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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手 读中国 看世界
2020年“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在京正式启动

6月1日，由中国期刊协会主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报

刊发行局协办，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联合承办的2020年“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启动仪式在

京举行。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

局局长曹建申，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少总社党委

书记、社长孙柱，中少总社原总编辑、教育专家卢勤等通过直播镜

头与观众朋友们共话阅读，共沐书香。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李军

主持了本次直播活动。

吴尚之在启动仪式上谈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整个民族的阅读能力和水平，而公民的阅读能力主要

依靠儿童时期所接受的阅读引导和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品

位。孙柱表示，“少儿报刊阅读季”是依托少儿报刊推广全民阅读、

品质阅读理念的主题阅读品牌活动，对辅助学校阅读教学、引导家

庭亲子阅读和提升少儿报刊品牌价值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在各地学校已经连续开展了4

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提高全民阅读水平、培养少年儿童

养成阅读习惯、开阔视野、拓宽阅读范围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020年，“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正式启动后，将继续履行使命，在

全国各大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 （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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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 10 年前的关于我的创作生活 40 周年的研讨会

上，最年轻的发言人就是“小王老师”王蕾，她的发言开宗明

义点题：“我在高校从事儿童阅读教育的研究。主要是小学

阶段的阅读教育与教学研究，据我所知，高洪波先生的儿童

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和老师的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追捧，小学

生们都亲切地称呼高洪波先生为大高老师。”然后王蕾顽皮

地向我传达了来自小学生中的评价：一是因为作品水平“真

的很高”，二是通过照片发现我个子很高，于是“大高老师”

的头衔便这样赐予了我这个没当过一天教育工作者的人。

王蕾的这本新书叫《王蕾论儿童文学教育研究》，全书

共写六章，按“儿童文学与阅读教育”“儿童文学与语文教

育”“儿童文学与绘本教育”“儿童文学与家庭教育”“儿童阅

读与生命教育”及“儿童文学与儿童观教育”的框架进行阐

述，切题准、扣题细，无论是从儿童文学创作、研究还是教育

的角度，王蕾都进行了自己相当“学术范儿”的论证。同时，

由于她的家学渊缘和自身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使她的文

字准确中有生动感，是学术专著，又是具有相当可读性的特

殊文本。我觉得小王老师的这部著作会对当前小学语文教

学的教育质量提升有相当大的推动力，对从事小学语文教

育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不谛为一部针对性明确、操作性超强

的案头必备书。

小学语文是一个人童年阶段重要的课程，涉及到政治、

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基础奠定，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的早

期认定。语文语文，因语成文，文以明语，语当助文，小学的

语文基础打好了，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帮助极大。因此，一

个对儿童文学领悟力强、理解透彻的语文老师，肯定是小学

生的福音。

王蕾的专著中六大板块，第一板块质量最重，其中涉及

面极广，用27节的巨大容量系统地阐述了小王老师的理论

支撑框架及体系，她谈儿童阅读，谈分级阅读，还借鉴外国分级阅读为中国的

桥梁书定位；她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来发散自己的思考成果，同时紧扣数字化时

代中如何进行基础教育阅读评价展开思辨。她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我看来定位

在儿童成长，工具是儿童文学，途径则是语文教学，依靠对象是小学语文教师，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教育”。

