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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儿童文学作品《闪闪的红
星》出版以来，累计印数已达数百万册之多。同
时，它还被译成英、日、法、德、越等多国文字，介
绍到全世界，足见该书受欢迎的程度。

197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的同名电影在
全国上映。接着，各地少年儿童纷纷开展“学习潘
冬子，争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电影主题曲《红
星歌》、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映山红》，响彻
大江南北。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
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长夜里红星闪闪驱
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斗争中红星闪闪指
方向，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每当这首充满
革命激情的歌曲响起，都会把我们带到往昔的战
争岁月里，它已经成为经典的爱国主义歌曲。

这本书是江苏睢宁作家李心田所著。李心田
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开始学习认写文字，
成年后在百货店当过学徒。在此期间，他看到了
旧社会的黑暗，体会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便开
始拿起笔尝试写作，表达他对社会的认识。

写《闪闪的红星》这本书时，李心田在部队文
化速成中学当教员。他的许多学生都有过因父亲
参加长征，被送出去，在全国解放后父子才相聚的
经历。他们找到父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一
位老红军的后代，是拿着当年父亲留在家里的一
顶帽子，帽子上面有老红军的名字，父子才得以相
认。还有一个女青年，刚入党的第二天就被敌人抓
起来，被吊在树上毒打，后来壮烈牺牲。这些感人
的故事，让李心田萌发了把他们子女的童年写出
来的冲动，这就是《闪闪的红星》创作的初衷。

1964年，李心田完成小说的初创作，起名
《战斗的童年》。后来放置了几年，直到1970年才
有机会把此书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书
名改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闪闪的红星》，这本书
让我们记住了一个闪光的名字，那就是潘冬子。

小说中，冬子的父亲当上了赤卫队长，因革
命需要随红军转移。母亲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参加
了革命，为了掩护同志壮烈牺牲。无家可归的冬
子被寄养在宋大爹家，可冬子想念父亲，他在进
山找游击队时，遇见了恶霸地主胡汉三。为掩护
冬子，宋大爹被捕。又一次失去亲人庇护的潘冬
子，被组织安排进城，到茂源米店当学徒。

在茂源米店时，冬子发现米店的沈老板往米
里掺沙子，以次充好，坑害百姓；有米不卖，为涨
高价。沈老板宴请客人，冬子再遇胡汉三。晚上冬
子放火烧了胡汉三的住房，逃出米店。冬子翻山
越岭，徒步行走找爹。途中走进一个村庄，冬子因
不想给保长家干活，被打得死去活来，后得到了
姚公公出手相救。从此冬子住在姚公公家，假称
姨父。冬子伤痊愈后，为逃避抓壮丁，离开了“姨
父”家，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革命队伍，入了
党，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战争胜利后，回到家乡，
冬子亲手抓住了土豪胡汉三，为妈妈报了仇。

这本书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故事，我们
也随之进入那个特定的场景。开篇就用精练、简
洁的文字描述，告诉我们这是发生在江西一个叫
柳溪山村里的故事，主人公叫潘冬子，欺压穷人
的地主叫胡汉三。

作家李心田讲过，潘冬子的形象不是凭空而
来的，他是有原型的。潘冬子的原型是鲍声
苏——湖北省麻城县开国中将鲍先志将军的儿
子。每到春天，麻城山区的山上便开满鲜红的杜
鹃花，也就是映山红。鲍先志投身革命后，国民党
反动派和还乡团将鲍先志将军的儿子鲍声苏贩

卖给了恶霸地主。鲍声苏在地主家中受尽折磨，
解放后才找到了父亲。1961年，鲍声苏来到李心
田所在的文化速成中心学文化。鲍声苏给李心田
讲了他童年的故事，其中讲了恶霸地主和还乡团
的狠毒，讲到了麻城满山的红杜鹃也就是映山红
的美丽，讲到了盼望红军回乡等等。这些故事为
李心田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素材。我们也仿佛看
到了在战争年代，有千千万万个鲍声苏这样的
少年，他们都有着同样受磨难的童年，潘冬子只
是其中的一个，但他们有志向，像潘冬子一样，
历经风雨，在父母、修竹哥、宋大爹、姚公公这样
的革命先辈的引导下，顽强地成长起来。

