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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苏的呼唤》 中伦理思想的表达策略

赖丽华

【 内容提要 】 文 学具有伦理教诲功能 ，
任何文学作 品都 蕴含着伦

理思想 。 为避免说教 口 吻
， 作 家 的伦理表达 往往 隐含在作 品 中 。 笔

者 以 文 学伦理学批评视 角 分析发现 ， 在 《 索 苏的 呼唤 》 中 作者运 用

了 以 下三个伦理表达策略 ：
采 用 细 节 刻 画 、 人物话语和拟人化描 写

表达道德立 场 ；
运 用 正反人物 的 言行对 比 传达伦理观念 ； 借 用 社会

与 个人之 间 的 冲 突互 动进行社会批评 。

【关 键 词 】 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索 苏 的 呼唤》 ；
伦理思想 ； 表达

策略

【作者简介 】 赖 丽华 ， 浙江 师 范大 学外 国语 学院讲师 。

一

文学伦理学批评

２００４ 年 ， 聂珍钊 明确提 出把中 国 的文学伦理学 批评应用于文学研究

的理论 ， 即
“

从伦理道德的角 度研究文学作品 以及 文学与作家 、 文学与

读者 、 文学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

。
？ 聂珍钊认为 ，

“

文学伦理学

批评的任务就是去挖掘文学的伦理价值 ， 并通过解读和 阐 释文 学作 品 以

① 聂珍钊 ： 《文学伦理学批评 ： 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 ， 《外 国 文学研究 ＞２００４ 年 第 ５ 期
，

第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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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人们做出正确 的伦理选择
”

。
？ 他提出 应该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

的产物 ， 并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 活的独特表达形

式 ，
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 。

？
中 国 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诠释文

学作品提供了具有 中 国特色的新视角 ， 助力 中 国 学者在 国 际学界发 出 自

己 的声音 。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 中 国 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已成为 当下文学研究的

—个热点 问题 。 近年来 ， 广大学者适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开展了 一系

列文学研究及跨学科研究 ， 成果层出不穷 ， 多项 与此相关 的课题获得国

家立项 。 目前已 出 版的相关学术专著有 《索尔 ？

贝 娄作 品 的伦理道德世

界 》 （ 车凤成 ，
２０ １０ ） 、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 的理査生小说 》 （ 朱卫

红
，
２０１ １

） 与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 （聂珍钊 ，
２０ １ ４

） 等 。

一系列文学

伦理学批评论文也相继发表 ， 例如 《塞 内 加的 生态文学伦理思想研究 》

（江山 、 胡爱国 ，
２０１ ３

） 、 《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 当代 文学的 道德批判 》 （ 杨

和平 、 熊元义 ，
２０ １５

） 、 《 〈 为奴十二载 〉 的伦理表达与生活书写》 （刘茂

生 、 刘甜 ，
２０ １６ ） 、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 角 解析莫言小说 〈 丰乳肥

臀 〉 》 （魏红霞 ，
２０１ ７

） 和 《迷惘与失落 ： 〈 人的污点 〉 的伦 理学 阐释 》

（ 张龙海 、 赵洁 ，

２０ １７
） 等 。 另外 ， 在硕士 、 博士学位论文 中也有从文学

伦理学批评视角分析具体文学作 品 的
，
如 《英 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

文学伦理学批评
——

以三位代表作家为例 》 （ 夏文静 ，

２０ １ ３
） 、 《诺贝 尔文

学奖美国获奖作家作品 之环境伦理思想研究 》 （ 陈学谦 ，
２０ １４

） 、 《 〈华伦

夫人的职业 〉 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 》 （ 杨佳宁 ，
２０ １ ６ ） 、 《文学伦理学

批评视角下的 〈拱桥与蝶楼 〉 》 （唐垚 ，
２０ １７

） 和 《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

下 〈艾玛 〉 中伦理倾向的研究 》 （刘淳 ，
２０ １ ７

） 等 。
一批与文学伦理学

相关的课题还获 得了 国家社科基金的 资助 ， 如 ，
２０ １３ 年聂珍钊教授 的

“

文学伦理学批评 ： 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
”

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２０ １７ 年张生珍教授的
“

英 国儿童文学中的 国族意识与伦理教诲研究
”

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重点项 目 。 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研究 的文 学

