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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庸常

———《青铜葵花》中的困境与成长

郑利萍，徐　燕
（南京晓庄学院 幼儿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７１）

摘要：曹文轩的长篇小说《青铜葵花》诠释与肯定了苦难和困境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以鲜明的文学形象表

达出重要的人生成长理念，即苦难锻造着人性，经历过苦难的人往往能够直面现实中的困境，获得真正的精

神升华。《青铜葵花》为少年儿童读者带来了内心的感动和精神的引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年儿童的人

生观建构与情感模式，也启发了更多的读者由认识和理解文学中的苦难到直面现实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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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文轩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品
有《草房子》《青铜葵花》《根鸟》《山羊不吃天堂草》

《红瓦黑瓦》等少年小说。与当下众多着眼于儿童

趣事、基调欢快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同，曹文轩的作品

以对少年成长中所面对的困厄、所经历坎坷的描写

与刻画见长。作为一位思想深邃、学养深厚的学者

型作家，曹文轩意识到生活中无法回避的苦难与困

境，如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宣泄、个人

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如同西方“向死而生”的

哲学理念一样，他对于苦难和痛苦对于人生的意义

与价值进行诠释与肯定，以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

情节的设置，生动地表达出重要的人生成长理念，即

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往往获得真正的成长，苦难给

人们带来的意义与价值是幸福的生活无法提供的，

苦难锻造着人性的坚韧与美丽。

一 、《青铜葵花》中表现的童年境遇

在《青铜葵花》的扉页上，曹文轩记录了他对于

往昔岁月的感念：“谨以此书，献给曾遭受苦难的人

们以及他们的子孙。”［１］１小说的背景被设定在２０世



纪５０、６０年代，物质匮乏、天灾人祸、艰辛困苦成为
那个特殊的年代中乡村社会人们的基本生活状态。

《青铜葵花》将叙事背景设置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中的江南一隅：城市的小女孩葵花跟随被错误地打

成“右派”的父亲下放到大麦地附近的“五七干校”

