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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爱你的时候》插图，【澳】安德莉亚·埃德蒙兹 绘，湖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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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童谣新童谣··新观念新观念··新力量新力量
————写在常福生儿童文学选集写在常福生儿童文学选集《《给孩子的礼花给孩子的礼花》》出版之际出版之际 □□张锦贻张锦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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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福生一辈子在小学里教语文常福生一辈子在小学里教语文，，带带
领儿童们从古今中外儿童文学杰作中学领儿童们从古今中外儿童文学杰作中学
得母语精粹得母语精粹，，汲取思想精髓汲取思想精髓，，承扬艺术精承扬艺术精
华华。。他深爱新时代的新生活他深爱新时代的新生活，，热爱新学校热爱新学校
的新儿童的新儿童。。当小学教师的第二年就开始当小学教师的第二年就开始
业余儿童文学创作业余儿童文学创作，，发表童谣发表童谣、、童诗童诗、、童童
话等作品话等作品13001300多篇多篇，，出版童诗集出版童诗集、、童话童话
集多卷集多卷，，还曾获第二十二届还曾获第二十二届““陈伯吹儿童陈伯吹儿童
文学奖文学奖””。。由于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显著由于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显著
成就成就，，从上世纪从上世纪9090年代初至新世纪前年代初至新世纪前88
年年，，他一直受聘于少年儿童出版社他一直受聘于少年儿童出版社，，但他但他
始终不放弃教小学生的工作始终不放弃教小学生的工作，，直至退休直至退休。。
几十年来几十年来，，在上海的小学生读者群里在上海的小学生读者群里，，几几
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教书教得好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教书教得好、、写书写书
写得妙的和蔼写得妙的和蔼、、亲切的常老师亲切的常老师。。

20192019年年66月月，，上海作家协会为上海作家协会为8181岁岁
的常福生出版了儿童文学选集的常福生出版了儿童文学选集《《给孩子给孩子
的礼花的礼花》，》，1616万字万字，，包括童谣包括童谣、、童诗童诗、、童话童话
等共五等共五卷卷。。童谣童诗卷占全书的近一半篇童谣童诗卷占全书的近一半篇
幅幅，，这是作家费心最盛这是作家费心最盛、、尽力最重的尽力最重的，，也是也是
他创作中成就显著他创作中成就显著、、贡献卓著的贡献卓著的，，是小读是小读
者阅读者阅读、、念诵中铭记在心念诵中铭记在心、、难以忘怀的难以忘怀的。。

写童谣写童谣、、童诗的诗人童诗的诗人、、作家不少作家不少，，类类
似的题材似的题材、、近似的手法很多近似的手法很多，，常福生与众常福生与众
不同不同，，无论是创作思想无论是创作思想、、艺术结构艺术结构，，还是还是
音韵格律音韵格律、、语言表现语言表现，，都有他自己的独特都有他自己的独特
和独到和独到、、别样和别致别样和别致。。最显眼的特点是最显眼的特点是，，
无论作品篇幅怎样的短小简单无论作品篇幅怎样的短小简单、、内容怎内容怎
样的单纯浅近样的单纯浅近，，却总是使却总是使这最微小的一这最微小的一
隅与宏伟的时代场景隅与宏伟的时代场景、、广大的社会现实广大的社会现实、、
壮阔的民族生活关联在一起壮阔的民族生活关联在一起，，又总是使又总是使
这最细小的一点与精湛的艺术方式这最细小的一点与精湛的艺术方式、、玲玲
珑的表现手法珑的表现手法、、优美的文学语言融汇在优美的文学语言融汇在
一起一起。。以开卷第一首以开卷第一首《《中华龙中华龙》》为例为例：：““霓霓
虹灯虹灯，，照夜空照夜空，，//我上大街看彩龙我上大街看彩龙。。//立交立交
桥桥，，什么龙什么龙？？//高高低低像游龙高高低低像游龙。。//斜拉桥斜拉桥，，
什么龙什么龙？？//横跨大江是卧龙横跨大江是卧龙。。//高架马路什高架马路什
么龙么龙？？//环绕市区是盘龙环绕市区是盘龙。。//游龙卧龙和盘游龙卧龙和盘
龙龙，，//条条都是中华龙条条都是中华龙。。””从古到今从古到今，，在中在中
国人心目中国人心目中，，龙是一个神游宇宙龙是一个神游宇宙、、神通广神通广
大大，，主宰世界主宰世界、、主领万物的活泼泼的生动主领万物的活泼泼的生动