作品 ， 涵盖了古今中外 的文学经典 ；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 开展 的课

题不仅研究文学作 品和理论 ，
而且还涉及其他学科 。 中 国 的 文学伦理学

①査尔斯 ？ 罗斯 ：＜文学伦理学批评 的理论建构 ： ＊珍钊访谈 录 ＞ ， 杨革 新译
，

《外语 与外

语教学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４ 期
， 第 ７５ 页 。

② 豪珍钊 ：＜ 文学伦理 学批评 ：
基本理论与术语 ＞ ， ＜外 国文 学研究 ＞２０ １０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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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研究散发 出蓬勃生机 。

聂珍钊认为文学 的 审美只 有 和文学 的教诲功能 结合在
一起 才有 价

值 。
？ 芮渝萍 、 范谊认为伦理教化功能是文学作 品 的基本功能之一 。

？ 任

何文学作 品中都蕴含价值观念 和伦理道德 。 而儿童文学作品 的读者对象

是广大青少年 ， 其具备伦 理道德 的关 怀属性和教化功能更是不言而喻 。

然而 ， 国 内学者对儿童文举的研究多围绕作品选编 、 翻译 、 审美 、 创新 、

叙事 、 生态美学 、 文本分析 、 语言特色 、 人物形象 、 创作潮流以及 时代

语境等主题展开
，
对作 品 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则较少 。 近年来 ，

一批

学者开始探讨儿童文学作 品 中的伦理思想 ， 比如 ，
贾珊分析并解读了 美

国儿童文学的三部经典著作 《鹿苑长春 》 《老人与海 》 《 哈克 贝 里
？

费恩

历险记 》 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 ５

？柏灵主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 ，

通过文本分析阐释了 安徒生童话中有关儿童成长的伦理思想 ５

？杜传坤 以

“

彩虹鱼
”

故事为例 ， 阐 释了童话 中的道德隐喻和儿童道德教育 ；

？张雅雯

以 《格林童话 》 中文译本为研究文本 ， 分析了格林童话知识和伦理的 结

构与逻辑？ ； 等等 。 综观既有研究 ， 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视角 对中 国及非

洲儿童文学作品 的研究尚有欠缺 ， 有待加强 。

目 前 国 内学界对非洲儿童文 学作 品的译介和研究较少 ， 以中 国 的 文

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对其开展的研究则更少 。 《索苏 的呼唤 》 是一部反映非

洲少年儿童精神 品质的优秀绘本 ， 展现 了非洲儿童生活的真实 画 面 ， 反

映了非洲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 。 目前 ， 国 内 尚无正式发表的 文章对这部

儿童绘本加 以解读评析 。 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 批评视角 解析这部作 品 ，

主要研究作者如何通过优美的语言和生动 的情节 ， 感染和影响读者 ， 激

发他们的道德情感共鸣 ， 从而发挥儿童绘本 的伦理教育和感化功能 。 笔

①聂珍钊 ： 《文学伦理学批评 ： 基本理论与术语》 ， 《外 国文学研究 ＞２０ １０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６ 页 ０

② 芮渝 萍 、 范谊 ： ｛ 成 长 的风 景
——当代美 国成 长小说研究 》 ， 商务 印书 馆 ，

２０
１ ２

， 第

１ ３ ７页 。

③ 参见贾珊 （美 国儿童 文学 的生态伦理观 ＞ ，
硕士学位论文

，
山 东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０ 。

④ 参见柏灵 《儿童成长 与伦理选择——安徒生 童话研究 ＞ ，
博士学位论文 ， 华 中 师范大学

文学 院
，

２０ １３ 。

⑤ 杜传坤 ：＜童话 中的道禳隐喻和儿童道德教育—— 以
“

彩虹鱼
”

故亊为例 ＞ ， ＜ 陕西师范

大学学报 ＞２０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１６８

－

１ ７４ 页 。

⑥ 参见张雅雯 《格林童话 中 文译 本 的知识 伦理研究 》 ，
硕 士学 位论文

， 陕 西 师范 大学 ，

２０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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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从道德立场 、 伦理观念 和社会批评三个方面对 《索苏的 呼 唤》 的伦

理思想和道德倾向进行分析 ， 解读和 阐释其伦理表达策略 。

二 《索苏的呼唤》 作品简介

《索苏的呼唤》 ＣａＺＺ
） 是加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米沙克

？ 阿萨

尔 （
Ｍ ｅｓｈａｃｋＡｓａｒｅ

） 的一部重要作 品 。 米沙克
？ 阿萨尔长期倾心于以 非

洲为背景 的儿童文学创作 ， 不但著作颇丰 ， 而且获得诸多殊荣 。 其作品

曾先后荣获非洲 出版诺玛奖 、

“

年度非洲最佳 出版图书奖
”“

非洲最佳绘

本奖
”

