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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一创作理念
在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2020年，儿童
文学作家、出版人为少年儿童奉献了一批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感
受当下现实的文学作品，交出了高分答卷。同时，作家们对题材
的开拓和艺术的探索也在继续，小说、童话、童诗等各门类都涌
现出独具创新的作品，可谓百舸争流千帆竞，同心协力攀高峰。

全民抗疫，儿童文学不缺席

这场与新冠肺炎的较量中，困难近距离地来到孩子们身
边。在这对成年人来说都很艰难的突发事件中，如何帮助孩子
们渡过难关，用文学的方式抚慰他们的心灵，给他们以精神成
长的力量，是儿童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儿童文学作家们面对
疫情没有畏难退缩，而是积极创作，短期内即推出了一批抗疫
题材作品，其中一些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赵菱文、黄利利绘的图
画书《爷爷的14个游戏》是我见到的最早一批面市的抗疫题材
图画书作品之一。作者讲述了一个医生爸爸和护士妈妈上了抗
疫前线的小女孩，在爷爷用爱心和智慧创造的14个角色扮演
游戏的陪伴下，顺利战胜了最初的惊慌和不安，同时也从孩子
的视角写出了坚守抗疫前线的医护工作者和为保障人民生活
平稳有序而坚持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群像。左昡文、苏童绘的
《我想知道你的名字》用情感饱满又优美的诗句，谱写了一曲为
抗击疫情默默奉献、辛劳付出的当代英雄的赞歌。徐鲁的散文
《一枝一叶总关情》书写作者在武汉亲历的抗疫故事，为孩子们
留下宝贵的文字记忆。黄春华也是武汉抗疫的亲历者，他的小
说《我和小素》以儿童视角展现了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人在突
发的灾难和病痛之下顽强斗争的精神气质。小说的两位小主人
公在经历了付出与牺牲后，走出恐慌与焦虑，得到精神成长，他
们的故事也为小读者们带来成长的力量。许诺晨的小说《逆行
天使》把抗疫故事与生命教育结合起来，让孩子们既体会到抗
疫战斗中“最美逆行者”们的勇气与担当，也感受到现实社会里
这才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主题创作，儿童文学在行动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讲述脱贫道路上儿童的故事的作
品，2020年可谓集中涌现。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余闲的《三
十六只蜂箱》、北辰的《一个孩子的学校》、陈浠墨的《哥哥的心
愿》都是以扶贫、支教为主题的作品。这些小说从孩子的视角带
领我们走近那些过着贫困生活的人们，看到他们为摆脱贫困、
追求美好生活的种种努力，让我们叹喟人生的艰难，也感受到
只要心中有希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

2020年有三部以“时代楷模”为书写对象的报告文学比较
突出。《你的眼睛能看多远》的作者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王宏
甲、萧雨林，他们凭借多年对书写对象的采访、思考，着重表现
科学家的成长过程，结合科普知识，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集思
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毛芦芦的《深山点灯
人》写的是河南乡村教师张玉滚的事迹，把这位长期坚守在深
山里的小学并且培养了一批批深山里的孩子的普通教师的情
感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简平的《和平方舟的孩子》写的是我国
第一艘制式远洋医院船的事迹。作者经过深入采访、搜集大量
资料后，把书写重心放在这艘特殊的海军补给舰中的孩子身
上，并穿插起“和平方舟”号多次执行救援任务中的感人故事，
写出了船医们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积极向上的精气神。

近年来不断增加的红色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格外引人注目，
张品成的《最后的比分》选取了一个特殊时间、特殊环境下发生
的一段特殊往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要举行一场足球
比赛，当足球与红军相遇，故事就会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一个新
鲜又真实的红军形象。赖尔的《女兵安妮》把当下流行的悬疑、
战争、言情等小说笔法与红色题材相融合，以一个在南京大屠
杀中幸存的英国女孩安妮的故事为主线，串连起新四军中来自
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抗日力量和国际友人群像。王苗的《天下
太平》是作者的京味童年系列小说之一，讲述抗战胜利后解放
北平的那段历史中，身为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爷爷为保护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与国民党政府斗智斗勇，最终没有让文物流
失的故事。写出了文化战线上一场考验人性和人心的较量。

小说题材不断拓展，艺术持续创新

儿童文学作家们经过多年沉淀和积累，不断突破题材的限
制，寻找更加广阔、更具深远意义的创作领域，开始尝试让一些
复杂的历史进入儿童文学，为少年儿童创作贴近他们的心灵，
适合他们的理解力和思维方式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创作实践为
儿童文学增加了一层“厚重”之义。

