母亲的救星，给她在这个世界上一部分肉食
的权力。小儿是肉食动物，他哂笑外祖母，大概
您上一世得罪了阎王爷，这一世才惩罚您不能吃肉。民间亦
如是，一切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都可以推给上天。

少贫，肉食是上天最美好的赐予。一次舅家办喜事，母
亲前去祝贺。天擦黑时才回得家来，孩子围上前找吃的，母
亲将小点心一个个拿出来，分给每一个孩子。啊，她大叫一
声，牛肉找不到了。她的脸在灯下涨得通红，无比慌乱和着
急。牛肉是善良慈祥的二妗子另给的，定是想着我家孩子
多，牛肉贵，吃的机会极少。骑上车子调头去找，原是着急
回家，自行车长了翅膀在路上飞速摇晃，不小心把牛肉荡了

出去。摸黑一片片找回来，清洗干净，柴火锅里再炒一次，
分给几个孩子。我不吃，我是长姐，应该礼让弟弟妹妹。没
有谁能理解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美食诱惑所表现出来的坚
毅和狠辣，以及眼眶里悲悯的眼泪。若想得到，必须拥有自
己创造的能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任谁也剥夺不去。

如今猪肉因瘟短缺，就去仙沟购了著名的海南定安小黄
牛后腿，促着商家细细切为牛肉馅儿、牛肉丝儿和牛肉块
儿。这段时间，我可以随意给小儿做牛肉丸子、牛肉饺子、
牛肉包子和酱牛肉了。

肉食者喜
马思源

劝小姑似的，王小
忠这才答应，到这出戏
里露个小脸。

好在，只是一个配
角，一上手立马入戏，
正想着好好过把戏瘾，
偏偏出演男一号的小张
工作调动。临时接替男
一号的大张自我介绍：
我嘛，与小张同事，是
个“一般干部”。

王 小 忠 坦 然 了 几
分：还是下乡扶贫的机
关干部作风朴实啊。

与王小忠排戏没几
天，大张擅自改了戏，
配角与主角互换位置不
说，剧情大反转，让王小忠一连好多天入不了戏。

王小忠是小张、大张所在的这个局的扶贫包保
对象。上月，小张调走，大张原来的扶贫包保对象
病故，局里内部调剂，王小忠“转”给了大张。

王小忠所在的村子，风一吹，树丫子也能哼上
几句黄梅戏。他这样的“孤家寡人”，别看经济收入
窘迫，一出口也能哼上几句戏文，而那些上了年纪
的，几乎人人都有点戏瘾。

包村扶贫这几年，小张推出的“特色扶贫”赚
足了媒体眼球，“扶贫先扶志”理念深入人心，王小
忠经济收入指标方面即将脱贫摘帽，精气神也上了
档次。

原先的剧情是一出古装戏，小张扮演包拯，王
小忠出演小吏，两人演的几场对手戏，令市电视台
记者闻讯而来，屁颠颠地拍了好几遍，说要往上申
报奖项，说不定都能惊动韩再芬这样的大伽。有关
断案的台词唱得荡气回肠，王小忠一度挺入戏，没
承想大张改成了现代戏的剧情不说，还让王小忠逆
袭，出演男一号。

这……不翻天了吗？王小忠受不了，自己天生
一张挨审的苦瓜脸，狗肉上不了正席，突然摇身一
变成了检察官，审讯的“犯人”居然还是帮自己脱
贫的包村干部？

大张说，按剧情来，先入戏，淡定……
大张改动的剧情，是一出现代黄梅戏，抖落的

是机关某局私设小金库的事。王小忠看过电视新
闻，这一阵子市里全面清理单位私设的小金库，限
定时间，公布举报信箱与电话号码，若向上级反映
属实，奖金一万元不说，还绝对保护举报人隐私。

一万元赏金，王小忠心头一紧，明年与人合伙
搞塑料大棚，手头正缺这个数。一分钱难到英雄
汉，他一个老光棍缩在村里，成天与几亩薄地较
劲，一万元够折腾一壶的。哪晓得某些机关上班的
公仆们，到月拿工资不说，还敢私设小金库？这也
太不廉洁了吧？这么一想，再度唱起大张修改的唱
词，立马热血贲张——可是，这毕竟是戏文呢。

管他呢，反正是演戏，再说大张一个月只下乡
一趟，好不容易两人碰了面，扶贫的事拉扯完了，
怎么说也要排上一出练练手。只是开戏前，大张是
扶贫干部，嘘寒问暖。进入排戏时间，瞬间成了被
审查对象，让王小忠情感上一时难以入戏。

时间一长，王小忠总算入了戏，清官形象塑造
得挺那个的。有天，正演得高兴，村书记过来了，
兜头一顿嚷嚷：王小忠，好大的胆子，还敢……

“审讯”张局长？
王小忠傻了，本是熟透的戏文，剩下的卡在嗓

子眼里，吞不下去，吐不出来。一时间两条腿似乎
成了别人的，三伏天里也不知从哪冒出的寒气，反
正浑身只剩下打颤的份。唉，自己只图呱叽呱叽唱
个痛快，那知道甘当配角的“一般干部”大张，居
然还是一把手局长？

这可怎么办？你就是往我肚里植入八只虎胆，
自古也是局长大人“审判”小人我。哦，不不，我
王小忠一介草民，哪有什么小金库？

这以后，王小忠再也入不了戏。有次，终于坚
定信心，剧情刚到审理环节，本是扮演检察官的王
小忠，忽地瘫倒在地，嘴里念叨的也不知是哪来的
台词：我错了，我不该私设小金库，我有罪，罪该
万死……

弄得大张一愣一愣的，最后，这才出了一招，
说：要不这样，我写封举报信，你抄一遍，改天进
城寄出去。

大张举报的，竟然是本单位私设小金库。看到
王小忠工工整整地誊抄好了，大张如释重负，头次
睡了个安心觉。

这次，大张豁出去了，这封实名举报信一到纪
委，竹筒倒豆子，一了百了。长痛不如短痛，可……
转念一想，自己也快退休了，这事免不了会牵扯历
届局领导。私设小金库，见怪不怪的顽疾，约定俗
成的潜规则，这次纪委要是顺藤摸瓜，几届前任局
领导都赋闲在家安度晚年了，一旦知道是自己捅了
马蜂窝，免不了这个那个……

凡事总有个开头，好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半夜，睡意朦胧的，一不溜神迎面撞见王小忠，刚
要喊他，哪知道人家径直往前走了，任他怎么解
释，对方却一直入不了戏。

别走，听我说完。大张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对
方。王小忠脑门子直晃：我不要这一万块钱赏金……
穷，要穷得骨气。

你那天，不是答应了？再说，你出演检察官，不也
有模有样？我这个当局长的都敢壮士断腕，你……还
怕入不了戏？

你们局的小金库，我一个农村老光棍，怎会知
道？听听，人家说的也在理。那怎么办？大张一
急 ， 那 个
梦 说 碎 就
碎 了 ， 溅
起 的 一 圈
圈 波 纹 ，
从 黑 夜 深
处 轻 轻 重
重 地 涌
来 ， 一 连
几 天 撞 得
他 有 点 头
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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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照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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