、 奥地利
“

国家图书奖
”

、 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
“

金徽奖
”

和

丰 田
“

儿童文学绘本故事书最佳插画家奖
”

等重要国际奖项 。
？

１９ ９７ 年 ， 《索苏的呼唤》 由 非洲南撒哈拉出版社出版 ， 并于 １９９９ 年 、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７ 年多次重 印 ， 贏得 了世界各 国读者 的关注 和喜爱 。 １９９９

年 ， 该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促进青少年相互融合文学 奖
”

头奖 ；

后又获得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 的
“

残疾青年杰出读物奖
”

；
还被评选为

“

非洲百部佳作
”

， 位列第 １２
。

《索苏的呼唤》 是一部赞颂英勇 和决心的儿童绘本 ， 语言简洁流 畅 ，

插画富有非洲风情 。 作 品讲述的是非洲小渔村一个残疾男孩索苏 （
Ｓ〇８Ｕ

）

的故事 。 由于双腿不能站立 ， 他没法去上学 ， 也参加不了小朋友的游戏 。

有一天 突然狂风大作 ， 骤雨突袭 了索苏所在的小渔村 ， 惊涛骇浪瞬 间涌

进村子 ， 房屋倒塌 ， 留在村里 的老弱病残得不到及时转移 ，
整个村子危

在旦夕 。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 索苏挺身而出 ， 拖着残疾的双腿克服重

重困难 ， 敲响鼓声发出 求救信号 ， 外 出的人们才得 以及时赶 回
， 挽救 了

村庄 。 他 的英勇 事迹受到嘉 奖 ， 并获得了 珍贵 的上 学机会 。 这是一部关

于非洲社会如何看待 、 接纳
“

差异
”

以及 阐述什么才是
“

真正 的健全
”

的作 品 ， 反 映 了 非 洲 人 民 淳朴 善 良 的 品 质 和 少 年 儿童 积 极健 康 的

心态

① 赖丽华 ：＜米 沙克 ？ 阿萨尔 ： 非洲首 届一指的儿童文学作 家 ＞ ，
引 自 鲍秀文 、 汪琳主编

＜
２０ 世纪非洲名家名著导论 ＞

，
浙江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６
，
第 ９２ 页 。

？ 赖丽华 ：
《米 沙克 ？ 阿萨尔 ？

．
非洲首 屈一 指的儿童文学作家 ＞ ，

引 自 鲍秀文 、 汪琳主编

＜
２０ 世纪非洲名家名著导论＞ ， 浙江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６ ， 第 ９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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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索苏的呼唤》 中伦理思想的表达策略

芮渝萍 、 范谊通过对当代美 国成长小说的研究发现 ，

“

作者的伦理思

想和道德立场可以通过对人物的偏爱 、 事件的选择 、 情感倾 向 、 词语 的

褒贬隐喻 、 修辞策略和叙事语气等多种途径表达
”？

。 《索苏 的呼唤 》 在

讲述索苏的英勇故事时 ， 读者跟随作家的笔触时而 紧张 、 时而惊喜 、 时

而怜惘 、 时而憎恶
，
读者的情绪在阅读过程中 自 然地受到作家的 道德立

场 、 伦理观念和社会批评等伦理思想的影 响 。 作者隐含在叙事 中的 伦理

表达 ， 究竟如何通过作品实现对儿童成长的伦理道德关怀 ？

（

―

） 道德立场的表达策略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 作者 的道德立场通常不是直 白 的 说教 ， 而是通

过人物 、 话语 、 修辞等来传达 ， 使读者在阅 读时 自 然而然地领会和接受 。

《索苏的呼唤》 就采用了细节刻画 、 人物话语和拟人化推写等多种表达途

径来有效地传达作者想要表明的道德立场 ： 人人平等 ，
全社会要关爱残疾

人
， 摈弃对他们的歧视和偏见 。

首先 ， 作者通过一些细节刻画 ， 表明 了 自 己
“

人人平等
”