张之路的《吉祥的天空》是《吉祥时光》的延续，通过吉祥和
他的同学朋友的生活经历，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易于亲近、
理解和认知新中国建立初期历史的文本参照。董宏猷的《牧歌》
保持了作者与孩子心灵相通的灵性，同时试图拓展儿童文学题
材边界，尝试在儿童小说中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战
争和战后的生存状态。小说中没有正面书写关于抗日战争的历
史，而是将其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为其提供有力支撑。

刘海栖的《街上的马》以作家的童年记忆为基础同时又颇具
当下性。小说继续写山水沟的孩子，塑造了一群个性迥异的男
孩子的形象，他们就像一群充满生命力的小马，在生活的原野上
奔驰。他们的世界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有朋友、亲人的关心和帮
助，也有谎言和欺负，还有贫穷和困难。小说写出了生活的真实
质感，却始终保持着幽默而明亮的情感基调。张忠诚的小说
《猴戏团》是少年版的“闯关东”。作者用近乎“笨拙”的写法，原
汁原味地写出了猴戏艺人高师父带着艺猴老妖和无家可归的
男孩黑雀，为讨生计而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生活。老艺人的日
常言谈举止、行为处事，给孩子潜移默化的教导，那些中国传统
文化中关于做人的道理和民间智慧，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

此外，还有几部少数民族题材小说比较抢眼。唐明的《德吉
的种子》写的是青海一群特殊的藏族孩子“小阿卡”的生活。作者
用天然干净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写出了这群孩子纯静又美好的
精神世界，也写出他们作为孩子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向往和失落
与成长。马瑞翎的《独龙江上的小学》带我们跟随云南大山深处
的独龙族小孩阿鼎去体验当下独龙族人的生活。王新明的《山芽
儿》描绘了四川彝族山村悬崖村里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图景。

要谈艺术创新，有两部小说是绕不过去的。曹文轩的《樱桃
小庄》在作家坚持的纯美艺术特色道路上走得更远，进入某种类
似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领域。这部小说的故事是简单的单线推
进，爸妈为盖房外出打工赚钱，家里留下了哥哥麦田、妹妹麦穗
和奶奶相依为命。偏偏奶奶走丢了，麦田兄妹俩带着一只羊、一
只鹅开启了寻找奶奶的“奇幻”之旅。这样一个充满悲伤和困苦
的故事，却带给读者温暖和希望。胡永红的《上学谣》采用了大
胆的多叙事视角，在“众声喧哗”中，一个壮乡男孩的生活被表
现得立体生动，充满趣味，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虽然采用
了多达20多个叙述视角，但整体上仍是单线发展，也就是每一
个视角在接龙讲故事，因此对故事的基本理解没有产生太多障
碍，但也确实形成一种阅读挑战。作为创新之作，上述两部作品
都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受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虽然这样的
探索难免不成熟，甚至会失败，但一点点的进步都可能成为照
亮前进方向的微光。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近年来一直兴味不减的“跨界”写作，
即非儿童文学作家开始尝试写儿童小说。比如肖复兴继《红脸
儿》之后，又推出了《合欢》，讲述一个拥有幸福生活的小女孩在
突然遭遇母亲离世的人生重大变故后，如何在亲人、老师、同
学、朋友的帮助下走出阴霾，获得成长的故事。叶广芩的第三部
儿童小说《土狗老黑闯祸了》继续写北京小姑娘丫丫的故事，把
老北京的民风民俗嵌入故事中，为小说注入浓郁的京味。也有
新加入儿童小说写作的，比如荆歌的第一部儿童小说《他们的
塔》、张学东在“西北往事”三部曲基础上改编而成的青少版《家
犬往事》、海军作家陆颖墨的第一部儿童小说《蓝海金钢》、葛亮
的第一部儿童小说《儿郎》等。这些作品有的比较成熟，有的也
有所欠缺，但作家们所关注到的儿童生活可以说对儿童文学是