形象形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但但
童谣里并没有华丽的描绘和奇异的铺童谣里并没有华丽的描绘和奇异的铺
陈陈，，只是以比拟只是以比拟、、隐喻手法对都市里的隐喻手法对都市里的

““桥桥””做平实的描写和真切的叙述做平实的描写和真切的叙述，，那龙那龙
一样的桥如此壮观一样的桥如此壮观，，那桥一般的龙这样那桥一般的龙这样
威势威势，，自然地激起大人小孩心中的弥久自然地激起大人小孩心中的弥久
爱国情爱国情，，激发人们心头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人们心头的民族自豪感；；而而
且且，，因其形象具体因其形象具体、、气度非凡而刻骨铭气度非凡而刻骨铭
心心、、浸思入神浸思入神。。何况何况，，童谣每一句都以童谣每一句都以

““龙龙””结束结束，，神韵统一神韵统一，，情思合一情思合一。。再以再以
《《绿绿》》作例作例：：““人行道上树儿绿人行道上树儿绿，，//街心路边街心路边
草儿草儿绿绿，，//大小广场满眼绿大小广场满眼绿，，//高架马路也高架马路也
带绿带绿，，//居民新村种上绿居民新村种上绿，，//家家阳台盆景家家阳台盆景
绿绿，，//绿绿的城市绿的家的城市绿的家，，//人人都有一片绿人人都有一片绿。。””

童谣中童谣中，，到处有绿到处有绿、、里外是绿里外是绿，，路路路路
遍绿遍绿、、家家种绿家家种绿，，绿化城市绿化城市、、美化环境美化环境。。写写
的是生态意识的增强的是生态意识的增强、、环保维护的完善环保维护的完善。。
这是现代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这是现代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是公民是公民
素质状态的一种识记素质状态的一种识记。。作家不是一味地作家不是一味地
讴歌抒情讴歌抒情，，也没有一顺地称颂赞美也没有一顺地称颂赞美，，而是而是
以实实在在以实实在在、、朴朴素素的朴朴素素的““顺口溜顺口溜””的艺的艺
术方式术方式，，写铺天盖地写铺天盖地、、目观身受的目观身受的““绿绿””，，
使色彩渲染达到极致使色彩渲染达到极致，，使生态文明深入使生态文明深入
人心人心。。小小童谣小小童谣，，以小及大以小及大、、以简驭繁以简驭繁，，由由
近及远近及远、、由浅入深由浅入深。。常福生很喜欢把显示常福生很喜欢把显示
主题的那个主体词贯写到底主题的那个主体词贯写到底，，不仅音韵不仅音韵
自然自然、、节律响亮节律响亮，，还因复沓而强调还因复沓而强调、、凸显凸显
意指意指，，因律动而悦耳因律动而悦耳、、撼人心弦撼人心弦。。

