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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一本作家签名书》《优秀学校》《第三小队大政变》《大家都来学中文》《发明大王
》等十个故事。
是有关男孩马鸣加的学校生活的系列故事。
作家用细致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马鸣加的学校生活和成长经历。
一个个小故事贴近孩子们的理解，写出了孩子们的心思。
故事富有情趣，充溢其中的更是一种真正的幽默和轻巧。
　　“非常小子马鸣加”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专为低年级学生创作的儿童生活故事，是一套新
小学生题材作品系列，是“大头儿子”的升级版，是长大一点的“大头儿子”。
作品选取了一个个充满想象力和生活情趣、同时又贴近当下儿童生活的细节，塑造了一个聪明、机灵
、顽皮、充满奇思妙想的小男生的形象，在以一份难得的童心充分体现童年时代纯粹快乐的同时，也
以一份母亲的敏锐和爱心揭示了进入小学的儿童必须面临的不适应、不协调、不确定等种种成长中的
“痛”。
本书是《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之一，是一组生动的儿童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故事。
作者抓住童年期孩子好奇心重、天真稚拙的特点，刻画了马鸣加天真可爱的性格，自然真实地呈现了
马鸣加特具童心的独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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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春华，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成绩卓著。
著有《紫罗兰幼儿园》、《贝加的樱桃班》、《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等多部作品，曾荣获“冰心儿
童图书奖”、“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多项国家级奖项。
 　　其代表作《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多年畅销，已成为我国优秀原创儿童文学最典型的代表作品之
一，由它改编的同名动画片风靡全国，深受孩子们喜爱。
“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是“大头儿子”的升级版，是郑春华写给小朋友的最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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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本作家签名书优秀学校第三小队大政变大家都来学中文发明大王一把伞自己“挣钱”杂技表演表扬
校长假英雄郑春华：懂得孩子“心思”的人 朱自强“马鸣加”是长大以后的“大头儿子” 郑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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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成长是一次次的“学步” （——对话《非常小子马鸣加》 ·相关链接） 谢燕子(本报特约记者) 
　　记者：首先祝贺您推出反映小学生校园生活的“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小说。
据说，您为了写好这个系列作品，曾多次整段时间，而不是“蜻蜓点水”式地到学校去“趴窝”、“
蹲点”，与孩子们一起上课、一起游戏，一起生活，用一句网络语言来说：是“零距离亲密接触”，
据说收获了不少灵感和段子。
现在作品完成了，您又回原来的学校去认真听取小朋友们的“审读”意见。
在这个快餐化写作、甚至程式化写作的年代，您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样一种非常不讨巧的严谨的写作姿
态呢？
 　　郑春华(以下简称郑)： 　　认真吗？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笨的缘故吧！
 　　我们常说优秀的儿童文学是不分国界和年代的，但反过来说，什么国家和什么年代的作品必定有
它独特的气息。
因为我毕竟已经远离我的童年时代，哪怕我再能准确把握儿童心理，却难以把握当今儿童的生活气息