一个有益补充，更可贵的是，作品中大多可以看到作者对儿童
文学的认知和理解，可以引发我们对儿童文学本质特性的一些
更深入的思考。

还有一些作品在丰富小说的表现空间、深入儿童内心世界
等方面表现突出。黄蓓佳的《奔跑的岱二牛》、张国龙的《麻柳溪
边芭茅花》都是书写新农村里的新儿童。冯与蓝的《墨童》、赵剑
云的《敦煌小画师》、唐池子的《满川银雪》、赵菱的《梨园明月》
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儿童生活相结合。谢倩霓的《乔乔和他
的爸爸》、徐玲的《别把妈妈藏起来》、杨巧的《帽子男孩》、胡继
风的《长命锁》着眼于孩子心理世界的解读和建构，帮助孩子积
极面对生活的考验。殷健灵的《象脚鼓》为读者走进聋哑孩子的
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刘虎的动物小说《暴雪》继续提倡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故事精彩，人与动物的形
象都鲜明而真实。赵菱的《乘风破浪的男孩》讲述了帆船男孩与
海军爸爸的故事，把帆船运动和海军生活展现在孩子们面前。
郝月梅的《潜入岛心》《螳螂岛》以作家的童年生活为根基，从长
岛守护军人的孩子的视角书写驻守海岛的军人生活。

各题材各门类全面均衡发展

2020年的童话创作保持着旺盛势头，短篇童话表现突出。
第二届全国“温泉杯”短篇童话大赛评选出25篇获奖作品，反
映出当前童话创作的队伍、热点、类别等整体状况。其中连城的
《卖耳朵的人》意象独特，从耳朵的角度去感受世界，用声音体
验不同物种的生活状态，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长篇童话中，汤
汤的《绿珍珠》延续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但立意更加深
刻，增加了童话的“厚度”。葛竞的《永远玩具店》也是一部匠心
之作，4个故事都与老玩具及其背后蕴藏的传统文化观念相联
系，幻想中投射出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情怀
和隽永的意味。周晓枫的《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讲述兽
医小安和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之间发生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幽默、玩闹的故事背后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理解的难度。

在童诗方面，有两部诗集让人印象深刻。高洪波的诗集《一
根狗毛一首诗》收录了以宠物狗“大咖”为对象的一组诗歌，让
人又爱又怜，读来趣味盎然。汤萍的诗集《星月童话》是一曲爱
与美的颂歌，意象丰富，给人温暖。这两部诗集都配有精美的插
画，给孩子提供了一个集语言美与图画美于一体的美的读本。
童诗创作近年来一直备受理论评论界关注。2020年，《文艺报》
开设方卫平主持的“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专栏，发表了多篇理
论评论文章，为童诗创作问诊把脉，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
考。在本年度评选的第二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中，金奖授
予了诗人薛卫民的《24节气儿歌》，评委会在向幼儿文学中的童
诗表达一种态度，那就是童诗创作量很大，但优秀的不多，确实
需要作家诗人们多沉淀多思考,给优秀的童诗立一个标杆。

2020年在儿童散文方面也收获颇丰。张锦贻的自选集《到
大森林去》自然清新的语言之下包含的是作家丰富的人生阅历
和平和的个人修养。赵霞的《每个人都是挖呀挖的孩子》从童年
走到当下，把作者随年龄变化的心境呈现在读者眼前。毕然的

《雏鹰飞过帕米尔》以散文的方式，给与作者长期相处在帕米尔
高原上的塔吉克族少年儿童画肖像，向广大读者展现他们的真
实生活状态。毛云尔的《像植物一样幸福》借童年记忆中的那些
植物，表达的是万物生灵皆为独立的有尊严的自然观。更多的
散文作品是回忆童年、分享童年故事的，翌平主编的“中国童年
书系”第二辑收录了赵华、牧铃、韩青辰、王勇英等儿童文学作
家书写的童年，此外还有孙卫卫的《我的小时候》、毛芦芦的《大
地的铃铛》、殷建红的“梦寻江南系列”等。

在图画书方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大型系
列图画书“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约请金波、高洪波、曹文轩、
韩毓海、徐鲁、白冰、秦文君、汤素兰等作家书写自己的家乡，与
40余位优秀画家一起，充分发挥文图交融的优势，带领孩子了
解祖国各地的地理、人文。在科幻文学整体创作上扬的情况下，
少儿科幻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少儿科幻的定位不甚明确，
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儿童性属性。当前很多少儿科幻作品中，
加入了穿越、玄幻等元素，且与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很接近，而
科学性几乎只是点缀。由此，赵华的《穿越时空的古代朋友》、夏
商周的《霍金的地球少年》等作品的科学含量尤显珍贵。