王蕾不愧是一个教育世家的优秀基因传递者，教人育人，刻骨铭心。在王

蕾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中，我读出了一个热爱儿童、倾心教育且善于归纳整理

思考中国语文教育现状的大学教授的情怀，也感觉到了一个对当代中国低幼

教育有担当有见地的理论工作者的焦灼，或许还有渴盼与期待。王蕾希望在

全民阅读大背景下的国家战略更完备，希望中国的学校、家庭和社会书香洋

溢，希望讲授语文的小学老师们文学修养深厚，能口吐华章引领小学生们进入

真善美的精神高地。她更希望中国的下一代兴趣广泛，把自己的阅读视野放

宽再放宽，从文学、艺术、历史、科学多学科吸纳汲取，从此成为精神健旺、思想

丰盛、朝气勃勃的复兴大业合格的接班人。

我从内心拥护小王老师的这些设想，认可她在本书中的理论阐述，也支持

她从理论到实践再上升到理论的阅读体验。她拥有大学的讲台，拥有一批又

一批弟子和学生，同时还拥有一批幼儿园和小学的实践基地，以及和她有同样

追求的教育工作者、事业好伙伴。这样的资源优势注定小王老师的学术成果

会日渐增多，进而抵达本文题目设定的境界：无限的可能性。王蕾将用今后的

无数事实证明我的创新，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儿童阅读与教学研究的专著，更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注儿童与未来，具有无限生机的美好起点。