劳作，葵花的父亲是个画家，在一次绘画写生的过程

中偶遇洪水不幸落水身亡。相依为命的父亲去世

后，７岁的葵花成了孤女，被干校的人带到了大麦地
的老槐树下，希望有村民愿意收养这个可怜的孤儿。

面对想要领养她的两家人———富裕的嘎鱼家和贫穷

的青铜家，她毅然选择了贫苦拮据然而古道热肠的

青铜家，并且没有忘记把嘎鱼妈妈给她的鸭蛋还回

去。她选择了艰难的生活，也选择了善良的情感。

青铜一家经历了洪涝、蝗灾、旱灾等自然灾难，与损

人利己的嘎鱼一家抗争，维护自己家的尊严和朴素

的道德理念。青铜一家和孤女葵花之间虽然没有血

缘关系，却远比有着血缘关系的人家更为亲密和相

濡以沫，充满着浓浓的亲情，母慈子孝，兄妹互助

互敬。

《圣经》里的《旧约》和《新约》对于苦难分别有

这样的解释：《旧约》中认为苦难是因为人类对上帝

失约，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新约》则解释为是耶

稣的受难。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没有受过

任何苦难的人，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就哲学意义而

言，苦难与生命的价值成正比。古往今来，人们看重

生存、奋斗、挣扎的勇气，从而战胜苦难，提升自己的

能力，没有经历过苦难就达不到伟大的成就。在我

们的现实生活中，苦难往往表现为生活的种种压力、

困窘不适以及丧失，如战争与天灾、物质匮乏、亲人

离散、婚姻破裂、性别歧视以及身体残疾等等。当人

们别无选择，必须面对这些苦难之时，内在的心理能

量就被激发出来，拯救自己，帮助他人，在灾难中存

活下来，渡过艰难，并对未来充满希望。曹文轩在小

说中坚执于对苦难的表述，是为了展现作家的人性

理想，即在苦难中培植对于生活的态度，捍卫人性的

尊严和高贵。在现实的困厄与艰难中，却守护着心

灵中单纯而悠远的幸福。这种幸福，遥远却又切近、

纯粹而又坚实，为少年读者带来了内心的感动和精

神的引导。

青铜和葵花与苦难相伴相生的童年在小说中

得到了充分表现。虽然苦难无处不在，既有来自大

自然的天灾人祸，也有人为的误会隔阂，但在这一过

程中，青铜和葵花在承受物质贫困、心灵考验的同

时，却获得了精神的富足，青铜和葵花的性格与意志

成长得更为坚韧，他们的童年比生活在安乐环境中

的同龄人的童年有了更多的收获与意义。

正是因为青铜的生活贫苦，他很早就感受到了

物质匮乏的滋味，有了为生存而努力的意识，所以青

铜比其他孩子要更为成熟。如果说贫穷只是物质资

源上的缺乏、不足，但不能说话的痛苦却使青铜的精

神经历了重要的考验。

“青铜在妈妈的怀抱里先是发冷，在大火熄灭

后，青铜又开始发烧发热。青铜整整发了五天的高

烧。等体温恢复正常，青铜除了又瘦了很多，本就很

大的眼睛显得更大外，其他倒也没什么变化。但不

久之后家里人发现，青铜再也不说一句话了，他成了

一个哑巴。”［１］２３五岁那年的一次大火使他永远地失

去了声音，从此幼小的生命坠入了无言的世界。这

是那个落后年代的偏远乡村孩子的不幸，因为医疗

水平落后，本来可以吃点药就好的病引发了更严重

的疾病，高烧使青铜再也说不出话，这就是青铜不幸

童年的开始。他再也不能和小伙伴在自由的天地里

说笑，也不能在明亮的教室里发出朗朗的读书声。

葵花，一个原先生活在城市里，本应有着幸福生

活的孩子。但在她三岁时，母亲因病而亡，小小的葵

花失去了世界上最珍贵的母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

苦难。“文革”中，葵花的父亲被下放，父女俩来到

了 “五七干校”，过着艰苦的生活。在这个大院子

里，只有葵花一个孩子，葵花很孤独，每天她只能重

复着从这边的房子走到那边的房子，一个人玩耍，她

和金黄的野菊花、落在树上的乌鸦、美丽的瓢虫说

话，葵花每天最期盼的就是父亲晚上回来陪伴她。

然而不久后父亲也意外地溺水身亡。直到青铜一家

收养了葵花，奶奶、养父母都疼爱她，青铜就像葵花

的亲哥哥一样无微不至照顾、保护她时，葵花才再次

感受到了世间最温暖的亲情。

生活的贫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邻里的挑衅

等等苦难与麻烦不停地困扰着这一家人。狂风暴雨

毁掉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只能睡在窝棚里。在晚上，

葵花甚至没有办法写作业，因为自己成绩优秀遭到

同学翠环和秋妮的嫉妒，她也不能在同学家写作业，

只能趴在石碾上，借着天上微弱的月光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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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看管爸爸辛苦种植的为了还债的一亩茨菰，却