儿童文学理论评论需要更多扶持

创作的发展离不开理论评论的支撑。经过多年的努力，儿
童文学学科建设、评论队伍等方面都有了一些进步，每年都有
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出版，儿童文学理论评论一直是“在场”的。
2020年有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多维阐释》、李利芳的《走
向世界的中国童年精神》等。但面对繁荣的创作，理论评论的声
音还是不够有力的。当前儿童文学评论还面临着人才少、阵地
少、门槛低、“双标”、市场压力等问题。诚然，对儿童文学的评论
或评价有很多来自文学外部的声音，这一方面体现出社会对儿
童阅读的重视甚至焦虑，也是对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对儿童文学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过多的非文学
因素的讨论也确实存在不利于儿童文学正常发展的问题。对于
儿童文学评论界来说，在扎实做研究的同时，也可以适当地参
与到社会大讨论中，更多地发出专业的声音，发挥文学评论对
文学创作及阅读的引导作用。

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能否在未来持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能量，为培养更
加富有人文精神、审美品格的中国少年儿童提供高品质的儿童
文学，开启中国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是每一位儿童
文学作家、出版人、研究者的使命和初心。

儿童也需拥有洞察现实的能力儿童也需拥有洞察现实的能力
——评儿童小说《藏起来的男孩》 □李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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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争流千帆竞百舸争流千帆竞 同心协力攀高峰同心协力攀高峰
□纳 杨

20202020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

《藏起来的男孩》是一部具有深刻的人文关
怀和现实意义的儿童小说。小说从现实生活中
取材，描写乡村男孩土生因长相酷似著名企业家
高天而被过度关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困扰，继
而患了隐身病症，最后，土生在高祖母的治疗下
终于恢复可感可触的肉身。在经历“隐形”和“现
形”的过程中，土生对生命有了新的认知和理解，
内心亦重获平和与宁静。故事极大地深化并拓
展了真实事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深广的人文关
怀和思想内涵的小说，反映了作家对现代生活的
深度观察，触及在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
的时代，“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一个基本的哲学
命题。小说充满想象力、象征意味和哲理色彩，
以一种罕见的思想力度和艺术感染力引领孩子
洞悉时代特征、探寻自我，继而思考生命的要义
和生活的真谛。

小说没有停留在事件表面，而是将之发展成
为一个反映时代病症、关注人类普遍的精神状态
尤其是儿童生存状态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土生
的被关注是以失去“自我”为前提和代价的。小
说的深刻之处则在于，作家将土生失去自我、寻
找自我的过程放置在远离尘嚣、远离现代文明的
格桑村，随着土生成为“网红”而进入现代化进程
的前后变化中，土生及格桑村的命运因而极具象
征意味。在“小高天”事件中，作家完全抛开了物
质贫困问题，而深入到现代人的精神“贫困”症候，
并直指现代社会弊病对儿童成长的危害。

小说的社会批判倾向和哲理启示深刻而巧
妙，完全以儿童能够理解的方式展开，并深入儿
童内心，这是《藏起来的男孩》作为儿童文学作品
的突出艺术成就。作家虚构了一个远离现代科
技文明的原生态村落——格桑村，这个村落风景
优美，村民生活简单、朴素，内心智慧而灵性。土

生就出生在这里。格桑村终因一位逃离都市生
活而选择在偏远地带支教的杜老师的到来，而打
破了生活常态。杜老师无意中在朋友圈晒出酷
似高天的土生照片，土生与格桑村一夜之间成
名。从此，土生家不再安宁，整个格桑村也失去
了往昔的自足与宁静，格桑村成为了旅游村。小
说正是经由土生的戏剧性经历以及土生与高祖母
的亲密联系而凸显出格桑村的独立价值与意义。

格桑村是作家虚构的一个现代“桃花源”，一
个与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乌托邦”。土生被网络

“发现”后，这两个平行存在的世界开始了戏剧性
的交集与冲突，格桑村被外界粗暴介入，格桑村
封闭自足的氛围骤然间被破坏,通电、修路、联
网，让格桑村汇入现代化进程。土生家成为景
点，土生则成为景点中的焦点，土生的高祖
母——这位120岁的长寿老人也成为被看、被围
观、被消费的对象。格桑村的现代化入侵充满无
奈和戏剧性，尽显现代生活的某些荒诞本质。作
品的批判力量和哲理启示恰恰是在格桑村的前
后对照及土生的命运转折和成长变化中呈现出
来的。

格桑村是作家构想的理想社会。土生的祖
太爷爷家境殷实，是祖传中医大夫，他向往避世
生活，抛下房屋和财产，只带着必要的生活用品
以及几箱子书籍举家出游，期待寻找到理想的地