的道德立

场 。 不能因为一个人身体方面有残疾 ， 就去否定他 的人格 。 聪明 乖巧的

小狗法沙对小主人的 忠诚热爱始终如 一 ， 他们平等快乐 的相处氛 围感染

了读者 。 如当 阿花和阿布去上学时 ，

“

法沙总喜欢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上

一阵
”？

；
“

闪闪发亮 的眼神
” ？

；
“

他总是把一个玉米棒扔得远远的 ， 这时

小法沙就会一个箭步冲过去 ， 在玉米棒落地之前 ， 跳到空 中用嘴 巴把它

接住 ！

”

。
？作者对小狗的偏爱赋予了 小法 沙活泼乖巧 、 讨人喜 爱的个性 ，

读者很容易 自然而然地喜欢上它 。
一些人想方设法地让索苏待在家中 避

开公众场合 ， 而法沙却努力地和 小主人 亲近 ， 逗他开心 。 作者通过对小

法沙的描绘表明 了 自 己 的道德立场 ， 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始终对小主人

①芮渝萍 、 范谊
： 《成长 的风ｆｔ

—

当 代 美国 成 长小说研究 商 务印 书馆 ，
２０ １ ２

， 第

１ ５２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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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友爱 ，
而一部分人却 出 于 自私的 原 因对残 疾的 索苏有歧 视和偏见 。

从这个层面讲 ，
人类需要对 自 己 的道德立场进行拷问 和反思 。

其次 ， 故事中人物的话语也表现 了作者 的爱憎立场 。 例如 ， 在索苏

爸爸带他去礁湖打鱼碰到陌生人的场 景中 ，

“

两个表情严肃 的 男 人靠 近

独木舟 ， 对爸爸说 ：

‘

你还是不要带这孩子来这里 为好 。 村 子里有像他

这样 的孩子 已经够不幸 的 了 。 我们真担心让他待在 这里会惹
‘

礁湖 之

神
’

不 髙兴呢 ！ 你应该让他待在你的房 子里
’ ”

。
？读者会对陌生人牵强

附会地把残疾孩子看成是村子的不幸 ， 并随意干涉他人 的 自 由 产生反感 ，

作者爱护残疾人 、 憎恶歧视和偏见的立场也通过人物和他们 的话语得到

了体现 。

最后 ， 作者的立场还通过拟人化 的描写体现出 来 ， 小狗法沙被作者

賦予了情感和灵性 。 比如 当索苏伤心时 ，

“

连小狗法沙也为小主人难过 ，

它总是努力地逗他开心
”

。
？
当小主人 陷于困境时 ，

“

它安静下来 ，
不再狂

吠不停 。 它看上去放松了一些 ，
眼里流露出理解和鼓励的神色

”

。
？而在最

困难 的时候 ， 它坚定了小主人坚持的信念 ，

“

法沙的眼神告诉索苏 ， 它知

道鼓在 哪儿 ， 而且 它 似 乎 还 在说 ：

‘

索 苏 ， 别 怕 ， 我们 一 定会好 好

的 ！

’
” ？“

小狗小心翼翼地前行 ， 它每向前迈几步 ， 就停下来转过身坚定

地看着它的朋友 ， 它总是摇摇尾 巴
， 似乎在说 ：

‘

加油 ！
跟着我走会安全

的
！
相信我 ， 我们一定会成功 ！

’ ”⑤最后当 小主人获得成功时
，
它和他一

样快乐 ，

“

索苏很快被大人们架在了 肩膀上 ， 法沙兴奋地不断往上跳 ，
跳

得和它的主人那样高 ！

” ？ 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写了法沙对主人的

鼓励 ， 赞扬了索苏的 坚持不懈和无私奉献 。 作者的 立场在此有鲜 明的 体

现
：
人们应当给予残疾人充分的理解 、 关爱 和鼓励 ， 他们同 样具有为社

会做 出 巨大贡献的坚定信念和非凡能力 。

（ 二 ） 伦理观念 的表达策略

文学作品 中往往有 正反人物 ， 正反人物的 言行 对 比是作者宣扬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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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和伦理观念的主要途径 。 《
＿

