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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障儿童是儿童中特殊的一个群体，如何建构智障儿童的主体性，是对这类题材的儿童小说的挑

战。《你是我的宝贝》和 《我是白痴》这两部智障儿童题材的儿童小说在叙事中构建儿童主体性方面的

特点，一是侧重于智障儿童的限制性的认同，既写出了其生命的困境，同时也忽略了其能动性；二是侧

重于 “善”的价值认同，写出了其天真、稚拙的一面，同时也将其特征静态平面化，忽视了其在更高层

的需求下不断成长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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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障碍儿童是儿童群体中特殊的形态存在，
美国智力落后协会 （ＡＡＭＲ）２００２年将其定义为：
“智力落后也称智能障碍，是指在智力功能和适应

行为上具有显著的限制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障碍；所

谓适应行为指的是概念、社会和实践三方面的技

能；智能障碍发生于１８岁之前。”［１］与它同义的名
词还有 “智力低下”（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ｂｎｏｒｍａｌ）“智力缺
陷” （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智障儿童是社会关注的
对象，也是儿童文学关注的对象，如黄蓓佳的

《你是我的宝贝》中写到的唐氏患儿贝贝、王淑芬

的 《我是白痴》中先天智障的孩子彭铁男，描写

的都是这一类儿童。儿童文学的核心读者群体是儿

童，因此必然要求儿童文学创作在确立儿童主体的

基础上，实现对儿童主体性的自觉建构。儿童的主

体建构受到历史、文化和美学的影响，也受制于儿

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智障儿童作为儿童这一群体

中更加特殊的群体，儿童小说在叙事中如何建构起

智障儿童的主体性，是对这类题材作品的挑战。本

文将以 《你是我的宝贝》和 《我是白痴》为主要

个案，分析其在叙事中构建儿童主体性方面的特

色，在与国外相关作品的比较中考察其成就与

不足。



一、“是”与 “能”的自我认同取向

《你是我的宝贝》和 《我是白痴》都采用了

“是”字的判断句为书名，“是”断定了主语属于

某一事物或某一种类。《你是我的宝贝》的主语是

“你”，意味着小说是从外部视角来描写贝贝的，

“是”字断定的是周围的人对待贝贝的态度，强调

了贝贝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含了作者对唐氏患儿

的同情和关爱。《我是白痴》的主语是 “我”，是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是”断定的是一种身份，这