：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口头禅、他们的困惑等等。
既然我是为当代儿童写作，所以我必须去熟悉当下儿童的生活。
不然我要是把陀螺、跳橡皮筋等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作为细节写给当今儿童，他们是不会感到亲切，
更不会引起共鸣的。
 　　记者：您早几年塑造的大头儿子的形象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由“大头儿子”系列故事改编的动
画片一直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国产动画片的主打品牌，在已经获得如此成就的基础上，您为什么要
暂时放下已经有的品牌产品，而去全新创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从幼儿阅读领域向小学生领域进军，您是基于某种来自市场的事实趋势还是您个人写作上的顺其自然
？
 　　郑：再漂亮的衣服天天穿也会不喜欢，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也会腻烦。
我是出于这种很恬静自然的心理来确定我每一部想要写的新作品的。
再说我没有放弃“大头儿子”的写作，我只是目前尚未找到新的视点去延续和发展这部作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的语言只适合学龄前幼儿阅读，后来《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的文字书出版以后，我发现有许多小学生也在阅读，这就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也可以给低年级学
生写故事，也会让他们喜欢，也会让他们叽叽喳喳快乐地争论着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喜怒。
我没有那么意气风发，想要“进军”什么的，累不累啊？
 　　记者：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您自己觉得昨天的“大头儿子”和今天的“马鸣加”各自都有何特
色？
您对这两个小说人物是否有一些偏爱？
是不是希望通过他们表达您的某种文学理想或教育理想？
　　　郑：这么说吧，写作大头儿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内心比较轻松，我只想把一个幼儿天真可
爱的一面从我的内心释放出来；而写马鸣加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不是那么轻松了，相反地常
常会伴有一种沉重感。
所以说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前者的特色单纯可爱，无忧无虑，生命的状态仍然处于自然状态；
后者的特色喜怒哀乐样样具全，压力重重，生命的状态处于半自然半社会化状态。
我对这两个人物既没有“偏爱”，也没有“偏恨”。
 　　我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两个人物来展现两种生命状态，以此呼吁我们的社会更“自发”地尊重孩子
，呼吁我们的成人更“自觉”地理解儿童，热爱儿童。
 　　记者：马鸣加系列是写小学生生活的，主要背景放在学校。
您是如何处理您理想中自然、健康的儿童成长和当前学校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的
？
 　　郑：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面对生活肯定都有自己的无奈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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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要告别童年，进入生老病死的轮回，但每个人都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基于这么一个前提，我肯定会采用浪漫的或者说是理想主义的笔调，在我的作品中积极协调好这种关
系和调解好这种矛盾。
我不会让已经“困惑”、“无奈”的孩子再在我的作品中去加重这个负担，相反我会刻意地在我的作
品中尽力去为他们减轻重压，让他们有希望，有憧憬。
每个人应该在希望中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人类社会才会因此向前蓬勃发展。
 　　记者：读了马鸣加的故事，感觉到双重的真实，文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眼前常常会闪出“马
鸣加”的身影，仿佛他是邻家的孩子。
我想问您，马鸣加这样一个孩子，在现实生活(不是作品)中会是怎样一种成长状态？
