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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城》

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以河海之滨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海岛、盐滩、渔船、苇荡、月光⋯⋯作家笔下生花。精彩
的故事投射出生命的尊严和意义。作家在辽河入海口的滨海小城生活十几年，这些作品尽得水之灵秀
，堪称文学精华。如《天空之城》充满奇幻之美；《红摊上的小瓦》《我家的月光电影院》等篇，闪
耀着动人的光辉。
王泉根、海飞、方卫平等著名教育家、学者精彩点评，有助于理解作家的深意。阅读时会唤起小读者
、大读者的童年回忆，感受和珍惜现在的生活的快乐，感受阅读的快乐。用作家的灵感开启自己的写
作之路，你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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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城》

作者简介

薛涛，男，1971年3月生于辽宁昌图。做过教师、报社编辑。现供职于辽宁省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委员。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正午的植物园》《我家的月光电影院》，长篇
小说《精灵闪现》《废墟居民》《泡泡儿去旅行》《夸父与小菊仙》《满山打鬼子》《虚狐》《情报
鸽子》等几十种。并出版有《薛涛作品坊》《薛涛金牌幻想小说》《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等书
系。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文化部蒲公英奖等奖项。作品曾选入大学、中学语文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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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城》

书籍目录

河澡
空空的红木匣
学狗叫的孩子
少年与镜子
死亡游戏
天空之城
漂
清白
红滩上的小瓦
海爸爸 蓝房子
如歌如诗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庚子红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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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城》

精彩书评

1、薛涛作品的文学价值一直是被低估的。这是我长久以来的看法。就儿童文学圈子来看，许多写作
者出道时所走的路子是不理想的。这些作者中，一些人通过后来的摸爬滚打，加上自己的悟性，终于
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有一些人直到再也无力维系写作，也未能找到应当走的路。薛涛从一开始，就
大大方方、目不斜视地走在文学的正道上。他是属于那种起点很高、出手不凡的作家。他早期的作品
离现在已经有很多年头了，现在回头去看，你不得不承认它们依然还是文学作品。其中一些也许有点
儿稚气，但一篇篇都还精精神神地活着。再回首看从前一二十年的儿童文学原野，只见许多作品已经
枯萎凋零。那些冠以“儿童文学”的作品，已成石头，已成枯枝败叶。两相对照，薛涛的作品就显得
更加的光彩。他就这样沉静地走着。这个人不东张西望，不左顾右盼，心里想明白了，就义无反顾地
往前走。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分心的时代。满世界的诱惑，满世界的腐蚀，满世界的堕落。当
无数的人禁不住“风花雪月”、“纸醉金迷”而“变色”、“变节”时，这个人显得有点儿固执，不
为所动，一如既往地伺候他的文字。这些年，改变初衷的人太多太多，而他守望着他当初的文学理念
，没有过动摇。他在坚守，他在反抗，并且是不遗余力地反抗。我们从他的许多短篇及长篇，看到的
就是这样一个不见异思迁的我行我素的形象。不是说他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他也在变，它变的是
“法”，而不是“道”。我们从现在往回走，看他的文学路径，我们看出的是，他一直就在进行着文