作为新时期以来最负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评

论界和读者对秦文君的关注，往往仅限于以《男生贾里》

系列为代表、从而引发90年代“秦文君现象”的幽默儿

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事实上，虽然秦文君的成长小说创

作绝大部分是现实题材，创作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

格，但她一直在不断努力超越自己，展现了丰富多义的

内容表现和内涵呈现。从 20世纪 80年代的“回归文

学”，到90年代的“回归儿童”，再到新世纪的回归儿童

文学自身，秦文君的创作与新时期儿童文学思潮同步，

堪称引领了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潮。

从20世纪80年代质朴凝重的少年时代生活书写

《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孤女俱乐部》等，到90年

代的少年成长幽默叙写《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再

到新世纪的对少年精神成长进行深度开掘的《天棠街三

号》《逃逃》《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创作成果、形式与风格

之丰满灵动，让秦文君成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文坛上

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上，20世纪80年

代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标记，人文主义复兴，文学回

归文学本身。在这一时期，刚刚从政治话语的枷锁中解

脱出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带着对自我文学创造与美学革

新的强烈渴望和热切期盼，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儿童文

学美学的当代化浪潮之中。

秦文君在此一阶段初登文坛，处女作《红红的枣儿》

即出手不凡。这一时间段，秦文君创作出了几部让儿童

文学界一致叫好的作品，包括《少女罗薇》《四弟的绿庄

园》《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孤女俱乐部》等。这些

作品涉及人性及灵魂关怀，风格沉郁凝重，形式丰满轻

灵，秦文君善于以一种自然从容舒缓但又极富故事性的

叙事方式，处理和书写成长岁月中破损和缺失的成长体

验，善于表现人物内心的困顿与冲突。她在不讳饰世界、

人生、命运的本来面目的同时，又悲悯和抚慰着笔下的

人物；她突破了一般成长小说的写作局限，对更广阔范

围内的社会背景，包括人生变幻和人事变迁给予丰富观

照，承载起了文学的丰饶与重量。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又发生了许多

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儿童的

主动接受和消费行为成为影响童书市场命运的一个至

关重要的环节。时代向儿童文学发起“儿童本位”的期盼

和呼唤，儿童文学文坛强调“儿童性”的复归。80年代儿

童文学的书写场域中，作家们对儿童文学艺术本体进行

了种种的探寻、实验和更新，过于强大的文学性迎合了

成人审美偏好，而儿童文学特殊性在于接受对象年龄的

特殊性。

确实，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以纯洁无瑕

的心灵、敏锐的感受力、丰富而奇崛的想象力及旺盛的

生命活力自立于独特的生命空间，这是儿童的独立王

国。由此，儿童文学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要达成真正

的对话，儿童文学作家应该采取一种特定的创作方式，

达成“理想的交流语境”，唯有如此，儿童才能认真倾听、

用心感受作家讲述的关于人生的独特感悟。

90年代初期，秦文君注意到儿童文

学接受对象的独特性，意识到

儿童生命的独特存在和特定

的审美需求，开始尝试以崭新

的艺术形式为孩子们写作，并

率先提出了“感动当下”的审

美目标。在这一审美目标的指

引下，秦文君创作了《男生贾

里》《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

《小丫林晓梅》等一系列带有

轻喜剧风格的校园文学作品，

单册作品销售上百万册，引发

了儿童文学文坛“秦文君现象”，更引发和带动了后期一

系列类似风格的校园故事的儿童文学写作风潮。

新世纪前后，在整个文学界对于文学“边缘化”命运

的集体焦虑中，当代儿童文学迎来了它迄今为止最为兴

盛的写作和出版时期。儿童文学的这一勃兴势头体现在

创作、出版、接受、传播等各个环节，同时，这一文类的艺

术手法、观念等事实上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拓展。因此，

无论就外在的阅读接受，还是内在的艺术探求而言，可

以说，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都处在一个空前利好的发展

时期。在此一时期，儿童文学文坛对儿童文学写作发出

了经典写作面向的呼唤，即在注重儿童本位的同时，要

求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而秦文君之所以是秦文君，在于

新世纪以来，她又拿出了《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天堂街

三号》《逃逃》等代表性的具有经典写作面向的文学作

品。这些作品中，她一洗《男生贾里》系列喜剧化的写作

风格，注重人性的深度开掘，人生在其笔下也出现了令

人心惊怵目的色彩。

在这些作品中，小说不再是在一个大结构里并置许

多小结构，而是注重内在的线索和各种生活细节的逻辑

性，它们有力地联结在一起，共同推动故事的展开，叙事

生动而有深度。

同时，这些作品重返秦文君80年代的写作风格，甚

至更为重视对儿童心灵层面的开掘。孩子内心的脆弱不

足为大人道,但他们也并非无忧无虑的孩子，心中有着

各自的烦恼和伤痛。秦文君展现出了她擅长描摹孩子精

神世界的功力，孩子情绪、心理上的狂波飓澜被她描绘

得丝丝入扣。同时，作家带着敏锐的眼光观察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在她充满智慧的笔下，总是能将童年日常琐

细的事情化腐朽为神奇。

现实生活给作家提供的经验是杂乱无章的，作家需

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将这些经验传达给读者，每一位作家

在表达对世界的情感和认知时，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

叙述特色。可以发现的是，横跨秦文君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到新世纪的创作文本，在她不同阶段的创作当中，