每个少年都遥望过星空，寻找自己前进的方
向。和书名相吻合的还有冬子一直随身带的父亲
留下来的一颗红五星，这颗红五星被妈妈缝在他
的衣角里。想爸爸妈妈时，他就取出“红星”以解
思念之苦；遇到困难时，他也取出“红星”，吸取向
上的力量。在最后给爸爸的信中他还提到：“十五
年来，我把这颗红星紧紧地带在身边。是它，给我
信心，给我希望，更给了我勇敢；是它，鼓舞和鞭
策着我紧跟你们的脚印，顽强地生活和战斗。”潘
冬子的心里始终装着一颗“闪闪的红星”，这是他
的信念，也是引领他成长的指路之星。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还是个小学生，当小
小的我们在大大的空场里看露天电影《闪闪的红
星》时，我们为潘冬子的命运起伏而激动。

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看的是抢米风潮和火烧
胡汉三的场景。当时天旱，稻子歉收，乡下的穷人
没有米下锅；城里的穷人愁着米价贵，没钱买米。

可是茂源米店的老板和警察勾结起来，屯米，为
高价出售。在百姓买米时，却称无米可卖。潘冬子
知道后院有一群人正在河岸卸米，他把这个消息
偷偷告诉了一个人力车夫，这个人力车夫便带众
人堵在河岸上，把米掀到河里。抢了落在地上的
米，还向米店的大门撞击，抢米风潮让沈老板受
到了巨大的损失……

火烧胡汉三的场景也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潘冬子趁胡汉三睡熟时，把茅草轻轻放到了他睡
的床底下，用火柴点燃。火着后，他迅速跑出了西
屋，回手把门关了。并把裤腰带解下来，把门环用
腰带紧紧地绑牢。做完这些，冬子一气跑出了城，
沿天上的北斗星的方向，向北走去。接下来的文
字描述也让我们喜爱并为之激动：“……天慢慢
地亮了，东方的天上出现一片红霞。啊，多好看
啊！……我停下来，站在一棵小树下，久久地望着
东边的天上。早霞映在稻田里，嫩绿的稻秧上闪
着一颗一颗透明的露水珠儿，多新鲜哟！一只什
么鸟儿醒来了，从一棵树上飞下来，叽叽喳喳地
叫了几声，又向天空中飞去。看到这一切，我更觉
得跑出来是对的，那米店里有多憋气啊！”这样美
丽的清晨，让我们和冬子一样，呼吸到了新鲜的
空气，前面的希望触手可及，阳光在闪耀。

我更感动的是冬子写给父亲的信。冬子可以
去找爸爸了，可他记得爸爸说过：“记住，等你长
大了，要是白狗子还没打完，你可要接着去打白狗
子……”想到这些，冬子打消了去找爸爸的念头，
他决定回到部队去。于是，他又给爸爸写了一封
信，信的内容是：“……当全国人民都欢庆胜利的

时候，我再去见爹，我想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让人感动得潸然泪下。

《闪闪的红星》的确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最初的冬子只想去延安找父亲，给妈妈报仇。后
来他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逐步懂得了自己的仇
恨和整个革命事业要做的事相比，显得格外渺
小。只有全人类都解放了，中国的百姓才有好日
子过。最后冬子与父亲一样投身革命。

每一部经典名著都是很好的教科书，它向
孩子们传递了向上的力量和成长的智慧。在建党
100周年到来之时，我们更要提倡全民阅读红色
经典，从中汲取力量。虽然我们远离了战争，但今
天的少年，同样肩负着振兴中国、让人民过上安
康幸福的生活的使命。

每个少年都遥望过星空每个少年都遥望过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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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人以后，忽然发现能顺畅背诵的经典
诗文，大部分是在少年时代背下的。由此可见早
期教育对少儿的重要性。那会儿所记诗文，刀刻
斧凿般地留在脑海，铭记终生。不止诗文，少年
时学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只听一遍，连曲带词竟
然可以记住，张嘴便能唱下来。这样的歌曲会伴
随一生，每当想起，那熟悉的旋律，那字字入心的
歌词都是暖暖的记忆。

我上小学的时候，课本里有篇《小英雄雨
来》，讲的是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再早，我已经会
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但不知道词作者是
谁，因为那会儿课文的作者都不署名。直到小学
快毕业，我在图书馆发现了管桦的《小英雄雨
来》，这才知道课本里抗日小英雄的故事源自这
里，就此知道了作者管桦。

