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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世界

生命的摆渡人 宋悦童（11岁）作

■短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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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往 桥 之 桥通 往 桥 之 桥
————评儿童报告文学作品评儿童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桥中国桥》》 □□张志敏张志敏

一晃40年就过去了。

《儿童文学选刊》创刊于 1981 年，我从 1979 年开始发表作

品，可以算是同一个时代。很多感慨，不知从何说起，我和《儿童

文学选刊》相处的时间太长，我几乎是跟着《选刊》的足迹走到

现在的。

长久以来，《选刊》都是我的标杆。我一直认为，那是一个最

好的时代。那个时候，很多儿童文学杂志纷纷出笼，遍地开花，

如果你处于那个时代，可以挑最喜欢的杂志去投稿，虽然发表相

对难（其实是写稿的人特别多），但秩序井然，知道自己从哪儿开

始，往哪儿努力。每发表一篇作品，成就感就增加一分，虽然也常

有退稿，但是没那么沮丧，反正也不是奔着成名或者稿费去写作

的，一篇作品的稿费或许能买一双布鞋，这些都无关紧要。作品一

旦发表，优劣好坏，自有人评判。好像那时候大家都很有判断力，

这一点很重要，那些被认为好的作品对年轻作者很有示范效应，

自己的作品是发表在哪个杂志上的，就默认为写到了某种水准。

大家只要朝着好作品、好杂志去努力，就能真实地、踏实地前行。

《儿童文学选刊》无疑是很多作者的标杆。

那个时代，就是爱上杂志的时代。我全年订阅，很多年从不

间断。当然，光订阅是不够的，我还因为《选刊》而倍感有奔头，

我要好好写，争取我的作品能发表在《选刊》上，所以，那时生活

的目标很具体也很简单。

《选刊》创刊号是 1981年初，仅过了一年，我的愿望就实现

了。我的第一篇童话《大海，梦着一个童话》发表于1982年4月，

那时我25岁。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了不到两年，就能够在《选刊》

发表，这是很大的激励，我暗暗想：“好，我知道了，从此我就写

童话了，一直写。”

可能与地域有关，我的很多作品都发表在上海，《小朋友》

《娃娃画报》《少年文艺》，还有《儿童时代》《看图说话》《童话报》

等杂志。可以说，我写作儿童文学有两个摇篮，一个是浙江少儿

社，我在那里做编辑和写作，另一个就是上海的各种杂志，尤其

是《选刊》。不能不说我的人生是与《选刊》紧密相连的，就像是

一种天意和缘分。很感谢那个时代就有了《选刊》，并且成为独

具特色的文学标杆。

《选刊》更是发表和刊载儿童文学作

品的窗口和园地，它用有限的版面承载

无限的内容，对文字非常“挑剔”，为读者

和作者打开了一扇风景优美的文学之

窗。《选刊》引领、扶持写作者，也为写作

者提供了争鸣的园地。

写作很多时候是孤独和寂寞的，有

时候甚至是苦恼和疲惫的，但是，在《选

刊》编辑的感召下，我总能感觉到写作的

快乐、激情和灵感的喷发。在周晓老师担

任主编的 1990 年，周基亭提议：“我们一

起来写一篇同题文章吧，题目就叫《神秘

的眼睛》，写好之后我们争取一起发表。”

我欣然叫好。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周

锐、周基亭和朱效文似乎都写了文章。我

写的《神秘的眼睛》在《童话报》发表后，

《选刊》热情地给予关注，随即于1991年3

月号选载。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内心的激情，这种同题写作让作家之间加深了友

谊，也在交流中获得了启迪和智慧，而《选刊》当时的热情关注令我十分难忘。

还有一次，我和周锐两个人被邀请用同一个角色来写作，写一头非同寻常

的鹿。我们说好，写之前不允许讨论，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最后，周锐写的是

《鹿梦》（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我写的是《白鹿》（发表在《少年文艺》），《选

刊》也予以关注并于 1993年 5月号选用。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好不好已经不重要

了，重要的是类似于这样的激发对于作家成长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品

本身。在带来这种成长的激励的过程中，《选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窗口和园地越来越成为写作者的家园，大家连结起来，成为真正的文友，氛

围空前的热烈，一派欣欣向荣。大家似乎忘记了写作还会有稿费这类事，而更沉

浸在你写我也写的类似于游戏竞赛的快乐之中。所以，《选刊》是活跃的、奋发

的、友好的、茁壮成长的。

我梳理过自己的写作经历，早期我的写作，是为实现文学梦想而努力，换言

之，我写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编辑和评论家来审读的，比如《孤独的小螃

蟹》《蓝鲸的眼睛》《狼蝙蝠》等，目的就是让他们来评论，否定、肯定或者惊讶，如果得

到了肯定，我就有满足感。90年代后，我开始想着要写儿童喜爱的作品，我的这种转

变是有意义的，我也确实往这个方向努力了，《阿笨猫》就是这个时期的尝试。到了新

世纪，我又有了新的变化，想为自己写作，写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至于读者是否认

可、评论家是否看见，都交给时间去检验，我只需要求自己不滥写，对文字负责，不

去博眼球，不求扩大影响甚至去炒作，《月光下的肚肚狼》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也有一些曾经熬夜写的作品被淹没了，但我很庆幸地发现，这本默默

