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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11

12岁时写成14万字校园小说
初二女孩萧惟丹和她的《女孩，不哭》
文/片 本报记者 刘蒙蒙

12岁，在大多数人眼中，还是一
个贪玩的年纪。但寿光世纪学校的
萧惟丹，在12岁时已经创作完成了
14万字的长篇校园励志小说《女孩，
不哭》。今年1月份，这本书正式出
版，书中校园里同学之间道不尽的
情感，勾起了大人们心灵深处的记
忆，有读者读完后感慨：“想起了我
那荒废的童年”。20日，记者找到了
今年14岁的萧惟丹，听她讲述创作
当中的故事。

出书是个蹦出来的想法

萧惟丹从小学二年级
开始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文章。她说写这本书，是突
然间蹦出来的想法。2011年
的一天晚上，萧惟丹突发灵
感，觉得最近身边发生了很
多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作
为故事呈现给读者。

“我想写一本书。”萧惟
丹蹭蹭地跑到楼上，把要出
书的想法告诉了正在喝茶

的爸爸和妈妈。
“扑哧一下我就笑了。”

妈妈王妮以为女儿一时兴
起，是在和他们开玩笑。爸
爸肖志斌在桌底下踢了王
妮一脚，“写吧，我们都支持
你。”肖志斌认为女儿既然
有这个想法就应该支持她，
不能当面泼冷水。

此后，萧惟丹开始了写书
之路。书的内容取材于身边，

主要是萧惟丹就读的六年级
三班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她
认为生活中发生的事远比书
中的精彩，如果记录下来肯定
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萧惟丹在学校写书的
事情是秘密进行的，她平时
拿着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
随时记录班里人的一举一
动。周六周日回家的时候，
她再用“一指禅”一个字一

个字敲到电脑上。萧惟丹刚
刚学会用电脑打字，起初一
个晚上打500字，渐渐熟练
一晚上2000多字。

由于萧惟丹有较好的
写作基础，身边故事信手拈
来，一年时间《女孩，不哭》
终成稿，经过七遍修改后，
2013年1月份，萧惟丹第一
部长篇校园励志小说来到
了读者身边。

同学们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女孩，不哭》总共有二
十一个章节，萧惟丹以身边
的人物和故事为原型，讲述
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校
园励志故事。书中讲述是一
个名叫曹艺馨的女孩，和她
的同学杨雪和艾可儿等在
学校的生活，同学们之间从
互相不服气的比试，到最后
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的故事。

整个故事读起来既有少
年的活泼可爱，又催人泪下，
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灵，透视
出了一个十二岁女孩对生活
地深入触摸，折射出善待友
情和珍惜生命的人生理念。

“没想到平时玩闹的时
候，萧惟丹正在偷偷观察我
们呢。”同样就读于六年级
三班的徐文秋说，那一年，

班级里发生了很多故事，多
亏了萧惟丹的记录，让他们
又重温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也
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萧惟丹
送来的书。“萧惟丹的书不
仅仅激发起了读者心灵深
处的记忆，更是激起了同学
们的写作热情，不少同学也
制定了写作计划，甚至有的

同学也开始尝试写小说。”
语文老师周少艳说。

“只要她不影响学习，一
年出一本书我们都支持。”班
主任胡乐庆并不反对萧惟丹
少年出书，和常见的“少年作
家”不一样，萧惟丹可是全
才，学习不偏科，成绩优秀，
热爱舞蹈、声乐，喜欢古筝、
二胡、葫芦丝……

萧惟丹还有一个外号叫
“小书虫”，她从小喜欢读书，
各种书籍均有所涉猎。“我们
现在排队看莫言的书。”莫言
得奖后，爸爸肖志斌买来了
他的书，三个人轮流看。

萧惟丹爱书从小受父
母影响，父母为了不影响萧
惟丹的学习，每个周只给她
买两本书。后来，课程多了，

父母怕读书占用学习时间，
限制她一个周读一本书。

“无书不欢，没书看我就
跟同学换。”萧惟丹说她原先
都是抱着字典读书，实在看
不懂就请教父母。“在读一首
诗歌时，有一个字我不认识
便去问爸爸，他看了也不认
识，我俩便去问妈妈。妈妈正
在炒菜，她看了也不确定。最

后菜也不炒了，我们三个就
去研究这个字。”在这种潜移
默化的教育环境中，萧惟丹
成了一位‘小书虫’。”

为了让萧惟丹涉猎更
加广泛，她爸爸有意让她接
触一些文言文、古诗歌。“书
太厚，她读不进去，我就用
打印纸打印出来。”爸爸每
天拿出一张打印好的纸让

萧惟丹背诵，背过了就扔
掉，长久下来，萧惟丹学会
了不少古诗词。

采访最后，萧惟丹说她
已动笔写第二部校园小说，
当中融入了科幻色彩。萧惟
丹说写书只是她的梦想，目
前她首要的任务还是学习，
读高中、大学，最后再继续
她的作家梦。

先上大学再继续作家梦

萧萧惟惟丹丹和和她她的的《《女女孩孩不不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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