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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诺晨校园小说新作《辩论我最强》是一本文

学性与可读性俱佳的好书。这本四五万字的小说

给我的第一阅读感受是：一旦打开，便难以释卷，它

的故事引人入胜，令人产生强烈的阅读愿望和审美

期待；而读完之后，便如同享受了一顿精神大餐，通

体舒泰。

可读性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校园小说

更应如此。少年读者对枯燥的故事本能地产生抗

拒。许多儿童小说家为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吸引

小读者眼球，常在校园小说的旗帜下，有意宕开笔

墨，把主人公引出校园，让他们在社会上历险，或在

自然界探险，以其奇特的历险或探险经历吸引小读

者关注。严格地说，这已不属于校园小说了。校园

小说中另一种“抓眼球”的方式，是把学校写成江湖，

有团伙，有恩怨，有义气，有初恋。这样写来虽然热

闹，但格调趣味不够高雅，不是合格的校园小说。

《辩论我最强》是真正的校园小说。它的故事

情节、人物活动，全都发生在校园内，或与校园密切

相关。小说中呈现的校园生活，普通、平凡，既不轰

轰烈烈，又不离奇古怪。它的魅力完全来自于浓郁

的文学性，来自于作者圆熟的创作技巧。

许诺晨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成功经验，熟

练运用了意外、突转、伏笔、发现、铺垫等一系列写

作技巧，极大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几乎贯穿全书，在小贝

老师、邓等等、左拉拉等身上都反复出现，使整个故

事波折不断、惊喜不断，非常好看。甚至在小说结

尾处，作者还特意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谁才是辩

论大赛最终的赢家？本来评委已经打了分，张校长

只要当众宣布即可揭晓，可是，他却把那张小小的

纸条揉了揉，扔进了纸篓，然后宣布：“你们每个人，

都是比赛的赢家！”没有答案，却又是最完美的答

案。故事结束了，但余音绕梁，发人深思。

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是下了大功夫的。作品中

出现的左拉拉等人物，在作者的其他小说中都出现

过，读者对他们都已有所了解，但在新的故事中，还

是给读者留下新的印象。校园小说中的少年形象，

由于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必定有许多相同相似之

处，如何将他们区别开来，始终考验着作家的功

底。当然可以通过外在的因素如相貌、服饰加以区

分，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关键要在性格上加以区

分。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物行

动和语言。而在作家心中，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性

格，其实早已心中有数。

许诺晨通过左拉拉之口说：“我看到了邓等

等的执着，蒋美丽的激情，董咚咚的勇敢和欧阳圆

圆的努力……”这种通过某一人物之口，用一句话

概括其他人物性格的方式，很独特，很有意味，同

时也很准确。以邓等等为例，这个人物个性强、反

差大，令人难忘。“执着”，的确是他最核心的性格

特征。他的“执着”是如何体现的呢？他的家庭条

件不好，身体也不好，语言表达能力不强，还不自

信。他所在的“乌合辩论队”的队友们一直担心他

拖后腿。随着故事的发展，表象渐渐隐去，他的另

一面开始显现，“贫穷的物质生活并不妨碍他精神

上的富有，他有爱好，有热情，也时刻准备着为这

爱好和热情付出。”他想找几本关于辩论的书看

看，提升自己，苦于没钱买，就到夜市去给书商搬

书，以出卖劳力为代价换取想看的书；他搜寻电视

节目中辩论的场面，细细观看认真揣摩；他认真记

笔记，寻找对手的破绽，以便关键时给予对手决定

性的一击！这些“笨功夫”“死功夫”助他一战成

功，也就是说，“执着”，正是他克服一切不利因素

最终实现理想的利器。果然，四辩时间一到，邓等

等大步上台，妙语连珠，警句迭出，大放异彩，在一

片欢呼声中拔得头筹。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了多幅笔墨。

塑造其他人物形象时，较多用的是相互比较的方

法，让人物做符合自己性格的事，说符合自己性格

的话。金圣叹在评析古典名著《水浒传》时，对成功

的人物形象提出如下要求：“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

度，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辩论我最强》中的

人物形象，基本上符合这个要求。

小说对语言有极高的要求。王林博士在评析

许诺晨“小英雄系列”时，曾对她的小说语言艺术给

予了很高评价：“她清楚自己的阅读对象的能力，也

清楚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到达读者的内心。许诺

晨的作品多用短句，少用长言；多用动作，少用抒

情；多有叙事，少有描绘；多有快速推动情节，少有

大段的心理描写。”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一如既

往地保持了小说语言的准确性、表现力和形式美，

而且注入了轻快幽默的喜剧元素。其中最典型的

喜剧元素莫过于左拉拉给她组建的辩论队所取的

队名——“乌合辩论队”。蒋美丽第一个站起来发

问：“乌合辩论队？乌合是个什么东西？乌鸦的合