这样的创作源于作家永在的童真这样的创作源于作家永在的童真、、
不泯的童心不泯的童心。。用儿童的眼睛观察用儿童的眼睛观察，，用儿童用儿童
的心灵体会的心灵体会，，看到的看到的““桥桥””就是活生生的就是活生生的
飞跃的龙飞跃的龙，，感到的感到的““绿绿””就是活脱脱的安就是活脱脱的安
宁的家园宁的家园。。奇丽的幻想使美丽的现实变奇丽的幻想使美丽的现实变
得奇妙和美妙得奇妙和美妙，，美好的现实也使奇谲的美好的现实也使奇谲的
幻想变得奇特无限和美满无比幻想变得奇特无限和美满无比。。显然显然，，童童
真和童心使作家对儿童生活真和童心使作家对儿童生活、、情感洞察情感洞察
过人过人、、体悟有加体悟有加。。

书中几乎每一首童谣都是这样的作书中几乎每一首童谣都是这样的作
品品。。作家所写都是儿童们眼前的景和物作家所写都是儿童们眼前的景和物、、
身边的事和人身边的事和人，，日常日常、、平常平常，，却总是显现却总是显现
出一种非常或异常出一种非常或异常。。如如《《什么亭什么亭》：》：““什么什么

亭亭？？电话亭电话亭，，//投币电话真灵敏投币电话真灵敏。。//什么亭什么亭？？
书报亭书报亭，，//五彩缤纷内容新五彩缤纷内容新。。//什么亭什么亭？？糕糕
点亭点亭，，//吃在嘴里甜在心吃在嘴里甜在心。。//什么亭什么亭，，休闲休闲
亭亭，，小坐一会看街景小坐一会看街景。。””写城镇中各种各写城镇中各种各
样的样的““亭亭””，，既表现了百姓生活的安宁既表现了百姓生活的安宁、、安安
逸逸，，显现了现代文明的进展显现了现代文明的进展、、进步进步，，更呈更呈
现出伟大祖国的强盛现出伟大祖国的强盛、、强大强大。。如如《《小手小手
帕帕》：》：““一条小手帕一条小手帕//是谁丢掉了是谁丢掉了？？//小华瞧小华瞧
一瞧一瞧，，//忙把手儿摇忙把手儿摇，，//小玲走过来小玲走过来，，//乐得乐得
蹦又跳蹦又跳。。//她说她说：：‘‘谢谢你谢谢你，，//手帕是我掉手帕是我掉。。’’//
我说我说：：‘‘不用谢不用谢，，//以后放放好以后放放好。。’’””写小手写小手
帕物归原主是一件小事帕物归原主是一件小事，，却写了儿童们却写了儿童们
的诚信的诚信、、友善友善，，写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在一代代人的心灵中就在一代代人的心灵中。。如如《《自动门自动门》：》：

““自动门自动门，，真乖巧真乖巧，，//客人走过来客人走过来，，//门儿轻门儿轻
轻两边靠轻两边靠，，//好像说好像说：：‘‘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自动自动
门门，，真周到真周到，，//客人要走了客人要走了，，//门儿轻轻两门儿轻轻两
边靠边靠，，//好像说好像说：：‘‘走好走好，，走好走好！！’”’”在公共场在公共场
所常见自动门所常见自动门，，这里把自动门拟人化这里把自动门拟人化，，写写
生活中待人有礼貌生活中待人有礼貌，，处事讲文明处事讲文明。。而这正而这正
是社会和谐是社会和谐、、人人平等的重要方面人人平等的重要方面。。