他也可能遭遇许多像小说里的那些充满喜剧感的挫折，您对生活中的马鸣加们以及他们的父母、老师
们有什么建议？
 　　郑：很显然，孩子生活中的挫折要“坚硬”一些，所谓挫折是成长的代价，也是人生的必修课。
婴儿在学步过程中不知要摔多少个跟头？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成人的态度，我们能不能也用对待婴儿学步时的心态来对待成长中的儿童？
 　　记者：据我所知，您曾在欧洲西部的德国、东部的波兰都居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对那里的儿童生
活及学校教育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它们与国内的儿童生长状况有什么异同？
这些对您创作马鸣加有无影响和启发？
 　　郑：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不可能对这两个国家的儿童生活和学校教育状况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只能说略知大概，也就是从自己亲眼目睹到的现象以及不多的交流中获得。
虽然只是很皮毛的获得，已经让我的内心有很大的触动和感慨。
我觉得中国儿童和外国儿童生长状况的最大不同点是非独立和独立。
 　　毫无疑问，这些年的异国生活，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触动，因为感慨，我自然而
然地会去反思中国儿童的生活状态，更清晰地看到它于中国儿童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
 　　记者：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具有两重性，您既是一个面对真实世界的成人，又是一个进入童年状
态为孩子写作的作家，您如何保持自己鲜活的童年感觉，如何最快进入童年写作世界？
德国儿童文学之父凯斯特纳说，只有保持童心的人才是完整的人。
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内心感悟？
 　　郑：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去保存我的所谓的“童年的鲜活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去保存。
最近我正在读法国艾姿碧塔的《艺术的童年》，她既是画家又是作家，她在书中非常强调她的创作是
来源于她的“儿童经验”。
我想我也是的，如果儿童经历已经变成一种儿童经验，那便是永存的。
当你开始为孩子写作的时候，你就是在写自己童年的种种感觉和感受，尽管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但是
喜悦的心情和失望的感觉是一样的。
 　　凯斯特纳是谁？
名字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来他写过的作品。
 　　保持童心的人才是完整的人？
他大概指的是一种生命阶段上的东西吧！
我们不是常常说“逝去的童年”吗？
我倒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觉得我的缺失部分竟然是“成人”部分。
好像那个“成人生命阶段”我总是“抵达”不了，或者说因为“抵达”得很艰难，于是干脆就放弃了
。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下的儿童文学市场？
您预期“马鸣加系列”在这个市场中应当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
 　　郑：我对于儿童文学市场的点滴经验，都是来自于出版社和编辑，没有一点个人获得的经验，所
以也就谈不出“怎样看待”。
 　　不过，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我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预期过他将来会在地球上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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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朴素地希望他将来是一个正直、富有、健康、快乐的人。
对于我的作品我也不会去预期什么，只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到它，喜欢它。
这是对我劳动的肯定。
 　　记者：如果此时您要给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教育工作者、还有儿童读者们说一句话，那您
会说什么？
 　　郑：对大人，我要呼吁他们耐心、平等、平和地对待孩子。