家欢？乌云也很合理？何首乌的合租房？”左拉拉

不好说出真相，只好随口胡诌道：“乌嘛，代表乌金，

那可是古代对太阳的称呼，象征我们精神面貌昂扬

向上，充满阳光。合呢，代表合作，希望咱们大家齐

心协力，合作愉快！”无论质疑或辩解，都呈现出语

言的机智与美妙，响亮而明快，宛如“大珠小珠落玉

盘”。从队名的提出，直到故事结局，围绕队名不断

掀起波澜，唇枪舌剑的交锋一波又一波，风趣幽默

的话语令人忍俊不禁。“乌合”二字，在特定的情境

中，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从“乌合之众”到“笑傲江湖”，校园里杯水微

澜式的矛盾冲突，同学间孩子气十足的喜怒哀乐，

通过“辩论大赛”这一核心事件，表现得如此酣畅淋

漓，如此趣味盎然，如此轻快幽默，无不得力于许诺

晨笔下得心应手的成熟的语言艺术。

这是我在孔店中学教过的一群学生，三十多年

过去了，他们蓦然发现，他们的老师就在身边。都

是电视帮的忙，春节期间，我应邀多次在荧屏上讲

春联。虽然容颜已老，但轮廓没有大变，更何况下

面还有永远不会改变的名字。这样，在合肥工作的

学生们一串联，便有了这次难忘的翡翠湖之约。

召集人是多文，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同事，

用他的话来说，我是他老师的老师。此事说来话

长，我曾经当过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学生留校后，

又成了他的老师，再后来我调到妻子居住地的学

校，他又分配到这所学校当老师，成了同事。而今

的他，已经是一家出版社的高级编辑。

大家约定3月14日8点30分在翡翠湖门前聚

会。时间安排得如此之早，足可见同学们要见老师

的急切心情。更有细心的女同学怕我腿脚不便，执

意要开车接我，因为发不好定位，她直接找到了我

的儿子。我也在掰着指头算日子，同时也在努力地

回忆着他们跟我读书时的模样：兰兰那好听的嗓

音、丽萍那银铃般的歌声、礼梅那赋有表情的朗读，

联想翩翩地从脑际闪过，以致夜不能眠。

本来就有早起的习惯，这天起得更早。换上

自己喜欢的衣服，还特地穿了件粉红衬衣，连头也

梳了好几遍，老师见学生，不觉年轻了几分。

兰兰正点将车子开到我家门前，翡翠湖门前，

早已聚集着翘首以盼的学生。就在我们泊车的时

候，比我小二十多岁的多文老师骑着单车，飞一般

地来到同学的身边。两位老师的如约而至，立即形

成了人流的漩涡。呼喊、握手、问候，一时间，我俩

成了众星捧着的月亮。

游翡翠湖是我们今天活动的主要内容。

好心情，更有好风景；好风景，更有好心情。

仲春时节的翡翠湖，果然美如翡翠。环顾左右，岂

能一言以蔽之绿。绿有绿的差异，绿有绿的韵致，

有的鹅黄，有的浅绿，有的如靛，有的似黛，如此巧

夺天工的组合，怎一个绿字了得！

师生们缓步于翡翠湖，因为女生较多，尽管都

已年过半百，穿红着绿，却也成了一道风景。此情

此景，不知哪位轻声唱起了歌：“船儿推皱一湖秋

水，桨儿打碎满池翡翠……”紧接着同学们不约而

同地唱了起来，那么默契，那么忘情。这是我四十

年前写的一首女声独唱《红菱曲》，还被选作为九月

份广播电台的每日一歌。一时间成了同学们的骄

傲，几乎都会唱。歌声中，同学们似乎回到了学生

年代。年届八旬的我，不禁抹起了眼泪。

同学们搀着我，多文老师也紧傍身边，轻移

步，慢言语。这时一位同学突然想起当年上晚自

习，遭遇停电，多文老师站在讲台上“黑讲”的往

事。老师不为所扰，学生不为所乱，半个多小时，老

师说完了自己准备好的内容。听此言，多文老师不

由得摸着脑袋，诧异地问：“真的吗？”同学们异口同

声：“那还有假？”一时间大家笑成了一团。直至这

时，多文老师放在后脑勺的手还未放下，似是还没

想起来那让同学们终身难忘的一幕。

一块芳草地，直陈面前。茸茸的，软软的，真

的像是一块硕大无比的地毯。“真想在上面打个

滚！”当老师的礼梅说。话音刚落，又一位同学拿腔

拿调地读起了当年语文课本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

《春》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

了……”还不时辅之以手势，这分明是在学我上课

时的样子，毕肖。同学们鼓起掌来，我也情不自禁

地跟着朗读起来：“春天像个小姑娘，花枝招展，笑

着走着。春天像是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

身腰，领着我们向前去。”这会儿，我好像真的又站

到讲堂上面，连腰杆也挺直了许多。

翡翠湖的长桥，当然是留影的好地方。“心有

灵犀一点通”，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把我和多文老师

拉至栏杆一边，搀扶着，簇拥着，正欲摆出姿势，两

边走来几位游人，一位同学亮开嗓音喊道：“请稍等

片刻，我们正在陪老师照相！”这口气分明透出几分

骄傲。尊师，乃中华民族之美德，此刻，我也不觉有

了几分自豪。照相，同学们笑成了花的模样，我也

找到了丛中笑的感觉。

师生们漫步在翡翠湖上，我突然想起了《毕业

歌》中的两句歌词来：“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

是祖国的栋梁”，我身边这些同学们，而今正是年富

力强，且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力量，他们不是栋梁

又是什么？老师和学生在一起，是一种慰藉，是一

种褒奖，是一种和美……

清风徐来，浪涌翡翠湖；艳阳高照，情盈翡翠

湖。2019 年 3 月 14 日，翡翠湖因为有了我们这一

群师生，景，美了千种，情，浓了万分……

从“乌合之众”到“笑傲江湖”
——读《辩论我最强》

□ 合肥 薛贤荣

情盈翡翠湖
□ 合肥 陈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