一首小小童谣一首小小童谣，，由真实的细节牵出由真实的细节牵出
现实的社会面貌现实的社会面貌，，由真切的细部显出深由真切的细部显出深
切的文化底蕴切的文化底蕴，，说起来容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起来难。。
常福生做到常福生做到了了。。而且而且，，还做到了使每首童还做到了使每首童
谣都音韵自然谣都音韵自然、、音律天然音律天然、、节拍明朗节拍明朗、、节节
奏明快奏明快。。还常常借鉴民间传统童谣的艺还常常借鉴民间传统童谣的艺
术方式术方式，，做到古为今用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陈出新。。如如
《《中华龙中华龙》》采用民间最常见的采用民间最常见的““三三、、三三、、
七七””句式句式，《，《什么亭什么亭》》借用问答歌的形式借用问答歌的形式，，
《《自动门自动门》》运用复沓运用复沓、、排比等民谣格式排比等民谣格式，，
还如还如《《石榴树石榴树》，》，则动用口头传承中最多则动用口头传承中最多
用的连环套艺术方式用的连环套艺术方式，，等等等等。。需要特别提需要特别提
到的是到的是，，常福生的童谣常福生的童谣，，每一首都不仅有每一首都不仅有
情有理情有理，，更是有趣有味更是有趣有味。。儿童情趣是儿童儿童情趣是儿童
生活中固有的生活中固有的，，能够真正地内在地发现能够真正地内在地发现、、
又予又予以艺术地深层地呈现以艺术地深层地呈现，，就得看一就得看一个个
儿童文学作家的生活功底和语言功力了儿童文学作家的生活功底和语言功力了。。

常福生的童诗创作常福生的童诗创作，，是童谣创作的是童谣创作的
延伸延伸，，大多描绘自然大多描绘自然，，却也注重用细部的却也注重用细部的
描写来表现整体的意蕴描写来表现整体的意蕴，，以对一个地点以对一个地点

景象景致景象景致和儿童自身感触感受的细腻细和儿童自身感触感受的细腻细
心的描绘心的描绘、、描述描述，，呈现某一特定地区风景呈现某一特定地区风景
风情本真的画面和出色的全貌风情本真的画面和出色的全貌。。以一当以一当
十十，，以少胜多以少胜多，，赋予幽深赋予幽深、、静谧的风景以静谧的风景以
蓬勃蓬勃、、活跃的生命气息和生存状态活跃的生命气息和生存状态，，使其使其
与儿童心有灵犀与儿童心有灵犀，，相相呼相应呼相应。。如如《《漂流漂流》：》：
诗中写了倒映在溪水里的山诗中写了倒映在溪水里的山、、云云、、天天，，这这
似乎在哪似乎在哪里都能见到的里都能见到的，，但跟儿童的心但跟儿童的心
思思、、心情一融合心情一融合，，天地霎时大变天地霎时大变。。不仅写不仅写
出山涧溪流的清澈出山涧溪流的清澈、、清朗清朗，，写出水面的写出水面的
清静清静、、清亮清亮，，更写出了撑着竹筏更写出了撑着竹筏、、漂飞水漂飞水
中的中的自在和快活自在和快活。。这是山居百这是山居百姓日子过姓日子过
得安逸欢愉的写照得安逸欢愉的写照，，是水乡儿童童年过是水乡儿童童年过
得有趣欢快的映象得有趣欢快的映象。。溪水竹筏似在蓝天溪水竹筏似在蓝天
飞翔飞翔，，这是儿童撑竹筏时的真实体会这是儿童撑竹筏时的真实体会，，也也
是儿童水上游的切身感受是儿童水上游的切身感受，，构成一种绝构成一种绝
妙的情境妙的情境、、至佳的意境至佳的意境，，情思欣然情思欣然，，情趣情趣
盎然盎然。。

常福生还把写童谣的本领用于写小常福生还把写童谣的本领用于写小
故事故事、、小童话小童话、、小散文小散文。。也都是篇幅小也都是篇幅小、、
题材小题材小、、视角小视角小，，常常是写短暂的场面常常是写短暂的场面、、
刹那的情景刹那的情景、、瞬间的事情瞬间的事情、、简单的人物简单的人物。。
却同样是在写时代旳新变却同样是在写时代旳新变、、生活的新象生活的新象、、
社会的新风社会的新风、、儿童的新貌儿童的新貌，，但又各但又各是各的是各的
内涵和表现内涵和表现，，各是各的思索和情性各是各的思索和情性。。