 　　对孩子，我希望他们积极、勇敢、快乐地面对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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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头儿子”升级版：《窗边的小豆豆》男生版。
　　郑春华作品故事的情节性其实并不是特别强。
但妙的是这个情节性不是特别强的故事却能很容易地打动读者、感染读者。
而且，重要的是作品并未因此而降低内在的文学品质。
　　——孙建江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　　入于童趣，而又出于童趣；以童趣的目光看儿童生活，又
以成人的智慧来提升童趣，帮助儿童更快成长，郑春华身上的成人智慧，依然不离童趣、附着于童趣
，这就成了郑春华创作的基本特色。
　　——周晴　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儿童文学作家　　我觉得马鸣加非常活泼，我能在阅读中感
觉到他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和真情。
虽然他们之间有争吵，但过后是会和好如初的。
　　——洪阳　上海市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四(4)班　　我觉得书中的马鸣加很天真，从他身上我看到
了自己那个年龄时的样子。
他让我不断地回想起小学生活中的那些有趣的事儿。
　　——马静怡　江苏省常熟市红枫小学六(2)班　　非凡的马鸣加 （刘绪源(著名评论家、《文汇报
》副刊“笔会”主编) ·相关链接）　　凡学过现代文学史的人，大抵都知道“含泪的批评家”不是
一个褒词。
虽然批评家不可能回避自己感情的波动，但批评不能靠煽情，更不能靠矫情的渲染来取代理性分析，
这是没有疑义的。
可是，当我读到郑春华的未刊稿“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时，鼻子一次次发酸，眼圈一再泛红，想忍
也忍不住。
我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提醒自己，这里没有什么强烈的故事，这都是些平平常常的生活细节，可还是止不住地感动。
我觉得，我有必要破解这个秘密。
　　我也不喜欢近年来忽然变得很时兴的讲故事式的批评，有时一篇评论大半篇都在讲故事，而且其
实只是在抄录故事，找不出多少批评的成分(这倒有点像我前几年从事的工作：“新书摘”)。
可是现在，我忍不住也要讲讲刚刚看来的马鸣加的故事，因为我很希望能有人共享，并一同来破解此
中的奥秘。
　　马鸣加的妈妈出国去了，马鸣加上学时还没什么，每天下午一出校门就有些不对头，脑子里想做
的事情全跑光了，跑来的全是妈妈：妈妈在阳台上等他的样子，妈妈拖他去洗手间的样子⋯⋯回到家
孤零零一个人，要自己拿钥匙开门，自己找吃的。
更可恨的是爸爸每天都下面条，什么盖浇面、鸡蛋面、大排面，吃得他肚里老是粘糊糊一团。
每天还要自己洗碗，自己洗澡，自己铺床，第一两天挺得好玩，到第四天就觉得烦了。
晚上躺在床上，他终于忍不住哭起来。
爸爸发现后，答应周末带他去科技馆。
周末一早他就醒了，可爸爸还要睡懒觉，好容易不睡了，走出了卫生间，又要接一个长长的电话⋯⋯
一个月后，妈妈要回家了，马鸣加接到电话高兴得要命：“妈妈，你什么时候到？
我去接你好吗？
妈妈你给我带了什么礼物？
妈妈我语文测验全班第一名。
妈妈，我们楼下大门油漆过了，你回来别找不到哦⋯⋯”要不是爸爸打断，他不知要说到什么时候。
妈妈回来这天，他上课被老师点了十一次名，因为他老把语文书分开顶在头上；下课被同学揪到办公
室三次，因为他总是拉住厕所的门不让同学出来。
还有更反常的事，班主任的桌上出现了三个粉笔字：马妈归。
走廊里也有这三个字，男厕所里也有，教室的黑板上、墙上、课桌椅上到处都有。
“是马鸣加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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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他写的！
”“他还写在我的衣服上！
”老师笑了：“是妈妈今天要回来吗？
”马鸣加点点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写了那么多。
我下课的时候会去擦掉的。
”后来，妈妈到学校来接他，这时还没下课，全班同学都朝妈妈看，还笑着拍起手来，只有马鸣加假
装没看见，他要让大家知道：他可是不想妈妈的男子汉！
(《马妈归》)　　马鸣加一上学，就再也看不到原先堆积如山的玩具了，妈妈把它们装进三个大纸箱
，全都藏进壁橱里了。
马鸣加哭过，但后来就习惯了。
有一天，美术老师说：“下一堂美术课请同学们每人带一辆玩具车来⋯⋯”马鸣加一到家就直奔壁橱
翻纸箱，心里真是快乐死了。
妈妈急冲冲地跑来：“马鸣加你翻什么呀？
”他慢悠悠地回答：“翻玩具。
”“不许翻！
