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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日 星期三文学评论

■关 注

1949年至今，儿童诗发展经历了整整70年，涌现了七代诗人。这70年

也是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70年，因此，要考察当代儿童诗的成就，就要把它

放到当代儿童文学和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语境里去。

如果从五四开始算起，以10年为一代的话，儿童文学经历了10代作家

和诗人。第一代是茅盾、鲁迅、周作人、叶圣陶、冰心、郑振铎、黎锦晖等人，

它们是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也是最早把儿童文学与儿童戏剧、语文教育相

结合的开拓者。第二代就是张天翼、陈伯吹、苏苏、高士其、贺宜、包蕾、颜一

烟、刘御等人，他们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儿童文学作品集的作家和诗人，是

承接五四儿童文学传统并引领当代儿童文学的一批宿将。第三代是何公

超、金近、陈模、严文井、郭风、鲁兵、田地、圣野等人，他们都在20世纪40年

代出版儿童文学作品集和儿童诗集，有的还接受过延安文艺熏陶，是从革命

队伍里成长起来的诗人和作家。以上是 1949年前的三代儿童文学作家和

诗人。

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

他们是任溶溶、袁鹰、叶君健、任大霖、任大星、葛翠林、刘真、刘厚明、胡奇、

韩作黎、柯岩、袁静、刘章等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版作品集。第

五代是叶永烈、金波、孙幼军、刘饶民、望安、张继楼、樊发稼、刘崇善、常福

生、陈子典、张秋生、佟希仁、程逸汝等作家，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版

作品集。第六代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是李凤杰、王宜振、金本、李少白、蒲华

清、孙华文、潘与庆、尹世霖、刘保法、关登瀛、刘育贤等，他们是从70年代开

始发表和出版作品集。第七代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有高洪波、曹文轩、张之

路、秦文君、董宏猷、班马、常新港、刘健屏、车培晶、陈丹燕、马及时、邱易东、

赖松廷、戴达、丁阿虎、黄蓓佳等，他们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版作品集，并

形成新时期儿童文学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第八代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是

汤素兰、邓湘子、安武林、殷健灵、彭学军、张洁、郁雨君、杨红樱、钟代华、薛

涛等，他们是在90年代发表作品，由于他们的创作处在时代转型期，比之前

的作家更具有市场意识和读者意识。第九代是 2000年后走进儿童文学阵

容并开始出版作品集的作家和诗人，包括伍美珍、李东华、翌平、林乃聪、郁

旭峰等。而第十代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则是2010年后出版作品的一批，他

们主要有史伟峰、陈曦、张牧笛等，除了少量的“80后”，大多数为“90后”，是

真正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

收集在《少年诗刊》（新中国成立70年儿童诗专号）中的41位儿童诗诗

人，大多数属于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诗人，也有少量的属于第三代诗人。

其中，圣野是最年长者，1948年6月就由小草丛刊社出版了儿童诗集《小灯

笼》；乔羽、金波和金本不但是儿童诗人，还是歌词艺术家；刘章是新中国第一代农民诗人，被写进

多部《当代文学史》教材；孙友田是新中国第一代煤炭诗人、工人诗人，被写进多部《当代文学史》

教材；任溶溶不但写儿童诗，还是儿童文学翻译家；韦苇写儿童诗，也译诗；金波、陈子典、刘崇善

和樊发稼不但写儿童诗，还从事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张锦贻写儿童诗，还是民族儿童文学研究专

家；张秋生不但儿童诗写得好，童话也别具一格；刘育贤、金本、蒲华清、刘保法、黄亦波、成再耕和

洋滔等不但是诗人，还是编辑家……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诗人的童心来贴近时

代儿童文学的童心，用儿童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儿童、对生活、对时代的理解。

这一次他们集中展示的作品，大体包含六种题材和主题：

一是祖国抒情。如金波的《我们爱祖国》、滕毓旭的《你好，祖国的早晨》、王宜振的《为祖国塑

像》、成再耕的《我的祖国》都以儿童之语直抒胸臆，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表达了儿童的时代心