老作家常福生一辈子爱儿童老作家常福生一辈子爱儿童、、为儿为儿
童童、、教儿童教儿童、、写儿童写儿童。。他的儿童文学集他的儿童文学集《《给给
孩子的礼花孩子的礼花》，》，与儿童们息息相通与儿童们息息相通、、心心心心
相印相印，，将永远为儿童所喜所爱将永远为儿童所喜所爱。。

邵燕祥在《给小孩子创作
大诗歌》一文中曾写道：“儿童
诗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的一翼，
又是诗歌创作的一个组成部
分。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可讨论
的，但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似
乎被许多诗人忽略了，因此他
们欠下了一笔无形的债。回顾
几年来的儿童诗，自然我们不
能说没有收获。但是在数说成
绩的同时，不能不感到：较好
的儿童诗实在显得太少了。”
实际上，1950年代邵燕祥创作
的儿童诗也被忽略了。学苑出
版社 2015 年 6 月出版了吴思
敬、李天钢编的《苦难中打造
的金蔷薇：邵燕祥诗歌研究论
集》，可以说是研究邵燕祥诗
歌成果的集大成，但没有研究
者注意到邵燕祥的儿童诗创作，这不
能不说是种缺憾。比如王光明的文章

《在诗中寻找新的“自己”》提到“从五
十年代到现在，邵燕祥共有九本诗
集”，注释中说“这九本诗集：《歌唱北
京城》《到远方去》（新文艺出版社）、

《到远方去》（作家出版社）、《给同志
们》《献给历史的情歌》《含笑向七十年
代告别》《在远方》《和瀑布对哈》《为青
春作证》。”恰好遗漏了邵燕祥的两本
儿童诗集，《八月的营火》和《芦管》。

《八月的营火》是1956年1月由少
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包括《毛主席开
的甜水井》《从我家窗口看见甚么》《八
月的营火》《乞巧》《幸福的道路》等 5
首诗，分别写于1951年7月-1954年8
月间。关于儿童诗集《八月的营火》，邵
燕祥为萧跃华写的题跋，颇具史料价
值，内容如下：

这本薄薄的儿童诗集首印十万，
后来似又加印过三万册，是我诗文集
单行本印数最大的。共收诗五首，都带
一定叙事性，怕也是为中高年级小学
生写诗的诀窍之一。其中前三首，皆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应时而
作。头一篇更是配合建党三十年宣传
的，然客观上为个人迷信推波助澜，多
年前函复蒋风教授：在选编拙诗给孩
子们时，请不要再选这首诗了。

为什么邵燕祥不乐意将头一篇
《毛主席开的甜水井》收入诗集中呢？
尽管该诗荣获 1954 年全国儿童文艺
创作评奖（1949.10.1-1953.12.31）的二
等奖，但在邵燕祥看来，“这首诗的产
生、流传和获奖，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
社会政治心理资料或文学现象参考资
料，是可以搜辑的；作为提供少年儿童
的读物则已丧失其价值了”。

邵燕祥的第一本儿童诗集是以诗
集中收录的《八月的营火》一诗的诗名
命名的吗？他在《“七月”之讳》一文中
为我们讲述了诗集名背后的故事：

“《八月的营火》，1953 年暑假在中央
台少儿节目广播和1954年暑假在《北
京日报》刊出时，是题作《七月的营火》
的。待这一诗题作为我的儿童诗集的
书名，1956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才改作《八月的营火》。那是因
为此书发稿于1955年，已在反胡风斗
争之后；大家知道《七月诗丛》《七月文
丛》和《七月》杂志都是胡风主编的，在
文学界‘七月’成了禁忌，尽管‘七月’
云云，原本是纪念1937年7月对日抗
战开始，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象征。”

《芦管》是1957年6月由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的，包括《星星》《芦管》《小
爬犁之歌》《狂欢之夜》《我有三件大心
事》《儿童铁路进行曲》《家乡旅行歌》