都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作

家巧妙地采用了“双视点”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是作品

的叙述者在展现她眼中的事物和内心的感受，而一个

隐含的叙述者进行深层的解读与透视，当然，这一过

程内化到作品中是无形的。由此，故事产生了视角的

交合。一是故事中小主人公的行动和感觉，二是全知

视角对人生的品味和咀嚼，两种视角并在，使故事讲

得亲切自然，感人至深，比一般儿童视角的小说更复杂

而意味深长。故事既是书中小主人公的，也是作家本人

的，儿童文学的表现空间扩大了，生命意识厚重了，有助

于读者了解生活和生命所有的意蕴，增强了作品的深度

与穿透力。

秦文君深知，文学是灵魂的舞蹈，是精神与力量的

建构，那些沉甸甸的东西，深藏在日常生活之后。由此，

她在对孩子日常生活进行近距离审美关照的同时，展现

了强大的思想内蕴和人文关怀。

阳光书房

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的文化趋势，在社会中得到普

遍共识。它以浸润式的环境，带给青少年超出成人想象

的学习体验和智识积累。鉴于此，作家李蓉和徐李佳以

真实出土的考古实物为灵感，创作出国内首部博物馆幻

想儿童文学作品《风雪兽》，为青少年展现出一个勾连历

史、现代与未来的平行时空，以期让文物成为培养孩子

想象力的丰富源泉，让青少年了解并热爱我国灿烂博大

的历史文明。

《风雪兽》最大的特色之一便是将玻璃展柜中的文

物进行“活化”，即为其塑造较为贴合史实的当代幻想故

事。看似简单的博物馆儿童文学的生成逻辑，背后的核心

支撑力量除了珍贵的藏品，还有作者对文物产生的情感共

鸣。作者李蓉作为资深记者，曾参加金沙遗址现场发掘的

直播工作。当看到一只瘦小的黑鸟从遗址坑里飞出时，它

好像瞬间点亮了作者的思绪。这些文物在作者眼中，已然

不是如史实般的冰冷知识，而是充满想象的博物馆奇妙

精灵。一个小男孩盛戈和一个小怪兽（风雪兽）在金沙遗

址中的冒险故事，就这样在作者的心中酝酿产生。

两位作者有编剧和导演的从业背景，因此《风雪兽》

是用电影大片的讲述手法创作的精彩故事。以现实生活

里的高科技作为基础，作者构建出了史诗般的幻想世

界：主人公的学校叫作“羲和学院”，能够随时改变建筑

形态，只有天才少年才会被录取，是地球上最特殊的学

校。老师们身怀绝技，学生们可以学到狩灵蜃龙、狰、鹰

隼等神兽的能力，还可以通过明鉴连接神经，进入人工

智能系统。

在《风雪兽》的世界里，最具幻想性的便是人类拥有

“狩灵”的能力，这些天才少年能够用自己的思想控制神

兽的思想，达到与兽合为一体的绝妙状态。同时，作者将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奇幻元素，进行了体系性地整理，创

造出了恢弘的故事背景。不仅如此，作者所描绘的现实

生活，是赛博朋克式的存在。羲和学院的每位学生都拥

有一个“新生物智慧器官”——明鉴。它跟随使用者的神

经器官一起成长，可以全方位探索使用者的身体感知。

《风雪兽》的另一特色是对于主人公形象的丰满刻

画。我们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盛戈心灵的成长，见证他

从一个自嘲的差等生到肯定自我价值的突破过程。曾经

那个喜欢板着脸、说话吞吞吐吐的少年，在找寻风雪兽

的冒险之路上，在经历了与同伴的并肩作战中，体会到

伙伴间的关怀与信任，走出了对于自我的设限，开始用

平和的心对待世界。在幻想小说《风雪兽》天马行空的世

界里，作者为小读者塑造了一位现实中的少年模样。我

们会在一场场奇幻情节中动容落泪，在一句句话语中体

会真情，在一段段心理描写中感受到少年的成长。这份

成长来源于友谊，作者用细腻的语言在书中描绘着，那

些盛戈曾经不在乎的点点滴滴，在友情的浸润下，转变

成不舍与珍惜。

面对大语文教育背景，历史是青少年绕不开的话

题。让孩子了解中国历史文明，并不是教其一句句的背

诵，而应将历史的鲜活与张力，融合在当代的诠释中，展

现在读者面前。在作者笔下，青铜孔雀是尽管锈蚀的羽

毛散落，也依旧奋力振翅，尾羽上的黑色眼瞳也依然熠熠

生辉的存在。小读者不再陌生于遥远的历史，他们将欢喜

徜徉于博物馆内，在与文物的注视中，在认真细致的观察

下，体验着古与今的碰撞，构思着自己的奇幻世界。

文物虽不是文字，但却也拥有着诉说的能力。当读

者在书中与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它们相遇，那份被岁月触

摸过的印痕，将化作一汪清泉，滋养心灵。《风雪兽》带给

青少年的阅读体验，就是在丰满的历史与文物的钩沉

中，讲述生动而形象的中国故事。小读者们跟随主人公

找寻上古神兽的冒险旅程，是中国传统在未来科技社会

的活化，是这些代表着远古祖先的文物元素，在现实中

带给小读者们的文化馈赠。当赋予博物馆藏品以丰富的

情感，当解缚中国传统文化所遭受的累世枷锁，我们不

难发现，给青少年讲述自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如此自

然与贴切。

“明天我就回老家。”外婆颤

颤巍巍地放下了电话，嘴角瘪了

瘪，像泄了气的皮球。

母亲放下手中的活，问道：

“妈，待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回

老家了呢？”