被嘎鱼家的鸭子盯上了，葵花脱了鞋袜不顾寒冷的

池水和鸭子斗争，但嘎鱼仍恶意使坏，使茨菰被鸭子

吃得干干净净。春夏之交的时节，可怕的蝗虫毁坏

了大麦地人们赖以生存的所有庄稼，青铜家米缸里

的粮食一天天减少，葵花饿得都快晕倒了，青铜看着

妹妹一天比一天虚弱、憔悴，独自去了芦苇荡的深处

捕野鸭，却被嘎鱼一家诬陷为偷了嘎鱼家的鸭子，闹

得沸沸扬扬，村里人都对青铜一家半信半疑，既相信

青铜一家的为人，又疑心青铜真能捉到野鸭，直到青

铜找到了嘎鱼家走失的鸭子证明了清白后，才打消

了村民对自己一家人的怀疑与孤立。虽然苦难是青

铜与葵花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但这一家三

代人以乐观、积极的心态与行动，成为了与苦难生活

对抗的胜者。

青铜和葵花都是孤独的，虽然有着不一样的孤

独的原因。青铜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形单影只。他

无法与别人沟通，成了众人眼中可怜的哑巴。为使

自尊心不受伤害，他远离了人群。他的世界与大麦

地孩子的世界似乎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他渴望融入

他们的世界，但是身体的缺陷与苦难的磨炼让过早

成熟的他与大麦地的孩子们格格不入。没有童年的

小伙伴，他的爸爸妈妈也因为要整日干农活糊口而

无暇顾及到他，他陷入了无边无际的孤独。“爸爸

把牛牵回家之后，青铜就会接过牛绳，牵着牛，走到

长有最肥沃的青草的地方去。牛十分顺从地跟着青

铜、被青铜牵引到大麦地的所有地方”［１］２４。“有时，

青铜会忍不住抱住牛的头哭，将眼泪抹在老牛的鬃

毛里”［１］２５。大麦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是哑巴青

铜牵着牛四处吃草，而这头牛，也是青铜每天生活的

最大陪伴。青铜坐在牛背上走过大麦地孩子身边时

很得意，旁若无人，然而，当青铜发现没有人在看他

的时候，青铜挺直的腰杆就会发软，他无力地趴在牛

背上。每天大麦地的人们看着青铜都觉得十分怪异

不解，但是又有谁能切身理解青铜的孤独？

“青铜每天都很孤独，就像一条鱼独自拥有大

河的孤独，一只鸟独自拥有宽广天空的孤独，一匹马

独自拥有广阔草原的孤独”［１］２５。孤独是青铜在童

年时最深重的苦难，甚至超越了物质上的贫困、匮

乏。直到家中收留了葵花。孤女葵花是他小小世界

的天使，是唯一愿意理解他、陪伴他的同龄人，哪怕

一家人的生活依旧贫困，但青铜有了精神上的寄托，

他把这种寄托转化为对于葵花兄长般的爱护与

责任。

葵花幼年失去双亲，也没有小伙伴。当她独自

待在干校时，她向往大麦地欢乐的、没有孤独和寂寞

的世界。她几乎天天要跑到大河边，因为河那边有

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麦地，

而河这边只有她一个孩子。人生最大的苦难是幼年

丧爱，孤独的童年往往会在儿童内心留下了深刻的

阴影，或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发生自闭、抑郁等等严

重的心理疾病。然而葵花并没有怨天尤人，她相信

父亲就在他最爱的葵花田里，依然陪伴着她。她要

自己坚强地活下来，并对未来充满希望。两个孤独

的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共同抗争着孤独，练就了坚

强的性格与意志。

二、成长中的爱与责任

自葵花来到家中后，青铜想让贫困拮据的日子

过得宽裕点，让心爱的妹妹葵花能过得好些，他挺起

了自己瘦削的小身板，做了他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所

能想到的所有农活。

“青铜早就渴望上学了”，“上学，是青铜的一个

梦”，青铜对学校、对知识有着无限渴望。本来家里

已经筹好了一笔钱，准备让青铜去城里的特殊学校

读书。可青铜发现妹妹葵花也十分热爱学习，为了

能够让葵花早日上学，青铜放弃了自己学习知识的

机会。为了让懂事的妹妹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他甚

至采取了抓银杏叶这样的小技巧。

细心的青铜总能发现葵花的心思，当他知道妹

妹想拍一张童年时的珍贵照片后，为了实现葵花

“小小的愿望”，全家人一起没日没夜地搓草绳、编

芦花鞋，青铜冒着大雪不顾一切地去集市上卖芦花

鞋。“凛冽的北风从河面上吹上岸，如同锋利的刀

片一般刮在人的皮肤上，”固执的青铜，当人家要还

价时，他甚至连一分钱也不愿让，为了能多挣几个

钱，他最后连自己脚上穿的芦花鞋也脱下来卖给了

人家，“他的一双脚踩在雪地里冻得通红通红，被厚

厚的积雪擦拭得一干二净”［１］８６，之前的青铜远离人

群，但现在，为了自己心爱的妹妹，他不再在乎别人

喊他哑巴，不顾寒冷赤脚行走在风雪中，只希望别人

能快点来买他的鞋子，只想多挣钱好带妹妹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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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满足妹妹的心愿。