”“是美术老师要我们带去的，要画玩具车。
”“那，现在也不许玩⋯⋯”“我把它擦擦干净呀，不然我会画不好的。
”妈妈没话可说了。
美术课上，全班三十二个同学带来了三十二辆不同的车子。
这天放学一到家，妈妈就等在门口说：“快去把玩具车放好！
”可马鸣加的装甲车变成了吉普车：“装甲车被同学换去玩一天。
”妈妈没办法了。
第二天，吉普车又换成了赛车：“还有一个同学要换去玩一天。
”妈妈生气了：“如果你明天不拿回来，我把三箱玩具全部送给楼下的小弟弟！
”第三天一放学，马鸣加乖乖地把装甲车带回来放进了壁橱。
可他进去了好一会儿还不出来，妈妈等得急了。
他低着头出来时，妈妈发现他眼圈有点儿红。
妈妈进去一看，发现三个大纸箱已被他封得好好的。
他害怕妈妈把它们送掉。
后来爸爸提出，每个星期天做完功课，可以让他玩一会儿。
从此，每到星期天，他都早早地起床，早早地写完作业，早早地开始玩。
(《壁橱里的玩具箱》)　　读着这样的作品，我只觉得美，童年的美，童心的美，儿童文学的美。
我真的感到，一个作家，只要能写出两篇这样的作品，就该让人刮目相看，就再也无愧于作家的称号
。
在看了太多生编硬造而又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作品后，我对于读作品和评论作品，已渐生厌倦之心。
但马鸣加的故事，又让我找回了读真正的儿童文学时的心灵享受，那种仿佛又回到童年似的安详和宁
静，那种惟恐把什么东西打碎的拳拳的喜爱之心，这正是全世界儿童文学的独特的美，这是其他任何
文学都难以取代的！
　　说了这么多，我居然并没有说出什么分析的话，作为一个批评者，这是失职的。
可真的要说，竟又是那么困难。
我想说，作者动用了一些不易被人发觉的小技巧，比如，每一篇都有一个小高潮，在高潮处把读者的
情绪轻轻地推了推(前一篇的到处都是“马妈归”与后一篇的封好玩具箱红着眼圈出来)。
但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在于作者动用了大量的细节，这都是生造不出来的，是要自己去观察、体验来的。
再说下去，就是一句老话了：文学离不开生活。
　　当年胡适给人题词：“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
对于作家，我们也可说：“有多少细节，写多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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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好细节，也要拼命写，行吗？
也行，但十有八九，那不是好作品。
　　“马鸣加”私密大爆料 （唐池子 ·2007年04月 ·相关链接）　　马鸣加？
谁是马鸣加？
马鸣加从哪里来的？
马鸣加想干什么？
　　别说你不知道！
　　你看，把“马鸣加”几个字拆开写，就是“马口鸟力口”，马鸣加是谁？
马鸣加就是“马口鸟力口”，哈哈！
马鸣加后面总是围着一群死党，在他屁股后面叽喳喳叽喳喳，大喊马口鸟力口——马口鸟力口，好过
瘾的样子！
　　可是，马鸣加到底是谁？
　　你还不知道？
马鸣加都为自己写了一首歌呢。
这首歌叫《马鸣加，你真棒！
》，唱起来起劲极了，比机器猫还机器猫。
“我是开飞机的隐形人，追上外星人和恐龙，我的发明顶呱呱，比牛顿还要行！
” “我想在土里种下云彩，所有人变成好人和英雄。
”牛吹得比A啦多梦还大吧！
谁叫马鸣加是一个梦想家呢！
梦想家，就是做白日梦胡思乱想的大专家啊！
马鸣加可不管，他闭上眼睛高声歌唱：“我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加明亮；我相信梦想会成真，实现
童话愿望”，你看，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让人快乐的小家伙！
　　但是，马鸣加究竟是谁？
　　嗨，老兄，你可真会打沙锅！
马鸣加不就是“非常小子”吗？
难道非常小子就非有电死人的外形、心有九孔的智慧吗？
No! No! No!告诉你，马鸣加不穿名牌、不戴歪帽子、不穿有洞的牛仔裤、不做蛋白质粉丝，呵呵，可
是他照样是百分百非常小子!他是敢死队的头，不过是“倒说”敢死队，就是把句子倒着说，无人能敌
！
他是五只书包的主人，每天背一个，从不出错！
他有一对可以当门墙的鼹鼠牙，像玛丽莲·梦露的美人痣，算得上他的免费品牌！
他能一口气干掉一包麻辣牛肉干，也能一个月小心翼翼地照顾一只流浪小猫；他还能闭上眼睛拼装一
辆豪华赛车，还能睁大眼睛看一百九十九遍《A啦多梦》！
　　天！
可是这个马鸣加想干什么？
　　这个在4月8日过生日的男生，具备白羊座的诸多特点。
他也是独自在天空中闪耀的星星，孤单、带点忧郁气质，还有一种奇特的美丽。
他有很多成长的烦恼，也有许多成长的快乐！
他想干什么？
他想长大，快乐地长大，少一点磕碰，但是磕碰如果真的来了，他也会学着不再害怕，他想做真正的
男子汉，想真诚地用自己那颗小小的童心拥抱整个世界和世界里的人们。
他也许想让更多的大人通过认识他而了解天下所有的孩子，因为他也是所有孩子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也许他什么也不想干，他只是想和更多的孩子做朋友，因为他很孤独。