声；潘与庆的《当火箭喷着烈焰升空》也是一首歌颂祖国的朗诵诗，当然也有对科技变革的欢呼。

为祖国抒情、为时代歌唱，讴歌社会的变革，礼赞新的生活，是70年儿童诗的主旋律，也体现了诗

人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亲情表达。儿童成长需要亲情的呵护，诗人们笔下的亲情是孩子感受到的来自成人世

界的爱。圣野的《妈妈的名字》写妈妈，也写祖国妈妈，这首诗里，妈妈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大的

拓展，诗的情感空间变得阔达而深沉。孙友田的《糖葫芦》是一首饱含着亲情的诗，一声“娘”，喊

出了孩子对妈妈的爱，而糖葫芦的甜，不但是生活的甜，也是妈妈的爱带来的甜蜜和温馨。还有

宗介华的《想起了妈妈那双手》也饱含着孩子对妈妈的爱。

三是童心的流露。写儿童诗需要童心，儿童诗也应该是童心的流露。诗人们应该理解孩子、

展示童心，以诗的方式向童心致敬。刘章的《美丽的童话》表达了孩子的好奇，对美好事物的追

求，更有孩子独特的想象力和希冀。樊发稼的《我们的心儿》是一首内涵丰富的儿童诗，既有童心

的自然流露，又有儿童对新生活对祖国的热爱，充满着乐观向上的情绪和思想，代表着儿童诗的

思想主流。

四是儿童生活的书写。儿童文学作品要反映儿童生活，表达儿童的生命诉求，尤其要展示儿

童生活的智慧。任溶溶的《爸爸的老师》讲述的是孩子对爸爸的老师的好奇，展示了孩子日常与

爸爸的交流，里面有和谐的亲子关系，也有儿童快乐生活的缩影。陈子典的《勤劳的人起得早》以

童话诗的方式表达了对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肯定，这是带着教育主义色彩的儿童生活诗。

五是自然美的发现。自然和童心都是儿童文学的主题，诗人们喜爱亲近自然，喜爱把孩子

引领到美好的自然的场景里去。马及时的《野花的三月》展示了春天里儿童走出家门，走进原

野，与花朵对话，享受大自然的芳香，抒放童心，寻找快乐，追求自由的场景，表达了一个成年人

对儿童世界的关注以及对童心的呵护。张秋生的《倾听乌云的交谈》是一首童话诗，诗人从自

然里得到灵感，把童心融入自然之物的感悟之中，显示了诗人的想象力，也符合了童心的需要。

六是成长的思绪。刘崇善的《闪光的路》表达了新时代少年独立意识的萌发，以及他们要走

自己的路的理想与追求。李少白的《自己去吧》以童话诗的方式表达了儿童的独立意识，展示了

儿童自我成长的智慧和愿望。戴达的《人类》则是儿童对世界的理解，包含了儿童哲学，启示读者

去思考更为宏大的主题。

这六种题材和主题基本涵盖了当代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涉及多个有价值的美学领域，显

示了老一辈儿童诗诗人的视野和眼光，也折射了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对他们的审美意识、世

界观和儿童观的影响与塑造。可以说，这41位儿童诗诗人的作品基本上反映了新中国儿童诗开

拓者的风采。这 41首儿童诗，是诗

人们在不同时段的纯真心灵的真

实表达，也是当代儿童诗对童心世

界的理解。《少年诗刊》在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之际推出这 41位诗人和

他们的诗作，无疑体现了对儿童诗

艺术的重视，也无疑将为儿童诗歌

史和儿童文学史的书写留下珍贵的

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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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张炜《《海边童话海边童话》：》：

