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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徐海蛟，男，生于1980年，浙江

宁波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
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浙江省
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
星优秀作品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
品奖、储吉旺文学奖、於梨华文学
奖等奖项。著有《纸上的故园》《寒
霜与玫瑰的道路》《别嫌我们长得
慢》《见字如晤》《此生有别》等10部
书。在《人民文学》《散文选刊》《海
外文摘》《读者》《青年文摘》《山东
文学》《芒种》等刊物发表作品两百
多万字。

儿童节前夕，宁波出版社出
版了新锐作家徐海蛟的儿童长
篇力作《孩子的世界你不懂》。

这本书是徐海蛟上一部儿
童文学作品《别嫌我们长得慢》
的续集。徐海蛟说，这本书不
仅仅是写给亲爱的孩子，也是
写给那些童心未泯的大人。

对他自己而言，写这本书
的过程，也是一次少年游。他
说自己身体里住着一个少年。
“我是出游半生，归来仍是少
年。”他笑着说。

记者 陈也喆

人 物

徐海蛟的女儿名叫徐砚清，她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学
生。她喜欢书法，练的是颜真卿体。

可是有一天，徐海蛟忽然让她写几个字，让她不用颜
体，就用自己本来的字体写。她用毛笔稚嫩地写下“孩子
的世界你不懂”。等她写完，徐海蛟才告诉她，这几个字要
用到爸爸的新书封面上。她开心得不得了。

徐海蛟说，女儿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天睡前半小时，
一定会拿起一本书看。这个好习惯是徐海蛟给她的，因为
他也是这样。

不过，徐海蛟最近在思考一件事。前阵子，女儿的语文

考了全班第一。徐海蛟想奖励她，问她要什么礼物。女儿思
考了很久，才勉强地说：“要不，你还是给我买几本书吧。”

听到这样的答案，徐海蛟并不高兴，反而有些忧虑：
“现在的孩子对钱没有概念，对礼物也没有概念，对大人精
心准备的东西都没有概念。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他们
从小到大都被过度满足，心里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什么事情都是大人提前安排好了。不像我们小时候，得到
心爱的东西，好几个星期都睡不着觉。”

“我真的特别希望，有这么一天，让孩子成为孩子，让
童年回归天真。”徐海蛟说。

徐海蛟是一个有孩子缘的人，他曾做过十年的语文
老师，是孩子们心中最受欢迎的老师。

他会把孩子带到学校对面的小河边上课，大家坐在
秋天的田野里，闻着稻草收割后谷物的香味，描述着秋天
的样子。

他当班主任的时候，对学生实行“放养”政策，也就是
任由他们发挥天性，鼓励他们各种古灵精怪的念头，但是
会把握尺度。

有孩子说：“徐老师，我想在教室里布置一个植物
角。”他说很好，举双手赞成。“徐老师，我想在教室里布
置一个动物角。”他说很好，举双手赞成。

然后，教室的一角就有一只绿毛龟踽踽而行。他没
说什么。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互相递东西，给绿毛龟喂
食。他也没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这些得寸进尺的“熊孩子”养了一只兔
子。他正在念唐诗，兔子突然一个箭步，蹿到他脚边。没
过几天，教室里又来了一只鸡。他终于发话了，让孩子们
把这些小动物统统“请”出去。

他跟这帮调皮捣蛋的孩子们说：“有一天，我要把你
们写到书里去。”孩子们一脸期待，隔三差五就问他：“老
师老师，你的书写好了吗？”

于是，2014年就有了《别嫌我们长得慢》这本书。

徐海蛟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写一本书给儿童。
当他写完书，他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夙愿，可是那些“熊
孩子”看完以后大呼过瘾，还缠着他要看第二本关于他们
的书。

“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到底有没有写好啊？”孩
子们逮住他问了好多遍。于是，这本《孩子的世界你不
懂》便在孩童的敦敦催促中应运而生了。

徐海蛟：
孩子的世界你不懂孩子的世界你不懂

徐老师的熊孩子们

旧时的童年是自由生长

徐海蛟认为，当下的教育把每一个孩子当作一台无比
精致的机器，这是在剥夺孩子自由生长的权利。

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是在鄞州西乡的田野里度过的。
在薄雾中，在夕阳晚风下，走向田野，一畦一畦碧绿的菜地，大
片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生命是在自然环境里舒展的。年幼
的徐海蛟，对世界的认识，是在一片绿叶的纹路里恍然知晓
的。往后的诗意，也大多来源于此。

徐海蛟说，我们总是去臆想孩子的世界，其实孩子的世界
跟大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大人的世界快节奏、功利、浮躁，
孩子的世界是天真烂漫的，充满了幻想。

在徐海蛟的眼里，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看云的人，

一种是不看云的人。没看过云的人，都不足以语人生。可是
现在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去看云。

如今城区的孩子很少有不请家教的，就算不去学文化
课，还有诸多门类的艺术课程等着他们，美术、音乐、书法、
绘画、射击、钢琴、舞蹈等等，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做自己的
事，没有任何时间玩泥巴、跳皮筋，去田野里捉蜻蜓蝴蝶，
体会生命循序渐进的感觉。成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
得如此被动。这种痛楚，大概只有孩子们自己明白。

本该休憩的周末，充斥着各种培训班，从周五晚上到
周日晚上，见缝插针地上课，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何况
是慢悠悠地看云？

“余老师”有他自身的投射

《孩子的世界你不懂》这本书里有个贯穿始终的“余
老师”。徐海蛟笑称，这个余老师身上有他的影子，但更
多的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余老师带领大家穿越了一场场美妙的文学之旅，呵
护了孩子们奇奇怪怪的念头，他身上兼具兄长、导游、魔
术师、学问家、诗人、书法家、天真男孩等众多混合的气
质。当他得知班上有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家住厕所
时，恳求知情的学生们保守秘密，保护孩子脆弱的自尊
心。

这本书还触及了当下炙手可热的话题——“二孩”。
书里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惧怕小弟弟小妹妹给自己带来
的威胁，害怕爸爸妈妈的爱从此分了出去。

有个学生甚至发表了一通感言，读来特别好笑：“原先
印象里，我们的三口之家是非常坚固的，简直固若金汤，任
何外敌都侵入不了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他
们的口头禅就是：‘宝贝，你是我们唯一的宝贝，你是我们唯
一的寄托，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下好了，那个什么
政策一出，我们的三口之家其实危如累卵，不堪一击，他们

是分分钟就能生一个孩子的感觉，可见壁垒都是从内部被
攻破的。”

这些孩子们还联合起来成立了“反二孩联盟”。眼见
着事态越来越严重，余老师不惜利用语文课的时间，给孩
子们放映了一部电影《五月八月》。

电影讲的是一对姐妹花，姐姐叫五月，妹妹叫八月，
在日寇的铁蹄下，他们失去了父母双亲，失去了原本幸福
安静的家园，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相依为命，在彼此的关
照中获得生命的勇气。

余老师趁孩子们感动得泣不成声的时候，语重心长
地说：“兄弟姐妹的意义就在这里。你们不知道有个哥哥
弟弟、姐姐妹妹有多好。一旦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惊
天动地的事，一旦你的父母缺席了，兄弟姐妹就是代替父
母和你一起渡过难关的人。”

不得不说，徐海蛟十分懂得当下孩子的心理。“现在
的孩子，他们什么没见过？随便一个童话故事，是很难糊
弄他们的。必须要贴近他们的心理，写出他们本真的生
活状态。”徐海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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