水灾过后，葵花只能在搭起的窝棚里学习，为了

让妹妹能写作业，青铜独自驾着小船到芦苇荡，去抓

萤火虫放到南瓜花里当做照明的灯光，这一盏南瓜

灯为妹妹照亮了小小的天地。蝗灾来临时，大麦地

所有的麦田都受了灾，整个村庄陷入饥荒，为了不让

葵花饿肚子，青铜每天都在芦苇荡中寻找着新鲜的

芦根，一旦捉到野鸭，也会煮了先让妹妹吃。妹妹看

护茨菰时没有留神，茨菰被嘎鱼故意放的鸭子吃光

了，青铜担心爸爸会责骂妹妹，毫不犹豫地为妹妹承

担了所有的责任。当青铜得知葵花外出拾银杏挣钱

给病重的奶奶看病后，为了让妹妹在回家时能看到

家人的等候，他每夜都打着纸灯笼在田埂上走来走

去。青铜迅速地成长着，他为葵花遮风挡雨、为葵花

承受苦难，他甚至不再恼怒别人喊他“哑巴”，主动

去与人交流。大麦地的人最令人羡慕的女孩就是葵

花，因为她有无比疼爱她的哥哥。青铜无法用语言

表达自己的内心，但作者毫不吝惜笔墨，用无比生动

细腻的文字描写了这份沉默的爱，让读者感受到了

这份爱的非同一般的深沉和厚重。

葵花上学的钱是家里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但

这钱更代表了一家人亲情的储存。葵花作为学校的

文艺节目主持人参加演出，由于缺少一条项链，青铜

便忍着寒冷，做了一串闪烁着晶莹光芒的冰项链。

这串冰项链是青铜对于妹妹的无声的爱护，这关爱

温暖着葵花的情感，她也因此更加懂得感恩，个性越

来越坚强、勇敢。

当嘎鱼家的鸭子吃田里的茨菰时，葵花不顾冬

天寒冷的河水，两次下水驱赶鸭群，因为她知道这些

茨菰对这个贫穷的家庭的重要性，这让她有勇气去

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痛苦，即使腿脚早已冻得通红，她

仍然能够坚强地再次下水。在和哥哥青铜去看马戏

的时候，稻香渡的孩子想要抢他们辛辛苦苦推来的

石磙，在青铜被几个稻香渡的男孩抓住胳膊向场外

拖去时，葵花不顾他的嘱咐，冲了上去，一边大声叫

着“哥哥”，一边用拳头打击着那几个男孩，勇敢地

护住了他。

当暴风雨摧残了他们的房屋，整个大麦地变成

了一片汪洋，此时，葵花并没有胆小害怕和埋怨，反

而和哥哥青铜一起在被水淹没的房子里抓鱼。两个

天真可爱的孩子在抓到一条大鱼后开心地又蹦又

跳。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考虑当下情况，看不到眼前

的灾难，这更是他们孩童天性的自然流露。可以看

到，哪怕生活很困难，但在哥哥青铜的关心照顾下，

苦难仿佛变成了生活中必须的一部分，葵花在在青

铜一家人的用心呵护下健康快乐地成长。当初胆小

怯懦的小女孩慢慢地成长，变得坚强和勇敢，也渴望

保护自己爱的人。

在奶奶生病时，爸爸妈妈面对巨大的治病费用

犯难，葵花毫不犹豫地故意考砸期末考试，她想着这

样就不用交下个学期的学费，就可以为家里省一笔

钱了。“再过一会儿，她马上就要实现这一个念头

了：她要在期末考试中故意将各门功课考砸！”［１］１９６

或许葵花这样的想法并不成熟，她也没有考虑过奶

奶、爸爸妈妈和哥哥知道后的后果，但此时，她是真

的觉得自己长大了。她的愿望很单纯，要省下学费

给最疼她的奶奶治病，她不想让奶奶离开她。哪怕

葵花无比热爱甚至迷恋学校的生活，但是为了奶奶、

为了给爸爸妈妈减轻一点负担，葵花愿意牺牲自己

的快乐，她要像哥哥一样替爸爸妈妈分忧解难，为这

个家出自己的一份力。葵花为了挣钱给奶奶治病，

决定跟随别人去江南拾银杏叶，即使遭到家人坚决

反对，但她依旧坚定执着。这个原本胆小怯弱的小

姑娘，变得坚强、勇敢，面对即将来临的困难没有一

丝畏惧，全然不顾接下来的日子会漂泊不定、风餐露

宿、吃苦受累，对奶奶深深的感恩和力图回报的感情

激荡着她小小的心灵。她怀着激动、兴奋、得意的心

情写了一张纸条，托人带给青铜，随即便跳上了远去

的大船。

“全船的人都很喜欢葵花这个女孩。当他们知

道葵花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都很震惊。他们想让

船停靠岸边让她赶紧回家。但葵花死死抱住桅杆，

眼泪哗哗地流着”。［１］２１４当葵花回家后把两大把小额

的纸币放在奶奶和爸爸妈妈的面前，并自豪地告诉

奶奶，“我挣了很多很多钱”的时候，这个不谙世事

却又满怀孝敬与感恩的小姑娘的形象已很生动地站

立起来。虽然奶奶仅过了一天就去世了，葵花数日

的栉风沐雨、奔波劳累并没有能够留住奶奶的生命，

但葵花的那份执着的对奶奶的孝敬，那份坚定的信

念，那种义无反顾的勇气，使葵花的品格成长显现出

飞跃式的发展。奶奶与葵花的祖孙亲情，爸爸妈妈

对葵花的亲子之情，青铜和葵花之间珍贵的兄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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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使青铜与葵花获得了足够的力量抗衡艰难的成