无闻、从未获得过任何奖项，也没开过任何发布会的童话，在出版之后，依然被不少

读者肯定。也许是读者的厚爱，也许是自身努力获得的回报，因为这本童话的命运，我

感悟到回归写作本质的重要性。我忽然觉得，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份刊物，在历

经了热闹的开始之后，在经历爬坡之时，不也一直都在回归文学的宁静和纯真吗？多

少年来，《选刊》默默地陪伴着作者、读者，在喧闹的大都市中，在变革的时代中，犹

如一个安静的孩子，一点点长大，不匆忙，不喧嚣，慢慢成为一个飞扬但不张扬、成

熟但不世故、书卷但不迟疑的少年，坚定、纯真地开拓着前行的方向。

40年，对于一个作者或者读者来说，已走过了人生的青春，而对于《儿童文

学选刊》，正是风华正茂。对于新的写作者，《选刊》依然可以做他们人生的指引

和前行的方向。对于努力蜕变的老作者，也依然是不变的指引和前行的方向。

我忽然发现，《儿童文学选刊》以文学的面貌，和许多人形成了美好的默契。

坚定、纯真是这份纯文学杂志刻在我心上的岁月印记。

■关 注

桥能够跨越山水，铺就通途，在人类文明的史书中

占据着重要一页，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熠

熠生辉。自古以来，桥便入诗入画。早在《诗经》中就有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的吟咏，其后更有文人骚客通

过各式的桥咏物寄思，如明月夜下的二十四桥、驿外

的断桥、流水穿过的小桥、夕阳下的康桥等等。可见，

桥与人们的生活乃至情感都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现

代桥梁技术诞生并飞速发展以来，大地上“条条巨龙

卧波，道道彩练横空”，多少不可能的时空都已成为可

能。桥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朋友，因此，对它我们

有必要多了解几分。

近期，湖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由文武松

主编的儿童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桥》。这本书绘制了新

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桥梁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长

图，讲述了重大桥梁建设工程背后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的平凡故事。与此同时，本书传播了桥梁建造的科学知

识和方法，弘扬了大国工匠的科学精神。细读此书后，

心中有个念头一直萦绕：《中国桥》不仅仅是写桥，它也

是在架桥，它连通了桥梁科学与报告文学，也给青少年

读者驾起一座通往建筑科学的桥。

科学与文学艺术相融合产生的作品称为科学文

艺，比如科学诗、科学小品、科学绘画、科幻文学、科学

家传记、科学考察记以及科技报告文学等，科学文艺作

品的突出特色是“科学与文艺的联姻”。此类作品兼有

科学的理性与文艺的感性，将二者有机融合，去表现真

善美。《中国桥》用报告文学形式书写与桥梁建筑相关

的科学内容，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科技报告文学。作为一

部面向青少年的原创作品，《中国桥》的出现，无疑为我

国科技报告文学的发展添了很有力道的一笔。

思想性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魂之所系，也是科

学文艺作品的首要衡量标准。就《中国桥》而言，它讲述

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建桥人艰苦奋斗、攻坚克

难、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我国桥梁事业从一穷

二白发展到跟跑、并跑，最后领跑全世界的拼搏历程。

这部作品中闪耀着如金子般的奋斗精神、拼搏精神、合

作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和自信精神，正是青少年

读者宝贵的精神食量，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本书还塑

造了我国桥梁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严谨求真、勇攀科学

高峰的群体形象，有助于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

兴趣和科学职业信念，对于培育祖国的科学后备人才

具有积极意义。

科学性是科学文艺作品的关键衡量标准，是其根

之所依。如果科学内容写作不能做到准确、客观、不失

真，就会适得其反，成了不负责任的科学传播。《中国

桥》里面有不少术语，还引用了大量数据，这些内容的

科学性如何保证呢？透过《中国桥》创作团队就可以窥

见一斑。这本书的创作者大多是长期和桥梁打交道的

人，有专业优势。主编文武松是响当当的桥梁专家，编

委会成员中也有被称为“建桥国家队”中铁大桥局的桥

梁工作者。作者团队中有一线的建桥人，有桥梁专家的

后人，有长期从事桥梁建设报道的专业记者等。因此，

专业人士定方向和把关，专业机构提供文献支撑，在很

大程度上保障了这本书的科学性。

大众读物能不能吸引读者，关键还要看能否讲好

故事、抓住读者的心，这考验的是作品的文学水准。《中

国桥》的创作团队清楚地知道本书的读者群是好奇心

旺盛的青少年们，书籍选择了报告文学这种集故事性、

新闻性和评论性于一体的文学形式，用60个或温情、

或诙谐、或惊险的小故事，撑起了33座大桥的大故事，

以小见大。作者讲故事很有艺术，普遍在题目上就下足

功夫，如“迈开大步过长江”“71天建成18座桥”“这个

不算啥”等，多数开篇出彩、善设悬念，如“1953年9月，

虽已入秋，武汉依然闷热……机械科科长钱学新正满

头是汗——当然不是热的，是急出来的”，再如“2015年

1月的一天，陈卫军接到从南宁家里打来的电话，大老

爷们儿一个，竟然拿着手机躲到一个角落去说话了。可

是施工平台上真没有什么角落能完全避开人们的眼

睛”，这样的开篇一下子就吸引人读下去。如“大桥爸

爸”“女儿心中最厉害的桥梁工程师”等故事感人至深，

平凡中见伟大，虽然讲故事的人视角不同、身份各异，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大桥有感情。心中有

