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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春的文学创作是从写散文开始的。她的

处女作、散文习作《黑甜甜》虽然篇幅很短，却一下

吸引了我。它活生生地展现了我在童年或下乡时

带着孩子寻找黑甜甜吃得满嘴紫黑色、甜润到心

里那美美的快乐时刻，真实而又富有童趣。

1986年夏季，当我走向还不太熟悉的儿童文

学杂志编辑岗位时，发现了《黑甜甜》这样出自新

人手笔的好作品。1987年，《文学少年》又编发了

王立春的散文《小屋》，这篇作品还被选入小学六

年级语文教材。当时，辽宁儿童文学学会成立不

久，兴办笔会、学习班时便请王立春前来参加。这

时我才见到这位刚满 20 岁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小

姑娘，她是那样清秀、活泼、朴实、纯真。她谈到家

乡辽宁西部的满蒙地区的生活有声有色，谈到她

工作的幼儿园充满激情和爱恋，她挂念那里的孩

子们，怀念她的家乡。她出生于立春那天，父母以

此取名，希望她永远向着春天。她常以诗的语言，

表达对孩子们的热恋。我们鼓励她写诗，叙事、抒

情，短诗、长诗，接连而出。我们将她的儿童组诗

《夏夜》在《文学少年》上以对开大版面向小读者推

荐，得到了小读者的广泛好评。

不久，王立春调进《文学少年》杂志社任编辑，

她在工作、写作上大大显示出了儿童文学作家特

有的学养、真挚和灵气。这种真挚和灵气一直伴

随着她，使她在文学的路上走得风生水起、气贯神

通；也因为这种真挚和灵气，使得她依傍着儿童文

学，心无旁骛地一直往前走。她到乡村小学深入

生活，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心灵相通。她为那个大

山里的学校建立了村小图书馆，向全国各出版社、

作家朋友等募捐到图书近万册，解决了村小的零阅读的状况。她还

带领各领域人员到那里去，为孩子们捐款、捐书、捐物，为乡村孩子

看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她也为熟悉儿童更广阔的生活打开了一条

通道，写出了《写给老菜园子的信》等诸多佳作。

王立春在儿童诗领域走出了自己的路，是以爱生活、爱孩子，以

乡野俚俗为根基的创作之路。在这条路上，她展开儿童想象的翅

膀，扬起泼辣的诗风，运用传统的、富有童趣的语言开阔了“诗野”，

在儿童诗领域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儿童诗风格。然而，她在诗坛大显

身手被众目所视之时，又用3年时间打磨出了一部长篇儿童小说《蒲

河小镇》，她的小说不仅有浓浓的诗意，故事讲得也好，结构巧妙，人

物鲜活，熟练的叙述笔法映现出儿童生活、儿童文化的广度和儿童

情感的力度。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过，“一切纯文学都有诗的特质”。

诗意是王立春多年练就的长项，她能把自己的长项隐藏在小说中，

这浓浓的诗意渗透于故事的字里行间，展现出一个情感充沛、打动

儿童心灵的故事，也就是她的真挚和灵犀所在。

今天，当她又捧出这两部沉甸甸的儿童散文集时，更令人惊

喜。她是以散文起家的，却在儿童诗和小说赢得诸多荣誉后又“重

操旧业”，这可能又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和拓展。惊喜的是，她终于

能以《黑甜甜》初入文坛时最为见长的儿童散文来展示自己了。当

年，我欣喜地抓住这位新人出手不凡的散文处女作时，热望她能在

儿童散文这条路上走下去，一定会走出自己的风景来。可是她另辟

了战场，且战果辉煌。如今，30年前我的那个夙愿又得以实现，就像

一股潜流一直没有停止汩汩的流淌，有波有浪，涛声依旧，那就是孩

子们的呼唤，文学的力量。

散文、诗歌、小说、童话都是小读者喜欢的文体。散文题材更为

广泛、灵活自由。这两部自传体儿童散文集，体现了她对生活的真

知实感，对童心的挚爱，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这种既有童趣又抒

情的结合体，使王立春进入了一种旁若无人的艺术境地。她用儿童