《云》《忘记的和难忘的》《不是幻想》等
10首诗，分别写于1954年12月-1955
年8月间。诗集以其中所收的《芦管》
这首诗的诗名命名。那么，两本书的责
编是谁呢？版权页上没有，也未见邵燕
祥提及。不过笔者注意到黎明颐在《山

花》1994年第9期写有《邵燕
祥印象》，他说：“50 年代中
期，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当
文学编辑，他的两本儿童诗
集《八月的营火》和《芦管》相
继于 1956 年的元月和 1957
年的6月先后出版。这两本诗
集，都是我当责编。按照当时
的编辑作风：编辑和作者通
信联系，从不署编者的名，一
律以编辑部的名义出现。”由
此可以确认，这两本儿童诗
集的责编是黎明颐，两人在
诗集出版期间的通信，对于
了解这两本儿童诗集的出版
过程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邵燕祥呼喊“为了给小
孩子创作大诗歌，需要我们
整个的诗歌队伍中每一个人
拿起笔来，而且是严肃地拿
起笔来”，“时刻看到那一双

双充满渴望的眼睛”。那么，怎样的儿
童诗才是好的儿童诗呢？

在邵燕祥看来，“儿童诗首先应该
是诗，并且是儿童诗”。儿童诗既然是

“诗歌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不能
不具备诗的特征”，就“需要有精练的
语言和严整的构思”，力戒“语言拖沓
和结构松散的毛病”。它应该靠“艺术
的魅力”引起儿童“感情的共鸣”，力戒

“连篇的训诫和说教”。儿童诗既然是
“儿童文学的重要的一翼”，而“真正的
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以孩子的眼睛
看世界，孩子的心所想象或盼望的世
界；而不是成年人的眼睛所看的孩子
世界，更不是硬拉着孩子去闯成人世
界”，那么，儿童诗的作者“必须学会
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才可能透彻地
了解他们的细致的感情体验，并且有
选择地加以表现”，“要考虑儿童的特
殊兴趣，他们的感受和理解能力，但是
不要低估我们的少年儿童的水平”。

“让孩子多一点想象，多一点浪漫主
义，恐怕不仅从儿童教育的角度看十
分必要，而且从文学的本性说更是不
可或缺的”，“我们有责任以大胆生动
的幻想、先进的理想去鼓舞和引导他
们展开想象的翅膀飞翔”，因此儿童诗
的作者要“用生动的诗的形象而不是
枯燥的语言，启发他们思索和想象，帮
助他们认识生活”。

如果用邵燕祥为儿童诗定的标准，
来审视他自己的儿童诗创作，应该说

《八月的营火》《芦管》这两本儿童诗集
中的15首诗还是不错的。比如《星星》：

天上有的是星星，
明亮的眼睛，明亮的心；
你照耀着我，我照耀着你，
千千万万星星，心连着心。

地上有的是好朋友，
有的是长久的深厚的友情；
你照耀着我，我照耀着你，
就象那天上的星星。
这首诗写于1954年12月4日，如

今已经 60 多年了，但读起来，还是富
有艺术的魅力，能鼓舞和引导儿童们
展开想象的翅膀飞翔。

邵燕祥在1996年4月8日所写的
《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为〈儿童文学
研究〉作》一文开篇，解释了自己不再
创作儿童诗的原因：“大约从 1957 或
1958年起，我就不再问津于儿童文学
了。一是‘误落尘网中’，陷入成人世界
的种种纠葛，离孩子的世界越来越远
了；二是更主要的，反右派斗争彻底打
碎了我的童心，我不再能用孩子的眼
睛看世界，也不再能顺利进入只有孩
子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了。”

《八月的营火》《芦管》这两本儿童
诗集，如今很难买到，尤其是后者。笔
者期待有眼光的儿童出版社能将它们
重印，也期待儿童文学研究者能对邵
燕祥的这些儿童诗作近一步研究，必
将丰富我们对诗人的认识。