1979年，我看到北京语言学院编辑的一套
《中国文学家辞典》，辞典收录了几百个现代作家
的小传，其中就有管桦。辞典里有关管桦的条目
写到：管桦原名鲍化普，1922年1月9日生，河北
丰润女过庄人，他的父亲是革命者，在抗日战争
中牺牲。管桦在叔父的资助下读完高小，做过邮
差，参加革命后当了记者。写过小说、剧本和
诗。奇怪的是，辞典里竟然没有提到管桦作词的
那首著名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此
外，《我们的田野》和《快乐的节日》的歌词也是他
的作品。包括《小英雄雨来》，只要想到管桦的这
些作品，都可以把我带回幸福的童年时光。

有了微信之后，我同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陈
大哥聊天，说起他的一个朋友鲍河扬。他们是世
交，陈大哥的父亲和鲍河扬的爷爷在抗日战争时
是战友。而鲍河扬的父亲就是管桦。

听到鲍河扬是管桦的儿子，我并没有为他的
姓氏困惑，因此前早已知道管桦本姓鲍。鲍大哥
的母亲去世后，他便回到家乡长住。我和陈大哥

相约去鲍大哥的家乡拜访他。
立冬那天，我和陈大哥一起来到河北丰润县

女过庄。此时秋收已过，庄里人家院外都囤着几
垛玉米棒。地里有长成的大白菜，一片片深绿色
的菜叶，一看便知是最受欢迎的所谓“绿口菜”。

鲍大哥在他家门前迎接我们。这是一幢两
层小楼，是鲍大哥为父母养老而建。鲍大哥专为
父亲在小楼二层设计了画室，画室的窗户宽敞明
亮，窗外是绿色的田野。鲍大哥说他父亲第一次
来到这儿时兴奋极了，高兴地说：“这就是仙境
呀！我哪儿也不去了。”

鲍大哥也是作家，喜书法。画室里有一张三
米长、一米二宽的松木画案，这是他专为父亲定
制的，现在画案成了他习字的地方。他羡慕父亲
盎然诗情，自叹不如。鲍大哥说父亲晚年把自己
的时间几乎都放在这间画室。写累了，画累了，
就坐在藤椅上遥望窗外的朝霞、落日，蒙蒙烟雨
中的田野，树梢升起的炊烟，疾飞的山鹰。

我提出想去他家的老宅看看，走了5分钟，
我们便到达了老宅。一进门就看到作家陈大远
题写的匾额：鲍子菁、翟晏升故居。这两位老人
是管桦的父母，鲍河扬的爷爷、奶奶。

管桦的父亲鲍子菁当过教员，抗战时期，他
在丰润组织农民协会，参加了冀东武装抗日大暴
动。他担任丰润五总队的参谋长，组织领导了攻
打丰润县城的战斗。他在家乡坚持抗日，伺机袭
扰日军。在一次战斗中，他中弹牺牲，年仅43岁。

鲍大哥说，不止他的爷爷，他的父亲、叔叔、
姑姑都参加了抗战，他爷爷和爷爷的弟弟都牺牲
在抗日战场。他的家乡是日寇“三光”政策的重
灾区，前辈亲眼见过侵略者杀戮中国人民，践踏
他们家乡的草木，于是奋起抵抗。

管桦热爱他的家乡。他说过：“不爱家乡的
人不会爱国。”他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体现在他
的作品中，他笔下冀东的美和这里善良的人民，
都注入了他深深的情感。当年因为公务缠身，管

桦不能长时间在家乡生活，但他每年都会回到家
乡小住。鲍大哥说他父亲在城里总不如在乡村
自在，当组织上号召作家深入生活时，他便连跑
带颠地带全家回到老宅。

老宅院子很大，但房子不多。原来是两排土
坯草房，现在土坯草房变成了砖瓦房。老屋还保
留着坑。上世纪末，鲍大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写
作，索性回到老家，老屋破旧到门框几乎都挂不
住门了。他修补了房子，盖了卫生间，安了土暖
气。那个土暖气就安在土炕基上，取代了用火烧
炕。没想到，这简单的改进令他父母非常高兴，
因为他母亲患有类风湿，城里送暖气之前一段时
间十分难挨，这个时候把二老接来便享受到了土
暧气，让二老特别高兴。

管桦孝敬母亲，回乡便可常伴母亲左右。在
鲍河扬的叙述中，奶奶是细高身材，容貌端庄，细
长的眼睛流露着智慧。他爷爷在外参加革命工
作，家里的生活就是奶奶支撑。她独自耕种五亩
地，播种、除草、收割统统是一个人做。更重要的
是，孩子也是她一手教育出来的。她给孩子们讲
述杨家将、岳飞等历史人物的故事。管桦说孩子
是由模仿成人而成长的，他们认为自己将会成为
心目中所崇拜的英雄。管桦以及鲍河扬后来成
为作家，都是受到了父母深远的影响。