的眼睛观照这个世界，用散文的笔触精准地描述着她的观照。她游

刃有余地挥洒着笔墨，把童年、自然、生命尽情地揉捏在一起，写出一

页页崭新的篇章，让我们既能看到一脉清澈的童眸如水，又能体察到

字里行间的文学技艺。这种洒脱，好像更贴合作者的心性。比起凝练

的诗歌，散文可能使那些飘扬在情绪中、闪着金子光亮的微尘，在细腻

的表达中绽放出金蔷薇的品相。她做到了从心所欲，意到笔随。可以

说，这两部散文集中的作品，弥补了王立春儿童诗的缺憾，她拾捡起

那些在诗中落了一地的大大小小的遗珠，重新打磨，重新串缀，重新

制作，使其现出另一种光芒，属于儿童散文好品质的光芒。

王立春在儿童诗里时常露出一些幽默的气息，这种气息被她挪

到散文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现。诗歌里的幽默只能点到为止，

如过于展开，不免流于谐而失于庄。她仿佛深谙此道，在诗中克制

着。这种克制到了散文里，就无拘无束地抒发了出来。比如她以东

北长白山的动物为主体的散文，这种幽默就无处不在。散文集《小

屋》中第一辑和第三辑特别体现了这种特质。她仿佛拿着独有的幽

默兵器，把文中那些物事一一道破。那些苦难和艰辛的成长，也在

这种轻轻的调侃中变得轻松快乐。《乡间路上的小铁梅》和《戏匣子

迷》让我们领略了她这种独有的幽默。

“才情功夫，有时不及真挚要紧”。真挚的情感，也是这两部散

文独有的。这种真，源于根扎在生活、扎在人民。支撑散文的最重

要的骨骼就是真：真性格、真情感、真文字。她的自传体散文，就更

给了她一个展露真情的舞台，使她多情的心性和细腻的情愫得以发

掘。我们在她童年成长中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深情。《姐妹五重奏》让

人笑出了眼泪，《亲爱的小芦花》在泪水中得到宽慰，《北风中的马

车》却读得嗓子发哽。童年成长、父母亲情、蒙古村小、草原风沙，

当他们一个个出现，无不蘸满了作者的殷殷深情。可以说，王立春

性情中原本的真挚，在散文中无处不在,像爬满架子的葛藤和花朵，

蓬勃而灿烂。

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童话和小说显然更健硕，而王立春对诗

歌和散文却有一份偏执的热爱，可以使她才情尽情伸展。她要乐此

不疲地坚持写下去。她时常乐陶陶地说：“喜欢着写，发自内心地喜

欢着写才是最快乐的。”愿这种来自骨子里的洒脱和快乐，永远伴随

她的文字，为儿童散文打下一脉自己的江山。就像30年前我期待她

的今天一样，我期待着她更美好的未来。

《寻找一只鸟》是“曹文轩新小说”最新的一部，他赋予

了这部作品超越文字本身的魅力，用文字带领读者进入了

一个活动的影像世界，不是好莱坞式的劲爆影片，而是一部

画面富于诗意美感且内核充满自省精神的深刻作品。

《寻找一只鸟》的叙事结构复杂、精巧、有序。曹文轩先

生的作品一向具有很强的画面感，从《草房子》中金黄的麦

田到“曹文轩新小说”系列《蝙蝠香》中大片深浅不同的蓝色

世界，再到《萤王》中金色萤光幕天席地的绝美景象，这些情

景更趋向于静态的，像是一幅经过深思熟虑后构图的油画

或一张被镜头定格了最美瞬间的摄影。在《寻找一只鸟》

中，作者运用一只长镜头，冷静、忠实地记录下小主人公羽

片儿从襁褓中的幼童成长为11岁的小小少年的过程。在

这段成长岁月中几个重要的时间点上发生的事、遇到的人，

则通过蒙太奇式的叙述完成。而其中最巧妙的，是围绕

“鸟”展开的多条循环线索，起点是“家”，终点也是“家”。从

羽片儿坚信自己的爸爸是一只威风神秘的青灰色大鸟开

始，直到踏上一个人的旅程，去寻找一只大鸟，去寻找爸爸；

再到羽片儿在似梦非梦的夜晚见到大鸟，并在鸟的指引下

回到最初看到大鸟的地方，这是羽片儿精神家园的回归。

而在现实中，当羽片儿无法辨别回家的路时，他看到了自己

曾经涂鸦在石头上的鸟，文中写道：“那些鸟无论画在何处，

脑袋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溪镇。”这是家的方向。

如果这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那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一个