索苏的呼唤》 正是通过家人 、 陌生人的言

行 以及村民和社会媒体 的反应 ， 向读者传递了 非洲社会 的一些 朴素的伦

理观念 ，
比如相互帮助 、 关爱他人的 道德观念 ， 以 及公平正义 、 扬善嫉

恶的社会伦理 。

首先 ， 作者描述了索苏 的家人对他 的 照顾和关爱 。 例如 ， 索苏爸爸

竭尽所能地让他觉得 自 己和正常孩子没什 么差异 。

“

爸爸教他修补 渔网 ；

还带他去礁湖划 独木舟 、 捕鱼 。

” ？ 索 苏小时候很喜欢趴在妈妈 的背上 ，

“

妈妈背着他四处走动 ， 索苏就可以看到村子 的各种变化 ， 听到很多发生

在村子里的事情
”

。
？索苏的兄妹阿布和阿花在吃饭的 时候 ， 总会告诉他在

学校学了什么 。 而到 了晚上 ，

“

其他人会做好每件事 ， 而索苏 呢 ， 只要像

个婴儿一样 ， 享受他们 的贴心服务就行 了 ｒ ？这个充满 爱的家庭 宣扬 了

非洲人 民淳朴的 道德观念 ，
即人们要相互关爱 ， 爱的家庭教育从正面激

励 了索苏在生活中去 关爱他人 、 亲近社会 ， 也激发了读者关爱残疾人 的

美好情感 。

其次 ， 故事当 中对不友好陌生人的 描写片段 ， 从反面映射出 非洲社

会少数人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 。
一 是两个大人碰到在礁湖打鱼的 索苏

父子时 ， 向索苏发出
“

不要惹
‘

礁湖之神
’

不高兴
”？“应该待在家里

” ？

的警告 ；
二是在一个美好的 夜晚 ， 索 苏在 出去玩 的路上碰 到一个女孩 ，

她大声尖叫 ， 把他 当成了 令人毛骨悚然的 幽灵 ！ 这 两件事 令索苏伤心 ，

让他感受到 自 己 与别人 的差异 ， 陷人 自 卑 的 阴影 ， 并对融入大家的 生活

感到畏惧 。 读者也会受到索苏的情绪影 响 ， 为他难过 ，
对陌生人的不道

德言行感到愤怒 。

最后 ， 作者通过描述多数村 民对索苏 的友好态度 以 及社会媒体 的关

注
， 从正面反映非洲 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正义和伦理价值 。 村民 们在听

到求救 的鼓声后奔 回村子救 出 了 老人和小孩
， 同时他们 决定找到这位勇

敢的敲鼓人 。 当
一位村 民发现及时发 出危险警报的 索苏 和小法沙时 ， 他

激动地喊道 ：

“

勇 敢的鼓手和他 的朋友 ！ 做得好 ！ 做得好啊 ！

” ？人们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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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索苏架在 了肩膀上 ！ 报社 、 广 播站 以及 电视 台 的记者们纷至沓来 ，

他们采访索苏并宣传他 的英勇 故事 。 最后 ， 人们 聚集在村子 的广场 ， 感

谢这位 勇敢的小朋友 ， 并奖励他一辆 闪 闪发亮 、 全新的轮椅 。

“

现在 ， 他

也可以去上学了 ！ 村上其他小朋友总是开心地推着他 。

” ？作者通过对民众

和媒体的推写 ， 反映了非洲社会普遍 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倾 向 ，
即公平正

义 、 扬善嫉恶的优 良传统和社会伦理 。

（ 三 ） 社会批评的表达策略

芮渝萍 、 范谊认为 ，

“

对社会弊端进行揭露和批评 ， 是文学 的 文化

建构功能
”

。
？

《索苏的呼唤》 中部分民众迷信神灵 、 歧视残疾人的 言行

造成 了索苏的心理 自 卑和压抑 ； 同 时 ， 书 中也特别描写了在 困境 中 坚定

友爱的小狗给索苏带来的 勇气和担当 ， 以及村民和媒体对索苏的 普遍赞

誉 ， 令索苏重新获得 自 尊和 自 信 。 索苏的故事表明 ， 当社会环境和个人

成长出 现矛盾和冲突时 ， 社会上的不 良伦理观念和道德风气会对儿 童

的成长产生 消 极影 响 ； 而 当 社会环境 与 个人成 长 之间 形 成 良 性 互动

时 ， 就会激发少年儿童 的 良好道德意识和道德成长 。 作者通过对持偏

见的 陌生人和友爱 的小狗法沙的两 种社会环境 因 素的 描写 ，
展示 了 非

洲社会环境与个人之 间 的 冲 突融合 ， 揭示 了 非洲社 会环境 中依 然存在

着不利于青少年成长 的负 面 因 素 ， 间 接批评 了非洲 国 家残存 的社会弊

端和不 良风气 。

非洲社会长期存在对巫师 、 神灵的 迷信 ， 要改变一些普通民众对巫

蛊术的传统看法非常 困难 。 《索苏的呼唤》 中对这种不 良社会环境 因素也

有所描述。 即使在这个风景如 画 、 民风淳朴 的小渔村 ，
也存在对

“

礁湖

之神
”