管桦的父亲参加革命前是教员，竭力宣传动
员抗战，并且亲上战场。管桦也追随父亲参加抗
战，在抗战期间，他曾为根据地的小学编写课本，
小说中雨来上夜校读书识字的故事，就是源于管
桦的这段经历。夜校设在破旧的豆腐房里，女老
师带着孩子们念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
的祖国。

管桦说：文学艺术不能使一个汉奸特务变成
爱国者，就像人不能把一棵扭曲的已经长粗的树
变直一样。但对少年儿童就不同了，少年儿童阅
读有益的文学作品，对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是能
发生作用的。这是作家的使命。

1948年，管桦因病在家休息时，把在抗日战
争中经历的事情、所接触的少年缩写成一个典
型，这就是他为少年儿童写的第一篇小说《小英
雄雨来》。管桦说，雨来的形象不是凭空想象出
来的，他是很多冀东少年的缩影。小说中的雨来
池塘戏水、夜校读书、掩护交通员等情节，都是管
桦参加抗战时亲历的。冀东人民为保卫祖国，与
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可谓是全民皆兵。像雨
来那样的少年站岗放哨、手拿红缨枪、挺起小胸
脯、给八路军送信、制造假地雷迷惑敌人、带路进
埋伏圈的情况是很多很多的。有不少读者自认
是雨来的原型，因为小说里描述的雨来的生活与
他们的个人经历非常相似。

管桦晚年曾对鲍河扬说：“雨来是有原型
的”。那是一个给他们带路的少年，在过封锁线
时，少年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在管桦面前。这
是他永久的悲痛，也是他创作《小英雄雨来》的缘
由。小说写成第一章，管桦拿给作家周立波看，
周立波看后说，这是一篇有骨有肉的作品。

《小英雄雨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很快
就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1955年，管桦把它扩
写成一个中篇小说。这篇小说影响了几代中国
少年。管桦认为中国人应该从儿童时期就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他编写课文时自然把这种思想写
了进去，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
们爱自己的祖国。

鲍河扬说：“我父亲一生的创作，离不开爱国
主义。他的爱国主义不是源于道理，而是出于对
生命的崇敬和热爱。”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也是为
守护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鲍大哥说他父亲在庄上与当地农民一样过
着简朴的生活，有时候用煤油炉蒸点米饭、两根
广东腊肠，再熬一碗没有油星的白菜，这就是一
顿饭。每天写累了便绘画，也会出门在乡间散
步，与乡亲们聊天。

非常遗憾，我来到女过庄时，管桦已去世多
年。我未曾见过老先生，但是他充满生命力的作
品却陪伴了我的成长。站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我
分明感受到他生命的气息。老宅院子里种过各
种蔬菜和大量蔷薇花，管桦喜欢翠竹四季常青，
说翠竹能把春天留到冬天。老宅院里种下的青
竹亭亭玉立，他生前常去查看竹丛周围的地上是
否有竹笋破土，若有了，便欣喜万分。他的愿望
是遍地蔓延翠竹。

鲍大哥讲他父亲很反感对树木整齐划一的
栽种方式。鲍大哥曾把后院荒落的枯树伐掉，整
齐划一地栽了五排杨树，他还怕破坏了整齐，把
树间自然生出的别的树苗统统铲除了。父亲得
知后批评道：“谁说生命一定是整齐的？生命本
身就是杂乱的，生命的美就在这杂乱之中。”

现在，老宅的院子里疯长着近百株各样的小
树。“它们品尝着晨雾凝聚的细碎的甘露，娇嫩的
绿叶，在风中哗哗地歌唱，傍晚再披上晚霞五彩
光丝的外衣。”鲍大哥说是父亲给予了它们生命，
还给予了它们幸福和欢乐。

管桦眷恋的家乡是蔚蓝的天空下奔腾的江
河和它两岸的原野，是开满马兰花的硬泥埂，是
起伏着波浪的稼田，是荒远僻野的云里烟村、雨
中荷塘，还有那浮云似的远山。他的一生为祖国
战斗，为人民创作。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文
学作品。2002年，管桦接到“野草、山花、峰峦、
大地和太阳的邀请”，赴约而去。但他的灵魂仍
留在这里，就如普希金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我
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将比我的骨灰活
得更久长”。

热爱祖国热爱祖国 守护家园守护家园
□□李李 岩岩

管 桦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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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世界
6月22日，设在日本的“国际格林奖”评奖委员会公布了第