从空中向下俯拍的画面：路边的石头上、墙壁上，许许多

多、各式各样的鸟儿涂鸦都头朝一个方向，以黑鸦峰为圆

心，环绕指向大溪镇的家。这是何等震撼的场面，这是羽

片儿的向外探寻与回归之路，这也是本文的主线。文中

另外还有两条重要副线，一条是寻找儿子的盲爷爷以及

他与羽片儿的相遇；另一条是重新回到故地的鸟类学家，

他被羽片儿的涂鸦深深吸引，一路追在这个神秘的“画

家”身后，终于遇到了羽片儿。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没有

对这两条副线内容进行任何结论性的讲述，但每一位看过

作品的读者却都能够明白作者的这种暗示：这三代人因着

鸟儿分离，也因着鸟儿重聚。就像是候鸟，飞得再高再远，

也一定会回到唯一的家园。

《寻找一只鸟》不是一部简单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这

不再仅仅是一部关于孩子的成长故事，这是一部关于每个

人的成长故事。羽片儿是个沉默、敏感的孩子，他知道周围

的人无法理解他“爸爸是一只鸟”的想法，那便把这想法放

在心里，只说给懂的人听就好。羽片儿是个执著、勇敢的孩

子，认定的事情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所以他背着自己的

行囊行走在路上。一路上有好的经历，也有不好的经历，但

是这都无法阻止他停下脚步。羽片儿是个善良的孩子，他

为素昧平生的盲爷爷的遭遇哭泣，为保护自己的忠实的伙

伴黑森林而奋起反抗粗暴凶悍的山爬子。羽片儿的成长在

他一步一个脚印的旅途中静静发生着。

成长不分年龄。《寻找一只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

完成的生命课题。在曹文轩老师以往的作品中，从《草房

子》中严厉威严的校长父亲和温柔的母亲，到《蝙蝠香》中默

默守护在孩子身后的盲眼父亲，再到《草鞋湾》中智勇过人

的侦探父亲沙丘克，孩子身边的成年人往往是最值得信赖

的依靠。但在《寻找一只鸟》中，曹文轩老师也给了故事

中每位成年人关于成长的课题。母女本应该是世界上最

亲密的关系，但作品中性格强势的外婆和想要挣脱桎梏

的妈妈之间却龃龉不断。她们的争执来源于观念的差

异，但好在有一种名为“爱与包容”的解药，相信这对母女

定能参透其中的奥秘。而《寻找一只鸟》中的父亲尽管已经

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并且事业有成，但他一样有自己的成长

课题需要完成。父亲十几年前离开了这里，十几年的时间

他在世界各地考察、研究，但就是不愿意回到这片土地上。

逃避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想必父亲的心中无比清

晰这一点，谁叫这片土地“十年如一日地矗立在他日益苍茫

的心野之上”呢。直面曾经的伤痛何尝不需要莫大的勇

气。这一回，父亲勇敢的行为也得到了命运的嘉奖——他

遇到了羽片儿。

《寻找一只鸟》是一个围绕“鸟”展开的故事，鸟在作品

中承担着重要的象征意义。首先是一只青灰色的大鸟，它

在文中有三次重要的亮相：“青灰色的大鸟，瞬间变成了金

色的大鸟。它的双翅展开时，显得威风满天。当双翅扇动

时，被打断的金色光芒，宛如闪闪发亮的钻石，散落了一天

空。”这是大鸟首次出场。“一只大鸟，一只巨大的鸟！它就

落在高高的树上，微风始终在吹，就见它在那些金黄色的叶

子间时隐时现。”这是羽片儿半梦半醒中见到的大鸟，它给

予了他方向上的指引。而羽片儿依循大鸟的指引来到莺谷

时看到的是“那大鸟是青灰色，既与天空融为一体，又分明

让人看得明明白白。它的飞行，不断剪断阳光，仿佛那阳光

是水，被搅动了起来，形成一朵朵光旋。”这只总与金色光芒

连接在一起的大鸟，是羽片儿心目中父亲形象的化身——

高大、英武、潇洒、神秘。大鸟在第一次亮相时高高飞在天

上，遥不可及，刚会说话的羽片儿只能仰望着天空中的大鸟

高声叫着“爸爸”。而在与鸟类学家共同经历了一段旅行

后，尽管羽片儿自己并不知道，但在每个读者眼中，鸟类学

家的真实身份已经呼之欲出。当这段共同的短暂旅程结束

后，羽片儿在似梦非梦中看到这只大鸟时，大鸟依然威武，

但同时也温柔而沉稳，并且与羽片儿交谈，暗示着父亲那个

曾经可望不可及的高大而神秘的形象变得平易近人和亲近

了。而文中最后一处莺谷相遇时，那大鸟在峡谷中自由翱

翔，此时已经是个少年的羽片儿也拥有了与这大鸟共同翱

翔天际的能力。

《寻找一只鸟》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鸟类形象是一只名为

“黑森林”的信鸽。鸽子是曹文轩先生作品中最常出现的意