学上的变法。他的文学世界，比初时深邃和开阔。无论是在题材领域的开拓还是在主题思想的深化方
面，他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实验。他已经建立了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一律打上了
“薛涛”的烙印。甚至在叙述风气方面，他都在显示他的不同侧面、不同风采。“谷哥和鼠辈不晒太
阳。早上，他俩总要找个理由打架。鼠辈连打三个呵欠，谷哥认为太多，要打架。谷哥梦见奖券中三
等奖，鼠辈一定嘲笑一番，也要打架。要是谷哥梦见一等奖，那就是厚颜无耻，打得更凶。”这是薛
涛的叙述风气吗？可难道不是薛涛的叙述风气吗？今天的薛涛，既是庄严的又是谐谑的，既是深沉的
又是轻松的。比起早期的单纯，他后来的作品有了饱经风霜的味道；比起早期的执着，他后来的作品
有了成熟的弹性和智慧。但千变万变，他对文学性、艺术性的追求却由始至终没有变。他是我们队伍
中一个很有定力的人。他的写作，也许被人质疑过：这样的作品合乎潮流吗？可薛涛似乎在说：潮流
算什么东西嘛！他心里似乎有个关于文学的恒定定义，这个定义在人类创造了文学之时，就存在了。
他写童话也好，写小说也好，写幻想也好，写现实也好，写从前也好，写现在也好，千变万化之中，
他看到了真文学不变的元素、基本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薛涛对当下许多作品——甚至是走红的
作品，我不敢说他是不屑一顾的，但我敢说，他在心里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用他的作品告诉了我们
他的看法。薛涛的文学生涯应该是漫长的。我的理由之一是：他善于编织故事。儿童文学圈子里，有
几个编故事的高手，张之路、沈石溪、常新港是，薛涛也是。一个作家，如果能够没完没了地写作、
看不见他有衰败的时候，编故事的能力是一个前提。长篇、短幅，薛涛为我们编了多少个精彩的故事
？他的故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那些故事又编得地道。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一流的好故事。这些故事
独特、新鲜，起承转合安排得当。具有一定长度的情节所组成的故事，本身就是具有美学价值的。而
且，一个好的故事，一定会在其中蕴含着美妙而深刻的寓意。因为，那故事本来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
，本来就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含义。小说中最难写的是对话。所以，现在我看到有些机巧的写作者干脆
不再在作品中写对话了。在薛涛的小说中，对话却始终是很重要的部分。这些对话，承担着种种任务
，或是呈现事情的状态，或是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或是争辩。薛涛小说中的对话机锋相对，非常逼
真，让人身临其境，并在两者的争辩中不由自主地摇摆，在来回滑动中获得了语言和精神上的快意。
有一个词用在薛涛身上是很合适的：讲究。讲究故事——这已经说了。讲究立意——薛涛的作品一般
不关心那些形而下的社会问题，他关心的是一些较为形而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
，是关于生命的意义的，他喜欢直接进入人性的底部去看那里的风景和气象。讲究场景——或山或水
，或大河或雪原，或大雁飞过的天空或狼群奔突的荒野，薛涛的作品总有迷人的场景。讲究语言——
“兽皮让妈妈变得傲慢起来”、“冰冷的大地上不时闪出几个小屯子，挤在大树中间蜷成小团团，像
怕冷的狗”。总能见到如此品质的句子。讲究叙述和描写——“后来镇子里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人在
南山遇见过一只野猫，蹲在榛子树上望着山下的镇子喵喵叫，那腔调很难过。那人听着揪心，捂上耳
朵赶紧往山下走，走一会儿完全听不见猫叫，再回头一看那野猫还蹲在身后的树上。原来，野猫在树
枝间跳跃，一直恋恋不舍地跟着他，好像有什么事要说。这条山路，越是往山下走树木越稀少，野猫
没有依靠，又坚持跟一会才不见踪影”。笔墨不多，但看了就不能再忘记。他方方面面都很讲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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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城》

致在人物的名字上都不会草草行事。单薛涛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便以做一篇小小的文章。这年头，几乎