10月31日，由南京文学之都促进会、《青春》杂志
社共同主办的 2020“文学之夜”暨第六届“青春文学
奖”颁奖活动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南京市委、市
政府各级领导，作家、学者苏童、叶兆言、郜元宝、韩东、
汪政等，以及青春文学奖得主、现场观众500余人，共同
见证了一场以“文学之名”的文化盛宴。

2019年10月，“青春文学奖”进行了大胆创新，一
是改刊评模式为社评模式，二是在为汉语写作注入新
鲜力量的同时，力图使奖项成为了解和研究中国青春
文学的编年史，三是得到全国重点院校和江苏省作协
的支持。

第六届“青春文学奖”经过半年征稿，共收到1200
篇长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近600人次共3000
多首诗歌投稿。收到来自中国、日本、英国、美国、德
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22所高校23位大学生的投稿。
经过16位专业导师和100位来自全国高校的大学生

大众评审的全程匿名评选，最终决出25位新人作品，
包括五项专业奖项。宋旭东、春马、阿野、钱墨痕、高
桑获得长篇小说奖，杨光、程惠子、杨湖、王芾、焦典获
得中短篇小说奖，邓锐、李冼、张东、袁伟、丁菡获得诗
歌奖，陈琼琼、叶欣、孟子诠、王月、两哀获得散文奖。此
外，朱敬怡、王伟、卢晓林等５位同学获得“最具慧眼
奖”，郭道鹏、刘涵玉、钱雅妮、庄泽远、白鑫鑫等10位同
学获得“大众评审奖”。

在现场，韩东以“你想写诗吗？”为主题寄语年轻
人。他说：“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如果你立志做一个诗
人，就要做好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这件事。诗歌艺术是
无限的，无止境的，你必须从最基本开始。”苏童则以“有
人永远年轻”为主题，讲述文学的力量：“青春都是飞扬
的、才华横溢的，至于什么是才华，那就需要时间去思
考。才华真正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所需要的，其实
是缓慢的。” （行 超）

暌违多年“青春文学奖”再度颁发
10月24日，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

的“刘海栖长篇小说《街上的马》研讨会”在北
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主
任高洪波，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主
席、中国出版协会原副主席海飞，国际儿童读
物联盟（IBBY）主席张明舟等十余位儿童文学
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由
安少社总编辑张堃主持。

刘海栖的长篇小说新作《街上的马》，以纯
正的中国式童年抒写，塑造了充满勇气、内心
坚韧的中国男孩形象，是一部充满趣味、细节
充盈、时代色泽浓烈之作。高洪波在发言中表
示，《街上的马》是对童年精神的一种特殊阐
释。这种童年精神既包含着人类童年中普遍的
冒险精神、活跃的思维等，又体现了北方男孩
的典型个性。海飞认为，《街上的马》是刘海栖
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和新高度，街上的“马”是从
乡土社会中走出的中国男孩阳光向上的象征，
是勇敢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张明舟认为，
世界期待看到有人类共通情感和价值、又自然
地带有中国印记甚至地方特点的优质儿童文
学作品，《街上的马》正是这样有坚守、有情怀，
深接地气又有广泛国际传播价值的作品。

马光复、徐德霞、张克文、刘琼、王志庚、王
林、崔昕平、纳杨等与会嘉宾从思想性、艺术性
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了热烈讨论，充分肯定了
《街上的马》一书以山水沟街为坐标书写了一
系列童年故事的积极社会意义，以及这个故事
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

作者刘海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是继《有
鸽子的夏天》之后第二次书写童年街道的故
事，他想在儿童文学创作这条路上继续钻研下
去。儿童文学要有大的格局和气象，有高度，同
时创作速度也要慢下来。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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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专题
星光如水照六乡（报告文学）

…………… 周睿智 涂吉祥 王 鹏
重返九里关（报告文学） …………… 林 平
三官洞人的桃花源（散文） ………… 刘 奇
夏到青坪村（散文） ………………… 吴志新
温暖之光（诗歌） …………………… 蒲素平
报告文学 最美的文字 …………… 蒋亢祖