方生活。途径格桑村时祖太爷爷被漫山遍野的
格桑花深深吸引，便带着全家留在这里，从此一
家人与大山为伴，像植物那样生活着，自得其
乐。格桑村在外界来看，或许是赤贫的，然而，他
们的内心极其富有，他们顺应自然之道，不焦虑，
不赶急，不贪求，更不觉缺失。格桑村既是基于
现实的，又是虚幻的，是作家用心打造的理想社
会，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并集中反映了作家对
现代生活的反思及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是一个烂熟的主题，却
绝对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主题，因为我们正身处
现代化进程之中，并深感困惑。小说的艺术感染
力在于，小说从儿童视角出发，以一个孩子的切
身体验为主要内容，采用卡夫卡式的“变形”手
法，极大地加强了对异化生存状态的描述。同
时，小说通过虚构中的格桑村以及高祖母这一形
象构想了一种可能的理想生活形态，理想与现实
两相对照，极大地强化了“乌托邦”的批判功能和
对理想生活的追求。高祖母是作家笔下的理想
人格，格桑村是作家笔下的理想村落。这里没有
现代科技的干扰，没有电灯、电视、手机，没有马
路、医院、学校。孩子们像黑色的小马驹，放养在
山坡间，他们在烈日下狂奔，在泥巴里打滚，释放
着生命的活力。他们在大自然中成长，翻看着大
自然这本书。

土生被人群簇拥，被噪音淹没，他感到疲惫，

感到厌倦，他一心
只想“藏”起来，于
是，他患上了隐身
症，变成了透明
人。他可以看见
别人，却没有人能
看见他。“隐身”在
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既象征逃离，也象征脱
节。土生想逃离喧哗与骚动，乍看之下，他似乎
成功了，他变成了隐身人，作为一个孩子，他甚至
尽情地享受着隐身的乐趣，然而，他很快就产生
了另一种体验——孤独，隐身使得他与人群、与
社会脱节。隐身是一种假象的自由。周围的人
或将他视之为异类，或视之为无物，人们逐渐遗
忘了他。无论是土生的逃离，还是他与社会的脱
节，皆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作家借高祖母之口
突显了小说主题的普遍意义：“土生，这个世界上
不止你一个透明人，依我看，有成千上万。有多
少人想把自己隐藏起来，又有多少人被视而不
见，还有多少人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存
在。在你寻找自己的同时，每个人都在寻找自
己，相当一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找不到自己。”更可
怕的是，土生没有了实体肉身，他也就无法再用
肉身去感知这个世界，包括感知亲人间拥抱的温
暖，他也无法通过镜子看到自己，他产生了极度
的恐惧。小说中，高祖母象征一种简朴、自然、灵

性而智慧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她保持了与大
自然沟通的能力，她与异香草交流，给土生熬药，
使得土生终于开始显示出双脚来，继而腿部、身
体、半边脸，最后全部的肉身得以显现出来。作
家将土生的肉身重现写得感人至深。当土生无
法在照片合影及镜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时，他是多
么羡慕世间一切有形之物！当土生重新用双脚
踩在大地之上，用双手触摸一切，他对自己的肉
身和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土生的经历告诉我
们，对抗异化的方式依然是爱，而不是逃避。对
儿童读者而言，土生的故事毫无疑问是感人至深
的生命教育和生活教育。而高祖母正是那个最
富启发性的人物，她用有声与无声的语言，一直
在启发、引领、关爱着土生。高祖母启发土生，与
大自然沟通的能力正是对抗现代生活病症的重
要药方。高祖母讲述的飞棉花的故事更启发土
生，飞棉花是对梦想的信仰，是对灵性生命的寻
求。高祖母是作家的代言人，集中反映了作家对
于生命本质和生活要义的理解。

小说对理想生活的描绘，尤其是土生与高祖
母的对话充满诗意，并深富感染力和启示意义。
小说通过土生与高祖母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
们能够对物化生活保持足够的警惕，如果我们不
那么物欲和功利，并且能够亲近大自然，师法大
自然，尊重生活的自然规律，保持真纯的天性和灵
性，或许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内心安宁与富足。

儿童需要的不仅仅是游戏和娱乐，也需拥有
洞察现实的能力和主动探寻人与自我、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自觉。《藏起来的男孩》以
其独特的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充实并提升
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格局，是中国儿童文学的
重要收获，也是“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的重
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