情，笔下流出的故事自然也有情。

与一般报告文学相比，科技报告文学多了科技要

素，因此，对通俗易懂性，也就是可读性、接受性要求更

高。《中国桥》里面有不少与桥梁建筑相关的科学知识，

涉及土木、水文、物理、化学等等，诸如梁桥、拱桥、索

桥、沉井、桥塔、栈桥等词语反复出现。但是，总体上却

都看得懂，想得通，读不厌。这还要归功于科学性与故

事性、通俗性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作者一般不会生

硬地告诉读者某个知识，而是将其编织在故事里，多借

人物之口还原出来，往往会增加几分理趣、意趣，更有

亲和力，易于被接受。

《中国桥》称得上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文学性

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作品。如果想了解新中国的桥，不妨

就踏上这座“中国桥”。

在“新生代”儿童文学写作阵营里，唐池子是一个有着强烈“文学自觉”的作家。早

在2012年的《花湾传奇》中，她就通过女孩呀呀和一条家蛇之间的故事开始了对童年

精神原乡的寻觅、守望与建构。因为在她看来，童年的幸福必然与清风流水、草长莺飞

密不可分，必然和乡风民俗、故土亲情水乳交融。在这样的文学自觉里，亲近自然、

承续传统、珍爱亲情、守望纯真就成为童年表达的核心命题、童年书写的审美路径。

从内容结构看，《满川银雪》突破了惯常的单一童年叙事，而呈现出“儿童生

活”与“成人世界”双维嵌套叙事形式。作品通过6岁女孩木丹的所见、所闻、所为，

见证了金谷湾“童家大院”几十年的家族变迁，呈现了以童大鸿、兰姨、书舅舅等为

代表的民间花鼓戏艺人的跌宕人生。与此同时，小说也经由木丹的所感、所思、所

悟清晰勾勒出女孩从懵懂到自觉的心灵成长轨迹，揭示出童年与成年、儿童与社

会、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基于此，作品既是社会风情小说，也是儿童成长

故事，其宽阔的生活视野、丰赡的意蕴空间赋予作品清雅而丰富、简约又不失厚重

的艺术风格。相较作者此前精心营构的“花湾系列”，这部“不拘一格”的小说，或可

视为唐池子跃上儿童小说创作新台阶的作品。

此外，“复调”的内容结构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作者以往儿童小说相对

纯粹的“童年书写”不同，《满川银雪》以女童视角呈现了“童家大院”几十年来的兴

衰成败，并折射出湖湘文化背景下当代农村的社会变迁。祖父、兰姨妈等民间艺人

对花鼓戏无论是困境中的执著坚守、义无反顾，还是社会变革中的锐意探索、一往

情深，无不体现了民间艺术家在社会巨变、命运悲欢中的文化传承与人性坚守。这

样的艺术表达尽管是个体和家族层面的，但却体现着湖湘文化社会变迁中以花鼓

戏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们整体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现代湖湘文化形态不是概念符号，而是以生活习性、思维特质、语言结构、艺

术元素等形式弥散进人民日常生活中，流淌在传统文化血脉里，氤氲在民间艺术

的范式上、形态里、声腔中。花鼓戏无疑是湖湘民间文化的典型，是当地各民族的

血脉和精神家园。对花鼓戏的传承和发展，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弘扬湖湘传统文化，

而且也是表达家国情怀、凝聚世道人心、缔造和谐家园的艺术路径。

故事中金谷湾的“童春堂”花鼓戏无疑就是湖湘民间文化的流脉之一，而祖

父、兰姨妈、书舅舅等则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践行者和推动者。他们数十年

在风雨变幻、命运浮沉中“不畏强权，坚守正义”的人格节操和为花鼓戏艺术服务

民间、造福群众而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献身精神，体现的正是湖湘文化中那种淳

朴重义、自强不息的人格魅力。小说作者借助女孩木丹视角，描绘了以花鼓戏为代

表的湖湘民间文化数十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艺术风貌和精神传承，讴歌了社

会变迁中文化人格的崇高与良善。

《满川银雪》是一部借“童年之眼”透视世态人情、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它不

仅以儿童“自然之子”的无邪、纯粹映现了社会变迁中的命运沉浮、人性善恶，而且

还通过童年的生命寻根、精神蜕变体现了家庭、亲情、社会、文化之于童年成长的

价值，以及儿童对于家族精神延续、社会文化传承的反哺意义，让小说在童年成长

的内容构架下显示出超越单一童年表达的复合审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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