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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胡同》

内容概要

★泡茶馆、看京戏、斗蛐蛐、养金鱼、熬酸梅汤、耍猴猎獾，在京腔京韵的故事中感受老北京的趣味
童年，回到那段让人向往的民国往事；
★透过姥爷一家、图将军一家、秀儿一家三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去体悟一个丰富鲜活的老北京的鲜活
画卷。图将军这一鲜活灵动的形象，带读者去感受极具特色的老北京人的“京味儿”生活；
★作为一部抗战题材作品，整部作品没有直接去写硝烟与战火，而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观察和体会这
一切。作品虽然悲壮，却仍然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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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胡同》

作者简介

史雷，1970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灌县（现都江堰市），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上海）《少年文艺》（江苏）《读友》《东方少年》等杂志，曾获2011年冰心儿童文
学新作奖佳作奖、首届“读友杯”全国少儿类型文学大奖赛二等奖、第二届“读友杯”全国少儿类型
文学大奖赛优秀作品奖、2014年《儿童文学》擂台赛之“直通罗马大奖赛”金奖。长篇小说《将军胡
同》一举夺得第一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之最高奖“青铜奖”殊荣，受到谢冕、高洪波、王泉根
等七位终评专家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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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胡同》

书籍目录

曹文轩“青铜葵花”序言
第一章 大红门
第二章 铁弹子
第三章 美猴王
第四章 老黄忠
第五章 鱼美人
第六章 石唐山
第七章 铁苍狼
第八章 六月雪
《将军胡同》名物考（侯晓晨）
《将军胡同》专家评语（刘绪源、徐坤、洪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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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胡同》

精彩短评

1、喜欢作品背景是清末的故事，因为可以借着故事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传奇与变数，以儿童的视角去
看这个时代，会让作品失去一些悲剧带来的力量，但又多了些简单和趣味，小孩子迷恋于斗蛐蛐、看
美猴王的那些片段，让我比较喜欢。其他的，教育色彩浓了些，结尾来得也太突然了吧。
2、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的，还不错⋯
3、原来蛐蛐、鸽子、蝈蝈、猴子、金鱼、土狗，都怀有一颗赤诚爱国的心啊！你们这些汉奸真是猪
狗不如！
4、儿童文学
5、比较喜欢看这种题材，这一本挺快就能翻完，可是往后看着看着就发现除了老黄忠，目录上的活
物全死光了，要是真事也就罢了，这跟那些刻意悲伤的青春疼痛小说有什么区别，最后轮到铁将军的
时候都懒得说什么了
6、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尽显其中。更重要的是，我在里面看到了民族气节。在
这个略显浮躁空虚的时代，应该让孩子多看这种书。
7、7.5分，三星半，这是我认真思考给的评价。叙事技巧的功底能看得出来，对老北京风物名物、俗
语掌故也是下了很多工夫，每章以一个事物串联集中叙事，图将军也塑造得较为立体。但是“我”这
个叙述者反而有些弱，作者宏大主题叙事的意图过于明显，铁弹子、美猴王、老黄忠、鱼美人、铁苍
狼，说实话到后面真有些腻味了，不看就知道叙事的路子。收尾也略显仓促，不是很满意。但是在同
类作品中，应该还是不错的吧。希望继续努力吧。。。
8、有种看《城南旧事》的感觉，挺感动的
9、今天在飞机上又认真读了一遍。京味叙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可惜后面漏气了。把家国情怀加在
动物身上是限制其格局的主要原因吧。这类题材从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反思战争可能会更有力一些。
10、章回感太强烈，主人公这个没有个性的角色刻画得好失败。其实跟梁实秋雅舍系列是一个路数，
但无奈此作者党性极高，不红不行。
11、好看
12、青铜葵花奖获奖作品，京腔京韵的叙述中，刻画了勇敢爱国的芸芸众生。每章死一个人或者动物
，与侵略者的矛盾在自己心爱的人、物件的丧失中激发。图将军作为前朝遗老，出场之初就知道是必
死的结局，但还是在结尾处为他落泪。何为好的儿童文学？“文学性、真童心”是解之一。
13、对老北京的风物很迷⋯⋯
14、非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15、虽是儿童小说，却清澈隽永出了味道！很喜欢。
16、读友上看过，挺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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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胡同》