所有的人都行色匆匆，一切都变得粗粗拉拉，这般情景中来看薛涛的讲究，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2014年3月12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2、记得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收集小玩意：纽扣，邮票，石头，朋友间传的纸条，精致的便签纸⋯⋯
但不像文中的奶奶收集大自然的东西。我也有一个“红木匣”，里头都是我的珍藏，作业写不下去了
，就拿出来看看，数一个遍，就可以安心写作业了。奶奶是幸运的，直至闭眼一刻，都把木匣抱在手
里，虽然她不知道木匣里小男孩用生命换来的贝壳海螺已经不在了，而我那些珍藏，却在不知不觉中
失去踪迹。朋友间的字条，可能在和朋友闹别扭的时候扔掉了，漂亮的石头用作了养水仙的铺垫，精
致的便签纸可能在搬家的时候和一堆试卷笔记一起扔掉了。就这样，长大的过程伴随着无数的“扔掉
”与“找不着”，“奶奶的红木匣”变得弥足珍贵。我们一辈子保存在身边的东西有多少？记忆又有
多少？想着想着，对薛涛这篇文字，就肃然起敬了。薛涛这一本《天空之城》，又叫“水边的小说”
，有几部经典篇目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我家的月光电影院》《庚子红巾》。倒是他早期的作品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买到书又怀旧一把。经典篇还是那样耐看，鬼精的李小蝉也曾是我小时候希望遇
到的女孩。薛涛如曹文轩一样，不仅是写给孩子们的，如《黄纱巾》一般千八百字就描绘出的动人故
事感动了多少人。散文大家汪曾祺曾言：“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现在的儿童文学家
们的努力的方向不尽相同，终点尽在于此。书中好几篇的背景如此，阳光是奶奶的珍藏，诗是如歌的
珍藏，红滩是小瓦和小离的珍藏，天空之城的土地是章鱼的珍藏。这些故事大多以悲剧结尾，珍藏的
消逝带走了生命，带走了灵魂。薛涛在这样相似背景的画板上，却凸显出了不同的主题：奶奶的背后
是打破阳光的儿子，朝阳下的红滩也照亮了爸爸和摄影家的眼睛。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意味，在他
书写的生与死之间。薛涛一直力图将童年带回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在同一篇小说里，他用孩子的心态
写故事，用大人的笔触写场景，最终让不同年纪的人在书里找到自己的童年。这件事情很难，他做到
了。他的书里，有坏事，但是没有坏人。如他所言：“（儿童文学）是一个怎样的国度？总的来说这
里是一个美妙的梦境，当然也掺杂过噩梦。这里生活着怎样的人民？他们的品性自相矛盾，智慧、勤
勉、隐忍、精细和淡定，奸猾、卑微、懒惰、粗粗拉拉和慌里慌张。荣与辱，灿烂与暗淡，都是产生
伟大文学的前提。”愿跟随他拾起记忆深处的红木匣，让它伴随一生。
3、“最早读薛涛的小说，是他的中短篇。薛涛的很多中短篇小说，无论从结构布局的精巧严整，灵
动诗性的语言艺术，独到新颖的意象营构，细腻动人的细节描写，还是充盈着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的
塑造，抑或是从丰富奇妙的幻想力特色，都堪称完美，描绘出一幅幅纯美、纯净的艺术审美画卷。我
尤其喜爱他的中篇小说《我家的月光电影院》《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读后心神为之一振，是很
新奇的阅读体验。”这是2012年初我评薛涛儿童小说的一篇评论《打开幻想灵气》的开头，这篇评论
收入“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点评书系”。薛涛的儿童小说里，还有对大自然的深情，尤其写出了东
北那片土地上的草木的气味和动物的灵气，人和动植物通灵；还蕴含着一种朴素的真诚，很动人。他
的小说作品里，男孩勇敢、有担当、幽默，女孩则很有个性，坚持做自我，不媚俗。薛涛的文字，有
一种纯净纯粹的美感。我读他的小说，进入这种审美空间的时候，觉得宁静而感动。基于以上这些要
素，我觉得，他的小说特别适合小学高年级及中学的孩子阅读。孩子们读他的作品，会汲取到生命成
长的内在力量，会有助于培养审美，会打开幻想的灵气。于是，我策编了这套“薛涛儿童小说名家导
读本”，包括《小城池》《天空之城》《最后一只狍子》三本，都是薛涛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以“
名家导读”的形式，是希望对孩子们的阅读和写作起到指导的作用。这套书，有一个总的口号“书包
里的课外书”，在书里做了一个漂亮的Logo来展现。就是希望，孩子们在课堂下，在放学后，找一方