一身份是外界赋予彭铁男的，而以 “我”为主语

也体现了作者要为 “白痴”代言的态度。从两篇

小说的书名可以看出，作者们都对智障儿童投以专

注的关怀的眼光，在为主人公们发声，但另一方

面，对自己是谁的概念，主人公们的认识其实是外

界给予的，不是自我建构生成的。“是”的判断句

确定了小主人公们对自己的认同定位，使其生命故

事也在有限制的确定性中展开。

《你是我的宝贝》是第三人称视角，但很少描

写贝贝的内心活动，如其书名所言，讲述的是周围

人眼中的贝贝。贝贝是唐氏患儿，经过训练能够一

定程度完成日常生活的自理，因此，贝贝的生活在

奶奶的训练安排下极其有规律，规律既让奶奶方便

照顾贝贝的生活，规律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贝贝存在

的方式，贝贝通过与规范的规律与生活的空间互

动，周围人通过贝贝的生活规律认识贝贝。在外在

规律的框架之下，贝贝是个单纯、可爱的孩子，是

小区的宝贝。小说写出了贝贝这样的唐氏患儿所面

临的生活的挑战，他们能处理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任

务，但他们单纯甚至刻板，面对多变的世界缺乏灵

活的应对策略。在奶奶过世后，贝贝的生活规律被

打破，他刻板的遵从之前的生活方式给他带来了许

多麻烦。小区的洪阿姨、李大勇不得不竭尽全力恢

复贝贝像从前一样有规律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

恢复了之前的规律，就恢复了之前大家眼中的贝

贝。通过将眼光聚焦在贝贝身上，作者呈现出了唐

氏患儿的困境，这一视角能唤起读者对贝贝这样的

孩子温情的关怀，但这一视角也把智障儿童放在了

客体的他者的位置，而不是有能动性的主体的

位置。

《我是白痴》是一部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描

写智障儿童生活的书。小说围绕 “白痴”彭铁男

在家庭、学校、社区的日常生活展开，每章一个生

活故事。采用第一视角能很好地深入到人物的内

心，了解其感受和思维方式，让读者真切体会到人

物的喜怒哀乐，同时也能了解其理解外界的方式，

及其采取某种方式与外界互动的原因。《妹妹跌倒

了》是个表现手足之情的小故事。妹妹讨厌哥哥，

觉得有个 “白痴”哥哥很丢脸，不准哥哥跟着自

己。而 “我”，一方面很听妹妹的话，怕她生气，

在妹妹摔倒以后也不敢去扶；另一方面，“我”又

很关心妹妹，担心她摔痛，希望她不哭。对外在世

界理解的困难和内在感受的真切之间的矛盾，使得

远远地站在公园滑梯旁边的彭铁男比妹妹更无助。

这是彭铁男这类孩子在面对世界时所受到的限制，

同时，小说也写出了彭铁男内心的渴望，他希望成

为可以照顾妹妹的哥哥，他愿意在体育课多跑一圈

送给自己的朋友 “跛脚”，他希望可以在课上学习

包扎这样下次就可以帮到妹妹……内心有渴望，同

时表达和行为又都受到限制，相较于 《你是我的

宝贝》，第一人称叙写更真实的表现了特殊儿童生

存的困境。

《你是我的宝贝》和 《我是白痴》都是基于对

智障儿童的关怀而创作的，作者对他们都有一定的

了解，黄蓓佳曾与唐氏患儿相处过，王淑芬小时候

有过彭像铁男这样的朋友。可能正是出于关怀，两

部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 “是”智力落后儿

童的确定性，“是”将目光聚焦于智力落后儿童在

社会生活中受到限制的确定性的一面，是创作者替

表达受到限制者的发声，但另一方面 “是”字的

确定又过于强调人物的特殊性，忽略了这类儿童作

为主体的能动性的一面。

无论贝贝还是彭铁男，面对生活中的挑战，都

显得被动而温驯。贝贝所陷入的困难几乎都是由他

人解决的，他温和的按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很少

生气、悲伤、迷惑。彭铁男面对同学的戏弄、家长

的恶言、邻居的利用，都是懵懵懂懂，他感受不到

不公平和受辱，所以也无法产生相应的情感状态。

文中的几次生气都与吃有关，而吃只是最基本的生

存要求。文中也写到了彭铁男希望照顾妹妹、希望

帮助 “跛脚”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很微弱也没有

得到合适的表达，没有成为他发展出自主意识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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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贝贝和彭铁男都被固着在无能为力的位

置上。

相较而言，一些描写智障儿童的国外儿童小说

跳出了 “我是”的限制，致力于 “我能”的书写。

《我是跑马场老板》是帕特里夏·赖特森的作品，

写的是智障儿童安迪的故事。书名虽然也是 “是”

字判断句，“跑马场老板”也是一种身份，但是这

个身份是安迪自己赋予的，是自己建构起的一个身

份。“我是跑马场老板”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它

指向了安迪的向往并为之努力的行动。安迪希望得

到比海姆公园的跑马场，就开始辛苦地去争取三块

钱，他独自完成这一举动，连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商

量，整个事件中他充满自主意识。而朋友试图让他

明白自己受骗了的时候，安迪充耳不闻，继续对跑

马场进行清扫、装饰。虽然安迪并没有真正拥有跑

马场，但他希望拥有跑马场的欲望成为了他成长的

驱动力，他的生命感受在他对世界的能动性行为中

得到了丰富，而这些行为最终使他的朋友们对他产

生了不同的理解： “有时候他必须拥有一些东西，

即使他会把它弄坏。”［２］１８９这意味着安迪的 “自我”

是开放的，“生活本身不仅仅是上面的 ‘活着’过

程，而是一个 ‘不断成为着、发展的、创造的、

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可能生活”［３］。同样，其他描

写特殊儿童的小说，如 《深夜小狗神秘世界》和

《树上的时光》描写的自闭症孩子，也强调了人在

事件发展中的能动性。《树上的时光》中的马奇通

过自己努力，参与到保护鹰树的活动中去。《深夜

小狗神秘世界》中的克里斯托弗最后写道：“我知

道我能办到，因为我独自一人去过伦敦，我解开了

威灵顿被杀之谜，我找回了我的妈妈，我很勇敢，

我还写了一本书，所以我能办到任何事情。”［４］这

些孩子通过有自主意识的能动行为，不断改变着自

己与外界的关系，在被限制的生命中寻找无限的可

能性，不断地重新定义自我。这些小说可以让读者

看到特殊儿童不只有被世界限制住的一面，他们还

有独特而丰富的感受，有自主意识、能动性和发展

的驱力，他们与其他儿童一样，有自得而完整的

生命。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描写智障儿童时，《你

是我的宝贝》《我是白痴》强调了 “是”的特殊性

一面，这种特殊性是文本中其他人物所没有的，

“是”来源于外缘认识或外在强加，而非自我建

构，“是”既是特权，也是限制。强调了 “是”的

限定性发声，能引起人们对智障儿童的关注，但小

说中没有增强其超越不足的能力，使得指向可能生

活的理想和能力式微。 “是”的确定性，带来了

“能”的可能性沉默，忽略了他们在欲求的行动中

持续建构自我的能力。

二、趋善与趋美的价值取向

“是”的限制性叙述一方面使得小说中的智障

儿童缺少成长和变化，同时，人物的性格特征也被

强化，因为智障儿童的智力发展的特殊性，儿童原

初的稚拙、天真却留存了下来，天真、稚拙成为了

他们性格中被强化的特征，这一特征被作者表现为

善良纯朴。

在小说中，贝贝和彭铁男的善良纯朴不断被赞

赏。《你是我的宝贝》作者称赞说： “碰上贝贝，

恶魔也要收了身上的邪劲儿；贝贝有水晶一样的心

灵。” 《我是白痴》的作者借 “跛脚”之口说：

“这个世界，如果多一些白痴，不知道会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就是聪明人太多了。”［５］与 《柑橘与