在当代中国文坛呼唤建构新的儿童文学经典

之时，一系列挑战和问题悄然凸显，比如：新经典

应该怎样继承和超越中西方传统儿童文学经典，

呈现既陌生又熟悉的经典面相？面对各种写作压

力及“诱惑”，儿童文学作家该如何保持艺术上的

原创力和新鲜感，在日趋雷同化、同质化的书写格

局中锤炼形成高度个性化的艺术特色？另外，当

代儿童文学新经典的产生是否可以借力新媒介的

有利因素，并积极与之融合？……如此多的挑战

和难题在反向度上提醒着儿童文学重塑新经典的

重要机遇已经到来。

张炜的一套五册系列童话《海边童话》（青岛

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或许提供了以上问题

的部分答案。近年来，张炜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

得骄人的成就，他出手不凡，从《半岛哈里哈气》

《兔子作家》到《寻找鱼王》，皆以雅正诗意、深邃神

秘又充满童趣的宝贵文学品质收获了读者的美誉

和研究者的认同。《海边童话》也具有非常鲜明的

“张炜式”的精神底色和艺术特色，它可视为作家

张炜念兹在兹的生命根柢的印证之书，也可视为

围绕生命根柢生发出的关于道德、成长等诸多问

题的拷问之书。张炜将他40多年来在文学长旅

上持续进行的对生命的原初与意义、生命的有限

与无限、生命平等的审美观照，对善与恶、真与假

等道德问题的辨识和美好道德品质的建构，以及

文化向度上的某些深度思考都用童话故事自自然

然、鲜活饱满地讲述出来。尤为宝贵的是，书中所

有的印证、所有的拷问无不指向故事倾诉的主体

对象——儿童，并希求借此引导儿童在领受生命、

领受自我、领受世界的三重内在生命活动中进行

最初的心灵塑形，使其逐步掌握“我”与自我、“我”