安静的草地，找一个安静的公园，或者在家里的书桌前，坐下来，读一读。当然，薛涛有的小说已经
选入中学和大学教材，如《黄纱巾》选入苏教版中学《语文》、北京实验版中学《语文》，走进了众
多孩子的内心。薛涛出生于辽宁昌图，在辽河入海口的滨海小城营口生活了十几年，那里有茂盛神秘
的森林，有大海，他的写作又一直紧紧围绕十几岁孩子的视野、视角和内心展开，天地自然以及童心
给予了他很多灵感，使得他写出了篇篇佳作。因此，这套书里的故事就以“巷子、海边、林子”为发
生地点。《小城池》的总体编选方案是“巷子里的故事”，选取的是在街巷间奔跑的男生、女生的故
事。这些篇章精妙绝伦、字字珠玑，入选多种选刊、选本、教材。这些小说关怀少年心灵成长，被无
数读者视为珍宝，系薛涛的巅峰之作。如《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稻田童话》《女孩的暖冬》《
正午的植物园》等篇，美妙无比，颇能拨动人的心弦。其中，《正午的植物园》中的女孩小离和紫音
，个性独特，动感十足，让人过目不忘；《小城池》中的女孩沙漏，个性另类别致，毫不媚俗，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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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动人的神采。《天空之城》的总体编选方案是“海边的故事”，精选以河海之滨为背景的中短篇小
说。海岛、盐滩、渔船、苇荡、月光⋯⋯作家笔下生花。精彩的故事投射出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这些
作品尽得水之灵秀，堪称文学精华。如《天空之城》充满奇幻之美；《红摊上的小瓦》《我家的月光
电影院》等篇，闪耀着动人的光辉；《最后一只狍子》的总体编选方案是“林子里的故事”，精选薛
涛取材东北林海、平原的小说佳作，白桦、冰河、狍子、野狼、朝气蓬勃的北国少年，悠远开阔，耐
人寻味，震撼心灵。如《绿山谷》《稻场笛声》《最后一只狍子》等篇，穿透人心，久久回味。选取
好作品，然后就是约请名教授、学者、作家撰写导读。这些老师主要都是儿童文学界最权威、最有建
树的人士，包括曹文轩、朱自强、方卫平、刘绪源、王泉根、海飞、周晓波、崔道怡、周晓等诸位老
师。作家、评论家们积极回应，按期高质量地交稿，让我非常感动。一共42篇小说，就有42篇导读。
真是超豪华的阵容，沉甸甸的份量和容量。看着眼前的这些作品，这些导读，及至看到它们成书，我
非常地感动。这些评论，不求长，不求学术，但求点睛和点拨，从语言、立意、细节描写、人物塑造
等方面条分缕析，以期对孩子们的阅读和写作起到共鸣和指导的作用。为了拉近作家和小读者的亲切
感，我请薛涛为这套书写了自序《致读者》。为了激发孩子们阅读和写作的兴趣，我请薛涛针对每本
书的主旨分别为小读者写了寄语。同时进行的，还有请插画家葫芦湖为本套书手绘插图。葫芦湖的插
画，很有意境美，我非常喜欢。葫芦湖爽快地答应。葫芦湖铺开画纸不久，插曲出现了——他突然摔
了一跤，摔裂了手掌！我的天哪。我好悲伤。怎么办呢？我就是想让葫芦湖为我画。为了不耽误出版
，我意兴阑珊地看了另外几个插画者的作品，不行，都不是我理想中的风格。我与葫芦湖隔空喊话，
“你的手什么时候养好呀？”我实在是更担心人家的手没好利索，耽误了人家康复。葫芦湖说，需要
一个月。我说，好。一个月后，葫芦湖如约开始为我画插图。每册书配四幅插图，封面也是手绘。看
到一幅幅传神的美插图，铺展在我的眼前，我很欢乐。正在紧张、快乐、投入的编辑中，《小城池》
于2014年11月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且是第一名。这真是意外之喜。其实，这之前薛涛获
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收入本套书的《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已经获得国内儿童文学界最高奖项—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了编辑好这套书，突出它的品质，我在各个方面都力臻完美。除了名家导
读、手绘插图之外，还做了双色印刷，“导读”部分用了保护孩子们视力的草绿色，彩页部分的主色
调也是草绿色。内文纸，舍弃轻型纸、胶版纸，用的是细腻柔和的纯质纸。护封纸，也选择了一种高
端的进口纸张，很雅致。内封做了双色设计，很漂亮。版式设计疏朗大方，字号合适，希望孩子们读
起来舒适愉悦。每当我走过幼儿园、中小学的校园时，听到孩子们天真、欢乐、纯正、向上的歌声，
看到孩子们齐整地做早操的身影，甚至看到孩子们阳光明亮、纯洁、好奇的眼神看向我，我都觉得很
快乐，孩子实在是这个世界的天使和阳光，比花朵更美好，比雨露更纯洁，比阳光更暖心。每当这种
时候，我就会快乐地坚定为孩子们编辑好书的想法。而且，无论是做编辑还是写作，我最喜欢的主张