象之一，但在这部作品中，这只黑色鸽子却与他以往的作品

都不同，它不再单单是田园诗歌景色中的点缀，而成为了主

人公羽片儿本人的化身。羽片儿孤单而充实：他拥有远超

同龄人的聪敏，但周围的人觉得他是个古怪的孩子。他自

己的内心世界早已被各种各样的鸟儿填满了，因此他知道

自己并不孤单。黑森林是一只迷路的鸽子，是一只非常优

秀的、能飞上千公里传信的信鸽。它也曾经形单影只，但它

遇到了羽片儿，获得了新的归处。黑森林就像是羽片儿的

影子，他们形影不离。黑森林就是羽片儿，他们本就是一

体。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文中最后“莺谷”一幕是多么

富有象征意义的场景了——青灰色的大鸟翱翔天际，而那

从不飞离主人的黑色鸽子也向着大鸟飞去。

曹文轩老师用文字创造出一个活动的影像世界，构建

出一片鲜活的天地。《寻找一只鸟》带给我们的何止“新理

念、新气象、新思考”，我们从中更能够看到作家的自省与自

信。也正因此，《寻找一只鸟》使读者获得了一份全新的阅

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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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西方，始于18世纪

中叶John Newbery出版的 A Little Pretty Pocket-Book，中国则始于清

末民初。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期以来世界儿童无书可读，人类的儿童文学，长期从

经典文学作品中改编、浓缩而来。因此，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是儿童

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

当经典文学被改编为儿童文学时，从文本传播的角度来说，可以看作经典文

本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坦率地讲，我国经典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经历了一个

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

“水墨经典故事动画片”以及全国各美术出版社创作的古典文学连环画为主，这

些作品曾影响了两代中国人的童年。而今日放眼国内童书市场，遗憾的是译介

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

如何推动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以服务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是一个迫切且重

要的学术任务。

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但要创作出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儿童文学，更要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儿童文学的“中国标

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当然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惠海峰博士的《英国

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则是近年来这一冷门研究领域当中的代表

之作。从两个角度来看，此书所提出的问题与自身的研究范式，之于儿童文学研

究理论建设而言，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是立足儿童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取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研

究个案——英国儿童文学，在实质上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在书的绪论部分，惠海峰认为，“儿童文学在国内仍然是一个发展相对滞后