一次未按套路出牌的行程 张安华
中篇小说 一路豪歌向天涯 ……… 刘春荣
短篇小说 黑白底片 ……………… 李铁峰

井盖环岛 ……………… 杨 信
麦收 …………………… 张国庆

剧 本 五星出东方 …………… 张智锋
白天鹅与黄河人 王长江 王红斌

散 文 泉水含英 ……………… 李学广
我从远方来 …………… 刘 静
云上森林 ……………… 刘慧娟
父亲的猎枪 …………… 龙爱明

家有才女 ……………… 马 磊
情理之间（外一篇） …… 康 健

诗 歌 抢修场景如众词跃于纸上（组诗）
…………………… 姚 瑶

一挥笔，就能点亮春秋（组诗）
……………………… 刘淑清

架线者…………………… 平 子
灯光是城市的吹哨人（组诗）…董喜阳
江上的月亮（组诗） …… 帕瓦龙
如此美好（组诗） ……… 吴伟华
一网情深（歌词八首） … 王卫东
张嗣兴诗词十首 ……… 张嗣兴

文艺评论
塑造新时代央企扶贫干部形象——读王存华

的长篇小说《向阳而生》 ……… 俞 胜
胸中有丘壑 笔下生波澜——马放瑞诗集

《雅韵心迹》序 ………………… 石 厉
十年磨一剑 梅花香自成——简评邵世伟诗词集

《微园吟草》 …………………… 靳亚利

广 告

上
半
月
刊

真文学 好作品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专号

探索发现 程坚甫：一个被埋没的诗人和一种被埋没的诗道
程坚甫诗七十首………………………… 程坚甫 评注：陈中美
慕旧惊新读残篇（评论） ………………………………… 王鼎钧
中国农民中的“当世老杜”（评论） ……………………… 苏 炜
江天俯仰独扶犁——记台山杰出诗人程坚甫（纪实） … 刘荒田
诗人程坚甫和他的诗艺（评论） ………………………… 谭 琳

中国故事 中场休息（短篇小说） …………………………… 吴 纯（东莞）
黄昏误（短篇小说） ……………………………… 李知展（东莞）
学妹，我们之间曾有过公园之约（中篇小说）…… 王海玲（珠海）
站立的村庄（中篇小说） ………………………… 李衔夏（清远）
老窦的情人（短篇小说） ………………………… 曾楚桥（深圳）
耳洞（短篇小说） ………………………………… 张 淳（广州）
浮域（短篇小说） ………………………………… 李 懿（澳门）
影的栖息处（短篇小说） ………………………… 陆奥雷（澳门）
城里人，乡下人（短篇小说）……………………… 木 兰（东莞）

网生代@ 大学生作品联展
父亲的草原（短篇小说）… 陈沁滢(惠州学院) 推荐人：徐 威
通往巴别塔的钥匙（短篇小说） … 任厚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推荐人：伍方斐
质感记录 奔跑者（散文） …………………………………… 周齐林（东莞）

生活写作（散文） ………………………………… 周洁茹（香港）
把你的名字写在岁月的河流（散文） …………… 曹 群（广州）

手 稿 父亲后来的日子（散文） ………………………… 南 翔（深圳）
天下好诗 他们的诗：黄礼孩（广州） 姚 风（澳门） 唐不遇（珠海）

易 翔（东莞） 倮 倮（中山） 乌鸟鸟（广州） 蒋志武（深圳）
刘双红（广州） 温志峰（广州） 庞清明（东莞） 秀 实（香港）
陈德锦（香港） 招小波（香港）

副总编：王十月（主持工作），副社长：郑小琼。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
协会。定价：15.00元。零售：20.0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
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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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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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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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第
七
百
四
十
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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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