与他人、“我”与世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将来

能够顺利建构起真正的自我而打下心理基础，奠

定精神基石，最终迎向那动人心魄的成人之旅。

选取童话的方式来讲故事，完成面向儿童的

讲述和引导，既贴近儿童天真未凿的审美心理，也

符合其混沌好奇的接受特点，彰显了作家对儿童

的青睐和尊重，对“童心”、“诗心”的激赏，也折射

出他在艺术思维上的醒目优长。《海边童话》中，想

象与幻想、拟人与夸张、通感与象征等表现方式不

断交叉、灵活使用，且在理性与感性的分寸把握上

拿捏得恰当巧妙，徐徐展开一个异想天开、浪漫奇

特又仿佛确有其在的自然童话王国，文学的独特

魅力就在这样似有非有、真实与梦幻的艺术境界

中得以释放。从思维方式看，童话恰恰符合理论

家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出的“诗性思维”的两

大特征，即形象思维和“以己度物”思维，后者具体

表现以自己为万物的尺度来想象事物、揣度事物，

来猜测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海边童话》中万物

皆有灵、万物皆有生是童话诗性思维得以依存的

哲学基础。对张炜而言，其精神资源应是来自中

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物我同一的审

美观。沿着这样的精神轨迹，便可理解他在这套

丛书的创作谈中开宗明义：“童话是不同生命间的

对话”，这无疑是对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当代继

承和审美再创造，而也正如维柯所发现的，诗性思

维是人类在童年期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由此两

相佐证可观，童话与儿童、与童年，是天然的同盟

和不可或缺的伙伴。

优秀的童话不仅属于儿童，也属于所有的人

类，它必将烛照世界上所有的童年。《海边童话》

鲜明体现了经典作品所特有的永恒性、超越性的

艺术魅力，它既是写给儿童的，也是写给成人

的。在张炜看来，“没有童话的生活，那等于没有

童年。”这或许亦是他所期许达到的一种文学人

生，世界上所有经历过童年的人都应该拥有属于

自己的童话。对天真纯然的儿童来说，阅读童话

宛若走入神秘丰饶的海边丛林，展开一场酣畅淋

漓的心灵奇遇和精神奇想。对经历过成人之礼，

甚至历尽了人世沧桑的成人来说，阅读童话，终

会体认到这一独特的文学果实所拥有的巨大力

量，它之于生命个体的重要价值意义就在于它将

强烈唤醒那些沉睡许久的生命直觉、生命感受和

生命体验，将存在从日常的沉沦状态中拯救出来，

从一切圈囿贬损生命的僵化观念中释放出来，以

重返精神故乡的方式重返童年，开启灵性大地上

的一场诗意人生。

《海边童话》并不因为读者的低龄化的特点而

进行低智化写作，也不刻意模仿儿童的心理或者

语言而“童言童语”，相反，它追求典雅精湛的文学

品质，审美风格新鲜隽永，语言上充满灵性灵气，

有着词约义丰、韵味十足的艺术效果。

童话的主人公主要是一群小动物，它们被塑

造得个性色彩鲜明且丰富，心理活动复杂又细

腻。透过动物们的心灵之眼和生命锐感，人类自

大迟钝、对其他生命的傲慢忽视等局限性一览无

余。突破人与物、人与人以及所有生命之间的冰

墙、栅栏和鸿沟，是这套童话书的重要文化旨归。

《我们的大灰鹳》《歌声和炉火》等篇用温暖润泽的

笔调抒写了生命与生命之间应该怎样相互接纳、

怎样传递友爱并互相印证彼此的存在。世界上的

生命不因独白式的歌声而美丽，只有在相互对话

中才会映衬出各自的意义。

理性作为具有抽象性、条理性、客观性特征的

人类智慧结晶，想要顺利进入生气勃勃、五彩斑斓

的童话世界并非易事，这需要作者找准艺术的切

口，锤炼出适合的艺术形式，才可能与童话中原本

占据主要分量的感性内容相融合，取得良好的审

美效果和接受效果。《可爱的小鹌鹑》的艺术切口

是“语言”，通过两只小鹌鹑兴致盎然的对话，拭去

覆盖在词语上的锈迹、尘埃，擦亮和还原一个个关

于“爱”的词语，将语言与生命、与自然万物之间的

能指和所指关系形象真切地揭示出来。《辘轳和水

车》和《城里的麻雀》则因故事所包孕的文化忧思

和文化拷问，从清澈透明的童话走向了深刻思辨

的寓言。

《海边童话》在绘图上也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所有的插画巧妙配合着故事的讲述，塑造出或萌

化或幽默化的动物、器物形象，使童话的文字之

美、气韵之美得以延伸和拓展。即使将插画从书

中单独抽离，也会发现画者的良苦用心，部分插画

可独立成图，值得反复兴味。

张炜的儿童文学创作和他的成人文学创作有

高度的内在联系，都是具有强烈主体自觉和文化

自觉的知识分子写作。这就使《海边童话》在当下

儿童文学的书写格局中显得卓尔不群。它是挑战

和超越之书，彰显着创作主体自觉挑战娱乐时代、

电子时代童年消逝的危机，自觉超越低智化、肤浅

化的儿童文学泡沫，真诚地为儿童、为世界上所有

的童年握紧手中的笔，透过纸的温度将无言的思

想、有根的文字传递给所有开花的心灵。

好书精读

烛照世界上所有的童年
□顾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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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中共日
照市委宣传部主办，日照报业传媒集团（日照日报
社）、山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
届中国·日照（太阳城）诗歌节征稿大赛终评会在日
照举行，六位终评评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初
评筛选出的作品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评审，最终评出
一等奖1件，二等奖3件，三等奖6件，优秀奖10件。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日照建市30周
年，本届诗歌节征稿大赛以“奋进中国 诗意日照”
为主题，旨在书写共同记忆，抒发美丽情怀，展现新
时代、新作为、新风貌，突出反映和展示日照建市30
年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历
史资源，擦亮日照创新之城、生态之城、活力之城、
旅游之城、蓝色之城的品牌形象，提升日照的美誉
度和影响力。

大赛自今年2月20日启动以来，收到1850余
位作者的6300余首诗歌作品。《日照日报·副刊》从
来稿中择优刊登了20期“优秀作品”，以编号代替
作者姓名的方式推送与展示。同时，通过“主流日
照”客户端和“日照文教”微信平台面向社会发布，
营造社会影响，社会关注度比去年更加广泛。