长历程，渗透其中的真纯美好的人性感人至深。

三、困境对于成长的意义

《青铜葵花》的创作是以“文革”为背景，以“文

革”时期为题材创作的我国众多当代文学作品往往都

包含了“苦难”叙事。相比于以“丑陋、残酷、痛苦”等

等面目出现的 “文革”叙事，曹文轩在创作少年小说

时，有意识地对于“苦难”叙事进行了提纯和升华。

他的《草房子》《细米》《山羊不吃天堂草》等少年小说

作品中，都以苦难生活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或背景，

可见曹文轩意识到每一个时代都有艰难与困境，但重

要的是怎样在无法回避的苦难面前持有积极的态度，

从而克服苦难、自强不息，并且把这种品质内化、升华

为一个民族的共同精神。因此他虽然构思了不同的

少年成长历程，塑造了众多的少年群像，但无一例外

都选择了将少年们成长中的艰难与困境呈现出来，把

苦难作为儿童成长生活中所必须面对的一部分，让儿

童经历苦难的洗礼与锻造，从而成长为强健、积极的

社会人。在《青铜葵花》中，苦难也作为他的文学构

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曹文轩安排他的角色以积极

的态度去面对苦难，在对艰难与困境的征服中实现自

身的进步与完善。《青铜葵花》的创作目的在于让少

年儿童读者对青铜和葵花的经历与命运感同身受，去

面对困境，感受苦难，克服苦难，由此带给少年儿童读

者十分积极的影响。

“人生必须超越庸常、重复和机械，必须凭借想

象进行有目标的活动，用新的展望刺激我们的思想，

磨砺我们的感觉并尽力满足它们，唤醒我们的激情

并寻求新的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从总体上说，还必须

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意识，探索人类存在的未知能

力，否则，人生便是毫无意义的、令人厌倦的、毫无新

鲜感的。”［２］８７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给我们展示的苦

难无疑已经被少年的毅力征服，苦难结伴而行的成

长超越了人生本有的庸常。

在《青铜葵花》中，苦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既

有天灾人祸，也有误会隔阂，但葵花和青铜一家都没有

逃避，而是选择一起坦然面对，努力解决问题。小小年

纪的青铜与葵花，在苦难面前表现得从容、镇定，不会

惊慌失措。究其原因，是家中长辈榜样的力量。

奶奶是文中面对苦难时表现得最为从容、坦然

的长辈。在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性格中，突出地表

现了曹文轩所赞赏的面对困难的优雅风度。“奶奶

是大麦地最具风采的老人。高个，银发，很爱干净，

人们任何时候看到的奶奶，都面容清洁、衣服整洁、

满脸和蔼。”［１］１０５虽然青铜家是大麦地最贫穷的，但

奶奶却永远是一副干净的面孔、整洁的衣裳、银发被

她梳理地一丝不苟、衣服也是一尘不染。在遇到水

灾，家被毁了，急需钱重建家园的时候，奶奶变卖自

己的嫁妆，四处借钱，但奶奶却从未曾改变她的骨气

和自尊。虽然奶奶的一生生活十分拮据，但她从未

向贫困低过头。大麦地的人这样形容奶奶：“这个

老人干净了一辈子”，而这个干净不仅仅是指奶奶

的外貌着装，更是指奶奶高尚的道德操守。在这位

长辈的影响下，青铜一家面对苦难时就能够从容淡

定，同心协力、共渡难关。他们的茅屋中常常飘出的

歌声，在诠释着一种承受苦难的态度：“人的内在精

神力量，可以使人超越外在命运，面对困苦，人仍然

可以选择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高贵的品行，这种对苦

难态度的选择也是实现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３］１０６

早在１９９５年４月在台湾访问期间的演讲《写童书
养精神》中，曹文轩就指出：“绝大多数的人这样认为，

给孩子快乐的一种文学才是儿童文学。但我并不这样

认为。一个孩子的最佳品质并不只是快乐而已。而且

只知道快乐，人会变得轻浮与轻飘，失去本应有的深刻

与庄严。只知道傻乎乎地乐，却不知人生苦难地大笑，

这绝不可能得到人生应有的意义。”［４］真正的儿童文学

不应该只给孩子带来喜剧的快感，也应该带来对悲剧

的沉思，甚至有时候对悲剧的沉思更为重要。

在《青铜葵花》的后记《美丽的痛苦》中，曹文轩

这样写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

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