柠檬啊》中以童谣而不是以有智力缺陷的大个儿

乔为符号化象征不同，贝贝和彭铁男在小说中是

“善”的符号化象征，高度张扬的善，是依附在贝

贝和彭铁男身上的意义。贝贝和彭铁男的善良纯

朴，一来表现在他们对周围的善有很好的亲附关

系。贝贝对奶奶、洪阿姨、李大勇以及大狗都充满

了依恋，彭铁男关心妈妈、妹妹、 “跛脚”，这与

他们的生活需要依赖他人一定关系。二来表现在他

们对待周围的 “恶”的坦然。彭铁男不理解 “白

痴”的含义，他只看到了别人的微笑，于是他回

应以模仿性的微笑。贝贝被赶到沙发上睡觉的时

候，他很高兴可以跟大狗妹妹在一起。贝贝和彭铁

男总是轻易地就原谅了伤害他们的人，以德报怨。

因为天真无知，剥夺睡房间的权利的恶意、 “白

痴”这一称呼里包含的侮辱就被消解掉了，天真

无知成就了他们的 “善”。在他们雪白的天真的映

照下，善者愈发美好，而恶者愈发丑陋。如同

《爸爸爸》中的丙崽、《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

是从文化、人性的角度塑造 “白痴”一样，贝贝

和彭铁男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救赎人性的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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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道家文化中，无知无为无欲是最高的境界，

贝贝和彭铁男正好对应了这种赤子之心，他们不争

不贪，比周围的人都要快乐。

无知无为的纯朴善良的价值取向希望张扬人性

的善，也带来了 “善”的概念的简单化。作为智

障儿童，贝贝和彭铁男对他人的原谅，常常是因为

他们对伤害的理解的无知消解了外界的恶意，缺少

理解力也没有内心斗争的原谅，实际上减弱了善的

力量，将 “善”这一概念平面化了。同时，将人

物符号化也导致了真实的儿童缺位。根据马斯洛的

需求层次理论，由低到高，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的需求、求知审美需求

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人在寻求这些需求的满足中建

构起生命的意义。贝贝和彭铁男在小说中保持了无

知和少欲的纯真状态，其需求只达到了第三个层

次，其内在超越性被忽略了，“（特殊儿童）超越

于自然规律和自身现实生存之外，把对生活意义的

欲求和可能生活的向往从现实生存中解救出来，使

生活体现为一种精神的意义的自由的存在”［３］的能

力被忽略了。由于建构生命意义的无能，贝贝和彭

铁男的形象也被平面化简单化了。

智障儿童首先是作为人作为儿童存在的，这意

味着他们同样有人的各种层次的需求，贝贝喜欢做

蝴蝶标本，也引发了保护蝴蝶的行动，但是不像

《树上的时光》中的马奇，蝴蝶并没有帮助贝贝建

构起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没有成为其生命的意义

的一部分，做蝴蝶标本没有指向更高层次的需求。

相反，《我是跑马场老板》中安迪有强烈的自我实

现的动机，“我是跑马场老板”是他自我实现的宣

告。安迪想要拥有跑马场，是被美所吸引。比海姆

公园明亮的灯光、缤纷的色彩和激动人心的比赛，

让安迪充满了神秘和憧憬。在审美的状态下，安迪

“一双眼睛大睁着，充满兴奋和惊异”，他 “几乎

忘记自己此时是在哪里了”［２］２７。这是超越生存需

求的更高的精神需求，直接指向了生命的意义。他

打理花坛，为朋友的生日装饰跑马场，甚至与朋友

闹矛盾，都是在追求美中寻找意义，对美的追求指

向了自我实现。小说中有很多关于情绪情感的描

写，不断出现的心理感受，常常与作品情节是一种

若即若离、非即非离的关系，为安迪营造了独立的

个体空间。根植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强调的不只是

形式上的具体、直观，而是生命的意义，安迪在与

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生命。因此安迪的人

物形象较之贝贝、彭铁男，在更纵深的空间里得到

了展开。

由此可见，以趋善为价值取向的书写虽然能引

起社会群体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但是错过了作为个

体的智障儿童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无法触及他们

的内心去感知情绪的曲折，更无从得知真切的成长

本身和童年的内在力量。

对儿童的书写投射着作家的想象空间，《你是

我的宝贝》与 《我是白痴》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

表现了智障儿童的生活，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表现

了主人公以外意志对其生活的影响，有意识地主动

承担起了保护和赞扬智障儿童的任务。但儿童文学

不仅仅是对童年的现实生活的书写，更是对童年精

神的理想建构，两部小说主题先行式的创作未能对

智障儿童保持中立和平等的态度，忽略了主人公们

作为主体的意志行为的力量，忽略了其丰富的生命

需求，在为其生命的限制性发声的同时，也对其生

命的可能性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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