精彩书评

1、这部作品不久前获得了首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的最高奖“青铜奖”，读来果然意蕴深远，
回味悠长。作品由一曲喜庆的皮影戏《二度梅》开场，虽然热闹却令人担忧，因为“太平盛世”的表
象下涌动着家国动荡的不安；结尾以一段凄惨的《祭塔》与开头相呼应，继而又转为激昂的《阳平关
》，图将军的死催人泪下，却让人看到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希望。小说里，作者以从容不迫的语言
，娓娓道出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意趣，写出了国家危亡之际，以图将军为主的“平民英雄”们灵
魂觉醒和精神成长的故事。可以说，《将军胡同》是一曲慷慨的悲歌，对侵略战争的控诉、对民族精
神和文化传承的思索尽在其中。《将军胡同》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小说。作品的叙事风格朴实庄重，叙
事节奏张弛有度，每一章的内容既可独立成篇，串联起来又是一个背景完整、人物形象丰富的故事。
特别是小说的主人公图将军，塑造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图将军祖上三辈都战功赫赫，都曾被授封
“三等奉国将军”的爵位。然而图将军却并不是以一个英雄的姿态出场的。他开始只是一个纨绔子弟
，在王朝没落的年代里，守着花鸟虫鱼等玩物、靠着典当家产度日，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的形象
。是“我”的姥爷充满善意和包容的举动，唤醒了图将军耿直、善良、好胜的天性，让他过上了靠拉
车自食其力的生活。图将军与“我”的父母、舅舅等革命者不同，他并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或是革命
目标，所有的举动都是出于他天性中质朴而强烈的爱憎观念。他有一股来自民间的“侠气”，看不惯
侵略、压榨与欺凌。蟋蟀“铁弹子”、“老黄忠”、獾狗“铁苍狼”等动物，既是图将军调教出来的
得意宠物，也是他的朋友，或者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动物虽然没有保家卫国的意识，但它们天
然具有忠诚、刚烈的气性，可以说，正是“铁弹子”和“铁苍狼”的牺牲，促成了图将军的成长，让
他变得不一样了。他或许并不明白“我”的舅舅等革命者的宏图大志，但他愿以自己的牺牲换取革命
者的生存，把祖国的命运交付给这些他信任的人。他的死设计得巧妙悲壮，既不拖累任何人，又完成
了自己舍身取义的使命。从“多余人”到“平民英雄”，图将军的每一步转变都有情节的铺垫，显得
毫不突兀，真实可信。作为一部抗日题材的少儿小说，《将军胡同》并没有盲目的口号和空洞的说教
，也没有过分地拔高任何一个人物，甚至没有写到战火硝烟。但就在作者沉郁冲淡的叙述中，读者仿
佛亲临那个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看到侵略战争给人民生命和精神带来的巨大破坏，体会到普通百姓
们在面对家国存亡时表现出的凛然气概。除了图将军，小说还塑造出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例如作
为开明商人的“姥爷”，他虽然并不太理解子女们的革命行动，却不干涉、不阻止，给他们充分的民
主和自由，在涉及民族大义的关键之处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是一个可敬可亲的长者形象。而整部作
品虽然悲壮，却仍然充满希望，究其原因，在于对几个孩子形象的塑造上。图将军的精神在觉醒，叙
述者“我”也在一起成长，作为所有事件的见证者，“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勇敢、正义、有担当的少
年；秀儿唱着她的皮影戏，传承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小海子生在汉奸家庭，却有自己明确的是非观
念，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当图将军慨然逝去，一群孩子却岿然立起，他们正是整个民族与国家崭新
的希望。而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品中充满了京味浓郁的传统文化元素，又时时出现“冷月
”、“飞雪”等意象，这让作品带上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其它儿童抗日题材的作品区分开来。唱戏
，斗蛐蛐，猎獾，看猴戏，养金鱼⋯⋯若不是战争的破坏，这些传统文化活动何尝不是逸趣盎然？史
雷在小说中花了许多笔墨写到他对文化的思考。文化无国界，侵略战争的罪恶却可以摧毁一切。秀儿
爹演得一手好皮影，却因为战争的缘故只能去干苦力，他的悲惨死去，是战争破坏传统文化的一种隐
喻；另外，作者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把日本人都描述成凶狠贪婪的坏人，老横泽和美香就是热爱中华文
化的日本友人。然而也是因为战争，老横泽误死于抗日人士之手。“我”和图将军并没有因为老横泽
和美香是日本人而憎恶他们，美香也没有因为父亲之死而怨恨中国，而是把“鱼美人”送给“我”，
表示战争结束后还要来看“我”。这种宽容而有大智慧的态度，更凸现出人性之美并无国界、种族之
分，而贪婪的侵略恶念，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大敌。史雷不喜欢刻意煽情，但《将军胡同》仍然让人
忍不住落泪。在作者恰到好处的环境渲染、场景叙述中，图将军也好，“铁弹子”、“美猴王”、“
铁苍狼”也好，他们的死哪一段不是荡气回肠？幸好，当结局秀儿唱起《祭塔》，当“我”想起《阳
平关》，读者欣喜地看到传统文化没有死去，它镌刻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民族精神永远不会消逝
，它生生不息地流淌在每个普通中国人的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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