都是“性灵说”（明代诗人、散文家袁枚提出）和“童心说”（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于是，无疑
，儿童文学是最好的载体之一。薛涛的儿童小说，是很纯正的文字，是儿童文学的“精神贵族”。这
套书的策划思路、装帧形式，也散发着“精神贵族”的气息，希望用这样优良的儿童文学图书把孩子
们培养成一个又一个“精神贵族”。什么是贵族呢？贵族就是有尊严、有气质、内心有对美好事物和
品质的纯粹执著的追求的人、自信从容的人。希望孩子们和大读者朋友在寒假和春节等期间，因为阅
读这套书，而感到充实和快乐！非常感谢青岛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在选题的论证和实施阶段，社领导
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使得这套书顺利美好地出版。
4、我总喜欢跟着孩子们读书，看孩子们正在阅读的书，这样能够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最近
他们手上正读着青岛出版社新出版的《薛涛儿童小说名家导读本》。薛涛的作品之前略微读过一些，
《最后一只袍子》、《黄纱巾》、《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等等。在众多作品中，打动我的还是《
如歌如诗》。如歌的原名是什么？她为何会喜欢上诗歌？她的结局又如何？她有没有成为诗人？这一
系列的疑问在刚开始时就旋转在脑海中。正是这一系列的疑问吸引着我页页翻下去。结尾“后来，如
歌去一家纺织厂上班了。”现在，“她们这里有个女孩，叫崔大平”。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但又是
在情理之中，符合生活实际。其实，你我都明白，“如歌”最终都不能够走上她心目中的理想之路，
最后的结局才是现实中的出路。作者高明就在于此，将读者心里不愿接受的事实到最后才出现。理想
和现实总是一对矛盾体。如歌有着写诗甚至出版诗集的理想，但是在一次次的现实浪潮的侵袭中（父
母和老师的阻挠、同伴的不认同，乃至最后高考的失利），开始学会了逃避，学会了偏安一隅。心中
的理想太高，而现实的赐予太少，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摔碎的不仅仅是软弱的水花。即使你对这篇小说
的结局料想到，你也同样愿意读下去，因为你无法料想小说的语言。读这篇小说，从始至终都会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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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魔力所吸引。小说中处处皆伏笔，句句皆有意。曾子谟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脸上的棱角分明，好
像准备用他突出的棱角作某种武器”。这是否预示着他年轻有活力，有思想？他被发配到收发室，“
从那小屋里泄出灯光来，那光很细小”。尽管灯光很细小微弱，但是如歌还是能够看见。那盏“星儿
一样的灯光”，“在夜幕中吃力地亮着”。尽管灯光很吃力，但是它毕竟还是在亮着，它还是能够给
如歌前进的方向。到报社后，“总编总觉得他写的稿子棱角过多，不成熟”，“枯燥的校对工作正一
天天扼杀他对汉字的灵感”。心灵成熟的过程就是对现实麻木的过程，于是他离开了。他最后到底去
哪里了，作者没有交代。其实无须交代，他的将来其实就是你我他的现实。如歌高考失利后，经过收
发室，“那几扇小窗黑黑的，像干枯的眼睛”。照亮如歌前进的那盏小明灯已经完全熄灭，她内心的
理想之灯也随之熄灭。同时，伴随着她成长，埋藏她诗歌梦的百草园也不见了。理想灯的熄灭，百草
园的消失都预示着如歌的将来不甚如意，“进纺织厂工作”，或许还要面临后来纺织厂的倒闭。这些
语言的自觉性正印证薛涛一直宣称的儿童文学创作要追求“美感”，要有“文化自觉”。轻松的故事
、简单的小说故事结构确实可以提高儿童的阅读兴趣，但这同样也会降低儿童阅读审美能力的培养。
相反，薛涛的作品情节的若有若无，叙述的夸张跳跃，主题的模棱两可，借助语言的自觉性，将主题
的哲理不露痕迹地隐射中作品的主人公上。这些恰恰可以给孩子们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促发孩子们
阅读的兴趣，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受到儿童文学的美的熏陶，感知语言的纯净和丰富，给学生们一个幸
福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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