的领域”，同时他也承认，儿童文学和电影、电视一样，是“二战后西方大学里开始

的对流行文化展开的深入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国的儿童文学与全世界一样，目

前正处于理论建设的时期，因此，一些重大理论的探讨正逢其时。

鉴于此，在《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一书中，作者并未拘泥

于阐释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立足于不同方面，从儿童文学与宗教、儿童观、教

育理念、课程标准等角度，为经典文学的儿童文学改编搭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理

论框架。可以这样说，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是儿童文学的“半壁江

山”，与原创儿童文学“鼎足并立”。推动经典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改编的理论建

设，对儿童文学总体的理论建设有着重大且积极的意义。

理论建设重在宏观视角，这是《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一

书的一个重要贡献。该书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文本，而是对《鲁滨逊漂流记》《格

列佛游记》《傲慢与偏见》与《汤姆·琼斯》等经典文本的改编进

行全面的研究。因此，既有对具体文本的深入研究，又注重理

论建设对新研究范式的推动。

二是对儿童文学改编的“中国化”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

尤其针对“新课标”之下的儿童文学改编予以探讨，这对于今

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虽然需要世界眼光，但归根结底是立

足中国实际，探讨中国问题。《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

改编研究》一书尽管探讨的是英国经典文学的儿童文学改编，

但却立足中国实际，重点探讨了国内“新课标”之下儿童文学

改编的路径与向度。该书针对不同出版社的新课标课外阅读

版《鲁滨逊漂流记》,通过分析其对笛福原作做出的改编,试图

探讨国内出版社如何将这部18世纪英国冒险小说改编成符

合国内教育需求的读物。从目前儿童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

一角度当属填补空白。

以“新课标”为视域，探讨儿童文学的改编、传播与接受，

这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化”的重要贡献。而且作者另

辟蹊径，以意识形态考虑、教育需求和图书市场营销策略等为独特视角，形成对“儿童文学改编”的

全方位理论审视，为今后探讨相关问题，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新课标”是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发展之路。《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抓住这

一特色，对儿童文学“中国化”路径进行了理论思考，这是重要的贡献。毋庸讳言，目前国内儿童文

学理论研究在实际上形成了学科化的断裂，即研究西方儿童文学与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是不同学科

之下的分支。因为“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是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因此在讨论同一个

问题时，难免会因学科壁垒而形成断裂。以“中国化”为路径出发，显然有助于弥合学术研究因断

裂形成的空白区，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儿童作品文学理论建设。

综上所述，《英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可谓是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里程碑式的

佳作，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所付出的学术努力。儿童文学是事关国家未来的重要意识

形态建设工作，理论建设显然不可忽视。如何在今后的理论深耕中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以丰富儿

童文学研究理论体系，这应当是包括惠海峰在内的广大儿童文学研究者重点努力的方向所在。

特殊的回家路特殊的回家路
□□邹子琪邹子琪

今年春节，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人们禁足家中，即便出门也是戴上口

罩。整个春节倍感冷清，开学的日子也遥遥无期。我已经在外婆家待了20多

天，最近新闻里说各个城市的入城要求越来越严格，妈妈决定马上启程从大

连回上海。

外婆家附近的每个村口都设有值班点, 村民自觉当起志愿者，加入到

防控队伍中，24小时轮班轮岗，对外来人员进行劝返。我们刚走到村口就被

拦下了，测量体温并做了登记，最后告知我们，如果离开这里近期就不能再

回来了，同意并签字后才放行。驶出村子后，爸爸驾车辗转了40多公里才找

到一个没有被封闭的高速公路入口。公路上空荡荡的，偶尔有几辆私家车和

贴着“武汉加油”横幅的物资运输车与我们擦肩而过。大约行了300公里后，

爸爸要到服务区加油，远远看见警察示意我们停车，爸爸打开车窗，两名穿

着白大褂的防疫人员手持体温枪，动作麻利地测量了爸妈的体温。我慢慢地

打开车窗问道：“医生，我刚睡醒，头上还冒着热汗，万一量出来温度高，会不

会被隔离起来，回不了家？”工作人员笑着说：“小朋友，别害怕，我先给你量一

下。如果温度高了，就等汗消了再量一次好不好？”我点了点头，随着“哔”的

一声后，工作人员说：“36.5℃，非常正常。”我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下来了。

接着，警察要求打开后备箱接受检查，还要拿着全家的身份证去做登

记。我和妈妈一起去洗手间，刚一下车就看见远处有两个身影，背着喷壶在

消毒作业，他们也可称为防控安全路上的无名英雄。消毒工作在户外，非常

消耗体力，但是他们一丝不苟地重复着相同的喷洒动作，就连每个车道、每

个角落都不放过……地点或许不同，然而路上我们做过的和看到的一切事

情都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接受着多次同样的检查，他们则一丝不苟地做着同

样的事情。

在这条特殊的回家路上，我看到了无数的英雄，他们冲锋在前，勇敢地

与病毒斗争拼搏，无私地奉献担当。我看到更多的是国家对人民生命的守护

和抗击疫情严防死

守的措施，我为出

生、成长在这样伟

大的国家而感到庆

幸，为我是一名中

国人而感到骄傲和

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