征稿结束后，诗歌节组委会组织知名作家、评
论家、教授对作品进行初评，从筛选出的123名作

者的306件作品中，初选出50位作者的作品进入终
评，特邀耿占春（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教授，博士
生导师）、王家新（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教授、博
士生导师）、蓝野（著名诗人，《诗刊》编辑部主任，中
国诗歌网副总编辑）、黑丰（著名诗人、《北京文学》
资深编辑）、赵德发（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
会委员）、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组成终评评委。（窦永堂 沈凤国）

附：第二届中国·日照（太阳城）诗歌节获奖作
品公示

一等奖（1名）
《山海志》……………………………… 李林芳
二等奖（3名）
1.《日照三山》（组诗） ………………… 艾 川
2.《日照献诗》 ………………………… 厉运波
3.《日光照城》（外二首） ……………… 姚德权
三等奖（6名）
1.《阳光和大海 让日照大白天下》 … 王爱民
2.《日照笔记》 ………………………… 梁 梓
3.《日之照兮，抑或蓝色经典里的抒情》（组诗）

…………………………………… 温勇智
4.《古老的太阳焕然一新》…………… 葛小明
5.《古银杏的千年修辞》 ……………… 鲍丰彩

6.《山海云帆 日照千年》 …………… 震 杳
优秀奖（10名）
1.《山河日照，请让我以你为词牌，歌唱我的祖国》

…………………………………… 苏欣然
2.《携带第一束饱满的麦穗，奔赴日照》（外两首）

…………………………………… 春 霸
3.《日照万物，海之经卷蕴隆了一座殿堂和万里

黄金》 ……………………………………… 陆 承
4.《日照叠韵：光源与华采叠加书写的太阳史册》

…………………………………… 杨剑文
5.《日照之光》（外二首） ……………… 林隐君
6.《太阳城：鸣叫、融化和驰骋的部分》… 陈广德
7.《日照书：山海光的交响》…………… 胡云昌
8.《日照诗篇》（组诗） ………………… 晓 举
9.《祖国，大海里每一朵浪花都在为你沸腾》

…………………………………… 高 源
10.《日照辞》（三首）…………………… 张 之
公示期限：2019年7月1日至7月5日。公示期

内，如发现获奖作品有侵权、剽窃及其他异议等,可
向大赛组委会举报，组委会一经查实，将取消该作
品的获奖资格。

第二届中国·日照（太阳城）诗歌节组委会
2019年6月29日

评出一等奖1件、二等奖3件、三等奖6件、优秀奖10件

第二届中国·日照（太阳城）诗歌节征稿大赛作品终评结果出炉

广 告

上
半
月
刊

真文学 好作品
记 录 非虚构小辑

尔玛人家——汶川大地震伤残人员口述史（非虚构） … 杜文娟
生活在高处——建筑工地上的女人们（非虚构）……… 彤 子
我的煤矿生活史（非虚构）……………………………… 李晓东
小耳朵（非虚构）………………………………………… 杨培铮

类 型 寻珠（短篇新武侠小说）………………………………… 林 遥
发 现 楚国末年的周文与春申君（随笔）……………………… 马鹏波
专 栏 吴趼人的夜与昼（随笔）………………………………… 艾 云

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随笔）………………………… 兰 川
手 稿 排异（中篇小说节选）…………………………………… 尤凤伟
汉 诗 实力派诗选 …………… 伊 甸 晴朗李寒 沉 河 郭晓琦

魏荣冰 俞 强 慕 白 屠 冲 郭 辉
叶秀彬 杨佴旻 张晓雪

评 刊 狼烟起草莽儿女驱日寇 家国恨英雄热血洒疆场
——张锐强中篇小说《风起草莽》评论
……阿 探 熊焕颖 石 凌 萧 肖 洪 艳 陈剑兰

荐 书 封二：王方晨《背后》 黄修志《京华望北斗》
封三：李静睿《死于昨日世界》

清荷诗语《一念之间，美好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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