　　拜托能不能把这个马鸣加说得更清楚一些？
　　嗯，拜托打锅专家不要这么专业行不行？
更多的问题你可以问问马鸣加的妈妈，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倾情打造非常小子马鸣加，她一定会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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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鸣加的私密要爆，赶快去发挥你的特长吧，哈！
还有你可以赶快找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为马鸣加出版的书《非常小子马鸣加》，绝对是马鸣加的个人写
真集哦。
另外，你可以登录马鸣加的博客：blog.sina.com.cn/u/1268623557，那里有n多的版块等你吐口水呢，上
面还有更多的马鸣加信息呢。
你还可以给马鸣加写邮件，邮箱地址是：mamingjia2007@126.com，来信必复，等着你的亲密接触哦！
　　真实·生动·感人 （樊发稼 ·相关链接）　　大头儿子的“妈妈”郑春华又有新作了！
　　这就是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儿童小说“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
　　——随着女作家用素朴流畅的文字娓娓叙述，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年级小学生，一个聪明淘气、天
真任性、活泼可爱的小男子汉，正在向我们走来⋯⋯　　作为一名职业的儿童文学评论工作者，我要
说，看了郑春华的这个系列儿童小说，真是好高兴、好激动。
　　我迄今为止读到的国内小学生题材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中，像马鸣加系列这样生活气息如此浓郁
、孩子形象刻画得这样鲜活动人的，实属罕见。
　　或许有人会说：一个小学生的生活故事，不就那么点事吗。
　　可是，“就那么点事”，在郑春华多彩的笔下，竟被演绎得如此有声有色，生动感人。
这真是一种“奇迹” ！
　　既然是小说，故事情节自然少不了“虚构”，然而这虚构的小说，读来却让人觉得如此真实，就
像作者只是将生活里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实录下来一样。
这就是写作者的非凡本领了。
郑春华正是这样一位具有这种非凡本领的女作家。
　　作品从马鸣加第一天上学开始写起，用十分平朴清浅的语言，讲述了这个小主人公在小学校园这
个新的环境里，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种种事情。
整部作品由几十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有让人会心一笑的有趣的情节和细节，这些情节和细节，
无不反映了马鸣加这个七岁小男孩(当然还有他的小同学)——只有这个年龄的小男孩特有的童稚心理
和天真感情。
作家细腻的描写，使我们“目睹”了他的一言一行；马鸣加这个小男孩形象正是通过这“一言一行”
，逐步活灵活现地凸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难以忘怀。
　　郑春华展示儿童心理情感和刻画人物形象的笔触十分精细、十分讲求层次。
不妨随举一例：在“小辫子开关”一节里，马鸣加调皮地给同桌女生毛西文取了个外号叫“毛毛虫”
，马鸣加有时候喜欢毛毛虫，有时候又讨厌毛毛虫。
“比如马鸣加忘记带橡皮的时候，就会喜欢毛毛虫：‘把你的橡皮借给我用用好吗？
’毛毛虫好像带着粮食一样总是带着好几块橡皮，她会立刻送给马鸣加一块很大的。
”“要是马鸣加上课看《机器猫》，毛毛虫说要举手告诉老师的时候，马鸣加就非常讨厌她：‘你敢
？
我揍死你!’毛毛虫很勇敢地就要举起手来了，马鸣加只好不看。
”尽管马鸣加常常欺负毛毛虫，但有时候也对她蛮好的，例如帮她拿饭，帮她吃难吃的咖喱牛肉，帮
她传纸条等。
有一天，当马鸣加得知毛毛虫跟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再也见不到她时，他忍不住趴在桌上伤心地哭起
来。
可第二天后他又反而高兴起来，因为毛毛虫一走，马鸣加可以一个人坐两个人的位置啦——瞧，这就
是作家对七岁小男孩马鸣加心理活动的实录式描写，多么真实、多么生动！
　　像这样的精彩叙述，在书里可谓比比皆是。
　　郑春华显然不刻意于赋予自己的作品什么教化意义，她只是将生活中见到的、认识的、熟悉的小
孩子，他们的种种行为表现及其特点，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喜怒哀乐，十分自然地如实写
出来而已。
我猜想“马鸣加”这个人物很可能是作者以某个她极为熟悉的小男孩作为模特儿的，当然许多同样龄