时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１］２４５这种优雅的风度

在《青铜葵花》中，由长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在晚

辈那里得到了传承与发扬，这份精神遗产是富足的

物质所无法取代的。曹文轩的教育理念也由此得到

了臻于完美的表达：无论面对多大的不幸都应坚守

做人的尊严，每个人在灾难降临时应勇敢地挑战并

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也正是曹文轩笔下对于苦难和

困境的文学描写对儿童成长的镜鉴意义。

（下转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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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跨境民族、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复杂汇聚地，

同时也是各种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不断渗透和实

施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通道。无论是推进“一带

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需要，还是维护总体国家安

全的需要，都亟需维护云南“一带一路”西南大通

道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以化解不利因素，破解中

国在西南方向的困局，并把借道发展变成合作发

展，使云南边疆“一带一路”西南大通道建设与周

边国家的战略发展由“对冲”变成共赢发展。总而

言之，维护云南的非传统安全，事关国家整体安全

大局，对于新形势下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

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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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文轩对于欢乐与痛苦的理解与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有着共鸣，“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

苦。欢乐虽然值得赞颂，但痛苦同样也值得赞赏。

这两位是姊妹，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魄。她

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

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是体味她们

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１］２４６

作为一部儿童小说，《青铜葵花》不同于许多同时代

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弥漫的享乐主义气息，它追求的

是建立在认识苦难基础之上的乐观主义精神，表达

出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并且肯定了这是

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青铜葵花》为少年儿童读者展示了与苦难与

困境结伴而行的成长，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

冶炼一样，使少年儿童读者与青铜、葵花两位小主人

公一起，经历风雨、收获感动，潜移默化并且深刻地

影响了少年儿童读者的人生观建构与情感模式，也

启发了更多的读者由认识和理解文学中的苦难到直

面现实中的困境，并以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去从容

面对挑战，克服阻碍，从而获得人生真正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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