的盲 目敬畏以及对残疾人的歧视 。 时至今 日
， 仍有对非洲

“

巫童
”

的报道 ， 当地人认为家中和村子的不幸都是这些儿童造成 的 。
一些孱弱

的幼童一旦被贴上
“

巫童
”

的标签 ， 就会惨遭家人和村民遗 弃 ，
甚至 因

为
“

驱魔
”

遭到摧残 。 作者并没有对这种社会现象直接进行批评 ， 而是

通过对索苏英勇救村和村 民及媒体赞誉 的描述对这种小范围 的 不 良社会

现象进行了 间接批评 。 残疾儿童和发育不 良儿童的存在与非洲 当 地贫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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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密切相关 ，

“

巫童
”

的存在与民众的传统思想紧密相连 。 要为非洲少

年儿童创造健康 良好的成长环境 ， 就要发展 当地经济 ， 并转变人们 的 思

想观念 。

残疾 人要 面对偏见和歧视 ， 这不是非洲 社会独有 的现象 ， 世界上

其他地区 也存在类似情形 。 残疾孩子相对于普 通孩子更渴望得 到社会

认 同 ， 其他社会成员 理 应给 予他们 更多关爱和鼓励 。 在 《索 苏 的 呼

唤 》 中 ， 他人对索苏的 警告和夸张反应严重影 响 了 他的 自 信 ， 形 成成

长的心理和道德障碍 。 而家人对索苏 的关爱 、 村 民对他 的普遍接 受 以

及社会媒体对他 的赞誉有助于其 自 我定位 和道德成长 。 而索苏 克服重

重困 难 、 成功挽救村庄 的事迹也反映 了他 的 非凡 勇 气和坚定 信念 ，
很

好地 阐释了 什么才是
“

真正 的健全
”

。 作者 通 过讲述索 苏 的 故事 有力

地抨击 了歧视残疾人 的社会现象 ， 引 导青少 年儿童 要 自 信 自 强 。 同 时

提倡应该为青少年尤其是残疾儿童营造 良好 的 成长 环境和氛 围 ， 使个

人 、 家庭 、 社会形成 良好互动 ， 建构人人平等 、 相互 尊重的 社会道德

环境 。

四 结语

美国作家约翰
？ 厄普代克认为 ，

“

文学的一个习惯性 的 目标就是表

达伦理
，
磨砺读者 的善 恶意识

” ？
。 伦理道德更是儿童文学表达 的 一个

重要主题 。 很 多儿童文学作 品 通过 弘扬伦理 的 叙事 表达 ， 传播伦理价

值 ， 影响儿童的 道德意识和道德成长 ， 发挥其伦 理传播 和 教化 的 社会

功能 。
．

本文通过分析 《 索苏 的呼唤 》 的伦理思想 表达策 略 ， 揭示 了 作品

中 隐藏 的道德立 场 、 伦理观念 和社会批评 。 作 品 中展 现的 非洲社会的
一些伦理道德如公 正 、 勇敢 、 奉献 、 担 当等 品 质 ， 具有跨越 时代 和地

域 的永久性 和普遍性 ， 对 于中 国 的少年儿童 同 样具有 引 导和激励 的 作

用 。 而作 品 中呈 现的 社会批评 ，
也让我们更好地 了解 了 非洲社会 中 仍

然客观存在 的某些落后 的传统思想 观念和依然 严峻 的社会 经济和 道德

① 芮渝萍 、 范谊 ： 《成长 的风 景——当 代美 国成 长小说研究 ＞ ，
商 务 印书馆 ， ２０ １２

，
第

１４ ２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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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现实 。 通过分析作者如何在作 品 中 反映 和探讨伦理问题 ，
可 以更

好地领会和理解非洲 人的 道德立场 、 伦理原 则和社会责任 ，
这对于今

后我们深人 了解非 洲社会文化 、 深化 中非交流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

（ 责任编辑 ：
王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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