孩子的一些特点，她都集中到马鸣加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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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典型化”。
　　只有深入生活，充分熟悉和了解所描写的对象，加上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出众的艺术表现才华
，才能塑造出真实、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
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是谁也无法逾越的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
　　我非常佩服郑春华对于现实生活、对于当今小孩子生活和生存状态的深入而又精准的了解和把握
，十分佩服她的勤奋和执著，十分佩服她对于我国儿童文学事业不懈奉献的精神。
　　我想每一个关注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的人，都会为有郑春华这样的优秀园丁在这个园地里辛勤
耕耘而感到极为欣慰和高兴。
　　不仅长篇儿童小说“非常小子马鸣加” 系列的广受欢迎是可以预期的，而且我相信郑春华一定会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来。
　　和马鸣加一起快乐成长 （金 波(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相关链接）　　与孩子
打交道，绝不是降尊俯就，而是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平等地与他们交往。
就算你是孩子的父母，当你与他们相处的时候，需要的也是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我读郑春华的“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感受到的是亲情之间的温馨亲和，听到的是朋友之间的款款
私语。
　　我读“系列”五中的第一篇《马妈归》时，在忍俊不禁中被深深地感动。
为目送妈妈乘飞机“到德国去考察一个月”，马鸣加“仰头看着天空”。
而在妈妈要回家的这一天，他又在黑板上、墙上、课桌椅上写下了“马妈归”。
我在鼻酸眼热中笑了。
从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我看到了母子之间情感的互相交融、互相渗透。
这篇故事代表了“非常小子马鸣加”系列故事中明快温暖的基调。
　　马鸣加的故事，在我心中唤起的是对于儿童内心世界发现的快乐，是对待儿童纯真本色的倾心。
在《笫一和笫二》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读出在孩子之间的争强好胜，甚至是妒忌心理，但是他们的
坦诚和友善，又使他们摆脱了世俗，各适其宜地走到了一起。
在《真人变假人》中，我看到了孩子式的对“真”的追求。
他惋惜体育老师因结婚穿上了西服，变得像“橱窗里的假人”。
孩子看待这个世界，以其纯真的态度，表现出内心世界追求的“完美”。
　　孩子的世界是值得眷恋的。
这眷恋，不仅可以唤起我们对于他们的热爱，也可以引发我们的反思。
读《好朋友的生日》，让我们更加喜欢热心肠的马鸣加，为了丁转转的生日跑前跑后。
这副聪明义勇的热心肠，让这个班集体成了“相亲相爱一家人”！
《生病在家》这篇温馨的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孩子对于友情的企盼。
马鸣加发烧了，盼望着能接听老师和同学的电话。
恰好在他睡着了的时候，老师带着一束鲜花来探望他。
因为妈妈没叫醒他，他没能“由自己来告诉老师自己的病情⋯⋯”而哭起来。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反思到孩子在天性的表现上，总是更占据着优势，他们以更纯真的心期盼着
纯真的心，而成年人也许多了几分后果之虑、得失之累。
　　郑春华有一支彩笔和一颗善感的心灵，自然如意地从常见的素材中提炼出逸趣横生的故事，从平
谈的故事中翻出无限的波澜。
我想，作者熟悉幼儿生活固然是重要的，但深刻的思考，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也是极其重要的，作
者运用她思考的激情为我们营造了这些有趣的故事，塑造了众多丰满的人物性格。
　　走进马鸣加的世界，就是走进人生的那片澄澈的光照之中。
　　走进马鸣加的世界，就是和马鸣加们在一起快乐地成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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