几年前，外婆生了场重病，病

愈后，母亲便把她接到城里照料。

故乡那老房子也就一直空着，似

乎被人遗忘很久。听外婆这坚定

的语气，看来真要走这么一遭了，我心想。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神空洞且迷茫。

“我刚才接到你表姑的电话，说老屋年久失

修，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借给她种点菜什么

的……我想回去看看！”我虽不解却也没说

什么,人老了,常听人说顺着她们的意见就

是最大的孝顺。

说起来，我也曾在那不足20平米的老屋

的小院里度过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光景,长大

后搬到城里过上了舒适便利的生活,对老屋

似乎只是挥挥手,并无太多留恋。

第二天，我陪着外婆回了故乡。推开吱

吱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风吹倒的大门，

眼前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与脑中所忆截然

不同。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桂花树经历了风吹

雨淋，因为没有了外婆精心的照顾，

挺拔的身板弯了下来，它顽强地坚

持到今日，大抵是在等着它的主人

归来吧。

老屋站在风中，似垂垂老矣的

老人，终于等到贪恋外面繁华、不肯

归家的孩子。

我突然有些心酸。

外婆缄默许久，一路上眉梢都

带着的笑意渐渐没入层层皱纹，她深

深叹了口气，说：“丫头，帮外婆修修它吧！”

我在被虫蚁蚕食的破破烂烂的仓房中找

到一把布满红锈的锄头，拿着它在外面除草。

外婆在角落里寻了柄扫帚，熟练地打扫屋里的

灰尘，动作利落干脆，丝毫不像年过七旬的老

人。每干完一点活，就停下休息一会儿。

我们忙活了一天，才完成这项大工程。

“洗”干净后的老屋恢复成它该有的模样。外

婆看着这一切，额头上饱经风霜的皱纹似乎

在这一瞬间全都舒展开来，苍老的容颜焕发出

久违的光亮，一双眼睛眯成弯弯的月牙，露出

一丝欣慰，像小孩子得到了好吃的糖果一样。

她兴奋地拉着我到处看，用木头桩做成

的书桌，有梁上挂着的小秋千，有我画在墙

上的小太阳涂鸦……怕我不记得了，便给我

讲它们的故事、讲我小时候的事，思绪随着

她绘声绘色的演讲，回到了童年的梦，回到

了那片土地、那座老房子。

记忆的梗上，那两三朵娉婷的花，大概

就是童年在故乡度过的时光吧。

即使木桩书桌已经倒了，小秋千已经散

架了，涂鸦已经被岁月抹去了，只剩下淡淡

的痕迹。老屋也有太多美好的回忆，烙印在

我心里，永不磨灭。

故乡的夜晚是静谧的。月亮掉入了烟

囱，雾紫色的乡村在汹涌麦浪中微微倾斜,外

婆像从前一样，独自一人坐在桂花树下的藤

椅上，目光悠长，眉头紧紧地挤在一起，仿佛

坐落在沟壑纵横的田野上高耸的小山。

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屋都修好了，外婆

的脸上还是愁云惨淡呢？

似是看出我心中所想，她幽幽地开口解

释道：“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见

你小时候在老屋里嬉闹玩耍、天真烂漫

的样子。你现在还小，我是怕啊，怕等你

长大后明白了故土对一个人的意义时，想

回来找找童年的回忆，却成了一场空。”

我突然理解她了。

外婆在老屋住了几十年，周围是堪

比亲人的乡里乡亲，吃的是自己辛勤劳

作的蔬菜瓜果，不远处便是陪了她半辈子的

田野。这片故土生长着她的根，寄托着她难

以排遣的忧绪与乡愁。无论何时、何地，故乡

都是她最温暖的骄傲。

为什么老人总是比年轻人更念旧呢？因

为阅历不够，少年意气风发，我们在滚滚红

尘中拼尽全力去寻找人生的价值，却被外面

的大千世界所迷惑，弄丢了真正美好的东西。

和外婆相比，我们都是不合格的游子。

我想为自己之前对故乡、对老屋的冷漠而道

歉，并庆幸因为一个老人执著的坚持，我没

有弄丢那几朵最漂亮的花。

走之前，外婆把老屋托付给相交甚笃的

老乡，麻烦他不时照看。我与她约定，每隔一

段时间就回来看看，不让老屋孤单。

原来，故乡与异乡，有时候近到一场薄

梦的距离，如果可以，我会尽全力去守护那

个绚丽多彩的故梦。

故故

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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