十八届“国际格林奖”的评选结果，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朱自强教授获得该项大奖，他是获得“国际格林奖”的第
二位中国人。

“国际格林奖”与“国际安徒生奖”一起被誉为两大世界性
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国际格林奖”侧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
旨在“奖励世界杰出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国际格林奖”设立于
1986年，1987年为第一届评奖，此后每两年评一届。2020年9
月，“国际格林奖”评委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以问卷调查的形式，
邀请约400名专家学者推荐参评人选。同年11月底，根据来自
世界各地的推荐名单，选定8位候选人，综合评估其学术成果。
12月，根据评估结果，评奖委员会将最终候选人确定为3人。
2021年3月，由来自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10
名评委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召开最终评审会议，确定了评选结
果，将第十八届“国际格林奖”授予朱自强教授。

本届“国际格林奖”的授奖理由是：朱自强是具有国际视野
的学者，在切实推动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的同
时，也向国外推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他先后在东京
学艺大学、大阪府立国际儿童文学馆和大阪教育大学从事为期
一年的儿童文学研究，研究成果结集为《日本儿童文学论》一书。
他还翻译日本儿童文学作品，并将儿童文学相关研究理论引入
中国学界。多年来，他在儿童文学理论、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当
代儿童文学批评、绘本研究、语文教育研究、儿童阅读研究等十
分广泛的学术领域，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有《朱自强学术文集》
（10卷）行世。践行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是他的
学术研究的特质，此外，他也为儿童文学的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
贡献。 （少 文）

朱自强荣获“国际格林奖”
■动 态

为探讨当前儿童文学发展的多维面
貌，廓清当前理论批评的架构与责任担
当，以理论批评的评判价值推动和促进中
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会将于2021年12月在北京召开

“文化强国语境下的新世纪儿童文学理论
与创作学术研讨会”，现面向全国研究者、
创作者、出版人征集论文。

针对目前儿童文学创作面貌的多元
与提升、阅读接受的广泛和多维现状，进
行文化强国和质量提升语境下的创作实践
总结、文学理论探究、接受场域研究的时机已
到。提炼、归纳、概括、分析与总结“新时期”儿
童文学创作生产的规律，辨析此一时期的文
学事业发展格局，廓清此一时期的批评架构
与理论形式，研究儿童文学事业接受和传播
的场域，以评判价值旨归，引领文学价值走
向，引导精神归属，更为文化强国语境下文
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一种路径的参考。

据悉，本次研讨会以“文化强国语境下的新世纪
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为主题，共设置了质量提升语
境下的新世纪儿童文学理论阐释框架，质量提升语
境下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批评面貌和架构，新世纪儿
童文学创作的宏观研究，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家、作品
研究，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文学现象、文学活动、文学思
潮研究，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生产的场域研究等六大
议题。主办方希望通过以上议题，在全国专家学者的
群策群力下，为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添砖
加瓦。 （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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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由阅读公元（北京）机构和奥森书局
联合主办的一场“给孩子，给世界——蒋一谈的诗歌
盒子”阅读体验活动在北京奥森公园举行，本次活动
是响应国家关于“全民阅读”相关号召，践行组织开
展线上线下儿童阅读推广系列公益项目之一。当天，
数百位家长和孩子们参与了活动，蒋一谈在活动现
场与家长和孩子们交流了诗歌与生活、好奇心与诗
心、阅读与作文写作等话题。

据阅读公元创始人潘子亮和阅读公元合伙人、
奥森书局主理人南木介绍，该文化创意项目源于蒋一
谈多年为孩子们的诗歌写作实践及互动文化系列讲
座。从2017年春天至2020年1月，蒋一谈在线下已经
与11000余名中小学生交流文学与写作，协助孩子们
发现自己的诗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蒋一谈看来，中国孩子需要更多的“诗意现
场”的启发，“诗意现场”就像是没有屋顶的诗歌教
室，连着天和地，连着大自然鲜活的生命，非常有
益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诗歌空间是蒋一谈多年前
的构想，他愿意和喜欢孩子与诗歌的朋友们一起，
共同为孩子们做更多的事情。

在活动现场，小朋友们积极踊跃地朗诵了《给
孩子的截句》《猫咪之歌》中的诗歌选段，也跟随
作者近距离地接触到截句创作背后的故事与灵
感。据悉，奥森公园北园“蒋一谈的诗歌盒子”活
动将历时3个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教鹤然）

“蒋一谈的诗歌盒子”
阅读体验活动在京举办

拥挤的人 王子何（9 岁） 作


